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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萝卜牛腩、韩国
的泡菜炒饭、印度的唐杜里烤
羊肉、沙特的番茄鸡蛋、新加
坡的烤鸡肉串、意大利的玛格
丽特比萨、 日本的大虾天妇

罗、泰国的泰式鱼饼、土耳其的
烤肉、西班牙的番茄牛肉球……
在“世界美食集锦”活动中，嘉宾
实现“一站吃遍全球”。

更令人期待的， 是在海内
外享有盛誉的厨师大咖谭荣
辉、 甄文达同台带来的“鼎厨
秀”。

热锅、 热油、 酱油、 米酒
……一道经典粤菜豆豉鸡烹成。
对谭荣辉来说，这是他人生最重
要的一道菜。“我的妈妈是广东
开平人， 她教会我如何下厨，这
道菜令我想起她。 ”他说。 1982
年 BBC 在全球海选中餐烹饪节
目主持人，最终选定了远在美国
的谭荣辉，当时他也正是凭着这

道菜“征服”了 BBC。
蒜蓉蒸虾、芝士焗虾———一

样的原材料， 两种不同的菜，甄
文达的“烹饪秀”体现了中西美
食文化的融合。 谈及选择这两道
菜肴的初衷，甄文达说：“我生在
广州、长在广州，广州是我的家
乡。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广州汇聚了全世界的食材和调
料，融合了多种文化，粤菜最能
体现广州厨师的创意。 ”在他看
来，“粤菜也是一座桥梁，将中餐
和西餐连接在一起，实现‘美食
外交’。 ”

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令西班牙国家电视台资深美食
节目主持人冈查·克雷斯波赞不
绝口。“有句俗语说，‘我们吃什
么，我们就是什么’，当我们吃得
丰富、有力量，就能成为这样的
人。 广州美食对我来说就是这样
丰富的大餐。 ”她说。

“读懂中国”广州国际会议举行，与会人士表示：

首先要读懂中国道路

据新华社电“读懂中国”广州
国际会议开幕式 26 日在广州举
行， 来自全球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
数百位嘉宾出席大会。 本届大会的
主题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和中国
改革开放再出发”。 与会嘉宾一致
认为， 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不可逆，
妥处分歧、形成共识、加强合作，已
经成为越来越强烈的全球呼声。

“读懂中国” 广州国际会议系
列活动从 25 日持续到 27 日，由中
国科学院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
究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广东省
人民政府、21 世纪理事会主办，广
州市人民政府承办。 出席开幕式的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
郑必坚说， 大会为全球更全面、更
深刻、更透彻地认识中国，也为中
国更好地了解世界，再次打开了一

个重要窗口。
从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展望到

“一带一路”与产业合作，从数字经
济与全球合作新前景到中国金融
开放和世界金融市场，从构建公平
竞争的营商环境到世界湾区市长圆
桌会， 从人文湾区与城市品质到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文
化创新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本届
“读懂中国”会议共有 8 个分论坛同
步展开， 全球与会嘉宾对当下的中
国充满兴趣，也对中国与世界的互
动寄予厚望。

与会嘉宾认为， 当前新一轮经
济全球化， 呼唤共同的责任与担
当。 在开幕式上，墨西哥前总统、21
世纪理事会主席埃内斯托·塞迪略
说，人们可以从多个方面，看到中
国对经济全球化的贡献与坚持。 当

前，全球化正面临巨大挑战，国际
贸易体系的基础被破坏，个别国家
发起的贸易战和前所未有的加征
关税行为，已经对全球经济的稳定
发展造成了显著压力。 这些单边行
为已经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和国际法，无益于当事国和国际社
会，全球应当回到世界贸易组织的
争端解决机制下解决问题而不是
阻挠这一机制发挥作用。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
授郑永年说，改革开放后，中国让
八亿人口脱贫， 这是了不起的奇
迹，为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 当前，
中国已从数量型经济增长开始走
向质量型经济发展，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是很好的新抓手，同时能积极
促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

与会人士表示， 读懂中国，首

先是要读懂中国道路。 中国经济受
益于经济全球化，也对全球化做出
了巨大贡献。 面对一些逆全球化的
挑战，当前的中国经济展现出了强
大的韧性与深厚的潜力。

郑必坚说，“改革开放再出发”
带来的中国再发展，与全球化进程
密不可分、互相推动。 当前，时代
呼唤经济全球化的新架构 ， 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更加清醒 ，
更加警觉 ， 同时更加谦虚 ， 在开
放中做大世界经济的蛋糕 ，在创
新中发掘世界经济的新动能，在
包容中破解 世界经 济 失 衡 的难
题 ，在联动中完善全球经济的治
理 。 历史证明 ，中国共产党能够
领导中国站起来 、富起来 ，未来
也将证明 ，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
国强起来。 “所有美味都是

一次又一次的相逢”
重量级厨师、嘉宾以美食为媒，诠释中西文

化交流与融合
26 日，“读懂中国”广州国际会议正式开幕。

当来自全球的众多政治家、战略家、理论家和企业
人士等展开激烈的“头脑风暴”时，一场关乎味蕾
的活动———“世界美食集锦”也在同步进行。 现场，
中国、意大利、西班牙、印度等 10 个国家厨师制作
各国代表性美食，供嘉宾免费品尝。 美籍华裔厨师、
烹饪书籍作家、美食节目主持人谭荣辉先生和美国
著名中国菜厨师、 烹饪节目主持人甄文达先生还一
同上演了精彩的“鼎厨秀”。

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
反全球化举动不可持续

羊城晚报讯 记者符畅、黄
宙辉报道：10月26日，“读懂中
国” 国际会议在广州香格里拉
酒店开幕。 在当天下午的平行
研讨会二———“一带一路”与产
业合作上， 来自巴基斯坦、希
腊、英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政治
家、学者、企业人士等与中国参
会代表一同聚焦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并分享观点和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有
力促进沿线国家发展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
来，给沿线各国带来了什么？ 巴
基斯坦前总理肖卡特·阿齐兹
坦言，“‘一带一路’给巴基斯坦
带来了极大发展”。

阿齐兹介绍， 巴基斯坦是
最早与中国就“一带一路”倡议
开展合作的国家之一。 当时，他
尚在巴基斯坦政府任职， 见证
了中国与巴基斯坦在瓜达尔港
口的重要合作。“当时，我们接
受了来自中国施工方的投标，
并选择了其中一家合作。 现在
瓜达尔港口已经远近闻名。 ”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巴
基斯坦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
速， 同时带来了成千上万的工
作机会， 极大提升了巴基斯坦
人民的民生福祉。

希腊前总理乔治·帕潘德
里欧也表示， 希腊近年来的发
展也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

“我就任希腊总理时，希腊遇到
了非常大的经济危机， 是中国
伸出援手， 投资帮助建设希腊
几个城市的海港， 这一举措极
大振奋了经济危机下希腊人民
的信心和士气。 ”他说。

帕潘德里欧表示， 中国是
东方文化的起点， 希腊是西方
文化繁荣的地方， 中国和希腊
之间的合作， 象征了东方和西

方的合作， 对全世界都有重要
意义。“未来，希望中国更多关
注欧洲， 深化中国和欧洲的战
略合作。‘一带一路’正好为中
国和欧洲之间实现新的合作伙
伴关系提供了机会和平台。 ”

民心相通应成为
新一轮全球化组成部分

针对新一轮全球化， 阿拉
伯国家联盟前秘书长阿姆鲁·
穆萨提出了他的观点。 他指出，
不应只把全球化定义为经济和
贸易的概念。 全球化应该拥抱
新的文化，应该为所有人服务。
在新一轮全球化背景下， 人与
人的民心相通、艺术的交往、教
育的繁荣也必须成为全球化新
的一部分。

“全球化不应成为富人的
特权， 应该多关注中产地区以
及贫困人民的福祉， 通过投资
和教育，我们可以携起手来，实
现社会的新格局。 ”穆萨说。 中
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负责任大国，可以帮助其他
发展中国家一起发展经济、对
抗贫穷。

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马
欣表示，“一带一路” 倡议是中
国哲学智慧对当今全球治理的
探索和创新。 而“一带一路”的
宏大愿景靠什么实现？ 他回答
了三个字：“靠创新。 ”

马欣认为，“一带一路”倡
议前无古人， 套用现行已有的
机制都不一定合适。 互联网具
有开放、包容、透明、共享的自
然属性， 这些特质与“一带一
路”的核心理念相吻合。“互联
网 +”会为“一带一路”建设的
快速推进及相关国家的经济增
长提供新动能。“互联网将成为
贯彻落实‘一带一路’精神的外
延和平台。 ”马欣说。

论
坛热

议

花絮议会会

大大咖咖 点点观
羊城晚报记者 罗仕

各国大咖热议“一带一路”倡议

期待中国助力
发展中国家发展

羊城晚报记者 符畅 柳卓楠

作为嘉宾，《舌尖上的中
国》系列纪录片总导演陈晓卿观
摩了两位厨师大咖的烹饪过程，

并分享了他对“融合菜”“中
餐走向国际”等议题的看法。

陈晓卿表示， 中西方
美食的融合其实从几千

年前就开始了。“所有
美味都是一次又一次

的相逢， 一个香料
遇到另一个香料。

比如， 辣椒传入
中国， 和花椒抱
对， 成为川菜的
最基本食材。 从
这个意义上看，
川 菜 都 是 融 合

菜。 ”他说，食物能够反映人们的
生活习惯、味觉系统乃至对世界
的看法，因此，融合既包括了技
法融合，也保存了“多样化生活
样本”。

“好吃的食物都是带‘腿’
的。 ”他认为，随着一个国家国力
的增强， 即使不主动走向国际，
这个国家也会引发其他国家的
模仿。

谈及参与此次会议的感
受，陈晓卿表示，广州是一个温
暖、美食特别丰富的城市，他还
笑言“广州人的嘴特别挑剔”。
他透露，接下来他有意向更多地
挖掘这座城市的“美食宝藏”，
打算拍一部广州专题美食片。

厨师大咖上演“鼎厨秀”：“粤菜也是一座桥梁”

《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打算拍广州专题美食片

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蒙蒂：

规则是新一轮
经济全球化的生命线

作为中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

重要参与者和见证
者，龙永图在专题演讲时表示，应制
定全球规则体系，制止任何国家以任
何借口， 特别是滥用国家安全的借
口，把其他国家的企业列入黑名单。

“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过去一
段时间以来对全球化的严重冲击，
只有在认识理解这种冲击的严峻形
势以后， 才有可能在现实基础上进
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 ” 龙永图表
示， 过去一段时间对经济全球化冲
击最大的有三个方面，分别为：严重
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严重威
胁全球供应链系统安全的行为。

“未来要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
化，我们必须在维护全球产业链安
全的问题上采取行动。 ”龙永图建
议， 应制定一系列的全球规则体
系， 制止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特
别是滥用国家安全的借口，把其他
国家的企业列入黑名单， 实行制
裁，实行断供，切断产业链，“这样
才能为全球企业建立一个透明、稳
定、可预见性的法律环境。 ”

同时，要不断加强跨国公司整
合全球资源的能力，同时也要更好
地发展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特别
是那些在市场占有、品牌、科技创
新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的中小企业，
使我们的全球产业链更具创新性。

制定规则体系
保证全球供应链安全

全球化智库咨询委员会主席龙永图：

雪松控股是广州本土成长起
来的世界500强民营企业，多年来
一直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拓展大宗
商品产业链。 雪松控股集团创始
人、董事局主席张劲表示，世界经
济正进入一个全球供应链主导的
时代， 中国应是维护全球供应链
秩序的重要力量， 中国企业则是
其中最主要、最为具体的践行者。

“过去10年，大宗原材料等中
间品的全球交易量，在全球贸易总
额的占比持续增长，截至去年已经
超过70%。 这意味着，大多数全球
贸易产品由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几
十家甚至几百家企业共同生产，数
以万计的生产节点通过全球供应
链得到连接和流通。 ”张劲表示，如

果说经济全球
化让世界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深度融合，那么全球供应链就是连
接世界经济的血脉和基石。

张劲表示，近年来暗流涌动的
逆全球化思潮， 不仅持续冲击以
自由贸易为核心的世界经济秩
序， 还在深刻破坏以连接为基础
的全球供应链秩序。 贸易保护主
义和单边主义加剧的危机， 让全
球供应链的“断链” 风险更加凸
显。“就全球经济而言，中国作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全球自由贸
易的主要推动者， 也应是维护全
球供应链秩序的重要力量， 中国
企业则是其中最主要、 最为具体
的践行者。 ”

雪松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
局主席张劲：

中国企业积极维护全球供应链

扫描二维码， 看世
界级厨师以美食会友

本版图片 /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摄

今 年 3
月, 中意两国签
署了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谅解备忘录 ，意大利成
为首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七
国集团 (G7)成员国。 意大利前总
理马里奥·蒙蒂表示，在新一轮经
济全球化当中， 如果政府行为想
让人民所接受，就要展开合作，为
人民谋福祉。

蒙蒂坦言， 目前全球化还没
有完全被人们所接受， 主要是因
为全球化还没有真正全方位给人
们带来福祉。“由于财富分配不
均、社会发展不均衡等因素，经济
全球化并没有惠及所有国家，不
同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接受程度

也不同。 我们要共同努力让各个
国家人民接受全球化。 可以通过
降低贸易壁垒、 降低关税壁垒，
让贸易给各个国家从事贸易和
生产的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水
平、更好的福祉 ，让他们切实感
受到全球化给自己生活带来切实
利益。 ”

“欧盟委员会的建立对以规
则为基础构建经济共同体作出了
示范。 ”蒙蒂说。他表示，推动新一
轮经济全球化和贸易全球化，规
则将是其中的一个生命线 ，只
有有了规则以及规则的有效执
行 ， 才有可能让新一轮经济全
球化和贸易全球化有据可依 、
有规可循。

26日上午，在“读懂中国”广州国际
会议上， 多位与会嘉宾围绕“新一轮经
济全球化：共同的责任与担当”主题进行
了专题演讲。 大家一致认为，虽然目前经
济全球化遇到一些曲折困难， 但经济全
球化潮流不可逆转。 大家同时对“新一轮
经济全球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读懂
中国

26 日，“读懂中国”广州国际会议开幕，会议现场气氛热烈

“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的潮
流，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在任何
情况下、在任何环境下都会继续发
展。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
究系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说。

马丁·雅克举例表示，全球化
在1870年到1914年期间， 得到了
迅速发展。 当时人们都认为全球
化是必然的趋势和潮流。 但是到
了20世纪30年代， 全球化出现了
极大的逆转。 一直到二战以后，全
球化才再次迅猛发展。“我们必须
认识到，对于全球化来说，在这个
较长的历史进程中其实是有曲折
的。 ”他说。

“全球化一度是西方为主导
的，主要是美国引领的。 但是目前

美国的单边主
义和保护主义举动逆全球化而
动， 中国则对全球化做出极大贡
献。 ” 马丁·雅克说，中国对全球
化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包容，有
了这种包容性， 中国很好地实现
了脱贫减贫， 同时也更好地融入
到了世界经济 ，“从中非合作到

‘一带一路’倡议，我们都看到了
非常好的全球化， 看到了中国对
于全球化的贡献”。

在马丁·雅克看来，在西方某
些国家逆全球化的举动是不可
持续的。“当然我们也不可能按
照以前的做法去推动全球经济
的发展，我们要寻求新的做法。 ”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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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全球化有极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