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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与
进步的显著标志，是近代以来中国
人民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

回顾历史，中国用几十年时间
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
业化历程，创造了中华民族从沉沦
而奋起、由苦难而辉煌的命运转折。

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
化新道路，创造了并将继续创造人
类发展史上的奇迹。这一奇迹，不
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将给世界
带来多方面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改写现代化世界版图

当今世界，完成工业化的发达
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和不到 10 亿
人。中国式现代化将实现 14 亿多
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中国实
现现代化的“惊人一跃”，其规模超
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这将彻底
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

中国的经济总量从 1978 年的
3679 亿元跃至 2022 年的 121 万亿
元，位居世界第二。除此之外，制造
业规模、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货
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
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中国令
人叹服的经济发展成就正加速世界
经济重心东移。

作为西方率先提出“全球化”概
念的学者之一，英国知名社会学家阿
尔布劳表示，从人口规模和发展速度
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可能是有史以
来任何一个国家取得的最大进步”。

中国式现代化还为现代化世界
版图赋予了共同富裕的新底色。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有 7.7亿农村贫困
人口摆脱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人
口 70％以上。中国提前 10 年实现
了《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减贫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称赞“中国是为全球减贫作
出最大贡献的国家”。

在泰国泰中文化经济协会会
长、前国会主席、前副总理颇钦·蓬
拉军看来，重视人民福祉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一大显著内涵。“中国在减
贫、推动欠发达地区发展方面取得
卓越成绩，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
改善。”颇钦说，“这是前所未有的
伟大发展模式，致力于让所有人都
过上好日子。”

为世界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长
率为 6.6％，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
列，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
率超过 30％。中国经济近期克服
了超预期挑战，保持增长动能，为世
界经济发展贡献了稳定性和确定
性，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源和稳定器。

柬埔寨贝尔泰国际大学资深教
授约瑟夫·马修斯认为，作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为
世界各国的合作发展带来积极变
化，推动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
中国倡导互联互通、包容性发展和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
现代化为促进地区增长和稳定作出
了重要贡献。

今年即将迎来 10 周年的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中国扩大
高水平开放、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鲜
明标识。2013年到 2022年，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从
1.04 万亿美元扩大到 2.07 万亿美
元，年均增长 8％。10 年来，“一带
一路”已经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
共产品，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注入

澎湃动力。
长期研究“一带一路”的斯里兰

卡专家亚西鲁·拉纳拉贾以本国为例
说，斯里兰卡长期在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滞后，中国以各种方式帮助斯里兰
卡修建高速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
带动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发
展。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取得
先进技术优势，通过共建“一带一
路”，这些技术将让沿线国家获益。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
同发力，引领世界发展朝着更加全
面均衡的方向演进。新加坡国立大
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陈刚指出，
经济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化进程的
重要指标，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蓝
图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不仅是物质文
明的现代化，精神文明也应与之协
调发展，从而实现“物的全面丰富和
人的全面发展”，这对其他国家发展
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选项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
＝西方化”的迷思，开辟了一条属于
中国但又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道
路，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
提供了中国方案。回顾探索历程，
独立自主、人民至上、和平发展、开
放包容、团结奋斗……一个个现代
化“关键词”浓缩着中国人民的发展
智慧，给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
中国家带来重要启示。

“虽然现代化的概念起源于西
方，但放眼世界，很多国家走的现代
化道路并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在物
质层面有所参考的同时，在社会制
度和政治制度上保留自身特色。”陈
刚说，“现代化从来就不是简单的西
方化，中国式现代化为国际社会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进程提
供了新思路。”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行得通，
就是因为它立足中国大地，植根中
国文化，契合中国实际。

“中国的实践证明，一个国家
的发展道路是否正确，关键要看
是否符合本国国情，是否顺应时
代发展潮流。”哈萨克斯坦世界经
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叶尔苏丹·
然谢托夫说。

肯尼亚国际问题学者卡文斯·
阿德希尔不断思考中国发展的绿色
动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与实践真正抓住了环境保护
的本质，对推动人类未来可持续发
展有着重要意义。”

新西兰商学院院长黄伟雄认
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弘扬
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中国式现代化为更多发展中国
家独立自主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
道路增添了信心。中国式现代化的
每一步跨越都将产生世界性影响，
将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完善全球
治理发挥积极作用。”

……
计利当计天下利。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始
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
帜，不断以现代化的成就造福自己
也惠及世界。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发
展与世界紧密相连。未来之中国，
将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世
界，中国式现代化将为全球发展繁
荣带来更多机遇和启迪，中国携手
世界将共同创造更大的人类发展
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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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为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托育服务，国
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 3 月 15 日发布

《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
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根据征求意见稿，家庭托育点是指利
用住宅，为 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
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托育服务的场所，
且收托人数不应超过 5人。

举办家庭托育点，应符合地方政府关
于住宅登记为经营场所的有关规定，并向
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申请注册登记。
登记名称中应注明“托育”字样，在业务范
围（或经营范围）明确“家庭托育服务”。

家庭托育点应为婴幼儿提供生活照
料、安全看护、平衡膳食和早期学习机会，
促进婴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征求意见稿规定，家庭托育点举办者应
身心健康，无精神病史，无犯罪记录。家庭
托育点照护人员还应符合下列条件：具有保
育教育、卫生健康等婴幼儿照护经验或相关

专业背景；受过婴幼儿保育、心理健康、食品
安全、急救和消防等培训。家庭托育点举办
者同时是照护人员的，应符合上述条件。

家庭托育点每一名照护人员最多看
护 3名婴幼儿。家庭托育点婴幼儿人均建
筑面积不应小于 9平方米。

家庭托育点应提供适宜婴幼儿成长
的环境，通风良好、日照充足、温度适宜、
照明舒适。家庭托育点不得设置在地下
室或半地下室，不得设置在“三合一”场所
和彩钢板建筑内，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
和消防救援的铁栅栏、防盗窗等障碍物。

征求意见稿明确，家庭托育点应设置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保持收托婴幼儿期间
设防，婴幼儿生活和活动区域应全覆盖。
监控录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 90 日。家庭
托育点应与婴幼儿监护人协商，签订书面
协议，就托育服务中双方的责任、权利义
务以及争议处理等内容达成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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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托育点试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面向3岁以下婴幼儿，收托不应超5人

16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 2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继续增加，各线城
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手
住宅价格环比全线止跌。专家表示，从市
场供需两端、市场预期、政策落实等三方
面情况看，房地产市场出现积极变化，企
稳回升信号明显。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月份，70个大中
城市中，一、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0.2％、0.4％和 0.3％；
一、二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
上涨0.7％和0.1％，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由上月下降 0.4％转为持平。从
上涨城市数量看，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分别有 55 个和
40个，比上月分别增加19个和27个。

对于市场复苏的主要原因，国家统计局
城市司首席统计师绳国庆表示，主要是政策
效果逐步显现及住房需求进一步释放。

“一方面，近期各地因城施策优化房
地产调控政策，降低了购房成本，进一步
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另一方面，
保交楼工作扎实推进，有力保障了购房人
合法权益，房企的合理性融资得到改善，
市场信心正在恢复。”中原地产首席分析
师张大伟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 月份，北京、
上 海 二 手 住 宅 销 售 价 格 环 比 分 别 上 涨
0.8％和 1％，上海的二手房价格涨幅与成
都、无锡并列全国第一。此外，西安、徐
州、天津、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的二手
房价格环比也有较为明显的涨幅。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分析
说，去年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房地产市
场整体处于下行状态，一些头部房地产企
业资金链出现了问题，一些地方甚至出现
了住房交付困难的问题。对此，中央高度
重视，各地区各部门积极出台政策稳定房
地产市场，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满
足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支持刚
性、改善性住房需求。去年保交楼政策对
民生保障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1至 2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了3.6％，降幅比去年全年大幅收窄；商品房
销售额同比下降 0.1％，也明显收窄。与此
同时，房地产企业到位资金、开工、投资方面
也在改善。总的来看，目前房地产市场还
是处在调整阶段，后期随着经济逐步改善，
市场预期转好，房地产市场有望逐步企稳。

值得关注的是，在重点城市房价企稳的
同时，部分地区楼市复苏较为迟缓，面临市
场压力。

同比方面，房价涨幅仍显弱势。据国
家统计局测算，2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同比上涨，二、三线城市同比降
幅收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同比上涨城市有 14个，比上月减
少 1 个；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城市
有 7个，比上月增加 1个。

对于目前供过于求、存在明显去化压
力的三、四线城市及一、二线城市远郊区，
有业内人士建议适时进行限购政策调整，
如降低非户籍家庭社保缴存年限要求等；
加快人才落户，支持其购房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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