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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

新华社北京 3 月 2 日电(记者宿亮)2017
年，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大事不少：美国银行
摩根大通获得债券承销和结算代理业务资格；
匈牙利发行 1 0 亿元人民币三年期熊猫债
券……

中国债券市场步入全面开放新时期只是中
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世界更广范围更
深层次互动交融的一个缩影。

“引进来”、“引精品”，中国为世界经
济增添新需求、新动力；“走出去”、“走上
去”，中国给世界经济带来新供给、新模式；
“重包容”、“求共赢”，中国更为世界贡献
新思路、新方向。

中国新开放贡献世界新需求

一个月前，首批获准进口的新西兰牛油果
跨越太平洋运抵上海。新西兰牛油果协会首席
执行官珍·斯库拉“非常激动”，因为她预见
到，中国人优化升级的饮食需求将使这一水果
的出口大增。

有海外媒体指出，近年中国人视野更加国
际化，对高品质“洋货”需求日盛，给海外商
家带来更多机遇。另外，贸易便利化的推进也
进一步促进中国需求对全球的拉动作用。

新西兰-中国食品安全协会会长黄卫国告诉
记者，几年前新西兰葡萄酒出口中国时通关至
少需要两星期，现在最多两天。这得益于中国
海关不断推动一体化建设，显著提升了通关效
率。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不仅继续“引进来”，
还在“引精品”，特别是在高新技术领域。以
苹果、微软为代表的 IT 企业看到中国市场的
巨大潜力，纷纷在华设立研发中心，针对本地
需求设计产品，甚至用“中国红”打造“中国
版”特别产品。而华尔街投行的主流看法是，
高端智能电动车生产商特斯拉今后的最大市场
就在中国。

除了“硬产品”，中国还在不断扩大对全
球“软产品”的吸纳。一方面，越来越多国际
优秀影视作品已经走进中国电影院，或上架中
文视频网站。另一方面，中国影视剧在制作过
程中也开始大量引进国外技术。大热影片《战
狼 2 》的后期制作就是由新西兰专业机构完成
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
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一些西方经济分
析师表示，新时代的开放进一步激活中国近
14 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
新动能。

中国新开放创造世界新供给

法国大学生洛朗斯住在巴黎市郊，每周
末都要到蓬皮杜艺术中心实习。以前，他乘
车到市里后还需步行二十分钟才能抵达。去
年 12 月， ofo 共享单车开始在当地投放，他
骑上“小黄车”只要几分钟就能到达目的
地。

这道来自中国的黄色亮丽风景线亮相巴黎
后，解决了当地居民出行“最后一公里”的瓶
颈。分析人士表示，共享单车已在数十个国家
运营，这种出行领域的“中国模式”为世界更
多国家借鉴、模仿。

以往，中国游客在异国旅途中看到的中国

货多是服装鞋帽等小商品，而近些年中国高
科技产品在海外知名度日益上升。如今，
从东南亚到拉丁美洲，国际知名演员和球
星为中国智能手机代言的广告随处可见。
中国的无人机、高铁等也闯入“世界方
阵”。

与此同时，源自中国的创新支付模式
也大步走向世界。从法国巴黎老佛爷购物
中心，到马来西亚沙巴的中餐连锁店，再
到澳大利亚悉尼的出租车，高效便捷的中
国移动支付系统已在多国登陆。

泰国开泰银行副总裁帕查拉在与中方
签订合作意向后表示，希望泰国能够迅速
推广移动支付，尽早进入“无现金社
会”。不仅是移动支付，网约车、共享单
车等在中国蓬勃兴起的新经济模式近年也
已纷纷“出海”。

商品、技术、资金、货币层层递进，
拾级而上。中国资本近年为全球产业调
整、投资生产提供巨大助力，人民币国际
化迈出更大步伐。据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
讯协会统计，截至 2017 年 6 月，全球有超
过 1900家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作为支付货
币。新加坡、俄罗斯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

有分析人士认为，随着新时代中国企
业进一步“走出去”、“走上去”，人民
币使用范围将继续扩大，结算规模将持续

增长，在国际支付货币中的排名也会不断
攀升。这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新公共产
品。

中国新开放提供世界新方向

一张荷兰家庭的桌子上摆着中国瓷盘
和土耳其毯子；一位欧洲军官戴着来自北
美的海狸帽子讲述着欧亚大陆另一头的故
事——— 这是 17世纪荷兰画家维米尔画作中
的场景。

商品异地交换，人员跨境流动，开放
自古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因子，推动
世界经济繁荣、全球文化交融。正如加拿
大汉学家卜正民所说：“人非孤岛”，全
球化的积极作用早已成为共识。

然而，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经过长期演
变开始出现问题。一些国家频繁出台贸易
保护主义措施，引起国际社会普遍担忧。
这时，中国对全球化的新理解、新方案进
入全球视野。

中国领导人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年年会
上就指出，要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引
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
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
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牢固树立人
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担当，同舟共济，
共促全球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所所长张宇燕告诉记者，过去西方主导的
全球化更多依赖欧美大型跨国企业等推
动，其基本逻辑是“为我所用”；而新时
代中国倡导的全球化基于一个重要观点，
即一国无法独善其身、独享其成，需要在
互利共赢中寻求共同发展。

近年，中国除了继续推动对外双边交
流，还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更
多国家和地区开展互利合作；通过二十国
集团、金砖国家合作等多边合作平台和机
制，积极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
通过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
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以
实际行动和贡献推进全球包容性增长。

就在数月前，中国财经领域高层官员
再次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面对全
球性挑战，各国应跳出局限性，加强战略
思维，增进相互谅解、包容、信任，更加
理性务实地进行合作，积极推动经济全球
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
赢的方向发展。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亚历山大·伊萨耶夫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
念感触深刻。他说，这一理念给世界开放
合作、共同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创造了新
条件。

(参与记者：杨舟、崔元磊、田野)

新时代中国开放力扩容世界
春天来临，带来新的希望。
2018 年是全面贯彻中共十九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
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也是改革开
放 40 周年。这一年春天召开的两
会，备受海外舆论关注。

高度关注两会动向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国际部
副主任格纳季·克里沃舍耶夫表
示，中国两会一直以来受到俄罗斯
各界高度关注。 2017 年中国经济
增长超过预期，政府工作报告会全
面总结去年发展成果，提出新的经
济发展计划。俄罗斯各界尤其关注
今年两会中国为发展国民经济会出
台哪些新的政策做法，并将借鉴相
关经验。

巴基斯坦独立新闻社中国业务
总监贾韦德·阿赫塔尔从事新闻工
作 30 年，驻京期间曾参加 4 次两
会报道。他说，中国是发展中大
国，也是巴基斯坦最好的朋友。在
许多巴基斯坦人看来，两会真正代
表了中国人民的心声，两会出台的
很多政策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
生直接影响。

卡塔尔通讯社调研部主任哈立
德·比纳勒对地区和国际形势有着
深入研究，也很了解中国国情。他
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是全方位
的，发展经济与反对腐败并重，科
技创新与精准扶贫同行，在创造经
济奇迹的同时，也使社会整体协调
进步，为各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
贵经验。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发
动机，国际社会理所当然格外关注
今年两会出台的重要政策和释放的
重要信号。

肯尼亚《民族日报》记者迈克
尔·奥里多说，近年来非中关系发
展迅速，非洲国家经济多元化和工
业化进程也离不开中国帮助，中国
将如何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中国在消除
贫穷、饥饿、疾病等问题上的成果
经验也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

墨西哥《墨西哥先驱报》国际版编辑伊斯雷尔·洛
佩斯说，许多读者对于“一带一路”等话题感兴趣，报
道好两会可帮助推动墨西哥了解中国，分析开展贸易的
可能性与可行性，促进在更多领域与中国展开合作。

精心准备两会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社国际亚洲部部长坂本诚太说，《日
本经济新闻》 4 名驻京记者将全面报道两会，东京总部
还将派出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赴京参与报道。此外，驻
中国其他地方的记者也将分期分批到京增援报道。两会
期间，日本经济新闻社涉华报道内容较平日将显著增
加。

韩国《中央日报》中国研究所所长韩友德说，《中
央日报》两名驻京记者将密切跟踪报道两会议程，不仅
关注政府工作报告内容，还将参加两会期间所有主要记
者会。此外，《中央日报》国际部还将安排两名会中文
的员工，进行补充采访报道。

老挝《万象时报》资深编辑、新闻编辑部主任西
赛·维莱萨说，《万象时报》十分关注两会上中国贸
易、投资和援助方面的政策，以及中国的内政外交方
略，这些内容被刊登在国际新闻版块，也将会在头版进
行展示。

越通社《越南画报》编辑与秘书处处长何氏祥秋曾
于 2013 年至 2016 年任越通社北京分社首席记者。她
说，每逢中国两会，越南媒体一般是通过常驻北京记者
报道两会，不仅会通过文字、图片和视频等形式跟踪报
道相关新闻，还会对重要话题进行深入报道，采访专家
和代表委员。

充分解读两会热词

何氏祥秋说，对在报道中国新闻时经常遇到的如“精
准扶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词汇，我们可以借助越南
语中的汉越音进行翻译，或者采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
方法，更加清楚、准确地传递信息，便于受众尽可能充分
地把握这些词汇背后反映的政策走向。

奥里多说，随着去年 5 月底蒙内铁路正式通车，
“一带一路”对肯尼亚人而言已不再陌生。在今年两会
的报道中，我们将结合具体中非合作项目来解释“一带
一路”这样的概念，让“一带一路”被越来越多的肯尼
亚人所熟悉、认可和支持。

埃及《金字塔报》记者萨米·卡姆哈维说，以“人
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一批词汇早已因媒体的宣传和
解读而在埃及广为人知，舆论对这些词汇的理解正在不
断加深。作为一种全球治理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国际社会也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巴西《巴西利亚邮报》记者保罗·塔尔索曾在中共
十九大期间赴京报道，对中国经济社会蓬勃发展面貌印
象深刻。他说，随着双方经贸往来不断扩大，有越来越
多中国品牌走进巴西普通民众的生活。他准备从普通民
众可感知的身边事物着手，介绍“一带一路”“人类命
运共同体”这些概念，使巴西人更深入地了解概念背后
的深层含义。

阿赫塔尔说，“一带一路”在巴基斯坦也是新闻报
道中的高频词，“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巴经济走廊直
接关系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可以说上至政
府、下至民众都关注“一带一路”建设。

(执笔记者：李雪笛、丁莹；参与记者：王晨笛、
刘天、杨元勇、金正、吴昊、王迪、陶军、章建华、耿
学鹏、陆睿、姜俏梅、郑凯伦、张启畅)

新华社北京 3 月 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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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科伦坡 3 月 2 日电(记者朱瑞
卿 、唐璐 )两会前夕，斯里兰卡共产党总
书记维拉辛哈·古纳塞克拉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今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40 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举世瞩目，期待全国两会之后，伴随中共
十九大精神逐步贯彻落实，中国为世界带
来更多改变。

古纳塞克拉说，今年两会在中共十九
大胜利举行后召开，加之适逢改革开放
40 周年，意义尤其重大。

这位斯里兰卡著名政治家说，中国实
施改革开放 40 年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
提升，社会发展水平日新月异，在国际社
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相信，中
国不仅注重自身可持续发展，而且重视世
界可持续发展。”

古纳塞克拉说，作为国土广袤、人口
众多的负责任大国，中国在制定本国经济
发展政策时也在关注世界发展。中国正在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积极参与推动全
球化进程，在应对气候变化、金融危机及
消除贫困等问题上都能见到中国身影。

古纳塞克拉说，中国已经、正在并
且仍将向世界证明，中国绝不会以牺牲
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 40 年来，

中国凭借自身实力实现了经济快速发
展，近年来还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与
其他沿线国家积极展开合作，帮助沿线
国家发展。

在采访中，古纳塞克拉强调，近年
来，中国共产党在重拳反腐方面展示的决
心、付出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就给他留下
深刻印象。“如果一个政党无视腐败给党
和国家带来的破坏，就无法取得改革和发
展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在反腐方面付出的
努力为包括斯里兰卡共产党在内的世界各
国政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古纳塞克拉告诉记者，去年 10 月召
开的中共十九大，为他观察、学习中国共
产党在加强党的建设和治国理政能力方面
出台的重大政策、重大举措提供了重要的
窗口。“十九大开幕当天，我早晨 5 时起
床收看这场盛会。如今，我正热烈期待着
中国两会的召开，期待看到两会之后中国
展现崭新的面貌。”

古纳塞克拉现年 82 岁， 1958 年加入
斯里兰卡共产党，曾任斯里兰卡议会议员
及政府人类资源部长、宪法改革部长、监
狱改革事务部长等，著有《中国人民革命
勇往向前——— 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一书。

中共“重拳反腐”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访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古纳塞克拉

新华社赫尔辛基 3 月 2 日电(记者李骥
志、张璇)“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从某种程
度上说，地球另一端发生的任何事，都会对我
们造成影响，反之亦然。因此说，我们在同一
条船上。”芬兰总统绍利·尼尼斯托在中国两
会召开前夕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对于即将召开的中国两会，尼尼斯托表
示，不论会议作出什么决定，中国都会对其他
国家产生影响。“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快
速发展，很多人摆脱了贫困，我相信这一进程
将会继续。”尼尼斯托说：“我们还会密切关注
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中国的经济对世界经
济乃至芬兰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希
望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持续。”

尼尼斯托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表示赞
同，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重要的是“命运共
同”。尼尼斯托说：“在我看来，‘命运共同’意味
着我们之间应该增进联系，增进理解，和平相
处，互学互鉴，通过贸易等途径来实现共同富
裕。大家在一起，不抛弃任何一个。”

芬兰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
一，也是首个同中国签署政府间贸易协定的
西方国家。

近年来，中芬关系发展势头良好。
2013 年尼尼斯托访问中国，两国元首共同
宣布构建和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

伴关系。 2017 年 4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赫尔辛基会见尼尼斯托。双方一致认为，中
芬关系与时俱进、富有活力，确认共同建立
中芬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
加强政治互信，不断扩大和深化合作，造福
两国人民。

在进一步加强合作方面，尼尼斯托说，中
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欧盟内部也
正在讨论完善联通亚洲的类似战略。“我们应
该共同探讨，如何使这两种发展设想更好地
对接。”欧中双方对加强彼此间的合作没有异
议，双方都赞成自由贸易。

尼尼斯托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
号召大家建设铁路或者其他基础设施，更重
要的是全方位联通，包括对不同地区、不同环
境、不同需求的理解。如今国际社会对“一带
一路”倡议的理解正在不断加深，“如果我们
加强沟通，增进相互理解，大家都会获益”。

尼尼斯托认为，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这与欧盟的主张相吻合，双方可以很好
合作。芬兰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
协定》的贯彻执行，“我们必须努力合作，
确保每个人都参与进来”。尼尼斯托说，芬
兰是北极国家，地球上任何地方的碳排放都
会对北极造成影响，“如果我们失去了北
极，就失去了整个地球”。

“一带一路”倡议

我们正在加深理解
访芬兰总统绍利·尼尼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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