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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信任度达91%，为10年来最佳

自2000年起，艾德曼每年都在发布“艾德曼信任度晴雨
表”。今年的调查是在去年11月1日到24日完成的，形式为
网上问卷。调查对象为来自28个国家的3.6万余人。受访者
要对本国政府、企业、媒体、非政府组织四个方面进行信任
度评价。根据艾德曼发表的信任指数，1 至 49 点代表不信
任，50至59点代表中立，60至100点代表信任。今年的91%
是10年以来的最好成绩。

和此前发布的“晴雨表”一样，今年的调查同样把每个
国家的受访者划分为18岁以上的“普通大众”和“有识公
众”。所谓“有识公众”指的是年龄在25至64岁间，拥有高
等学历，家庭年收入在该国家该年龄组前25%，有阅读或观
看商业媒体或新闻的习惯，并持续关注新闻中的公共政策信
息的人。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曾连续10年在中国开展的民调，结
果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满意度连年都保持在90%以上，这同
艾德曼“晴雨表”有关民调数据相吻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
府学院2020年7月发布的另一项民调显示，中国人对共产党
领导下的政府满意度超过93%。报告认为，“中国共产党一
如既往的强大。民众对政策的广泛支持使该党具有了更加深
厚的韧性”。

此外，《华盛顿邮报》2021年5月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
中国公民对本国政府信任度达98%。

源于中共和中国政府的担当作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度
之所以连年稳居榜首，是因为这份信任源于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政府担当作为。我们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路透社援引理查德·艾德曼的评价称，中国公众信任度
的提高不仅与经济有关，还与对中国政策更大的可预见性有
关，尤其是在疫情方面。“我认为他们说到做到……例如，
他们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情况比美国好。”

艾德曼首席执行官戴青丽指出，中国是2020年唯一实现
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且在2021年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这种势
头。中国的防疫政策虽然严厉，但成功控制了疫情，为国民
树立了信心。她看来，正常生活的迅速回复、精准的疫情防
控、高效的疫苗研发和大规模接种，都有助于增强国民对政
府的信心。不仅如此，中国还积极帮助全世界其他国家。在

全球70亿支新冠疫苗当中，有近一半是中国货。这同样增强
了中国人对政府的信心。

除了抗疫上的表现，戴青丽表示，中国政府在其他领域
也取得了成就，比如污染防治，北京的空气质量就是最好的
例子；还有反腐，这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了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
境，有利于经济增长最主要引擎——中小企业的发展。

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是中国政府赢
得民众信任的重要原因。奥地利《标准报》网站如是描绘今
日之中国：“今天如果在上海、北京或深圳漫步，就会发现
新车的密度远远高于维也纳。在美丽的新世界里，人们找不
到贫民窟、铁皮小屋。餐馆里坐着乐观的一代人，他们都拿
着智能手机。如果不是因为新冠肺炎大流行，他们可能计划
到欧洲度假……”

外媒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政府赢得中
国民众信任的关键因素。

津巴布韦《先驱报》网站刊文称，中国共产党拥有最多
的追随者、最高的公民支持率，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
党坚定不移地追求法治。“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如果
公民在现行法律面前没有感受到公平、公正和平等，国家就
不可能治理好”。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称，反腐极大地遏制了
官员滥权情况，提升了中共在全国民众中的支持度。“软实
力”理论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指出，中共的软
实力是其本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反腐深得人心，增强了中
共的软实力。

中国社会治理经验值得借鉴

“今天的中国独立、富足、强大，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
及其团结整个国家的能力。”巴西 《环球报》 网站刊文称，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自我改革和完善，吸收国外技
术，使组织机构适应其需要，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从
而使7亿多人摆脱贫困。根据国情打造市场经济，中国共产
党使国家实现了现代化，并使中国日益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经济强国。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一直为国际社
会所津津乐道。越来越多的外媒和国际人士期待，从中获得
关于本国发展和世界进步的启迪。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发展经济学家罗斯高关注中共扶
贫政策。他指出，从上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再到乡村振兴新目标，中国共产党
努力让农业和农村发展逐步跟上经济发展步伐。对其他国家
来说，其中有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土地管理政策为早期中
国农村人口脱贫奠定了基础；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形成良
好的激励机制，让农民获得了农业技术、非农工作岗位等。

拉丁美洲新闻社网站刊文称，“中国奇迹”的终极公式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共领导层通过不断调整其政
策，形成了一种创新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应用技术大学教授来汉瑞曾真诚发
问：“中国为什么重要？我们为什么需要更了解中国以及我
们可从中国身上学到什么？”他直言，只有了解中国，才能
了解未来的世界局势；任何想要了解中国的人，都需要了解
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的宪法和中国共产党。来汉瑞强调，
过去几十年，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难以想象的历史性
胜利。西方各国应将中国取得的成功看作机遇，借鉴中国的
发展经验，加强同中国合作。

津巴布韦《先驱报》网站刊文称，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为其他新兴经济体提供了新的动力，让它们看到政府和
人民团结起来面对长期挑战，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瑞士《日报》网站报道称，对共产党来说，一百年不过
是长征路上迈出的最初几步。中国共产党“还有很多‘百年
马拉松’要跑”“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品格
去应对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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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3657亿斤，比上年增加267
亿斤，增长2.0%，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产量
创历史新高。2021 年中国粮食大丰收来之不易。首先，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多地发生，对种植工作造成影响；
其次，粮食生产面临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不
利因素；另外，部分地区出现极端灾害天气导致减产。

但中国地大物博，一个地方减产不影响总体粮食产量持续增加。
中国的粮食进口也处于历史高位。2021年中国进口粮食16453.9万吨，

同比增长18.1%，玉米、大豆、小麦等进口较多。值得一提的是，玉米等粮
食品种国际价格的上涨，并不是由于中国进口量的增加，而是因为出口国
家减产，导致国际市场供给减少。

粮食安全对于中国这个人口大国而言，关系重大。现在中国的粮食安全保
障水平很高，粮食供给总量充足，库存水平较高。但中国粮食生产的结构性矛
盾仍然存在，突出表现为大豆、玉米等杂粮缺口较大，而稻谷出现了阶段性过
剩的情况。

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中国多措并举：第一，实施党政同责政策，强化
地方政府的责任，各地粮食的播种面积总体实现稳中有增；第二，大力培
育推广优良品种，达到粮食产量的增长；第三，在极端灾害天气发生后，采
取补种、田间管理等补救措施，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最后，提高最低收购价

格，并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覆盖范围和力度，进而提升农民生产积极性。
中国把自身的粮食安全问题解决好，就是对全球粮食安全的贡献。和

美国将粮食援助作为政治外交手段不同，中国与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
织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21
年，国际粮食减损大会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有利于凝聚国际社会在粮食
减损方面的共识，构建全球共同节粮减损的良好氛围，增强疫情下世界粮
食安全韧性，推动形成长效合作机制，扩大全球农业合作。

除了保障中国14亿人的饭碗，中国还积极承担大国义务，向全球低收
入国家和粮食危机比较严重的国家提供粮食援助，帮助他们解决粮食安全
问题，缓解粮食危机。同时开展技术合作，派遣科技人员到发展中国家，
推广中国的杂交稻等农业技术和先进机械，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粮食产量。

当前，中国的粮食安全仍面临许多挑战。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
市场上粮食供应链不稳定，对粮食进口的影响不可忽视。从国内生产的角
度看，中国资源有限，对于耕地的保护建设仍需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也有
待提高，当今生物技术突飞猛进，中国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部分农业
机械有待升级。另外，农民的利益问题难以解决，农民收入过低，大量农
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导致农村无人种粮。

面对国际粮食市场的波动，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通过
国际合作来增强供应链的稳定性。对内，首先要保护和建设耕地，稳定粮
食的种植面积；其次，要调整粮食产业结构，扩大大豆油料的种植面积。
同时，使用无人机等智能设备，提高农机装备水平，推动农业机械化、智
能化，可以有效解决劳动力减少的问题。通过以上措施，在保障本国粮食
安全的同时，为世界做出示范。 （徐子雯采访整理）

中国多措并举
保障粮食安全

■ 受访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李国祥

据美国《世界谷物》杂志
报道，中国在全球粮食安全方
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所有国家
都发誓要把确保国内粮食安全
作为首要任务，但是近年来没

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加致力于
实现这一目标。

报道称，中国人口占世界总
人口不到20%，却拥有世界一半
以上的玉米、大米和小麦。

最近，一份全球政府信任度排行
榜引发外媒广泛关注。日前，全球最
大公关咨询公司艾德曼发布《2022艾
德曼信任晴雨表》（以下简称“晴雨
表”）。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民众
对政府信任度高达91%，同比上升9
个百分点，蝉联全球第一，达到10年
来的新高纪录。在国家综合信任指数
方面，中国高达83%，同比增长11个
百分点，位列全球首位。

中国政府为何能赢得中国人民如
此广泛的信任？中国的社会治理经验
有哪些值得借鉴学习的地方？外媒纷
纷予以解读。

专 家

解 读

2021年12月30日，黄河小浪底北岸灌区工程河南孟州西冶段施工现场，
工人们冒着严寒加紧施工，进行围堰拆除和衬砌施工作业。小浪底北岸灌区
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对构建黄河北岸清
水走廊，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增加粮食生产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白水平摄（人民视觉）

随着中国基础设施的进一步
改善，快速高效的物流体系将继
续吸引跨国公司在华生产经营。

1 月 18 日，中国国务院印发
《“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
体 系 发 展 规 划》（以 下 简 称《规
划》）。《规划》提出加强公路、铁路、
港口、水路以及交通运输行业技术
和人力资本建设。

回看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交通
基础设施一直是其建设重点。目前，
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越织越
密，消除了普速铁路的运输瓶颈。港
口实现了现代化，内河水运网络得
到改善。连接全国各地的高速公
路和桥梁已经建成。

受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一些
跨国公司正考虑将生产转移到其他
亚洲国家，而中国正在努力加强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和
物流领域，这些优势使得这些公司很难舍弃中国。
跨国公司已经感受到越南和印尼在基础设施发展
方面的严重劣势。随着中国加强多式联运和特殊运

输的能力，其交通基础设施正在上升到世界级水平。
后疫情时代的交通运输终将恢复到正常水

平，中国快速高效的基础设施将继续成为吸引跨
国公司的一个亮点。

——日本《外交学者》网站文章

在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观众远
离影院、电影行业陷入停滞之际，中
国正式超越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
电影市场。中国希望成为一个“电
影强国”，向国外投射一个正确的
中国叙事。

鉴于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好莱
坞大制片厂争先恐后地想要进入
和保住这个利润丰厚的市场。

中国的国产电影业正经历疫
情后复苏。近年来，中国制作了一
些引人注目的大片，包括去年最热
门的抗美援朝题材大片《长津湖》。

2021 年 11 月，在中共十九届
六中全会期间，中国国家电影局
发布了雄心勃勃的 《“十四五”
中 国 电 影 发 展 规 划》， 提 出 到
2035年使中国成为“电影强国”。除了强调发行
更多国产电影以及优化升级农村电影放映，该规
划还强调中国电影应“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
敬的中国形象”。

此外，该计划还提出扶持彰显中华民族精神和

东方美学风格的动画电影、国产科幻电影，以及“教
育引导青少年提高审美水平、树立文化自信”。这是
中国魅力攻势的另一个层面，中国试图向世界展示
一个友善的形象。

——印度《经济时报》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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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快向交通强国迈进 中国用电影展示友善形象

图为兰新高铁动车组列车在新疆哈密特大桥上行驶。
蔡增乐摄（新华社发）

图为两名年轻人在北京一家影院观看电影《长津湖》的
海报。 新华社记者 李 欣摄

▲ 图为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秉县甘溪乡高碑村，
苗族妇女在“2022年全国乡村村晚示范展示活动暨贵州云匠村晚”上
表演苗族长桌宴敬酒歌。 磨桂宾摄（人民视觉）

▼ 图为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大坪塘镇定家村种植基地的600
余亩沃柑喜获丰收，村民怀抱沃柑，笑容满面。

钟伟锋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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