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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評《新趕考帶給世界十大「新紅

利」》，全文如下：

100歲的中國共產黨再次邁上嶄新征程──帶領14億人口東方大國向着建設現
代化國家加速前進。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全面總結黨的百年奮鬥

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11日發布的會議公報
說，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又踏上了實現第二個
百年奮鬥目標新的趕考之路。
1949年，毛澤東曾稱中共進京為「趕考」。

如今中共再提「趕考」，巨變的中國已是全球
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
易國，而百年變局、世紀疫情中的世界也又一
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說：「中國的發展是

世界的機遇。」現代化的新趕考路上，中共和
她所領導的日益自信、開放的中國將給世界帶
來多重紅利。

人類現代化新道路
中共直面各種風險挑戰，為讓世界五分之一

人口邁進現代化的門檻而接續奮鬥：到2035
年，中國將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百年奮
鬥，中國人民孜孜以求的現代化目標已可望亦
可及了。
立足中國實際、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

「中國式現代化」讓更多人意識到：從來沒有
唯一的現代化方案，也沒有唯一的現代化路
徑。
中國作為人類歷史上以獨立自主、和平共贏

方式取得發展成功的大國，既沒有對外掠奪殖
民，也沒有對外轉嫁矛盾危機，更沒有在發展
中喪失自身獨立性。
這一人類發展史上的新樣本豐富、拓展了發

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

全面深化改革新突破
變局與危機下，改革是世界諸多國家的共同

課題。中共深知：改革者進，創新者強。
永不停步的改革是中共帶領中國屢創奇跡的

重要秘訣之一，改革的決心和勇氣被喻為「壯
士斷腕」。英國學者馬丁．雅克認為，中國正
是以改革促成了「當代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經
濟轉型」。
新征程上，中共承諾改革不停頓。事關中國

未來發展的「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
綱要對全面深化改革進行了頂層設計，提出激
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
提升政府經濟治理能力等。
中國連續十餘年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引

擎。中共領導中國全面深化改革、實現高質量
發展將在諸多領域惠及世界。

世界市場新機遇
從「雙循環」到「共同富裕」，中國策牽動

世界經濟的神經。從「世界工廠」到「世界市
場」，超大規模市場迸發的活力與潛力為全球
企業帶來新機。
美籍經濟學家戴維．布萊爾認為，中國的

繁榮發展帶來更強的發展動能、更大的市場
規模和更好的競爭活力。中共領導人多次強
調，歡迎各國人民搭乘中國發展的「快
車」。
鄉村振興、新型城鎮化建設、區域協調發

展、消費擴容提質、構建新發展格局……背後
都是中國為世界市場開拓的廣闊空間。
英國智庫牛津經濟研究院發布的報告說，儘

管美國此前呼籲與中國「脫鈎」，但過去兩年
中國的全球市場份額反而大幅上升。致力於成
為中國快速增長的一部分，已是眾多國際商家
的共識。
作為世界最大外資流入國，中國已成為世

界最大消費市場。日益崛起的「中國消費
者」群體－他們1小時「買買買」就達數十
億元（人民幣）－也將重塑世界經濟圖景。
「金磚」概念首創者、高盛前首席經濟學家

吉姆．奧尼爾認為，未來10年，中國消費者仍
將是中國和世界最重要的經濟發展因素。

對外開放新高度
今天，一名普通的中國中學生，晨讀的內容

可能是《論語》，也可能是《新概念英語》；
他的早餐，可能是小籠包，也可能是漢堡包；
他休閒鍛煉的方式，可能是打太極拳，也可能
是練瑜伽……
世界著名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說：中國

整體趨勢是「向外走」。
誕生於民族危難之際的中共，深刻體會封閉

終將落後的歷史教訓，不斷吸收、借鑒、分享
人類文明最先進的思想和技術，承諾建設更高
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習近平在多個重大場
合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

開越大」。
目前，中國關稅總水平已低於其20年前「入

世」時的承諾，汽車、金融、證券等行業外資
股比限制放寬。中國加入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關係協定（RCEP）即將生效，全球最大的自
由貿易區將見證中國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
中共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

開放，這成為中國對外開放鮮明的時代特徵。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
為，「十四五」時期，從製造業領域為主的開
放到服務領域為重點的開放轉型將是一個基本
趨勢。
高水平開放的中國更深度地與世界融為一

體。

和平穩定新貢獻
一個現代化的人口最大國將是動盪世界重要

的「和平之盾」「穩定之錨」。
過去幾十年，中共帶領中國實現了「社會長

期穩定奇跡」，還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
國中派遣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一個已經可以
平視世界的中國宣示：不會輸出飢餓、貧困、
污染，也不會輸出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
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中國從來不是一個侵略

性的國家。它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和平發展，始
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

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公共產品的提供者。
俄羅斯科學院專家馬斯洛夫認為：「中共保

證國家的穩定，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穩定就是世
界諸多進程的穩定。」
一年多前，中國向世界承諾：將用全球歷史

上最短的時間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

綠色未來新圖景
了解中國政治體制的人都知道，中國制度具

有強有力的領導、人民至上、集中力量辦大事
等優勢，它們將確保中國減碳言必信、行必
果。
中國減碳馳而不息。它支持《巴黎協定》，在

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同時，實現碳排放強度
顯著下降，還啟動了世界最大碳市場。美國智庫
報告稱，中國宣布停建境外煤電項目，這相當於
每年減排加拿大全年二氧化碳排放量。
中國的碳中和計劃引領其經濟社會發展綠色

轉型。香港《南華早報》認為，中國方案可能
成為「發展中國家可效仿的模板」。
中國承諾與踐諾的背後是一個長達幾十年的

主題投資機會與超出想像的廣闊市場。世界最
大發展中國家用短短30年左右完成「全球最高
碳排放強度降幅」，成為一個富裕、零碳的經
濟體，這將對全球能源轉型和一個更加綠色的
未來具有重大意義。

人權保護新實踐
中共領導下的發展奇跡讓世界重新思考一個

古老問題：什麼是人權？怎樣保障人權？
2021年，中國通過艱苦「戰貧」，歷史性消

除絕對貧困。一度積貧積弱、被稱為「東亞病
夫」的中國，如今已步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
社會各階層都有機會分享偉大轉型的成果。
隨着中國的發展，中共提出的人權理念──

包括「生存權、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當前疫情
下，人的生命權就是最大的人權」──正為越
來越多的國家所認同。
今年，中國將努力向世界提供20億劑新冠疫

苗。中國領導人稱中國疫苗為「全球公共產
品」。英國《獨立報》說，中國正在填補全球
疫苗缺口。
中共帶領中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

中國人權發展也迎來新起點。尊重和保障人權
是現代文明的基本精神，更是中共的不懈追
求。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
代化強國將更好地保障14億人的人權，也讓人
權的定義更加全面、豐富和均衡。

科技創新新動能
一個曾經誕生了指南針和火藥的國度，正在

尖端科技領域再現昔日輝煌。中國在人工智
能、量子計算和航天工業等領域的進步舉世公
認。
中國已成為世界知識產出大國。雜交水稻技

術、青蒿素等科技創新推動了人類重大挑戰的
解決。
中共不斷強調加快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努力

推動從「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的轉型；
但也同時致力於科技領域的開放合作。習近平
強調，中國的自主創新是開放環境下的創新，
「絕不能關起門來搞」。
閃耀着未來感的中國「十四五」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大篇幅着墨科技創新，提出啟
動一批重大科技合作項目、支持在中國境內設
立國際科技組織、外籍科學家在中國科技學術
組織任職等。中國科技創新的強勁動能和外溢
效應將讓世界受益。

全球治理新理念
50年前，新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迎來與

世界關係的新起點。如今，這個日益走近世界舞
台中央的大國深度參與全球議題及多邊外交。
中共提出打造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理念的新型

國際關係，倡導新的全球治理觀：共商、共
建、共享，推動國際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
向發展。習近平說：「什麼樣的國際秩序和全
球治理體系對世界好、對世界各國人民好，要
由各國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說了算，不能由
少數人說了算。」
習近平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反映了中共對當今世界的看法、立場和追求。
它被寫入一系列聯合國決議，顯示出強大的國
際影響力、感召力。有外國學者稱這一理念為
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哲學思想之一。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說：「中國已成為多

邊主義的重要支柱。」

人類文明新形態
習近平在慶祝中共成立100周年大會上說：

「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
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
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
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這種文明新形態，彰顯着人民至上的鮮明立

場和價值追求。它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走
共同富裕道路，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
調，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促進人的全面發
展和社會全面進步，開創了發展新模式。
這種文明新形態，體現了開放包容、命運與共

的天下情懷。它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始終把和
平共處、互利共贏作為處理國際關係的基本準
則，堅持多邊主義，反對零和博弈、霸權主義、
單邊主義，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種文明新形態，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

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以文明共存超
越文明優越。它深刻改變着世界文明格局，為
人類社會發展描繪出文明新篇章。

●中國的碳中和計劃引領其經濟社會發展綠色轉型。圖為早前世界內燃機大會在濟南開幕。 資料圖片

● 11月7日，人們在埃及開羅舉辦的信息通信技術展現場參觀華為展
台。 資料圖片

●早前在國家會展中心（天津）一期展館，觀眾在參觀中建八局展廳內的
建築3D打印機械人。 資料圖片

●早前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縣上港集裝箱碼頭，裝有當地外貿出口企
業生產的辦公傢具的集裝箱正在吊裝上船，通過河海聯運，運往上海
港，銷往歐洲國家。 資料圖片

●早前河北省南和縣賈宋鎮一家現代農業示範園區工人在智慧溫室內工
作。 資料圖片

綠色轉型綠色轉型

市場開拓市場開拓 自主創新自主創新

鄉村振興鄉村振興對外開放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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