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
界
百
年
变
局

中
国
和
中
国
共
产
党

2
0
2
1

年12

月4

日/

星
期
六/

要
闻
编
辑
部
主
编/

责
编

杨
逸
芸/

美
编

何
晓
晨/

校
对

杜
文
杰

A3

与

读懂中国，离不开读懂中国方案

“读懂中国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与发展已
经成为了海内外关注的焦点，也成为
了不少国际人士“读懂中国”的一个
注脚。12 月 3 日，在 2021 年“读懂中
国”国际会议举行期间，大会设置了
两场与粤港澳大湾区相关的平行论
坛，分别以“中国特色‘先行区’与更
大力度的改革开放”和“高标准市场
体系建设与粤港澳大湾区实践”为
题，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内相关政策的
实施，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全球
的影响。

在平行论坛中，澳门特别行政区
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首席顾
问研究员刘剑雄通过分析“横琴方
案”与“前海方案”中的发展基础、主
体责任、税收政策、协调机制等多方
面内容，向与会嘉宾展示了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中的新突破。他表示：“这
两个方案的出台，本身就说明了中国
正在以实际行动进行更大力度的改
革开放。”

他以“横琴方案”中提到粤澳双方
探索建立合作区收益共享机制为例，
表示：“这是在其他区域没有涉及的。”
刘剑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从拥抱
国际市场、拥抱全球这一层面而言，两
个合作区的建设推进，将对其他区域
的建设起到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在同一场平行论坛中，香港中文
大学前校长刘遵义就粤港澳大湾区
内的要素流通给出建议。他分别从
商品与服务、人才、资本和信息四个
方面的要素流通给出解决方案。刘
遵义称，粤港澳大湾区紧密的经济一
体化就像微缩版的经济全球化，当中
每个城市会因为有更广阔的选择范
围和新机遇而变得更好。“大湾区内
的自由流通，意味着大湾区和世界的
自由流通。”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前景如何？
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在视频演

讲中提到，自 1971 年起，他曾多次到
访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城市，见证了包
括广州、深圳、珠海在内等城市的变
迁。他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中
国未来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广东省
一直处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沿，粤港
澳大湾区的发展，必将产生协同效
应，推动创新和吸引投资者。”吴作栋
称，新加坡为支持大湾区的发展，已
做好充分的准备。

3日，“国际抗疫合作与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研讨会于
2021 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
（广州）召开期间举办。七位
国外嘉宾表示，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全球大流行要大力加强
国际合作。

俄罗斯联邦驻广州总领
事亚历山大·切尔诺乌索夫在
发言中高度肯定中国为国际
抗疫作出的贡献。他说，中国
不仅在国内有效抗击新冠大
流行，还积极帮助国际社会，
向外国合作伙伴提供资金用
于抗击疫情，向世界许多国家
提供口罩、防护服、检测试剂
盒和疫苗。“在新冠大流行已

经成为全球性挑战的背景下，
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密切合作
抗击新冠病毒的传播，共同努
力减少新冠疫情对中俄务实
关系的影响，倡导深化国际抗
疫合作，反对疫情的政治化。”

西班牙前首相何塞·萨帕
特罗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已
成为全球都应当共同面对的
挑战，必须建立一个高度发
展、成熟完善的国际政治社
会，全球各国都应当团结起
来，共同应对疫情。何塞·萨
帕特罗表示，当下，世界需要
中国在战胜疫情和促进经济
恢复方面所展现的领导力以
及在生产各种必需药品方面

所具备的能力，大家应该一同
为促进国际合作、世界和平和
应对气候变化等发挥作用。

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蒙
蒂在发言中提到，此前他应世
界卫生组织欧洲办事处的邀
请，担任欧洲区域委员会主
席。对于国际抗疫，马里奥·蒙
蒂表示，要在全球层面改善卫
生治理。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突出地表
明，公共卫生是一种公共产品，
需要大力加强国际合作。他提
出要制定一个真正具有全球意
义的大流行病条约，该条约既
要有约束力，还要有足够的灵
活度，“这需要各国政府在政策
制定方面群策群力。”马里奥·
蒙蒂还提到，要制定一项全球
大流行病疫苗的政策，明确规
定各方的权利和责任，确保疫
苗的供应和分配。

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
夫表示：“我的思路是基于供
给和需求两方面，需求指的是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其自然
产生的结果是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而供给是创造一个能
够持续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概念的一个环境，从需求
到供给至少需要三个基本的
要素，那就是——信任、合作
以及全球治理。”

韩国世宗研究所理事长、
韩国前总统统一外交安保特别
助理文正仁指出，应对新冠肺

炎的挑战需要世界各国通力合
作。因此，如何克服疫苗民族
主义成了关键，幸运的是，中国
已经在疫苗分配上展现了领导
力，让疫苗真正成为了全球公
共产品。“我再次呼吁富裕和有
影响力的国家，在这场对抗疫
情的战役中发挥领导力，我们
应该共同分享疫苗，我们应当
找到解决新冠肺炎的通用方
法，这是我们构建人类卫生健
康共同体的唯一方法。”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
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表示，
遏制新冠肺炎传播，只能通过
全球协同来完成。他说，过去
两年的疫情已充分证明，“要解
决这次疫情，个别国家单打独
斗是行不通的，需要全球提出
共同的解决方案”。他提到中
美可以在三方面展开合作：加
强医学界和科学界之间的联
系；促进双方地方合作；向最脆
弱、最不发达的国家提供更多
支持。

“中国始终将健康置于国
家决策议程的核心，展现了中
国政府对健康投资的坚定决
心。”赛诺菲大中华区总裁贺
恩霆表示，赛诺菲在中国建立
了专注于创新药物和疫苗的
三大生产基地。他表示，赛诺
菲将携手深圳市政府于今年
12 月设立大湾区国际疫苗创
新中心，“这也是中国首个国
际化的疫苗创新中心”。

在 12 月 3 日举行的 2021 年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国际抗疫合
作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研讨会
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医科学院
名誉院长张伯礼指出，新冠肺炎是

“湿毒”所导致的疾病，湿毒内蕴是
核心病机，兼夹发病是临床特点。

“新冠肺炎与非典相比，毒性
较弱，但传染力强，临床表现更为
复杂。”张伯礼总结认为，新冠肺炎
起病隐匿、变化多端、黏腻胶着、缠
绵难愈，符合中医湿邪之病的一般
特征。“起病隐匿”体现在潜伏期长
及大量的无症状感染者；“变化多
端”体现在病情复杂、兼夹症多；

“黏腻胶着”体现在常阳、复阳、二
次感染；“缠绵难愈”体现在后遗症
与病情轻重非正相关。而中药的
早期介入、全程参与，在各个阶段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伯礼介绍，在我国，中医药
抗疫已经有近3000年的历史，文
字记载了从先秦两汉至今大大小
小近500余次疫情，研发了众多治
疗药物，也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所
以，这次疫情我们不是没有准备
的，这些理论知识和经验在这次抗
击新冠疫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于轻型病人，我们直接可
以用普通药来治疗。对于一些无
症状感染者、隔离人员，用中药
来干预和预防；对于重症病人，
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主要目的
是降低死亡率；对于恢复期的患

者，我们用西医做评估，中医来
进行干预，综合干预取得很好的
效果。”张伯礼举例指出，在武汉
方舱医院，通过积极使用中医综合
治疗，包括汤药、中成药、针灸、推
拿、太极拳、八段锦等方式，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当我们的经验向其
他方舱推广以后，也取得了比较好
的效果。方舱的转重率只有2%-
5%，而国际上一般是10%-20%，
所以，中药综合治疗有效降低了转
重率，这也是战胜疫情的一个重要
事件。”张伯礼说。

“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
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这五
条精神不但是我们抗击疫情的法
宝，也是我们应对一切艰难险阻的
宝贵经验。”张伯礼表示，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疫考
全球，考政府、考经济、考科技、考
文化，也考人性、价值观，更考综合
国力。我们应该总结经验、补齐短
板，加快建设应急反应和防控组织
体系，发挥中西医结合的优势，夺
取抗击疫情的最后胜利。

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读
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开幕
式视频致辞中指出，当前，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
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世
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在此关
头，我们更需要增进思想沟通，
促进交流合作，为携手应对全
球性挑战贡献智慧和力量。

大会嘉宾、美国前财政部
长劳伦斯·萨默斯说：“新冠肺
炎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
个大规模流行病。”有项研究
表明，每过 20年，冠状病毒出

现的概率就会提高 8 倍，“如
果这一发现属实，我们希望有
更多的确保，那就是下次我们
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当流行
病或大流行再次暴发时，我
们可以更高效地发明、共享
和注射疫苗，检测和药物治
疗能比过去更快捷，当新毒
株出现时，我们能更迅速地
做好遏制工作，那时候的世
界将完全实现互联互通。”

“气候变化问题也是一
样。”劳伦斯·萨默斯还说，“有
可能在未来某个阶段，我们需

要彻底除去大气中的碳，或是
改变全球的生态系统来减少
温室效应，需要进行根本的技
术创新，需要传播和扩散至关
重要的科学技术。在这个领
域，我们除了对领导力带来的
经济优势展开竞争外，还可以
通过合作，寻找必要的解决方
案，来保护我们的全球公域。”

“中国和美国都是受气候
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与
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
说，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可持
续性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善其身，
而中美合作将为推动全球气
候治理作出重要贡献。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期
间，会场里充溢着思想的碰
撞、观点的交流、智慧的启迪，
世界在这里读懂中国，国人在
这里读懂世界。

“读懂中国是一项伟大的
事业。”正如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
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所说的，

“读懂中国是我们的一个时代
责任”。

世界百年变局中
如何读懂中国和中国共产党？

——写在2021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举行之际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丰西西报
道：12 月 3 日下午，2021 年“读懂
中国”国际会议（广州）举办了一
场以“中华文明与中国共产党”为
主题的研讨会。研讨会上，与会
嘉宾围绕中华文明与中国共产党
的关系展开了热烈讨论。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
学成表示，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
国，读懂中国共产党，首先就要读
懂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文明的深厚
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的
必然产物，是在中华文明的土壤里
生根发芽、长成的参天大树。中华
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
创造了延绵 5000 多年的灿烂文
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人民在现代化征程中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奇迹，彻底改变了中华大地
的历史面貌，使得中华文明发生了
创造性的转化和发展。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
副会长、原中央党校副校长徐伟
新表示，中国共产党赓续了中华
文明在为往世继绝学、为后世开
新篇这一鲜明而重要的特色优
势。徐伟新指出，民本思想是古
代治国理政的基础性理念，古代
中国历朝历代都把人民的作用看
得很重要，民可载舟、亦可覆舟。
然而，人民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人、
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是在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实现的。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

副会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
理事王晓鸣表示，中华文明涵养
了中国共产党的“根”与“魂”，孕
育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品格，启
发了中国共产党的思维方式，淬
炼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艺术，激
发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催
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开放包容。

英国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客
座教授马丁·雅克通过视频发表
了主旨演讲。他表示，如果不了
解中华文明的重要性，就不可能
理解现代中国。他表示，中国共
产党是中华文明的产物，像中国
这样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达到了空
前的繁荣。自 1949 年以来，中国
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团结，这是
任何西方式治理体系都不可能做
到的。如今的中国，党和国家紧
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是国
家和社会的智囊和领袖。中国共
产党的成功，在于它有能力表达、
反映和诠释中华文明，这种能力
不是一夜之间获得的，它历经了
漫长的过程，并在改革中磨砺完
善。“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哪一
个政党，能以这种方式表现和传
承一种文明。中国之所以与众不
同，是因为它具有非凡的历史连
续性，这让中华文明的本源成为
了中国现代文明的一部分，而且
生机盎然。”马丁·雅克说，中华
文明塑造了现在的中国，中国共
产党是中华文明的生动体现。

2021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举办以“中
华文明与中国共产党”为主题的研讨会，与会
嘉宾表示：

中华文明是中国共产党
成长壮大的沃土

文/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图/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
12月3日下午2时，广州越秀国际会议中心503B会场内，一场研讨会正在进行，会场内

座无虚席，过道里挤满了媒体记者。这是本次“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期间最受媒体欢迎的一次
研讨会，它的主题是“中华文明与中国共产党”。

12月1日至4日，以“世界百年变局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为主题的2021年“读懂中国”国
际会议在广州举行。

此时的世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此时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刚走过100年辉煌历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全局稳步推进。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既是一记穿透历史沉淀的灵魂追问，又是一道摆在世界面前的
时代命题。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

时代澎湃，大潮激荡。今
时的中国，“两个一百年”在此
交汇。今天的中国，正加快迈
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
读 懂 中 国 共 产 党 。”—— 在
2021 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
（广州）开幕式视频致辞中，
习近平主席这样指出。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
会会长郑必坚表示：“今年我
们‘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的主

题 是‘ 从 哪 里 来 ，到 哪 里 去
——世界百年变局与中国和中
国共产党’。之所以确定这样
的主题，是因为今年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刚刚闭幕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对中国共产
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作了全面深刻的总结，进
一步阐明了中国今后 30 年实
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奋斗目
标。对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来
说，今天是从昨天走过来的，明
天是从今天走过去的。”

“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国，
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梦想。”与
会的中央党校副校长、国家行
政学院副院长谢春涛说，“2021
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中宣告，我们实现
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
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
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
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毫无疑问，中国杰出的
经验和中国实现的模式，不仅
对中国人民、对全世界人民都
是宝贵的，从理论思想和经济
视角都显而易见并至关重要。”
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梅
利尼科夫表示，读懂中国的成
就和中国的方式的关键之一，
就是要多角度读懂中国的整
体。本次会议就有一场“中华
文明与中国共产党”的平行论
坛，“这不是偶然的，这给我们
指明了中国成功的要素。”

读懂世界，离不开读懂中
国；读懂中国，离不开读懂中
国方案。

在2015年纪念联合国成立
70周年峰会和 2020 年纪念联
合国成立75周年峰会等一系列
重要场合中，面对“世界怎么了、
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习近平
主席站在历史高度，把握时代脉
搏，面向人类未来，明确给出了
中国方案，即“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2021 年“读懂中国”国际
会议（广州）期间，“读懂中国”
丛书（第二辑）发布了 11 本著
作，其中，高尚全所著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我
亲历的改革故事》和李君如、罗

建波等所著的《人间正道：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向外界多维
度解读了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
世界变局开出的中国方案。

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
夫在视频主旨发言中说，“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已被写入联
合国决议中，它已经不是一个
概念了，它的价值得到了证明。

而在本次会议期间，“国际
抗疫合作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研讨会汇聚了十多位中外嘉
宾，他们“隔空”献言，为新冠肺
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开“处方”。

在嘉宾们看来，全球合作
抗疫是国际抗疫的“最大公约
数”，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是一套可行的中国方案。

与会的暨南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院长蔡立辉说：“应对全
球性的新冠疫情突发事件、抗
击新冠疫情传播必须采取集
体行动，以合理的方式在全球
范围内分配有限的物资，这更
加符合每一个国家的利益……
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坚持国
际抗疫的多边主义，构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

读懂中国，还要读懂中国
发展。

当下的中国，正走在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大道上。

12 月 3 日，“新发展格局
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国
际研讨会在今年的“读懂中

国”国际会议期间举办。围绕
会议主题，与会国内外嘉宾就

“中国实施‘双循环’发展战略
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将为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带来哪些
新的发展机遇”等话题进行了
讨论。同日，“高标准市场体
系建设与粤港澳大湾区实践”
国际研讨会也成功举办。嘉
宾们认为，在新发展格局下，
粤港澳大湾区必须承担为国
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战略支点
的责任。粤港澳大湾区有条
件、有能力、更有必要在建设
高标准市场体系方面先行先
试，这是粤港澳大湾区促进国
际国内市场深度融合、充分释
放自身发展潜能的关键。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张伯礼：

中医经验在抗疫中
起到重要作用

羊城晚报记者 柳卓楠

国外嘉宾参与“国际抗疫合作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研讨会表示：

抗击新冠肺炎大流行 要大力加强国际合作
文/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丰西西 谭铮 图/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大湾区成为国际人士
“读懂中国”的新注脚

羊城晚报记者 谭铮

3 日，“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之夜文化展演在广州塔举行

“国际抗疫合作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研讨会现场

张伯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