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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倡议：开拓合作空间

博鳌亚洲论坛 2021年年会是今年全球
首个以线下会议为主的大型国际会议。考
虑到疫情防控及国际旅行限制，年会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形式进行。

据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600多名
政界、工商界代表和学者参加本届年会。
在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的复杂背
景下，国际社会对论坛抱以更高期待。

新加坡 《联合早报》 报道称，今年年
会以“世界大变局：共襄全球治理盛举 合
奏一带一路强音”为主题，设置六大板块
议题，既有“双循环”和金融开放等中国
发展议题，也有数字货币、老龄化和新冠
疫苗等国际关注的课题。其中，“解读中
国”和“一带一路合作”是应各方普遍希
望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而新增的板块。

年会最吸引外媒眼球的，无疑是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以视频方式发表
的主旨演讲。习近平就加强全球治理阐述
中国主张，发出中国倡议，向世界展示出一
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日本放送协会网站报道称，习近平在
演讲中明确表示拒绝单边主义，同时呼吁
各国拒绝新的冷战，并平等对待彼此。

路透社报道称，习近平在主旨演讲中
呼吁在全球治理中拒绝霸权主义，建立更
公平的世界秩序。报道指出，长期以来，
中国一直在呼吁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改
革，以更好地反映国际社会而不是少数几
个主要国家的观点和价值观。报道还称，
中方发言人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一系列表
态重申了对全球自由贸易的承诺。

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翁
诗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习近平重申
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一立场
道出众多国家长期以来在国际关系上希望
得到公平对待的诉求，势必引起广泛共
鸣。此外，针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习近平在演讲中提出建设四大伙伴关系，
值得国际社会期待，将为各国开拓更广的
合作空间。

扩大开放：助力经济复苏

外媒指出，博鳌亚洲论坛被视为观察
中国对外政策的风向标。今年，这个迈入
第 20个年头的政经论坛更加清晰地展现出
中国在诸多国际议题上的声音。

习近平在主旨演讲中表示，作为亚洲大
家庭重要成员，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积
极推动地区合作，与亚洲同进步，与世界共
发展。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积极参与贸易
和投资领域多边合作，全面实施《外商投资
法》和相关配套法规，继续缩减外资准入负
面清单，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推动建
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积极信
号和务实行动，给复苏中的世界经济注入
更多信心。新加坡 《海峡时报》 报道称，
在新冠肺炎疫情依然肆虐全球的背景下，
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逐渐恢复经济发
展，并举办博鳌亚洲论坛这样高级别的论

坛，本身便展现出中国开放的姿态。
彭博社称，随着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复

会，中国发出开放信号。这是中国政府在
后疫情时代再次努力吸引外国投资者的机
会。中国商务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的外商投资在快速增长，前三个月增长
近40%，达到450亿美元。数据显示，这是
200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中国将同各方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的消息，也让不少外媒感到振奋。
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报道指出，“一带一
路”倡议是中国主张加强国际合作的生动
例子。在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中，中国企
业已经在印度尼西亚、巴西、阿联酋、马
来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共建“一带
一路”伙伴国开展疫苗联合生产。报道
称，根据世界银行有关报告，到 2030 年，
共建“一带一路”有望帮助全球 760 万人
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

文莱 《婆罗洲公报》 表示，中国提出
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帮助区域经济复
苏，进一步振兴经济。

引领亚洲：乐于分享机遇

博鳌亚洲论坛成立 20年来，亚洲国家
深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力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推动亚洲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
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

今年论坛发布的 《亚洲经济前景与一
体化进程》 及 《可持续发展的亚洲与世
界》 两份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2 月，亚
洲经济体与区域内外经济体生效的区域贸
易协定共有 186 个，占全球区域贸易协定
总数的 54.9%。同时，尽管受到疫情冲击，
亚洲经济仍然呈现诸多亮点和机遇。

亚洲经济的活力与潜力赢得外媒广泛
关注。

路透社刊文称，亚洲庞大且迅速发展的
经济体正逐渐成为技术创新者、活力四射的
市场和消费者。文章列举了一组对比鲜明
的数据：1990年，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只占全
球经济产出的 25%；2019 年，亚洲的占比增
至41%；到21世纪20年代中期，亚洲经济总
和将超过北美和欧洲，到30年代中期，亚洲
可能占全球经济活动的一半以上。

在这其中，中国的引领作用不容小
觑。早在 2020年底，路透社就曾引述专家
分析称，中国经济正在进入强劲且具有韧
性的新扩张阶段。借着中国经济好转的东
风，亚洲也开始看到经济复苏的迹象。

世界银行新近发布的报告预测称，作为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最大经济体，今年中国
还将推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 7.4%，远超
去年的1.2%。“中国的强劲经济能够在某种
程度上造福世界。”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
地区首席经济学家阿迪特亚·马图指出，中
国有能力生产并出口更多新冠疫苗和检测设
备，让全球受益，同时中国还能通过促进国
内消费助力全球复苏，并在气候问题上采取
行动。

德国新闻电视台注意到，近日全球最大
车展之一的上海车展也如期举行。该媒体
认为，上海车展与博鳌亚洲论坛两大线下活
动的举行，证明中国遏制住疫情，经济迅速
复苏。此前中国公布的一季度经济增长“梦
幻数字”，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带来乐观情绪。

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乐观情绪引发外媒热议

中国坚定不移开放信号强烈
本报记者 严 瑜

近日，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
断一年后，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
会成功举行，全球重新迎来熟悉的

“博鳌时间”。
今年恰逢博鳌亚洲论坛成立 20

周年。当前，疫情还未散去，如何加
强全球抗疫合作，打造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后疫情时代，如何推动亚洲
与全球走向可持续的经济复苏？

为期 4 天的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回应了亚洲各国和地区的最
新关切，释放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以及
完善全球治理合作的积极信号与乐观
情绪，引发外媒持续热议。

海 外 声 音

中国消除贫困是人间奇迹

早在今年 2 月底，中国媒体报道称，自 2012
年以来，近 1 亿中国农村人口摆脱了贫困，提前
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
标。中国领导人表示，这是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但是中国并不满足于目前的成果。据中国媒
体报道，中国到 2035年要做到“农业农村现代化
基本实现”；到2050年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中国脱贫伴随长期经济高速增长，但仅靠这
一点无法减少贫困。中国将农村地区列为国家脱
贫项目的核心，数十万官员和扶贫工作者走家入
户，根据收入、居住条件、是否有医保等信息确
定哪些人可以被认定为贫困人口，以便为其提供
优惠贷款、创造就业机会、赠送牲畜或给予其他
形式的支援。中国还补贴企业并大举投资基础设
施建设，在这场脱贫行动中，公路、隧道、桥梁
和其他许多设施得到了资助。

——据德国“世界饥饿援助组织”网站报道

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大竞争时代

近日，全球最大规模之一的汽车展上海国际
汽车工业展览会开幕。在经济逐渐恢复的全球最
大汽车市场中国，各大车企以电动汽车为中心展
示了新款车型。由于自动驾驶等新技术研发不断
取得进展，信息技术巨头也纷纷参与电动汽车的
开发和竞争，电动汽车市场进入大竞争时代。

中国是纯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等新能源
汽车销量最大的市场。技术企业参与电动汽车领
域的情况正在增多。华为公司虽然并不生产自有
品牌的汽车，但也展示了自动驾驶的平台。百度
公司希望通过与浙江吉利控股集团的合作来生产
电动汽车。智能手机巨头小米公司宣布，今后 10
年将斥资100亿美元参与电动汽车制造。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

长三角更多年轻人回村创业

随着长三角区域交通一体化程度提高，“逆城
市化”趋势带动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越来越多
城市居民也到农村旅游度假。

距离上海、苏州和杭州等长三角主要城市不
到3个小时车程的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是周
边城市居民休闲度假的热门景区。

当地一位负责人介绍，一些上海游客在村里
一住就是半个月，未来连接上海、苏州和湖州的
沪苏湖高铁通车后，余村与长三角主要城市将形
成“一小时交通圈”，这将进一步推动整座村子的
旅游产业发展。

当地负责人还表示，随着旅游业初成气候，进
城打工的年轻人纷纷回村办民宿、开商店。当地热
门民宿每晚房价高达800元人民币，依然供不应求。

脱贫攻坚战落下帷幕后，中国“三农”工作重心全
面转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此同时，更多大中型城
市逐步放宽落户限制，推动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

图为2020年7月29日在老挝拍摄的建设中的中老铁路。 潘龙柱摄 （新华社发）

图为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图为安徽合肥庐江县龙桥镇凌安村，农民在地
膜覆盖种植药材黄蜀葵。 左学长摄 （人民视觉）

图为由上汽集团、阿里巴巴和浦东新区张江
高科共同打造的纯电动轿车智己L7亮相2021上海
车展。 新华社记者 王 翔摄

图为浙江省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俯瞰。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国 际 论 道

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非洲
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也凸显了发展数
字经济的重要性，客观上加速了非洲
经济的数字化转型。

当前，非洲国家已进入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
时期。据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发布的《移动经济报
告2020》预计，撒哈拉以南非洲移动用户普及率将会
从2020年的45%上升到2025年的50%，这意味着将有
4.75亿人成为移动互联网用户，互联网连接人数增幅
仅次于亚太地区。非洲多国表示，将进一步加强数字
经济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肯尼亚总统肯雅塔敦促公
民和企业，选择数字支付作为更安全的交易手段。尼
日利亚总统布哈里 2020年 3月份宣布，启动 4个信息
通信领域的国家项目，拟通过公私合作实现35—50亿
美元的总投资并大力建设4G/5G网络，在5年内将宽
带互联网渗透率从目前的38%提高到70%。

中非数字经济合作为非洲与世界接轨提供了加速
器。首先，中非战略对接加速数字丝路建设。近年
来，中国切实推动和搭建数字经济政策合作框架，鼓
励中资企业投资非洲、助力非洲发展。2021年，新一
届中非合作论坛将在塞内加尔举办，中非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将更上一层楼。其次，中国投资援建非洲

基础设施，极大加强了非洲经济增长
动力。中国已帮助非洲修建超过6000
公里铁路、6000 公里公路、近 20 个

港口、80多个大型电力设施。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加
速推进中非数字经济合作。多年来，传音、网易、腾
讯、阿里巴巴、中国银联、华为等中国企业大力开拓
非洲市场和业务，中非在移动支付、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进展迅速。

当前，非洲数字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核心问题，中
非数字经济合作将为解决这些问题“对症下药”。首
先，中国将进一步加强非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到
2030年，非洲将有75%人口成为互联网用户，非洲数字
基础设施缺口凸显。为此，中国政府已经和非洲多国
达成合作框架协议，推进相关领域发展。其次，中非

“数字丝路”建设将加强网络信息安全保护。非洲是遭
受互联网病毒攻击的重点地区之一。因此，中非网络
安全合作需要在法律、政策、文化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
作治理。最后，中非将加强合作逐步解决数字经济发
展不平衡问题。在71个非洲国家中，仅有南非、埃及、
摩洛哥、埃塞俄比亚等少数国家在数字丝路畅通度方
面排名靠前。下一步，中非数字丝路建设有望持续拓
展，不断扩增朋友圈。（本报记者 高 乔采访整理）

据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发布的 《2020 撒哈拉以南
非洲移动经济》 报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全球范围
内通讯行业发展最快的地区，截至2019年底，移动用户
数量为 4.77 亿，而到 2025 年，移动用户将增加 1.37 亿。
新冠肺炎疫情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互联互通对社会和经
济发展的价值，凸显数字经济的重要性。

埃塞俄比亚通讯社报道称，数字技术正在融合非洲
的各行各业，中国正成为世界数字经济和产业的发动
机，中国可以与非洲开展合作，帮助非洲建设数字经
济，实现合作共赢。

“数字丝路”加速非洲与世界接轨
█ 受访专家：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葛天任

专 家 解 读

图为3月19日，出口非洲几内亚的40台大型工程机械和
50余台铁路敞车在山东烟台港完成装船。

唐 克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