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期待中国开启发展新时代
□ 于建东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后，
韩国各大媒体都进行了重点报道。其中，《亚洲
经济新闻》 和 《中央日报》 分别用不同的关键词
评价中国成就，前瞻中国发展。

《亚洲经济新闻》 的报道题目为 《把握中国
走向的“关键词”》。文章认为，世界关注中共
十八大，一个重要的看点就是中国将如何坚持改
革开放，如何推进科学发展，“改革开放”、“科
学发展观”成为最令世人瞩目的关键词。改革开
放为中国发展进步注入了强大推动力，改变了中
国面貌，让中国走到国际舞台中心。中国在改革
开放实践中不断探索发展路径，新思想、新观念
脱颖而出。这些新思想、新观念也成为世界分析
中国变化、把握中国走向的重要依据。文章最后
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中共十
八大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中国故事、世界
故事，正在谱写新的精彩篇章。

《中央日报》 发表文章认为，强国、转变、
正义、公平，是当代中国的关键词。10 年后，
中国很可能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
国。转变是指中国以投资型增长为主导的经济增
长方式遇到了发展瓶颈，原本大力推动的农业人
口城市化以及出口依赖型产业的发展已较难促进
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中国以后可能会继续实施扩
大内需政策，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主导转变
为消费主导，降低出口依赖。文章认为，“公
平”将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热词。文章预
测，中共十八大结束后，中国政府可能会实施一
个全局性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其中包括提高低
收入阶层的收入、强化国有企业的税收力度等核
心内容，预计中国还将逐步消除国有企业与民营
企业的不平衡现象。

《朝鲜日报》 在报道中共十八大时刊载了韩
国同德女大中国问题专家李东律教授的观点：没
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今天的辉煌成就。李东
律认为，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领导
下，10 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GDP 世
界排名从世界第 6 位升至第 2 位，中国对未来的
进一步发展充满了自信。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
会和上海世博会，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拥有了宇
宙空间站技术，同时“辽宁”号航母的服役也标
志着中国海军从近海走向远海。李东律表示，中
国“和谐世界”理念、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已得
到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认同，中国模式越来越深入
人心。

韩国媒体——

中国故事
谱写新篇
本报驻首尔记者 杨 明

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丹
麦媒体界引发报道热潮。丹麦的主流报刊和电视
台都对这次大会进行了详尽报道。丹麦电视二
台、《政治报》、丹麦电台甚至在丹麦主要城市的
城市轻轨火车和公共汽车的流动媒体上，也可以
看到对中共十八大的新闻报道。

丹麦发行量最大的 《政治报》 报道说，中共
在十八大后将继续寻求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而丹麦政治家十分崇拜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并
将这种成功视为鞭策自身不断努力的范例。文章
表示，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让丹麦政治家感触颇
深，到中国访问已经成了丹麦政治家必经的学习
之旅。该文写道，丹麦前首相拉斯姆森访问中国
后表示，21 世纪没有什么可以和中国崛起相媲
美。而托宁·施密特首相访华归来后，在她的党
内大会上说，她从中国回来后深有感触，认为中
国的人才素质高，生产的产品质量好，因此，在
这个全球化时代丹麦不能止步不前。

丹麦 《政治报》 还高度赞扬了中共惩治腐败
的决心。报道写道，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奋战，
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把数千万人从贫困中解
脱出来。文章认为中共新的领导层将更关注中国
国内的发展不平衡、腐败等问题。这些领导人引
用古代先贤的警语鞭策自己，同时也告诫中国共
产党党员要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丹麦媒体——

丹麦要向

中国学习
本报驻哥本哈根记者 关晋勇

中共十八大召开后，记者采访了南非金
融和工商界人士。渣打银行中国非洲区董
事、总经理罗卓瑜对记者说，中共十八大的
召开对中国继续保持繁荣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历史意义，也会对世界经济产生深刻和长
远的影响。南非金融界普遍看好中共十八大
后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发展前景。

南非金融界从四个方面聚焦胡锦涛总书
记所作的报告。一是报告提出的深化金融体
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和维
护金融稳定。非洲金融业较为落后，这是中
非扩大经贸与投资合作的一个瓶颈。中国在
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上的率先推进对非洲金
融业有示范和带动作用。这预示着今后中非
在金融领域的人才交流与业务合作将步入一
个新阶段。

二是报告把发展农业作为重中之重，提
出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城乡发展
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这
为非洲农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中国城乡一

体化进程将使一大批农业人才转行。非洲有
广阔的土地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但缺乏技
术、资金和人才，而中国农业有成熟的经
验、人才和技术。中国的农业企业可以到非
洲 投 资 ， 中 非 农 业 合 作 有 着 广 阔 的 发 展
前景。

三是报告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
路，共同繁荣，互利共赢。西方国家与非
洲合作时经常会带有附加条件，而中国坚
持互利共赢，不干涉非洲内部事务，这为
中 非 合 作 的 发 展 繁 荣 奠 定 了 坚 实 的 民 意
基础。

四是报告提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城
乡居民人均收入到 2020 年将比 2010 年翻
一番。要达到这一目标，中国必然有一系
列的配套措施跟进。这意味着中国将会继
续扩大从非洲的进口，中非经济合作将会
进入新的大发展时期。中国经济将会继续
发挥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作用，带动全球经
济的复苏。

非洲中华总商会会长王龙水告诉记者，
非洲工商界十分关注中共十八大。他将十八
大报告摘要转载到总商会网站上。他认为，
报告让包括非洲华商在内的非洲工商企业家
们对中非经贸与投资合作的前景充满了希望
和信心。

首先，报告对中国当前的大趋势作出了
准确的判断，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表明，中国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不变，中非经贸与投资
合作迅猛发展的大趋势不会变，对非洲经济
来说这是最大的利好消息。非洲工商界可能
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未来 10 年的
发展前景尤为广阔。

其次，报告提出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建立扩
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
这对非洲经济发展来说具有两方面的战略意
义。一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其
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将

给非洲工业化发展带来一次历史机遇。目
前，非洲工业化还在起步阶段，热切期盼着
外来投资特别是中国的投资。过去 10 年，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从 2002 年底的近
5 亿美元猛增到 2011 年底的 147亿美元，在
非洲落户的中国企业超过 2000 家。未来 10
年，中国对非洲投资将会进入新一轮增长
期。

三是中国建立扩大消费需求机制和国内
市场的规模，意味着中国从非洲的进口将会
继续持续稳定增长。过去 10 年，中非贸易
从 2002 年的 123.9 亿美元猛增到 2011 年的
1663 亿美元。今后 10 年，中非贸易有望进
入又一个稳健快速发展期。

总而言 之 ， 中 国 2020 年 全 面 建 成 小
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将带动非洲经济社会
的大步发展。中共十八大让非洲工商界看
到了未来的前景和机遇，中非经贸与投资
合 作 前 景 光 明 ， 非 洲 工 商 企 业 家 大 有
可为。

南非各界对中非合作前景充满信心
本报驻约翰内斯堡记者 马海亮

中 国 经 济 持 续 多 年 的 快 速 发 展 受 到
保 加 利 亚 各 界 人 士 的 热 烈 关 注 。 随 着 对
中 国 的 认 识 不 断 加 深 ， 他 们 越 来 越 认
为 ，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具 有 强
大的生命力。

保加利亚 《优胜报》 副总编辑埃·顿切
夫曾作为保通社常驻北京记者采访报道过
中共十三大。当前，他对正在召开的中共
十八大极为关注。他感触颇深地说，前苏
联、东欧国家也曾走过社会主义道路，但
未获得成功，其原因有很多方面。而中国
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成功，主要在于中国选
择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符合中国国情，能
充分调动整个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
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保加利亚著名经济学家鲍·伊万切夫强
调，多年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模式已经获得成功，不应该、没必
要照搬他国模式。中共十八大已为中国未
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即继续通过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谋求进一步发展。他指出，
受全球经济疲软影响，中国经济今年呈现
下行态势。但从近几个月的表现看，中国
全年的经济增速仍有望达到 7%以上。只
要保持这一发展速度，中共十八大提出的
到 202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的目标就一定
能够实现。

保加利亚著名政治家迪·庸切夫认为，
从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共十八
大开启了一个新的重要时期。如今中国已
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若能保
持这一发展势头，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将
会越来越大。

“中国模式”

生命力强大
——保加利亚专家谈中共十八大

本报驻索非亚记者 张春荣

上图 党的十八大吸引了大批境

外记者前来采访。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左图 11 月 11 日下午，党的十八

大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举办“文化

体制改革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记者招待会，这是外国记者在提问。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注 目
中 国

国际社会认为，对中国而言，中国共

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具有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这次大会在对

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特别是近 10 年

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作出总结的基础上，

提出了今后 10 年乃至更长一个历史时期的

发展目标和路径。中国宏大的发展目标和

前景，将给各国带来新的机遇，这让世界

充满了期待。

世界期待中国发展，是期待中国继续

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国际金融

危机使世界经济中不协调、不可持续的

矛盾集中暴露，至今各国仍在致力于破

解种种发展难题。而在全球率先实现经

济 企 稳 并 给 全 球 带 来 重 要 的 需 求 市 场 、

以巨大的经济和贸易份额拉动世界经济

增 长 的 中 国 ， 将 发 挥 更 加 重 要 的 作 用 。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二大进

口国，中国的开放和包容使得众多国家

和地区期待与中国发展关系，因为加强

与中国交往意味着本国出口增加、就业

改善，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加强抵御

风险能力。中国的发展将使世界获益已

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

溢”效应将持续释放。

世界期待中国发展，是期待中国继续

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继续共同应对全

球性挑战。中国活跃在应对国际金融危

机、加快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和金融体系改

革、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区域稳定乃至全

球经济社会稳定的国际舞台上，与世界各

国和地区同舟共济。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峰会到亚欧首脑会议、八国集团同发展中

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中国领导人积极参

与，为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寻求解决之道，

为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建言献策，为维护

发展中国家利益奔走呼吁。中国积极参与

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进一步增加了新

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

权，促进了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

理的方向发展。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大国的

政治互信与经贸合作进一步增强，中国与

大国关系的总体框架更加稳定、积极，中

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言与行也得到国际社

会充分肯定。

世界期待中国发展，是期待借鉴中国

的发展道路，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不同

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基本需求，

应该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和

发展道路。中国奇迹的创造来自于正确道

路的选择：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均衡持续

的发展，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加

注重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更加注重文化

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更加注

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中国道路和中国

经验已经并将继续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

强大的生命力。

世 界 期 待 中

国 进 入 发 展 新 阶

段，开启发展新时

代，期待中国担负

起新的更加重要的

全球使命。中国将

继续推动建设持久

和平、共同繁荣的

和谐世界，中国值

得并将无愧于世界

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