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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记者 徐超

香港联合交易所最新数据显
示，自去年 11 月以来，外国投资
者 每 月 都 通 过 “ 沪 港 通 ”“ 深 港
通”等机制增持沪深两市股票。与
今年 7 月相比，8 月外资买入规模
增加一倍多，“买入中国”正成为
主流趋势。一些海外媒体和机构人
士认为，中国经济保持稳健增长，
并在新冠疫情中展现出强大韧性，
令投资者更加坚定对中国市场的长
期投资信心，越发期待中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带来的市场机遇。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日前报
道，贝莱德公司、高盛公司、富达
国际公司等知名金融机构正建议客
户 继 续 “ 买 入 中 国 ”。 彭 博 社 认
为，包括股市、债市在内，全球投
资资金持续流入中国市场，凸显中
国的“市场引力”以及全球投资者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一方面，中国经济的稳健基本
面正焕发长期投资吸引力。在疫情

严重冲击世界经济的背景下，中国
经济展现出的韧性难能可贵。2020
年，中国经济仅在一季度出现下
滑，随后逆势上扬且增速加快，成
为当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
经济体。

管理 7460 亿美元资产的瑞士
百达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策略师卢
卡·保利尼认为，长期来看，投资
中国的基本面良好。人民币汇率走
势强于其他主要货币，国债收益率
表现不俗。“对外国投资者来说，
中国显然完全‘值得投资’。”

彭博社数据显示，与标准普尔
500 种股票指数相比，沪深 300 指
数平均市盈率接近 2007 年以来最
具吸引力的水平，这对外资进一步
买入构成支撑。人民币走强进一步
提升了中国股票和债券的吸引力，
外国买家持有的中国主权债务规模
也不断增长。

富达国际亚洲证券事务负责人
维多利亚·米奥认为，中国中等收
入群体购买力不断增加，预计未来
十年中国经济将保持稳健增长。

斯里兰卡智库探路者基金会前
执行主任拉克什曼·西里瓦德纳认
为，庞大的国内市场对中国经济从
疫情中恢复至关重要。这一市场及
不断发展的小康社会持续创造需
求，为全球跨国企业提供投资机
会。

位于法国巴黎的 ESCP 高等商
学院副校长、欧洲商务孔子学院外
方院长莱昂·劳鲁萨认为，法国企
业看好中国投资、营商环境，对中
国经济发展充满信心。他表示，中
国企业在制造业、通信科技、电子
商务、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具
有领先优势，外企投资这些行业可
以获得高回报。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优化增长
结构带来长期投资机遇。今年以
来，中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稳定增
长，经济运行稳中加固，高质量发
展取得新成效。一些市场人士注意
到，中国政府近期强化市场监管力
度，旨在优化未来经济增长结构，
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均衡的增长。

负责管理 2.1 万亿美元资产的

法国东方汇理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投
资官帕斯卡尔·勃朗认为，近期中
国对一些行业的监管调整正打开新
的投资大门。该机构本月发布报
告，对中国市场保持长期积极的看
法，认为近期市场波动为投资者带
来机会，“增加他们在全球投资组
合中对中国股票的配置”。

贝莱德公司旗下的贝莱德智库
7 月发布中期投资展望报告认为，
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将产生积极影
响。比如，正当发达经济体通过前
所未有的宽松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
疫情冲击之时，中国避免“大水漫
灌”，寻求降低金融风险。这些举
措可能短期影响经济增速，但长期
看有望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
该机构建议，从战略角度“大幅加
码中国”。

贝莱德智库一名投资策略负责
人接受英国 《金融时报》 采访时表
示，中国在全球投资者资产配置中
的占比并未达到应有水平，建议投
资者把对中国市场的资产配置提高
两倍到三倍。

高质量发展带来新机遇

外资持续涌入中国市场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记者 孙闻 王琳琳 王亚宏

在美国不断对中国实施科技
“脱钩”“断链”之际，美国杜克大
学中国事务高级顾问丹尼斯·西蒙
于近日在大学世界新闻网站发表题
为 《是时候重启美中科技合作了》
的署名文章。文章认为，美中的科
技关系从高度不对称变为在能力和
实力上更加对等，是时候从与目前
不同的、正和的角度来看待美中科
技合作和学术交流了。这代表了美
国有识之士理性的声音、冷静的反
思。

无论从中美两国各自利益审
视，还是从适应席卷全球的第四次
科技革命浪潮考量，世界上最大的
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重启
科技合作，都是明智之举。之所以
这么说，首先是因为时间已经证明

“脱钩”“断链”不可取，“打压”
“封杀”没有用。

2021 年 6 月 17 日，巨焰托起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中国人首次
进入自己的空间站，中华民族飞天
征程站上新的起点。在华盛顿当局
对华科技“脱钩”两周年之际，这
无疑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事件。

这只是两年来美国对中国科技
企业无端打压、密集封杀，对中国

“卡脖子”“卡”出来的众多成果中

的一个。不可否认，封杀遏制的确
给我们带来了困难。比如，我们的
手机不得不因为一时“缺芯”而调
整技术路线。但新型举国体制也在
外部倒逼之下提速重大技术攻关，
科技创新“三跑并存”中并跑的比
重越来越大、领跑的领域也在不断
增加。“嫦娥”奔月，“祝融”探
火 ， 北 斗 组 网 完 成 ， 5G 加 速 商
用，“中国路”“中国桥”“中国核
电”不断走出去⋯⋯

在这些科技成果涌现的同时，
中国科技实力及全球影响力在不断
提升。无论是从专利的产生还是从
在世界顶级科学出版物发表的文章
数量和影响力来看，中国现在都是
重要的智力资本的生产方，而不再
是一个简单的接受者；在国际科技
事务议程制定和规则制定中，中国
不再是被动适应者，而是日益成为
规则制定的参与者；中国正在从单
纯的学习者转变为技术转移的源头
和跨境技术标准的塑造者。

诚如丹尼斯·西蒙文章中所
言，当中国科学界和教育机构能够
贡献相当多的知识和专长、为世界
带来实质性价值时，美国疏远中国
或对合作施加新限制，是十分愚蠢
的。

美国显然低估了中国的科技实
力、创新能力和攻坚毅力，错误地
认为“脱钩”“断链”会让中国无

所适从，“打压”“封杀”会令中国
一 蹶 不 振 。 事 实 恰 恰 相 反 ，“ 脱
钩”“断链”“打压”“封杀”更加
坚定了中国科技界走自主创新之路
的决心，激发了中国人的创新能力
和创造动力。

“ 创 新 是 引 领 发 展 的 第 一 动
力”。中国将科技与创新放在国家
发展中更加重要的位置，创新洪流
通过改革奔涌而出，中国人对科技
创新充满信心。无论是基础研究、
标准确立，还是成果转化、工程应
用，一切进步都得益于矢志不渝地
自主创新、坚持不懈地自立自强、
持之以恒地艰苦奋斗，中国人流自
己的汗，出自己的力，争民族和国
家之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2020 年 全 球 创 新 指 数》 报 告 显
示，中国排名站稳第 14 位，居于
中等收入经济体之首。

科技竞争从来不是单纯的科学
技术本身的竞争，更是市场规模与
活力的竞争。有创新而无市场，科
技创新只是“鱼缸中的观赏鱼”。
没有市场的打磨和检验，高投入的
原型科技产品无法大规模量产，更
无法获得丰厚回报反哺研发。中国
能在美国“脱钩”“打压”下取得
科技的巨大进步，正是得益于自身
拥有广阔市场，得益于科技创新深
度沉浸到亿万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中。

显然，美国的打压封锁没有遏
制住中国科技的进步。相反，强行
切割、阻断中美科技交流与互动令
美国社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脱
钩”“断链”会让美国丢失广阔的
中国市场，折损美国科技企业的丰
厚收益。

据 《华尔街日报》 报道，今年
2 月美国商会发布的一份题为 《理
解美中脱钩》 的报告指出，完全切
断对华销售的全面脱钩将使美国飞
机和航空业每年损失 380 亿至 510
亿美元的销售额，这意味将流失
16.7 万至 22.5 万就业。如果美国终
止对华的半导体销售，该行业将损
失 830 亿美元收入和 12.4 万就业。

在科技领域，中美交流合作是
两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期待。
中美两国携起手来、加强合作，为
应对气候、环境、生态、能源、疾
病等全球性难题提供解决方案，必
将对世界稳定发展持续产生深远影
响，对人类社会进步带来莫大福
祉。

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美
国政府应该认真倾听本国有识之士
发出的客观理性声音，正确看待中
国科技发展和中美科技合作，停止
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无理打压和限
制，为中美在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
提供良好环境，共同推动全球科技
进步和发展。

脱钩不可取，打压没有用，合作是正道

据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记
者谢希瑶） 海关总署 7 日发布数
据，今年前 8 个月，我国货物贸易
进出口总值 24.78 万亿元，同比增
长 23.7% ， 比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22.8%。这也是我国外贸连续 15 个
月正增长，进一步呈现稳中加固的
态势。

具体来看，前 8 个月我国出口
13.56 万 亿 元 ， 增 长 23.2%； 进 口
11.22 万亿元，增长 24.4%。

单看 8 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
3.43 万亿元，增长 18.9%。其中，

出口 1.9 万亿元，增长 15.7%；进
口 1.53 万亿元，增长 23.1%。

从贸易伙伴看，东盟继续保持
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前 8 个
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 3.59 万亿
元，增长 22.8%，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14.5%。同期，我国与欧盟贸易总值
为 3.42 万亿元，增长 22.1%，占我国
外贸总值的 13.8%；中美贸易总值
为 3.05 万亿元，增长 25.8%，占我国
外贸总值的 12.3%；中日贸易总值
为 1.57 万亿元，增长 12.3%，占我国
外贸总值的 6.3%。

我国外贸连续15个月正增长
进一步呈现稳中加固态势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记者
白瀛）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7 日在京
召开座谈会，要求广播电视和网络
视听文艺工作者自觉遵守社会公
德、个人品德、家庭美德，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品
位、讲格调、讲责任，自觉摈弃低
俗、庸俗、媚俗的低级趣味，自觉
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
人主义的腐朽思想。

广电总局负责人指出，广播电

视和网络视听文艺工作者要守公
德、严私德，以高尚品行树立良好
社会形象；要对自身道德建设有更
高的要求，心怀敬畏，严守底线，
不碰红线，追求高线；要加强思想
自律和行为约束，严格遵守各项法
律法规，诚信经营、诚信从业，自
尊自重、自珍自爱；要大力弘扬文
明道德风尚，做真善美的实践者和
传播者，把崇高的价值、美好的情
感融入作品，引导人们向上向善。

国家广电总局：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工作者
应自觉摈弃低级趣味

9月7日，观众在服贸会国家会议中心数字服务专区参观。
当日，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落下帷幕。

（新华社记者 武巍 摄）

服贸会闭幕

9 月 7 日 11 时 01 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
箭，成功将高分五号 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
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郑斌 摄）

高分五号02星成功发射

据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记
者沐铁城 彭韵佳） 国家卫生健康
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 7 日在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一些地方为加快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出台了限制性措施，针对这
一类情况，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
合组要求各地对这种现象予以及时
纠正。

“个别地区存在对未接种新冠
病毒疫苗的人群不允许进入超市、
医院、车站等重点公共场所，学生
被拒绝入校等情况。”吴良有说，

还有个别地区单位组织人员到外地
接种。这些做法违背了接种的原
则，也给群众造成不便。

吴良有表示，要按照知情、同
意、自愿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展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并强调出台接种
政策措施时一定要严谨审慎，认真
评估，确保依法依规，严守安全底
线。

据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指导
各地用好健康码、接种码二码联查
的措施，坚决杜绝将二码联查和强
制性接种捆绑。

国家卫健委：

出台限制性措施违背疫苗接种原则
9 月 7 日，船只停靠在

重庆朝天门码头。
当日，“长江 2021 年第

1 号洪水”过境重庆中心城
区。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将防汛Ⅲ级应急响应升级为
Ⅱ级。根据最新水情测报，
长江寸滩站 7 日 13 时 45 分
出现最高水位181.66米，本
轮长江洪峰已经通过重庆中
心城区。

（新 华 社 记 者 王全
超 摄）

““长江长江20212021年第年第11号洪水号洪水””过境重庆过境重庆

新华社北京 9月 7日电（记者
刘羊旸 谢希瑶）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近日正式复函国家电网
公司、南方电网公司，推动开展绿色
电力交易试点工作。7 日，绿色电力
交易试点正式启动。

当日启动的首次绿色电力交
易，共 17 个省份 259 家市场主体参
与，达成交易电量 79.35 亿千瓦时。
其中，国家电网公司经营区域成交
电量 68.98 亿千瓦时，南方电网公司
经营区域内成交电量 10.37 亿千瓦
时。本次交易预计将减少标煤燃烧
243.60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607.18

万吨。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建

立有利于促进绿色能源生产消费的
市场体系和长效机制，在国家发展
改革委的指导下，国家电网公司、南
方电网公司组织制定了《绿色电力
交易试点工作方案》。绿色电力交易
是以风电、光伏等绿色电力产品为
标的物，在电力中长期市场机制框
架内设立的交易品种，能够全面反
映绿色电力的电能价值和环境价
值，并提供相应的绿色电力消费认
证。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开展绿色电力交易，将有意
愿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用户
区分出来，与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直
接交易，以市场化方式引导绿色电
力消费，体现出绿色电力的环境价
值，产生的绿电收益将用于支持绿
色电力发展和消纳，更好促进新型
电力系统建设。

这位负责人表示，国家发展改
革委会同国家能源局、相关企业、专
家学者等进行了深入调研，认为开
展绿色电力市场的条件已经成熟。
企业有需求，地方有意愿，技术可实
现，交易可组织。同时，各方面已形

成共识，普遍认为我国率先开展绿
色电力交易意义重大，不仅对实现

“双碳”目标、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具
有重要支撑作用，而且将会为全球
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国家电网创新交易方式，优化
电网调度，应用区块链等先进信息
技术促进供需双方对接。”国家电网
有限公司董事长辛保安表示，绿电
交易是重大机制创新，有利于完善
我国电力市场体系，实现绿色电力
供需的有效对接，发挥市场配置资
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能源转型和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我国绿色电力交易试点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