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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领域走在世界前列

“中国论文不仅在数量方面，而且
在质量方面迅速提升。”《日本经济新
闻》 报道称，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技
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近日发布的报告
指出，在研究人员引用次数排名前10%
的“受关注论文”数量上，中国首次
位列全球第一。报道指出，中国在太
空开发方面实力不断增强。今年 5 月，
中国发射的无人探测器“天问一号”
成功登陆火星。2019 年，中国发射的

“嫦娥四号”探测器着陆月球背面，实
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

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从成果数
量到研究质量，中国多领域科研能力和
科技实力的迅速提升引发外媒关注。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中国
在材料科学、化学和工程领域的科研
发展尤为显著，且在人工智能领域处
于领先地位。美国斯坦福大学 2020 年
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从刊登在学术
杂志上的人工智能相关论文引用率
看，2020 年中国的占比达到 20.7%，首
次位居世界第一。除了在理论研究方面
领先世界，中国在人工智能实践方面也
取得了成功。许多中国城市已开始使用

“智能传感器”和人工智能算法来优化
城市经济。疫情期间，中国人工智能算
法帮助分析海量数据形成“健康码”。

“中国是具有创新潜力的大国。”
阿根廷驻华大使萨比诺·瓦卡·纳尔瓦
贾近日接受阿根廷 《纪事报》 采访时
表示，近些年，中国在航天探索、人
工智能、5G 通信、云计算等前沿技

术领域均取得了巨大进步，走在世界
前列。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的绿
色能源科技制造例如太阳能电板和大
型电池的生产技术领先全球，这方面
的领先有助于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报道援引英国海外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的观点称，“中国已经领先全球能源转
型，我们现在能够使用越来越便宜的绿
色能源科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

多因素助推科研发展

“积极的投资和丰富的人才是支撑
中国科研实力发展的关键。”《日本经
济新闻》 报道称，2019 年，中国研发
经费为 54.5万亿日元 （约合 3.2万亿元
人民币），这较 10 年前增长 2 倍以上，
经费增长速度很快。中国现在的局面
是根据其战略计划发展而来的。2006
年，中国开始实施 《国家中长期科学
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希望到2020年
拥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能力。
中国一直在增加研发投资，降低对外
国技术的依赖。中国政府曾表示，将
在今后5年里让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
均增长 7%以上。目前，中国科研人数
有210万人，是世界最多的。

缜密的发展规划，充足的科研人
才，积极的研发投入，丰富的实践数
据……外媒发现，中国科技发展的累
累硕果，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日本 《现代商业》 杂志网站刊文
称，在各种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国大
学排名的大幅提升令人刮目相看。《美
国新闻世界大学排名》 显示，在理工

专业排名全球前 20 的顶尖大学中，中
国有7所，其中清华大学位居第一。如
果把范围进一步缩小到“机械工程”
领域，在全球前 20 名的顶尖大学中，
中国占 14 所。在“电气与电子工程”
领域，全球排名前 20 名的大学中，中
国占 14 所。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中
国正在大力培养工科人才。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认为，中国将
人工智能视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研
究领域。2017 年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规划。按照这一规划，届时中
国将成为世界人工智能领域的主要创
新中心。这份政策性文件得到了更具
体的相应补充。其中，人工智能发展3
年行动计划，将带动智能汽车、智能
机器人和无人机、人脸识别系统、语
音、医学影像机器分析等智能产品的
发展。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成功，
也是因为中国拥有一个主要的竞争优
势——海量数据。据估计，到 2030 年
中国将有 80 亿台设备连接到物联网，
并产生比现在更多的数据。预计到
2025年全球1/3的数据将在中国产生。

多层面为经济发展赋能

“创新和数字化发展进一步释放中
国经济增长潜力”。日本 《外交学者》
网站刊文称。中国科技实力的快速进
步也为工业生产和经贸发展赋能。

据英国 《经济学人》 杂志报道，
中国正努力提高生产率以保持经济增
长潜力，中国工业正迈向机器人密集
型。企业努力提升工厂的现代化程
度，以实现产业升级。当前，中国正

通过工业现代化、进一步城市化和一
些改革措施提升劳动生产率，其中包
括推动企业自动化、建设超大规模城
市群以催生高效供应链、通过培训提
升工人劳动技能等。

日本 《朝日新闻》 刊文称，中国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推进人工智能等
前沿领域的技术研发。科技创新被视
为增长的关键，人工智能、量子信
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等均被列入
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中国还将推进国
家实验室建设，支持北京、上海、粤
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未来中国将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特别强调要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
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汽车等行业。

美 国 彭 博 社 报 道 称 ， 哈 佛 大 学
“发展实验室”最新研究显示，以各国
2019 年出口复杂度为判断标准，中国
在全球排名第 16 位，出口技术水平显
著提高。出口复杂度旨在衡量一国出
口商品的多样性、技术先进性以及出口
量。在过去的 10 年里，中美两大经济体
之间的差距缩小了一半以上。目前，中
国的出口贸易几乎覆盖全球所有已知
产品领域，排名已超过一些发达国家。

俄 罗 斯 中 国 分 析 中 心 主 任 谢 尔
盖·萨纳科耶夫认为，近年来，中国政
府不断加大科技领域投入，大力培养
科技人才，自主创新取得长足进步和
巨大成就。“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
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等方面作出部署，中国政府陆续出台
相关政策，鼓励科技创新，中国企业
和人才的创新活力将竞相迸发。

中国植树打造“绿色长城”

由于气候变化，植树造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
要。中国正在打造“绿色长城”。

在中国东部杭州市的桐庐县，河岸上有一棵树龄达820
年的樟树。人们给老树挂上寄托着希望的红纸条。中国人
崇尚自然。在过去40多年的经济崛起中，中国实施了世界
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植树造林计划。

中国目前是全球植树造林最多的国家。今年4月初，中
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用5分半钟时间展示了中国领
导人如何种下油松、矮紫杉、红瑞木、碧桃、楸树、西府
海棠树苗。

在中国，植树是国家大事。为了阻止沙漠的扩张，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动员民众开展植树造林，
构筑起横贯全国的“绿色长城”。迄今为止，中国造林约33
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德国的总面积。中国的森林覆
盖率已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2%提高到目前的23.04%。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报道

重庆跻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重庆市即将迈入直辖25周年之际，中央今年接连释放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政策红利，助力该市扩大开放
迈向国际化。重庆7月与上海等城市一同跻身中国首批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

7 月 19 日，被中国媒体形容为“内循环”主战场的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名单出炉。上海、北京、广州、天津，以
及唯一获选的内陆城市——重庆，从20多座一线和新一线
城市中脱颖而出。论消费实力，沪京渝穗位居去年消费十
强城市前四，是中国消费实力最发达城市。

夜间经济在重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60％的消费发
生在晚上，重庆连续两年位居中国城市夜经济影响力榜
首。2020年，重庆社会消费总额破万亿元，超越广州，跃
升为中国十大消费城市第三名；社会消费增速1.3％，在十
大消费城市中位居第一。这座西部工业重镇是否由此变为
西部消费大城，进而带动经济转型升级，备受舆论关注。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中国快递服务升级技术

近年来，中国涌现出众多快递服务企业。中国大城市
为它们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居民们精通互联网、配送人员
工资相对较低、有关监管较宽松。在以高层建筑为主的中
国大城市，人们在一起紧密地生活、工作——这大大缩短
了送货路线。

专家预计，随着中国进一步城市化和中等收入群体不
断壮大，快递市场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增长。为节省成本、
应对未来出现的人手短缺，中国的送货服务现在开始依赖
新的技术解决方案，越来越多地区允许使用配送机器人。
美团、京东、新石器成为中国首批获得无人配送车上路资
质的企业，被许可在首都北京使用无人配送车。中国企业
还纷纷在无人机配送领域大量投入。河南防汛救灾期间，
就有公司使用无人机在受灾地区运送物资。

——据德国《商报》报道

近日，中国自主研发的时速 600 公里高
速磁浮交通系统在青岛成功下线。作为世界
首套设计时速达 600 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
统，该系统采用了诸多先进科学技术，自主
设计研发了如高速磁浮列车实现安全运行最
后也是最重要的安全保障——涡流制动器、
保证列车低速下电力供应的高速磁浮车受流
器系统、使列车更加智能的旅客信息服务系
统 PIS 等多个产品。这标志着中国掌握了高
速磁浮成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对支撑“科
技强国”“交通强国”战略具有重大而深远
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交通运输面貌发
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政府全面深化交通运
输改革，加快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不断提升交通运输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交通运输进入各种运输方式交
汇融合、统筹发展的新阶段。

近年来，中国交通系统发展迅猛，呈现
以下特征：其一，基础设施建设技术领先
世界，陆续建设了一批以特大桥隧，高速
铁路，巨型河口航道等为代表的世界性重
大工程，形成完备的铁路网、公路网和水运
网。其二，装备制造技术快速进步，以高速列
车、大功率机车、C919 大型客机等为代表，
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技术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部分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其三，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广泛应用，船
舶交通管理系统、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无线
射频识别技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导
航系统等系统结合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移动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广泛应用于交
通运输领域。中国交通系统蓬勃发展，离

不开中国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法律法规
体系基本形成和持之以恒的大国交通建设
规划。

今年 2月 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提出未来
15年中国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建设目标和实现
路径。预计2021至2035年旅客出行量 （含小
汽车出行量） 年均增速约为3.2%；全社会货
运量年均增速约为2%，邮政快递业务量年均
增速约为6.3%；基本建成便捷顺畅、经济高
效、绿色集约、智能先进、安全可靠的现代
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交
通建设的经验和技术正走出国门，惠及更多
发展中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建设合作项目
成为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复苏的
独特力量。中国铁路积极推进了尼日利亚拉
伊铁路主干线、印尼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
铁路项目建设，这些工程加上中欧班列的顺
利铺开，有力促进当地经济复苏。

如今，全球抗疫形势依然严峻，“一带
一路”作为汇聚沿线国家团结力量的合作平
台，为沿线国家共同抗击疫情、推动经济平
稳复苏提供重要动力。中国致力于“一带一
路”沿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其核心意义就
在于通过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陆海
空联运，最终打通规划建设的经济走廊，构
建互联互通的运输模式，形成各国共赢发展
的新趋势，促进多方合作交流，共同打造政
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
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曾彦彰采访整理）

海 外 声 音

中国科研进步令人刮目相看
本报记者 高 乔

国 际 论 道

近日，中国国务院办公厅相继印
发 《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
导意见》《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
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 等文件，为中
国高水平科研发展提供新的政策指
导。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
打破束缚科技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给予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构建以国
家实验室为引领的战略科技力量……
中国不断推出新举措提升科研人员积
极性，促进科研力量茁壮成长。

“嫦娥”奔月，北斗组网，高铁飞
驰，5G畅通……越来越多中国科研成
果在世界名列前茅。外媒表示，中国
科研领域的累累硕果反映了中国科研
综合实力快速提升。

交通巨网助推中国驶上发展快车道
■ 受访专家：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王永红

近日，由中国中车承担研
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
在青岛成功下线，这是世界首
套设计时速达600公里的高速磁
浮交通系统。英国路透社评论
称，中国此次自主研制的高速
磁浮交通系统，将成为当前世

界上可实现的速度最快的地面
交通工具。

据古巴拉美社报道，中国成
功研制新型高速磁浮交通系统，
对于推动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持
续快速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科技强国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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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动车组列车从成贵高铁西溪河大桥上驶过。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一列动车组列车从成贵高铁西溪河大桥上驶过。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8月12日，工人在上汽通用五菱新能源总装车间生产线上忙碌。 黎寒池摄 （人民视觉）8月12日，工人在上汽通用五菱新能源总装车间生产线上忙碌。 黎寒池摄 （人民视觉）

7 月 23 日，造林人员在河北省滦州市鸡冠山生态农业
产业园一座荒山上栽植苗木。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8 月 17 日，在位于重庆市沙坪坝万达广场，工作人员
正在进行网络直播宣传商场美食。

孙凯芳摄 （人民视觉）

7月28日，山东省滕州市善国中路，外卖送餐员骑行在
雨中。 李 立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