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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建设成就突出

中国近年来发展速度惊人。上海、广州、
深圳等地发展成了真正的大都市，已达到新加
坡和日本的城市发展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绝大多数小城市也变得十
分漂亮，基础设施完善，拥有大城市所拥有的
一切设施。剧院、电影院、大型购物中心、公
园、广场、咖啡馆、各类餐馆一应俱全。人们
可以租用共享单车，城里有电子图书馆，还经
常举办各种展览会。在这里，你完全不会觉得
自己生活在小城中。这里拥有居民生活所需要
的一切：发达的公交系统、完善的公共设施、
大量的果蔬和食品商店……

中国政府目标明确：国家要发展，要让百
姓感到满意。为此，政府为民众提供需要的一
切，中国在民生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国的高档
餐馆或酒店价格甚至高于俄罗斯。但很多中国
人负担得起，且这部分人的比例每天都在增长。

——据俄罗斯纽带新闻网7月31日报道

中国年轻人拥抱“二手经济”

如今，中国更年轻的消费者正拥抱“二手
经济”。阿里巴巴的闲鱼平台去年二手商品销售
额过千亿元。腾讯正支持在线二手书零售商多
抓鱼，后者 2017 年上线以来已售出 300 多万本
书。中国约7亿智能手机用户中12%拥有一部二
手或翻新手机。

此类二手交易大多在网上进行，其中 60%以
上参与者来自中国都市，他们使用有关App买卖
用过的东西。其中35岁以下的人占比高达85%。
与中年人相比，他们收入相对更低，而且在他们眼
中，二手货没那么多“污点”。这种趋势在汽车市
场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中国二手车成交量达
690万辆，在新车销量下降之际，同比增长3%。

在相关平台推动下，中国二手市场销售额
将在明年达1万亿元，增至2017年的2倍。过去
数十年的消费支出增长，意味着中国已拥有蕴
含巨额转卖价值的庞大二手货源，二手市场迅
猛增长。

——据英国《金融时报》7月31日报道

云南发展模式富有特点

中国云南在互联互通、边境贸易以及生态
旅游等方面的发展模式可为印度东北部地区提
供借鉴。

云南与印度东北部地区有很多共同点：人
口规模相近、都是山区、多元化的本地社区、
丰富的自然资源基础、巨大的水电潜力以及一
直以来发展水平处于低位。

目前，云南已经尝试了一些涵盖当地社区
的富有创意的生态旅游方法。西双版纳的生态
旅游以“生态村”为基础，展示了傣族的文
化、建筑、风俗和美食。村民与公司通过土地
租赁进行合作，让游客可以一睹傣族的生活方
式。印度那加兰邦以犀鸟节开了个好头，其他
邦也会有很多机会。

——据《印度教徒报》网站7月31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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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自由媒体网站发表文章称，
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风生水起，中国

“雪龙 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将进一步助
力中国在南极科考领域后来居上。不排
除在不久后的将来，中国南极科考站的
数量，尤其是其质量，将会超过俄罗
斯。显然，中国南极科考的步伐并不会
止步于“雪龙2”号。

法国媒体称，目前，中国着手开展
建立最新南极基地的工作。中国正在成
为极地经济大国，并且已经成为南极经
济开发的主要力量，开启了中国南极开

发新阶段。中国将是少数几个在南极洲
地区拥有多个基地的国家之一

《纽约时报》称，在《南极条约》的
52 个签约国中，中国的南极行动“最迅
速”。中国准备建设第 5个科考站，已经
接近美国6个科考站的数量。

左图：1 月 16 日，中国第 35 次南极
科考队昆仑队队员来到海拔 4093 米的南
极冰盖最高点冰穹A，在南极冰盖之巅换
上了一面崭新的国旗。图为队员们在此
处合影。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摄

日前，中国自主建造的“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
的正式交付仪式在上海港隆重举行。1993 年，中国首
艘“雪龙”号在乌克兰建成。20多年来，它共完成了9次
北极科考和22次南极科考。“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
下水，进一步凸现了中国政府对南极地区的重视，也表
明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全球公域治理的决心。中国正力
争成为南极地区保护与合理利用的主要参与者。

1959年，来自美国、苏联、英国、法国、澳大利
亚、新西兰、智利、阿根廷、日本、比利时、挪威和
南非的 12 国代表签署了 《南极条约》。当时，中国并
非缔约国，先前也从未参与过极地开发。1983年，中
国加入该条约。1984年11月，中国开始了在南极地区

的首次科学考察活动。截至目前，中国在南极地区已
建成了 4座科学考察站：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和
泰山站，总量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美俄，科研工作
人员数目居第二位，排在美国之后。

中国南极科考成绩斐然。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与推动下，目前中国在南极已初步建立了一支门类齐
全、体系完备的科研队伍，组建了一批重点实验室。
30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当地科学考察，取得的成果
世界有目共睹。中国在南极地区开发的话语权也随之
增加。中国致力于南极地区海洋环境调查与保护工
作，积极促进国际合作，提升公众对南极地区的认知。

南极是地球上最后一块未被开发的洁净大陆，占地

相当于全球陆地面积的 10%，自然资源储量蔚为可观。
南极是观察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地区，同时也是地球上
研究宇宙的最佳之地，具有巨大的科学研究价值。

中国在南极地区的科考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不仅
能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南极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方面的
作用，也有助于中国在极地科研和解决全球气候问题
等方面提出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此外，南极科考站
还可以进行航天观测，为中国的航天项目保驾护航。

未来，中国将与美、俄等国家一起推动各国在联
合国框架下加强在南极科考与研究的务实合作。在保
护南极资源基础上，合理利用南极资源。

（钱盈盈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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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6 日，在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街道青
年湖社区暑期青少年学生跳蚤市场上，50 余名
放暑假的学生在家长陪同下，出售和交换自己
闲置的玩具、文具、书籍和生活用品等。

春 光摄 （人民视觉）

现代化步伐“超乎想象”

近年来，在中国不断推进的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建设中，科技强军是响亮的口
号，更是坚实的步伐。早在2017年建军90
周年朱日和沙场大阅兵之际，德国全球新
闻网就曾评论称，从新中国成立前的“以
弱胜强”，到新中国成立后全球人数最多的
军队，再到近年来的军队现代化建设，中
国军队目前正进入高科技时代。

如今，“科技感”“现代化”成为中国
军队名副其实的标签。

2018 年底，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制作的
2018 年度“全球最强军力”排行榜显示，
中国紧随美俄，位居第三。

今年4月，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之际，各
国海军舰艇海上阅兵在青岛及其附近海空域
举行。中国海军32艘各型舰艇与来自13国
海军的 18艘舰艇列队受阅。外界特别关注
到，中国海军的多款新型舰艇在此次海上阅
兵中亮相，且再未出现老式舰艇。这被视为
中国海军装备现代化进程加速的又一力证。

美国 《外交学者》 杂志网站称，在
2010 年至 2018 年的 8 年时间里，中国海军
列装新型驱逐舰的数量达到此前 20年列装
总量的 20 倍。“中国海军的进步超乎想
象”，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俄军事专家的
观点感叹。

不仅是海军，中国其他军种的现代化
步伐同样让外媒惊叹。美国 《国家利益》
杂志报道称，自20世纪90年代起，原本注
重数量规模的中国陆军开始大力推动军事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经过 20余年发展，中
国陆军面貌焕然一新，大批新型武器装备
纷纷进入部队服役。

而这远不是中国军队现代化进程的终

点。今年建军节前夕，中国对外发布了《新
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在这本中国政府
自 1998 年以来发表的第 10 部国防白皮书、
也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发表的首部综合型国
防白皮书中，“现代化”一词出现频率极高。

“中国正着眼于打造一支高科技的现代
化军队”，法新社称，白皮书向世界提供了
观察中国军队和军事雄心的罕见机会。

菲律宾拉普勒新闻网站报道称，白皮
书呼吁提高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的先进技
术水平，概述了建设一支现代化高科技军
队的规划。

“最大军改”激发从容自信

“国家大柄，莫重于兵。”2015 年 11 月，
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举行，解放军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整体性革命性改革全面展开。
近 4 年来，这场被外媒评价为“中国近几十
年来最大的军事改革”，以前所未有的广度
和深度向前推进，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由此提
升，中国也因此在国际舞台更有底气。

外媒普遍认为，新版白皮书彰显出中
国的这份自信。俄罗斯塔斯社援引白皮书
内容称，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这是新时代中国国防的根本目标。

美联社也报道称，每隔数年发布的国
防白皮书是对中国国防政策的阐述。新版
白皮书强调了中国的“防御性”态度，但
也承诺一旦受到攻击将必定作出反击。

日本广播协会网站注意到，白皮书强
调南海诸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
固有领土，主张“中国在南海岛礁进行基
础设施建设，部署必要的防御性力量，在
东海钓鱼岛海域进行巡航，是依法行使国
家主权”，重申了绝不妥协的态度。

在外媒看来，白皮书的相关表述体现

出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的坚定决
心，也展现出中国应对全球战略格局演变
的沉着稳定。

而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包容、开放成为中国凸显的特征。这一特
征同样体现在中国军队的发展过程中。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军事专家分析
称，对比以前的版本，新版白皮书更多地
介绍了有关改革、新机构以及解放军规模
和融资的问题。其中包含许多有关组织和
人员结构、参与国际军事演习以及中国军
事预算的动态和结构的大量数据。由此可
见，新版白皮书使中国能够比以前更有效
地向外界传达对安全问题的观点，并提供
中国军事改革的愿景。

还有英媒发现，近年来，中国军队与
各国军队的交流日益密切，走出国门、与
其他国家进行联演联训，正成为中国军队
训练的一大特点。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介绍，2018年，中国与30多个国家举行近
40场联演联训，为与各国军队深化友谊与
互信、提高各自军队建设和训练水平发挥
了积极作用。《泰晤士报》认为，联演联训
不仅有助于各方在战术运用和训练水平等
方面进行交流，还能开阔中国军人的视野。

维和贡献值得“大书特书”

不容忽视的是，在中国军事力量不断
提升的同时，“中国军事威胁论”在个别国
家一度沉渣泛起。然而，正如西班牙 《先
锋报》 刊文所言，中国推动军队深刻变革
和现代化建设，以确保边境和国家利益的
安全，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需要大惊
小怪。自身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这是中国一直以来都强调并坚守的立场。

新版白皮书也让世界吃了一粒“定心

丸”。白皮书明确指出，新时代中国国防的
鲜明特征是坚持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
不谋求势力范围。中国坚持结伴不结盟，
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反对侵略扩张，反
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拉美社指出，中国政府在白皮书中对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等行为提
出批评，并呼吁尊重国家主权，向世界展
现出中国国防政策在新时代的走向。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专家分析称，中
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白皮书强调的新时代
中国国防特征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和中
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属性所决定的，有效回应
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增长的军事力量的担忧。

事实上，中国军队不仅不会给他国带
来威胁，反而始终致力于为世界创造更多

“安全感”。
今年 2 月，“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军

队”主题展览亮相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
60余幅照片生动展现中国军队面对世界的
善意和维护和平的担当。联合国秘书长军
事顾问罗伊特称，中国对维和行动的贡献
值得“大书特书”。有外媒评论称，中国军
队给西方国家不愿介入的那些冲突地区带
来急需的资源，国际社会应承认“中国对
多边环境下维和行动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中国不会当世界的宪兵”，俄罗斯卫
星通讯社引述专家观点指出，让世界感到
安心的是，新版白皮书回应了中国维护世
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定决心和意志。同时，
中国国防政策不再局限于国内的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而是强调保护海外利益之
外的国际义务，积极主动地阐述中国的国
际义务，这是一个很大提升。

上图：中俄“海上联合-2019”军事演
习中，一艘中国海军导弹护卫舰在联合反
潜课目中实施火箭深弹发射。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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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论 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刚刚度过了92岁的生日。
这支和平威武之师从战火纷飞的历史烟云中走
来，在新时代展露焕然一新的面貌，成为捍卫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固柱石，也成
为公认的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德国《南德意志报》曾援引伦敦国际战略
研究所专家梅娅·诺恩斯的观点称，中国今天
已经成为全球安全政策中必须被严肃对待的角
色。而中国军队，正是背后的那面坚强后盾。

专 家

解 读

海 外 声 音

市民在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读书。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