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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制药产业加速崛起

经济增长已使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医疗保健
市场。2018年，中国药品销售总额达到1370亿美元，仅用
6 年就翻了一番。预计到 2030 年，中国药品销售总额将相
当于美国的一半。不可思议的是，中国的生物技术产业从
1984 年才开始起步。1997 年，中国有 200 家生物科技公
司。2000年，这一数字增加到600家。今年，在香港和内地
上市的生物技术公司正以创纪录的速度增加。

中国政府还致力于优化创新药的注册流程，使审批流
程与全球标准相一致。例如，波士顿咨询集团的报告显
示，2011年在中国申请开展一项临床试验需要31个月才能
获批，到2018年时仅需2个月。

认识到中国政府鼓励创新的努力，投资者已增加在中
国的投资活动，寻求为该国下一代生物技术提供融资。同
时，看好国内巨大发展机遇的“海归”纷纷回国创业，开
办生物科技公司。

——美国《制药经理人》杂志网站5月17日文章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中国三峡集团是
全世界最大的水电开发运营企业、中国最
大的清洁能源集团，三峡能源业务的总资
产价值超过 1400 亿元人民币。随着中国对
清洁能源的需求不断增长，三峡集团今年4
月宣布了两个新的太阳能项目，最近开始
在其最新的大型水电项目中注水。

法国 Fredzone 网站报道称，三峡大坝
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建筑。2020 年全
年，三峡水电站的发电量达到 1118 亿千瓦
时，创下新的世界纪录。三峡水电站生产的
清洁电能让中国在去年减少燃烧 3439 万吨
煤炭。这直接减少了 9420 万吨二氧化碳、
22.4 万吨二氧化硫及 21.2 万吨氮氧化物的
排放，相当于种植了37万公顷阔叶林。

三峡工程为绿色转型提供不竭动能
█ 受访专家：原国务院三峡建委办公室巡视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陶景良

图为5月15日，三峡大坝云飘雾绕。 郑 坤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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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打造全球运输服务中心

未来15年，中国希望成为全球生产、运输及服务的中
心，并将制定经济运作的标准。3年前，中国宣布打造一张
用于天基互联网系统的卫星网络。去年，中国细化了这一
计划，宣布这一网络需要12992颗卫星。中国科技部门正同
制造商合作打造全球6G通信网络。

中国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对欧洲而言完全是“乌托邦”
式的。以高铁建设为例，从武汉到西安650公里的高铁线路
仅仅用了 7 年时间。对德国来说，这样的建设水平无异于

“登月”。自 2007年以来，中国已经建成总里程达 3万公里
的高铁网络。而2035年前，高铁里程要翻倍，交通部门甚
至还规划了一条通往台湾的高铁线路。

到 2035 年，中国计划建成 400 个民用机场和 80 个航
空货运枢纽,还将建设 20 多个主要港口。“大”也是中国港口
的特点，当天津湾在建的两个港口完工时，当地港口装卸
设施总规模将相当于德国从汉堡港到威廉港设施规模的
总和。

——德国《世界报》5月18日文章

中国“红色旅游”市场红火

随着北京不断寻求促进国内消费，在中国共产党即将
迎来建党 100 周年前夕，中国的两个省份带头推广“红色旅
游”。江西省委书记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该省将
与邻省湖南在今年10月共同举办“2021中国红色旅游博览
会”。中国还正尽力提升不同红色旅游景点之间的合作。中
国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严重阻碍人
们旅行前的2019年，红色景点吸引约14.1亿人次参观。

中国共产党将庆祝建党100周年。中国一直在推动包括
商界在内的社会各行各业开展活动，促进开展有关演讲和
庆祝活动，鼓励人们参观纪念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活动的
关键历史遗迹。据介绍，井冈山推出“吃一顿红米饭，唱
一首红军歌”等活动，既有体验也能表达敬意，深受广大
游客特别是青少年欢迎。今年“五一”期间，江西省多个
红色旅游景点游客人次同比增长300%。南昌八一起义纪念
馆每天5000张参观票都被早早预订。井冈山茨坪中心景区
的所有红色景点游客如潮。

——彭博社5月17日报道

◀ 5月15日，航天科研人员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指挥大厅庆祝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着陆火星成功。

（图片均为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 5月15日拍摄火星探测器着陆火星表面模拟图。

去年 9 月，中国在第七十五届联
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中国将
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
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二氧化碳排放
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十四五”规划提
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大力发
展绿色经济，壮大节能环保、清洁生
产、清洁能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
绿色升级、绿色服务等产业。随着中
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绿色转型已
成为中国着力推进的转型方向。

作为中国最大的清洁能源集团、
世界最大的水电开发企业，中国三峡
集团为中国加快绿色环保产业发展，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注入
蓬勃动力。三峡电站是世界上装机容
量最大的电站，安装有32台70万千瓦

和 2 台 5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
装机容量2250万千瓦。2020年，三峡
电站年发电量超过 1000 亿千瓦时，创
下单座水电站年发电量世界纪录，所
产电能惠及半个中国。目前，三峡集团
累计向社会贡献清洁电能 3.1 万亿千
瓦时，相当于替代 9.84 亿吨标准煤，
减少排放25.2亿吨二氧化碳。

三峡工程为绿色转型提供不竭能
量，离不开技术创新这一内源动力。
2020年，长江三峡枢纽工程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特等奖。三峡工程建设过程中研
发的数百项专利、建立的100余项工程
质量和技术标准、开创的数十项技术突
破，不仅屡创世界纪录，也为中国大型
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技术创新支持。比
如，三峡大坝混凝土浇筑由传统的间
歇浇筑创新为连续浇筑，连续 3 年创
造混凝土年浇筑强度的世界纪录；7℃
低温混凝土控制技术与工艺使三峡
右岸大坝实现了无温度裂缝，打破了

“无坝不裂”的魔咒；三峡工程在信息
自动化建设中，开发出在国际工程项
目管理领域处于领先水平、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三峡工程管理信息系统”和

“电厂运行管理信息系统”。目前，三峡
工程中研发的创新成果已广泛应用于
京沪高铁、奥运工程、成都双流机场和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大型基建项目。

除了提供产能巨大的清洁能源，
三峡工程还发挥着防洪、航运、水资
源配置和生态环境保护等综合效益。
防洪方面，三峡工程紧邻长江防洪形
势最为严峻的荆江河段，可以控制荆
江河段 95%的洪水来量。2020 年汛
期，以三峡工程为核心的长江干流及

清江梯级水库累计拦洪 388 亿立方
米，占长江中上游水库群拦洪总量
60%以上。航运方面，三峡工程建成
后，消除 1000 处险滩、46 处单行控制
河段，库区航道单向年通过能力从
1000 万吨提升至 5000 万吨，实现全年
全线昼夜通航。长江上中游真正成为
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的黄金水道。水资
源配置方面，每年 1 至 4 月，长江中下
游天然流量只有 3000 立方米每秒，三
峡工程下泄补水流量提高到6000立方
米每秒，有力缓解了城镇用水压力。生
态保护方面，三峡工程对长江经济带
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建设发挥重要作
用。三峡集团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保
护的长江特有珍稀植物品种达 1256
种。三峡工程保育以中华鲟为代表的
多种长江珍稀特有鱼类 32 种，累计放
流超 504万尾中华鲟、300万尾长江上
游珍稀特有鱼类。自2011年以来，三峡
水库持续实施针对“四大家鱼”繁殖的
生态调度，有效促进了鱼类自然繁殖，
推动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

如今，三峡工程的成功经验正走
向海外，推动更广泛的全球能源合作。
目前，全球12大水电站中，有5座由三
峡集团建设、运营和管理。三峡集团在
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设运营项目
82个，装机约 1700万千瓦，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能源合作成效尤其显著。
几内亚凯乐塔水电站、苏丹麦洛维水
电站、秘鲁路德斯项目等清洁能源合
作项目，为当地提供了更加成熟的清
洁能源开发技术和更加稳定充足的电
力保障。

（本报记者 高 乔采访整理）

5 月 15 日，在江苏如皋港，长源国际码头港口机械正
在吊装物资。 徐 慧摄 （人民视觉）

“里程碑式的重大突破”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称，中国登陆火
星是其太空计划的高光时刻。天问一号探测
器成功在火星着陆，使中国成为继原苏联和
美国之后第三个登陆火星的国家，也在太空
探索的最前沿实现了里程碑式的重大突破。

《纽约时报》 的报道以“美国现在在火
星上有伴了”开篇，从任务内容、着陆点和
着陆过程等角度，对中国此次“探火”进行
了系统化的介绍和梳理。报道还介绍了中国
的火星任务以一首经典诗歌命名为“天
问”以及火星车以中国火神“祝融”命名等
细节。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刊发文章，将中美两
国的火星探测器做了一个整体比较。文章称，

“祝融号”在着陆时采用了目前应用最广的反
推悬停式着陆方案，这种方案虽然对地形要
求较高，但技术的安全性也同样较高。

《科学美国人》 月刊网站刊文称，登陆
火星是中国雄心勃勃的太空计划取得的最新
尖峰成就。中国证明了自己的奋斗精神。现
在，天问一号的成功已经证明，中国是一个
娴熟的星际探索者，一些更大胆的项目可能
即将推出。

“巨大的飞跃。”著名科学杂志 《自然》
援引意大利科学家奥罗塞的话称，中国成功
登陆火星，在一次任务中就完成了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此前花费数十年、历经多次任务
才实现的目标。

“中国航天部门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
送上一份百岁生日大礼——一台火星车。”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刊文称，成功登陆火星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刻。这不仅展示
了中国不断增强的航天能力，还适时地提
醒世人关注中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
巨大发展成就。

“自立自强是进步关键”

迄今为止，人类共实施 47 次火星探测
任务，成功或部分成功的仅 25 次，成功率刚
过50%。在火星上着陆的任务，目前共实施22
次，算上此次仅成功10次。外媒普遍认为，中
国天问一号探测器“一举成功”实属不易。

美国广播公司称，中国探测器首次成功
着陆火星，这一技术上具有挑战性的壮举比
登陆月球要更复杂和困难。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报道称，中国天问一
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是“了不起的成
就”，因为这项任务极其艰巨。事实上，在
着陆火星过程中，探测器要在约9分钟内将
时速从约2万千米降至零并实现软着陆。虽
然此前中国已有月表着陆经验，但火星环境
比月球更复杂，且通信时延单程达 20 分钟
左右。这意味着只能靠天问一号自主完成这

“恐怖 9 分钟”的程序，堪称步步惊心。此
外，火星与月球不同，月表近乎真空，而火
星有大气层，这大大增加了探索难度。

著名科学杂志《自然》称，探测器着陆
火星是迄今为止对中国太空探测能力的最大
考验。在火星上着陆必须由探测器自动进行。

“每一步只有一次机会，行动是紧密联系在一
起的。如果存在任何缺陷，着陆就将失败。”

西班牙 《国家报》 网站报道认为，此
前，还没有任何国家完成过如此复杂的火星
探测任务。在再入和着陆方面，中国展现出

了非凡的技术成熟度。这也得益于中国从探
月任务中获得的技术经验。

“自立自强是中国太空进步的关键。”美
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刊文总结说。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报道称，多年
来，中国为自主实施太空计划提供了雄厚资
金，并像五年规划一样制定精准的太空计划。

“为和平利用太空作贡献”

“中国探测器成功登陆火星了，下一步
会是什么？”美国 《商业内幕》 称，中国探
测器成功在火星乌托邦平原着陆，将有至少
90个火星日进行探测。面对极为恶劣的火星
环境，天问一号探测器必须足够强大，才能
在这个红色星球上“荒野求生”。

《纽约时报》 日前在题为 《月球、空间
站与火星：详解中国太空雄心》 的文章称，

“祝融号”将进行一系列实验，研究火星的
地形、地质和大气。目标之一是更好地了解
该地区冰的分布情况，“有助于给未来人类
的访问提供支持。”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科学任务理事会主
席托马斯·祖布钦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与全
球科学界一起，我期待着中国火星探测任务
为人类了解这个红色行星作出重要贡献。”

英国广播公司援引专家的话称，成功登
陆火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鼓舞，同时也证明

“中国可以为人类知识库贡献更多力量”。
“对火星的探测，并不是中国太空探索

的极限。”俄新社报道称，中国探索火星计
划的下一步可能是在 2030 年左右再次发射
探测器，将火星土壤样本送回地球。到 2050
年，中国科学家有望实施载人火星飞行计划，
目前准备工作已经在进行中。除了登陆火星
外，中国正在建设自己的轨道空间站。据透
露，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
之际，中国计划将太空探测器发射到距地球
约150亿千米的太阳系边缘进行科学研究。

法新社称，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国
在航天领域还有不少新动作：天舟二号货运
飞船预计在近期发射，将会为空间站送去燃
料和补给物资；3 名航天员正在进行准备，
预计将于 6 月份搭载神舟十二号进入空间
站，驻留3个月时间。

“德国之声”援引中国官方媒体的评论
称，中国将为致力于“揭开宇宙的奥秘，为
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贡献”。

5月15日7时18分，距离地
球 3.2亿千米之外，天问一号探
测器成功实现火星表面软着陆，
稳稳落在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预
选着陆区。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
务着陆火星取得成功。消息一经
发布，立即引发外媒广泛关注。

火星探测属于高风险航天任
务。自去年 7月 23日在文昌航天
发射场启程，天问一号经历了近7
个月的“奔火”之旅、3个月的“环
火”探测和“恐怖9分钟”，如今“登
火”成功，并且即将开展巡视探
测。环绕、着陆、巡视，通过一次发
射实现“绕、着、巡”三大任务，这
在世界航天史上尚属首次。“里程
碑”“巨大飞跃”“辉煌时刻”等字
眼，高频出现在外媒对中国登陆
火星的报道中。在对中国火星探
测取得成就表示祝贺和赞赏之
余，国际舆论也对未来中国太空
探索发展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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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论 道

5 月 19 日，身穿红军服的游客在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
仙源乡湘鄂赣革命历史红旗广场参观。

邓龙华摄 （人民视觉）

5 月 11 日，江苏省淮安市天士力制药企业工作人员在
新上的生产设备忙碌着。 王 昊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