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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创新实践为全球树立了榜样
——访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委员会主席王瑞军

本报驻纽约记者 朱 旌

哈今年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增长

吉尔吉斯斯坦秋色

联合国发表报告指出

非洲城市化可成为工业化驱动力

以高科技企业融资总额创新高

为促进中柬贸易投资

柬埔寨鼓励使用人民币

澳大利亚是能矿资源大国，天然气出

口仅次于卡塔尔，位居世界第二。在刚刚

结束的 2016 至 2017 财年，澳液化天然气

出口量达到 5140 万吨，首次突破 5000 万

吨大关，比上年增长 50%，预计明年将增

至 6300万吨。随着更多产能上线，未来 3

年出口量预计会翻番，有望在不久的将来

成为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

但是，澳大利亚国内却面临天然气短

缺的困境，特别是东部人口密集地区将遭

遇严重的“气荒”。据澳能源市场管理局

与澳消费竞争委员会联合公布的调查报

告，预计2018年的澳国内天然气供应缺口

扩大，约占东海岸当前需求量的15%，2019

年缺口可能继续加大。一石激起千层浪，

该报告引发了澳社会舆论强烈反响，人们

担心原本就高高在上的能源消费价格将

更上台阶，在过去两年里澳天然气价格已

经上涨近一半，加重了家庭负担。目前，

澳国内天然气价格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

澳大利亚屡屡缺电缺气，居民饱受电

价气价高昂之苦，问题出在哪？首先是过

量的出口。澳总理特恩布尔把责任归咎

于之前的工党政府批准了太多天然气出

口许可，却没有考虑到对国内市场产生的

影响。反对党工党则反击说，现政府无所

作为，应该立即采取措施限制天然气出

口。事实上，“气荒”现象本质上是澳政府

和行业监管机构估计严重不足。

天然气勘探开采和运输成本巨大，当

能源价格不断攀升时，许多企业不计成本

地加大了澳近海及煤层气的开采力度。

此外，还需要修建码头，并将天然气转化

成液态以便运输。这些成本需要扩大出

口来补偿。因此，澳东部沿海地区能源公

司与亚洲客户签订了长达 20 年的合约。

这些合约为当地液化天然气企业带来了

数十亿美元资金。但结果是，在天然气产

量创纪录的情况下，国内东海岸天然气供

给却遭遇短缺。

其次是环境保护影响着能源结构变

化。由于大量使用煤炭发电，澳大利亚成

为全球最大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源。在

关闭煤炭发电厂的同时，政府并没有制定

全面的计划，通过发展其他能源来弥补这

一缺口，从而加剧了能源危机。同时，出

于环境保护目的，维多利亚州与新南威尔

士州政府均已禁止在岸天然气勘探。联

邦政府要求两州解除开采煤层气和近岸

天然气的禁令，但遭到两地政府回绝。

问题是，悉尼所在新南威尔士州 95%

的天然气需求依靠进口，维多利亚州天然

气储量可供开采 200 年。企业界也有说

法。桑托斯董事会主席彼得认为，澳大利

亚并不缺少天然气，关键是政府应支持企

业有序开发才能增加供应，以满足东海岸

市场需求。可是，澳大利亚能源市场十分

复杂，包括资源勘探商、发电企业、批发

商、分销商与零售商。市场观察人士认

为，许多公司都将从这场严重的短缺危机

中获益。

供应危机迫在眉睫，澳总理特恩布尔

紧急约谈主要天然气生产企业，提出除非

他们确保国内市场供应充足，否则将采取

措施限制昆士兰州等地的天然气出口，并

称政府计划推出国内天然气安全机制。

该机制授权联邦政府在国内市场天然气

供应不足时对相关企业实施出口管制，以

确保国内市场潜在需求得到优先满足。

近日，联邦政府与企业磋商取得初步成

果，澳三大天然气出口商澳力金、桑托斯

和壳牌先后表态将优先保证国内需求，并

在今后两年增加供应以弥补需求缺口。

但是，澳大利亚的“气荒”问题远未

解决，政府和天然气企业的博弈还在继

续。正如市场人士分析，澳大利亚独特

的能源结构以及市场体系决定了能源价

格居高不下，其中严重的问题是成本和

定价都不透明。澳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

的政策分歧使得干预和调控能力有限，

不可能做到全国“一盘棋”。当市场这只

看不见的手失灵时，澳大利亚各大城市

又将陷入夏季高温来临时限电和停电的

尴尬境地。

天然气出口大国为何也闹“气荒”
翁东辉

10月的秋风略带寒意，染黄了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街头的树梢，也勾勒出

一幅幅绝美的秋景。图为比什凯克市内的一条林荫道。 本报记者 李遥远摄

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道:联合国非洲经济委
员会日前发表《2017 年非洲经济报告：工业化和城市
化促进非洲转型》指出，非洲城市化的快速进程将成为
非洲大陆工业发展的一种驱动力。

报告指出，在 2035 年之前，非洲人口的一半将居
住在城市地区，1990年这一数字为三分之一。这种快
速的城市化进程将对基础设施和城市服务需求提出新
的要求，如果政策框架正确，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将
成为非洲大陆工业发展的一种驱动力。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副执行秘书比哈表示，非
洲的城市化并未像世界其他地区那样通过改善农业生
产率或增加工业产值得以实现。相反，非正规部门在
城市化进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促进增长和消除贫
困，非洲国家应当制定可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生产
率提高的政策。

报告表示，尽管东非的经济结构转型过程处于薄
弱状态，但长期增长前景乐观。2017年东非国家的国
内生产总值预计为 5.6%，与 2016 年数字相同。在此
之前的 5 年中，东非国家经济均有卓越表现：2012 年
至2016年间，埃塞俄比亚平均年增长达到了9.5%，预
计东非在 2017年的增长也会远远超出整个非洲大陆
3.1%的平均水平。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报告对非洲如何利
用快速的城市转型机遇提出了具体建议。数据显示，
在东非次区域 14 个国家中，过去 10 年制造业在总体
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持平或出现下降态势，但服务部
门的作用却在快速上升。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大规模基
础设施投资也将激发贸易、金融和旅游等一些服务行
业的活力。

据新华社金边电 人民币与瑞尔（柬
埔寨货币）跨境贸易与投资论坛24日在金
边举行。柬埔寨国家银行副行长妮占塔娜
表示，柬政府鼓励使用人民币以促进柬中
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

妮占塔娜说，柬埔寨已有17家银行提
供人民币清算业务，4 家银行提供人民币
存款服务，中国游客在柬也可使用人民币
消费。“允许使用人民币给柬埔寨带来很多

优势，吸引更多中国投资者和游客。”
今年 9 月，人民币对瑞尔银行间市场

区域交易正式启动。妮占塔娜说：“促进人
民币与瑞尔交易是柬政府支持‘一带一路’
建设的一部分。这会增强两国之间的经济
金融联系，降低汇率风险。”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国际业务部副总经
理陶能虹说，柬埔寨是“一带一路”沿线的
重要国家，中柬两国贸易投资保持强劲增

长，两国货币直兑有利于规避汇率风险、降
低交易成本。

中国银行金边分行行长陈长江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人民币在柬埔寨取得了实实
在在的成绩。柬埔寨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
组合就包括人民币；柬央行不仅持有人民
币存款，还购买了人民币债券；人民币现钞
也在柬埔寨主要城市金边、暹粒及西哈努
克港流通，越来越多的商家接受人民币。

本报塔什干电 记者李遥远报道：
哈萨克斯坦国家经济部部长帖木儿·苏
莱曼诺夫日前在政府工作会议上透露，
2017 年 前 3 季 度 哈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同比增长 4.3%。
在苏莱曼诺夫看来，哈萨克斯坦经

济加快增长主要得益于宏观经济稳定、
投资积极性增强以及外部市场条件改善
等利好因素，特别是外部市场对哈主要
出口产品需求及市场价格走高。认为工
业、建筑业、贸易以及交通通讯等领域
是推动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的主要引
擎。其中，工业产值 1月份至 9月份同
比增长 8.3%，自年初以来始终呈现稳
定增长态势。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电 以色列风险
投资研究中心与ZAG－S＆W律师事务
所 24 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前三季
度，以色列高科技企业融资总额达38亿
美元，创历史新高。

根据这份报告，以色列高科技领域
的风投资金继续上升，成为最重要的融
资渠道。前三季度，278 笔高科技融资
交易来自于风投资金，金额为 29 亿美
元，占总融资额的77％。

报告还显示，第三季度，以色列144
家高科技企业的融资额达到 14.4 亿美
元，环比增长14％，同比大幅上涨54％。

约翰内斯堡获评非洲旅游热门城市

最新公布的万事达卡全球目的地城市指数显示，

南非约翰内斯堡成为 2016 年非洲最热门旅游目的地

城市。数据显示，2016 年，约翰内斯堡接待的过夜国

际游客数量达 475 万人次，同比增长近四分之一。图

为约翰内斯堡地标之一曼德拉广场。

本报记者 蔡 淳摄

日本城市研究所年度报告显示

北京上海经济指标抢眼
本报东京电 记者苏海河报道：日本城市开发商

森大厦株式会社创立的研究机构森纪念财团城市战略
研究所日前发布 2017 年“全球城市实力指数”(GPCI)
报告，东京、新加坡、首尔、香港和悉尼等亚太地区五大
城市跻身全球十大城市。

北京和上海两座中国大城市的“经济”指标排名继
续表现抢眼，凭借人口规模和GDP水平及世界500强
企业运营落户数量分列经济领域第三和第五位。上海
在“方便度”指标上的排名位列第三。

森纪念财团董事兼森大厦株式会社代表取缔役社
长辻慎吾说：“如今，全球化企业不仅看重城市的强大
商业环境，还重视提升生活品质的其他方面，如高品质
住宅、多元文化和零售设施、无压力的交通网络和丰富
的自然环境等。全球化城市要进一步繁荣发展，必须
在积极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克服现有不足。这将有助
于增强城市整体磁力，吸引全球人才和投资。”

新华社柏林电 德国信息技术、电信和新媒体协
会主席阿希姆·贝格24日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呼吁
德国应采取措施，以应对数字化带来的挑战。

贝格说，对于资源匮乏的德国，数字化大潮中蕴
含许多难得机会。但他同时强调，数字化不只产生
赢家。在德国，四分之一的民众认为自己未能跟上
数字化进程，五分之一的企业不清楚如何进行数字
化转型。

贝格认为，数字化会影响各行各业。20年后将有
一半的工作由机器或计算机完成，职场世界将出现历
史性转变。当旧的工作消失时，高要求的新工作也在
产生，而这些工作需要有良好的教育作为前提。

贝格指出，在宽带建设方面，不仅应该聚焦光纤宽
带，还要大力发展5G技术。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
和物联网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

此外，贝格还呼吁在德国中学开设编程课程。他
认为，年轻人要在 21 世纪具备简单的编程知识；数字
媒体要应用在所有教学科目中，以达到更好、更个性化
的教学目标。他同时建议德国政府提供政策便利，以
便让更多资金投入到学校的数字化设备中。

今年6月，该协会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超过
三分之一的德国受访者对数字化不感兴趣，且年龄越
大的受访者，认为数字化会带来风险的比例越高。

德国行业协会呼吁

积极应对数字化带来的挑战

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成果频出。高
铁、网购、支付宝、共享单车，这些在外国
人心目中的中国“新四大发明”，不仅成为
闪亮的“中国名片”，也为解决人类发展问
题贡献了中国智慧。联合国科技促进发
展委员会主席王瑞军近日接受《经济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积极开
展科技创新国际合作，中国的创新实践产
生了强大的外溢性、示范性，为世界经济
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
家树立了全球榜样。

王瑞军表示，中国在推进科技创新方
面的一些重要措施，如把落实发展议程与
制定实施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相结合，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于经济发展、创建可持
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等，尤其是“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等做法得到了国际社会
的广泛认可。2017年 4月 27日联合国大
会通过决议，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写入
决议，并将每年4月21日指定为世界创意
和创新日。

近年来，中国涌现出一系列重大科
技创新成果。今年 7 月份发布的《中国
国际科技合作现状报告》显示，从 2006
年到 2015 年，中国国际科研合作中心度
由全球第 10 位提升到第 7 位，中国在全
球科研合作的规模由位于加拿大之后的
全球第 6 位，超越法国提升到全球第 4
位。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报道称，中
国已经从以前的科技模仿者转变为创新
者，在金融、生物和智能机器人技术快
速发展的新时代，中国将担负起全球科
技领导角色。

王瑞军称，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
深入和知识经济不断发展，国际科技合作

越来越普遍，中国科技创新国际合作取得
了积极成果。截至 2017 年初，中国已经
与 15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建立了科
技合作关系，签订了 111个政府间科技合
作协定，加入了200多个政府间国际科技
合作组织，向全球 71 个驻外使领馆派驻
了 146 名科技外交官。2001 年至 2015
年，中国累计为 12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
了近万名科技人员。向周边发展中国家
派出“国际科技特派员”，帮助提高这些国
家科技创新能力。截至“十二五”末期，已
建立了包括国际创新园、国际联合研究中
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和示范型国际科技
合作基地在内的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549家。

王瑞军指出，中国还积极推动科技
创新成为多边机制的优先议题，推动可
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作为 2016年 G20
杭州峰会的东道主，中国推动把发展置

于二十国集团议程的突出位置，首次就
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
计划，为全球树立了榜样。2017 年 9 月 4
日在中国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九次会晤，发布了《厦门宣言》，重申致力
于全面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一
致强调加强国际发展合作，在全球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发挥引领和示
范作用。

中国科技创新发展为国际社会提供
了有益经验，王瑞军说，中国注重从源头
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动力，比如在石漠
化、高寒退化草地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获
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此外，中国注重培
育和发展生物产业、健康产业、环保产业、
海洋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取得了很好
的经济效果。生物产业规模突破3.5万亿
元，年均增速达到 20%；海洋产业规模突
破6万亿元，年均增速达到7%。

欧亚经济联盟会议呼吁加强经济合作
据新华社第比利斯电 埃里温消息：

欧亚经济联盟政府间理事会会议 25 日在
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会议就加强联
盟内部经济合作、加深内部市场一体化等
议题进行了探讨。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亚美尼亚总
理卡拉佩强、吉尔吉斯斯坦总理伊萨科夫、

白俄罗斯总理科比亚科夫和哈萨克斯坦总
理萨金塔耶夫出席了本次会议。

据亚美尼亚通讯社报道，与会国一致
同意着手建立合资企业，打造欧亚经济联
盟的经济品牌，加强联盟的对外经济竞争
力。会议还就进一步统一联盟内部市场，
扩大在农业、贸易、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交流

与合作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一系列协议。
会议决定，下一次欧亚经济联盟政府

间理事会会议于 2018 年初在俄罗斯索契
举行。

欧亚经济联盟于2015年1月1日正式
启动，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
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

印尼通过2018年政府预算法案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田原报道：印

尼国会 25 日通过 2018 年政府预算法
案。其中，计划总收入为 1894.7万亿印
尼盾（约合1403.5亿美元），计划总支出
为 2220.7 万亿印尼盾（约合 1645 亿美
元），目标全年经济增速、通胀率和财政
赤字率分别为5.4%、3.5%和2.19%。

印尼财长斯莉表示，编制2018年政
府预算的主要思路是强化财政管理以加
速经济增长，即通过财政政策实现消除贫
困、减少不公平、创造就业三大目标。为
此，印尼财政部明年将重点推动三项工
作：一是优化政府收入以维持投资环境向
好态势；二是提高支出效率和增加生产性
支出以支持国家重点发展项目；三是鼓励
高效、创新和可持续的财政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