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冬的北京，阳光明媚，蓝天深邃。
12月3日至4日，来自波兰、匈牙利、罗

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爱沙尼亚、拉
脱维亚、希腊等国家的11名智库学者齐聚
北京，参加“第三届中国—中东欧高端智库
学者交流论坛”。论坛期间，中外智库学者
在经济日报社召开座谈会并参观经济日报
社融媒体中心，前往北京亦庄高新技术开
发区参观京东集团的发展成就。

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小影向
中东欧智库学者到访经济日报社表示热
烈欢迎，并介绍了经济日报的发展情况。

“经济日报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财经
大报，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财经传媒集
团。经济日报在海外拥有26个记者站，与
世界上100多个新闻机构、经济团体有着
密切的合作关系。经济日报每天发布权
威的中国经济报道，是海外学者观察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窗口’。”张小影说。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关
键词形象地描绘了新中国 70 年发展历
程。张小影希望中东欧学者能够以历史
的视野、客观的立场、百姓的视角，研究中
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为推动中国—中
东欧合作发挥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在经济日报社，中外智库专家围绕
“中东欧智库学者眼中的新中国70年经
济发展成就”等议题举行座谈，认真研讨，
气氛热烈。

“中国将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的现代化，将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中贡献中国智慧，展现大国担当。”经济日
报社编委、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院长孙世
芳主持座谈会，并阐述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在经济、科技、扶贫、国家治理、外交
等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

“中国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中国在
各个领域，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取
得了显著的成就。”波兰波兹南经济与商
业大学教授卡塔日娜·纳夫罗特认为，中
国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创新的重要作
用。“世界发展竞争对抗的焦点在于‘创
新’，要从创新的角度来看待当代世界发
展。”科技部调研室原主任胥和平表示，中

国会通过走中国特色创新道路应对全球
变革。

会后，中外智库学者参观了经济日报
社融媒体中心。

近年来，经济日报积极推进媒体融合
发展，加大移动传播新平台、新阵地建设，
构建了“以经济日报新闻客户端为主体、
社交媒体为两翼、第三方平台为补充”的
移动传播新媒体格局，拥有用户总量超过
6000万，日均传播覆盖面近亿人次。经
济 日 报 每 月 向 其 他 媒 体 平 台 提 供 的
10W+优质内容达数百篇，已成为重要的

“内容提供商”。经济日报致力于打造国
内国际“两个朋友圈”，积极推进国际传播
能力建设，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
力不断提升。

“中国的媒体与时俱进，新媒体的融
合发展水平，让我感到十分惊讶。”塞尔维
亚战略选择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米蒂
奇表示，在全球传统媒体面临挑战的形势
下，中国媒体却在不断创新，提升新闻报
道的质量，这些做法值得称道。

“中国主流媒体在抖音上开设账号，
这些吸引年轻人的做法，让人耳目一新。”

匈牙利总理内阁办公室首席分析师丹尼
尔·加博尔·乔波说。

在北京亦庄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外智
库学者参观了京东集团旗下的7FRESH美
食生鲜超市、无人超市。在京东智能物流
展示厅，无人车、无人机、无人仓、配送机器
人等先进应用引起中外学者浓厚兴趣。

“中国的创新发展，和我预想的一样。”
塞尔维亚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
员杜尚·普罗科维奇称，在中国见到的任何
创新技术，都不会感到意外，因为中国就是
这样一个不断追求创新的国家。

“中国的创新发展，令人赞叹”
——中东欧智库学者访问经济日报社侧记

本报记者 吴 浩 欧阳梦云

“中国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
生活水平，也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有
影响力的大国。”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
学政治学部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贝尔格莱
德亚洲问题研究所主任、教授德拉加娜·
米特罗维奇表示，中国工业化的速度非常
快，欧洲花了150年时间完成工业化，中
国在短短25年间就完成了。中国在扶贫
方面的成就更是举世瞩目。中国在学习
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独具
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形成了独特的经济
发展模式，期待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分享更

多成功发展经验。
米特罗维奇认为，中国与世界上其他

国家建立了联系和合作，这种互相交流的
理念对于其他国家大有裨益，能够促成友
好合作，从而实现互利共赢。在过去几年
中，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了很多合作机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
合作。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一段时间
以来，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中国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经济发展
中，在世界价值体系中成为核心力量。

作为全球重要的参与者，中国也应该
承担相应的责任。米特罗维奇建议，由于
每个国家的参与程度不一样，都有自己的
疑虑，所以中国在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寻求
共赢时，不仅仅只是一个参与者和促进者，
还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可能会影响到最
终的效果。此外，中国市场应该更加开放，
允许有更多的国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补
充中国的市场产品品类，也可以减少中国
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不平衡。中国在全球
环保、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这种角色未来还应该得到加强。

波兰波兹南经济与商业大学教授卡
塔日娜·纳夫罗特在过去20年中一直关
注中国经济发展，她对于中国今天取得
的发展成就表示赞叹。她说，中国的发
展成就有目共睹，她曾经到过甘肃，看到
了中国农村的发展，也留意到中国中西
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的发展成就。在中国
取得的发展成就中，创新占据了重要地
位。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速现在有所放
缓，但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中国未来发
展前景可期，中国发展速度仍将位于世
界前列。

谈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纳
夫罗特表示，一方面双方的合作越来越
多，另一方面在外贸和经济合作方面也
存在不平衡。以波兰为例，在中东欧国
家中，波兰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但中国与波兰存在贸易不平衡现象，这
种状况需要得到改善。

加强跨文化的互信和互谅是巨大挑
战。纳夫罗特认为，在全球经济治理方
面，应该倡导建立一个全范围、更加透
明、所有利益相关方都能够被纳入的治
理结构，在这个结构下共同解决包括世
界贸易、全球金融、全球资本流动性、技
术和知识转移、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
问题。“我们需要以多边主义去解决这些
问题，各国之间的关系都应该有一种集
体化的力量，能够在各个层面上更好地
控制彼此间的不同。”纳夫罗特说。

纳夫罗特认为，在强化波兰与中国
的合作关系过程中，双方应该关注共同
利益和公众利益，应该在区域内搭建更
多合作平台。比如，双方可以携手共同
解决人口老龄化等共同存在的问题。

波兰波兹南经济与商业大学教授卡塔日娜·纳夫

罗特：

加强跨文化互信和互谅
本报记者 周明阳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政治学部亚洲研究中心

主任德拉加娜·米特罗维奇：

中国发展模式值得学习
本报记者 周明阳

保 加 利 亚 国
立世界经济大学
国际政治与经济
学部政治学系助
理教授、博士亚历
山 大·斯 托 扬 诺
夫·季米特洛夫表
示 ，中 国 提 出 的

“一带一路”倡议
指明了经济繁荣
之路，能够进一步
促进各大陆之间
加强联系，实现互

联互通，在未来将会进一步增进相关国家之间的联
系。从经济角度看，“一带一路”是一个有全球影响力
的机制，是传统机制的重大补充，一些欠发达的中东欧
国家能够借此机会得到发展，同时中国也能够与这些
国家实现共赢。

“‘一带一路’倡议的逻辑非常清晰，中国也需要进一
步扩大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季米特洛夫说，在过去
一年的经济会议和相关会议中，各方创建了很多的贸易
和投资机制，进一步促进了相关制度的落地，而且在机构
层面也作出了很多承诺，要承担更多责任。

对于未来，各国应该有怎样的期待和预期呢？季米
特洛夫认为，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巨大的欧亚市场，并进一
步促进欧洲内部的一体化，因为欧洲内部的一体化对于
中东欧国家而言非常重要，欧洲需要更多的整合和一体
化。同时，欧洲也需要进一步改变目前投资的条件和环
境。“一带一路”倡议能够进一步帮助欧洲增强竞争力，对
中东欧国家来说也是很好的合作机会，相信未来将得到
更广泛的拥护和支持。

“我们认为，中
国在人工智能领域
已经处于领先地
位，甚至俄罗斯也
在借鉴、利用和实
施中国的一些新技
术和体系。匈牙利
的 5G 网络由华为
建造，中东欧国家
正在向中国学习。”
匈牙利对外事务与
贸易研究所研究员
哲尔吉·伊利亚斯

对中国的发展赞赏有加。
伊利亚斯认为，中国是匈牙利的合作伙伴，尤其是

在未来的机会方面，中国可以带来非常多的希望。对
于匈牙利来说，中国是经济合作的优先目标国家。匈
牙利是一个开放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既从开放的世
界经济中受益匪浅，也容易受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等
问题的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消
除了一些自然屏障。匈牙利非常支持“一带一路”倡
议，并且参与到跨国界的项目当中，与伙伴国和其他国
家密切合作，加速推动合作项目，很多项目释放了巨大
潜力。

伊利亚斯表示：“互联互通不仅仅是区域之间的，
而且应该实现区域内部和跨区域互联互通。我们对邻
居的建议是，应该通过高速公路、铁路把城市之间、国
家之间连接起来，各国应该产生协同效应，进一步促进
区域发展。中国在欧洲建立了多个物流中心，在中东
欧也建立了物流中心。中欧物流枢纽可以具有多边性
质，能够进一步促进多边合作和政策协调，进而促进周
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我们的区域政策与‘一带一
路’倡议不谋而合，我们希望与中国合作，融入‘一带一
路’倡议之中。”

保加利亚国立世界经济大学国际政

治与经济学部助理教授季米特洛夫：

“一带一路”给欧洲带来机遇
本报记者 周明阳

匈牙利对外事务与贸易研究所研究员

哲尔吉·伊利亚斯：

中国为合作伙伴带来希望
本报记者 渠丽华

参加“第三届中国—中东欧高端智库学者交流论坛”的嘉宾参观经济日报社融媒体中心。 中国经济网记者 马常艳摄

本报记者
周明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