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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民调：“人才红利”已成中国发展强劲动力
　　近日，联合国机构发布报
告称，中国年内或将不再是全
球第一人口大国，有一些人士
担忧，中国可能就此失去“人
口红利”。然而，根据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 CGTN 面向全球网
友发起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88.4% 受访者认为中国的人力
资源足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
展。

规模第一或不再“红利”
仍将持续

　　所谓“人口红利”，指的
是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
总人口比重较大，社会抚养负

担较轻，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
了有利的人口条件。中国人口
基数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
并未改变，“人口红利”的基
本条件依然存在。而从劳动
年龄人口看，中国有近 9亿
劳动力，每年新增劳动力超
过 1500 万人，劳动年龄人口
总量和比例均处于相对较高水
平。从这个角度看，尽管中国
年内或将不再是全球第一人口
大国，但“人口红利”仍在持
续释放。
　　与此同时，尽管一个国家
的人口规模可以转化为劳动力
资源和潜在的经济发展动力，
但调查中超过七成 (73%) 的受
访者认为这并不是唯一的决定

性因素，另有 91.2% 受访者认
为国家政策、市场规模、开放
水平同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影
响因素。

“人口红利”并未消失
“人才红利”快速形成

　　应该看到，一个国家的“人
口红利”既要看总量，更要看
质量；既要看人口，更要看人
才。目前，中国接受高等教育
的人口已超过 2.4 亿，新增劳
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4
年。中国不仅“人口红利”没
有消失，“人才红利”还在快
速形成。

　　中国“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把提升
国民素质放在突出重要位置，
明确提出要拓展人口质量红
利，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人
的全面发展能力。调查中，
91.8% 的受访者认为“人才红
利”将持续为中国综合国力跃
升提供强劲动力。
　　近年来，中国在科技、教
育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不断加
大，劳动者素质显著提升，中
国正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向人力
资本大国，这正是中国高质量
发展的动力和底气所在。调查
中，众多网友纷纷留言称赞中
国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就。网
友卡洛斯评论道：“中国是全

球高水平科技大国，对科技
人才的培养将使中国高质量
发展势不可挡。”网友巴勃罗
留言称，“中国的教育模式给
予人才充分发挥才能的空间，
与西方国家的模式相比，中国
的教育优势显而易见。”调查
显示，高度认可中国提升劳动
者素质成就的受访者比例高达
95.5%，另有 87.1% 受访者对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充满信
心。
　　这项调查在CGTN英、西、
法、阿、俄五语种平台发布，
24 小时内共有 9.25 万名海外
网友参与投票并表达观点。

我国全面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 切实加强监管

　　自然资源部 4月 22 日宣
布，我国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
工作已经全面完成。
　　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我
国首次全面完成了全国生态保
护红线的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主要集中分布在青藏高原生态
区、黄河重点生态区、长江重
点生态区、东北森林带、北方
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带、海
岸带等区域，实现一条红线管

控重要生态空间。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
局局长 张兵：划定后全国生
态保护红线所覆盖国土面积不
低于 315 万平方公里，其中陆
域生态保护红线覆盖的国土面
积不低于 300 万平方公里，海
洋生态保护红线不低于 15 万
平方公里。既覆盖了绝大多数
重要湿地、珊瑚礁、红树林、
海草床等重要生态系统，也包

含了大小兴安岭、祁连山、三
江源、秦岭等生物多样性保护
优先区域。
　　张兵介绍，此次生态保护
红线的划定坚持“应划尽划”
与“实事求是”相结合，以全
国国土调查成果为统一底版，
通过科学开展“双评价”工作，
将生态功能极重要区和生态极
脆弱区识别出来，划入生态保
护红线。

　　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院长 
冯文利：在划定过程中不预设
指标比例，有的省份生态保护
红线面积占比超过 50%，有的
省份不到 10%。通过划定红线，
明确了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
生命线，也筑牢了国家生态安
全屏障。
　　据初步测算，划定后，生
态保护红线涵盖了约占国土面
积 18% 的各类自然保护地、

90% 的陆生生态系统类型和
85% 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定
期开展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
评估，提升动态监测预警能力，
促进部门联动协同，加强生态
保护红线监管。

商务部等部门将采取多项举措帮助企业稳订单拓市场

　　4月 23 日上午，国新办
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商务部
在吹风会上表示，帮助企业稳
订单拓市场是推动外贸稳规
模、优结构的重要一步。下一
步，商务部等部门将采取多种
举措，助力企业获取新订单，

开拓海外市场。
　　一季度，商务部进行备案
或者审批的各类展会达到了
186 个，帮助企业进行供采对
接。对于签证方面遇到的困难，
外交部和其他相关部门正在推
动有关国家对中国企业申办签

证给予便利，对外国企业到中
国办理签证也给予便利。
　　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
兼副部长 王受文：值得一提
的是，我们对 APEC 商务旅行
卡替代签证的做法将在 5月 1
日虚拟的签证卡予以接受。正

在进一步研究优化远端的疫情
检测措施，为商务人员到中国
来访问提供便利。
　　据介绍，商务部正扎实推
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
开展品牌培训、规则和标准建
设、海外仓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支持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商
务部将发布国别贸易指南，对
重点的市场，每个国家制定一
个贸易促进指南，推动解决中
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开拓市场方面所遇到的困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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