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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讲坛

中国为应对疫情改善全球治理指明方向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二十国

集团在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
和全球治理中发挥何种作
用。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第
一阶段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勠
力战疫共创未来》的重要讲
话，提出“加强以联合国为核
心的国际体系”“完善经济全
球化的治理架构”“推动数字
经济健康发展”“提高应对全
球性挑战的能力”等一系列中
国主张，为应对疫情、改善全
球治理指明了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提出
了多重挑战，涉及国际格局、全
球合作、经济发展、人与自然等
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的立
场，特别是中国关于坚定维护
联合国权威和地位的论述，尤
其引人关注。如何看待后疫情
时代的大国关系，如何看待数

字经济在疫情下异军突起的现
实，如何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等，都是被关注的重大问题。

中国的主张，折射了和平
发展这一坚定立场。中方提出
以联合国为中心推进全球治
理，表明中国不会利用危机争
夺权力，而是仍然支持联合国
发挥合力作用，协调全球行
动。进一步而言，当前的国际
秩序和全球治理，与二战以前
的情况十分不同，并非缺乏协
调机制和领导机构，而是尊不
尊重联合国，是否维护联合国
地位的问题。解决了这个核心
问题，事实上也就认清了当前
国际秩序的主要威胁。中国快
速发展不是国际秩序动荡的原
因，中美关系也不是零和博
弈。中方多次强调，中美关系
不是权力地位之争，而是多边
主义还是单边主义的分歧。

中国的主张，彰显了多边

主义这一迫切需求。在新冠肺
炎疫情冲击下，多边主义的重
要性变得更加突出。当前，疫
情防控形势仍很严峻，一些国
家面临第二波疫情威胁，各国
抗疫、稳经济、保民生之路任重
道远。在多方合作应对疫情冲
击方面，既有的多边机制发挥
了一定作用。但是，更显而易
见的事实是，全球经济陷入萎
缩，数以千万计的生命和财产
受到威胁，传统的多边治理机
制没能及时“止血”。因此，需
要进一步完善经济全球化的治
理架构，使经济全球化不退潮，
并且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可持
续性和韧性。

中国的主张，切中了数字
经济这一业态“新星”。在全
球范围内，疫情之下数字经济
蓬勃发展表明，新冠肺炎疫情
既是重大挑战，也是一场催生
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的重

大机遇。近年来，各主要经济
体更加认识到大数据、人工智
能和物联网的重要性，围绕数
字经济的争夺已经展开。疫
情是一场范围广大且深入的
考验，直观体现了数字经济在
发展“非接触经济”方面的实
力和潜力。正因为如此，可以
预料围绕数字经济的博弈也
将日趋激烈。为此，中国主张
国际社会应该为数字经济营
造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为各
国科技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
境。发挥好数字经济的积极
作用，不仅有助于克服疫情造
成的割断、阻塞和恐慌，而且
有助于解决长期困扰人类社
会的贫困问题。中国的经验
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
助于极大地降低边缘和穷困
地区的人们获得资源和信息
的成本，因而也会为各类地区
融入全球市场创造条件。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
重大启示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发展事关各国利益。随着各
国交往加深，越来越广阔的地
区进入同一个大市场中，人们
在享受从自然中获取资源、利
用大交换获得利益的同时，也
面临着不可知的威胁。今后，
各国应花更大力气应对气候
和环境变化引发的全球性挑
战，深入推进清洁能源转型，
构筑起尊重自然的生态系
统。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各国
都要从地球村的视角看待人
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这
个视角是超越民族国家范围
的，是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和意识。这也恰恰体现了
中国主张在当前全球治理中
的显著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
员、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

□ 宫玉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明确了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
局中的核心地位，提出“坚持创新驱动
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当前的
国际环境和产业发展生态，对基础创
新和科技创新有了更高的要求，提升
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
快科技企业孵化、强化科技人才培养，
集聚创新势能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显得尤为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经济开
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特色产业
园区等多种形态的发展平台，以及科技
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产业加速器等
创新孵化载体，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
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大学科技园依托
大学的科研优势、人才优势和创新优
势，是引领我国基础创新和前沿科技创
新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特色高等教育
体系的重要环节。从上世纪90年代校
企的兴起，到近几年科技型独角兽企业
的不断涌现，大量的科技创新企业在高
校周边培育并高速成长，高校的科技成
果和人才溢出效应与大学科技园的定
位高度吻合。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大学科技园应该与时俱进，尤
其在基础创新领域，发挥前沿科技创新
试验田的作用。

首先，要坚持守正创新，完善体制
机制。要将大学科技园建设纳入高校
整体规划，与“双一流”建设统筹考虑，
探索推动科技园管委会和科技园运营
公司联动治理模式。科技园管委会作
为高校职能部门，应该协调高校创新管
理、科技成果转化、师生创业、人才建设

等部门，推动高校创新资源开放共享。
科技园运营公司提供高效的具有市场
化竞争力的管理运营服务，要运用大数
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高
校科技成果与社会需求资源的配置效
率。要健全科技成果全流程管理体系，
推动更多高校科技成果在大学科技园
内落地孵化。建设高校技术转移服务
体系，支持校内技术转移机构与大学科
技园联动，与市场化机构合作，开展专
业化服务。

其次，要坚持功能定位，优化功能布
局。大学科技园空间载体建设，要依托
高校的科研优势和人才优势，围绕大学
科技园的功能，与高校周边区域联动融
合，实现高校校区、科技园区、区域社区
协同发展。大学科技园建设需要区域政
府的大力支持，也通过科技成果溢出为
区域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
力。政府将高校周边的空间载体与高校
共建为大学科技园，共同培育大量初创
型科技企业，孵化成熟后向周边高新园
区和产业园区转移，形成良好的创新创
业生态，带动区域特色产业发展。

最后，要坚持示范引领，提升运营能
力。大学科技园发展的中心是不断提升
运营服务能力，建立一支专业化、具有市
场竞争力的高效运营团队，为创业企业
和团队提供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技术咨
询、知识产权、成果转化以及评估、法律、
财务和投融资等专业化服务，协同高校
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培育创新精
神、创新文化和创新人才，引领整体科技
型产业园区发展。

以打造科技体制改革创新的试验
基地、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依托载体、
校企资源融合共享的枢纽平台为目
标，大学科技园才能真正成为支撑创
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力量，助力建设科
技强国。

发挥大学科技园创新试验田作用
□ 白毅鹏

“这个星期弄死两只猫了，橘猫抡
墙上抡死的，三花被钢管活活打死
的。”《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
网络平台，制作、传播、兜售虐杀动物
视频已形成地下产业链。

这些虐杀动物视频，可谓血腥残
忍。仅今年4月至10月间，志愿者就
在互联网上搜集到100多起虐杀动物
事件，地点涉及21个省份，虐杀行为
包括活埋、剥皮、火烧、水烫、挖眼
等。此类视频有单部价也有打包价，
价格则根据虐杀手法的残忍程度和
拍摄者资历来定。

虐杀动物的视频，会使接受者滋
生暴力倾向，埋下个人暴虐的性格引
线。此前报道显示，带有暴虐性质的
留言，有不少未成年人转发。虐猫者
还教唆未成年人施虐，令人触目惊心。

媒体报道的地下产业链组织化、
专业化特点，为打击该现象提供了思
路。比如，“交易”地点以线上居多，会
通过“暗语”或“行话”掩饰虐杀行为，
平台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识别封禁。

据报道，国家网信办信访办专函
回复指出，虐猫图文、视频属于“违法
违规”的“血腥暴力信息”，将督促网
站平台全面清理，进一步加大处置力
度。细化网络监管，压实平台管理责
任，无疑能有力打击暗流涌动的灰色
产业链。

个别人肆意虐杀动物、不负责
任地传播，往往认为这样做不会触
犯法律。

除了野生动物，驯养动物可细
分为农场动物、实验动物、伴侣动

物、工作动物以及娱乐动物等。我
国对动物的保护性政策法规依据这
些分类制定，诸如野生动物保护
法、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全国动物
园发展纲要等，但这些法规的保护
细则有些笼统，具体法律责任仍待
明确，为精准惩治虐杀动物者带来
困难。

近几年，民间对动物保护立法的
呼吁更为迫切，但全面提高动物保护
水平仍将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系统性
工作。今年农业农村部关于反对虐待
动物及动物保护规定的答复中，认为
动物保护问题涉及行业发展、民族习
俗、宗教习俗、伦理道德等多重复杂因
素，同时多数虐杀动物的行为可以通
过完善现有法律法规来解决。

虽然动物保护法的立法条件尚未
成熟，但有法学专家提出地方立法先
行或专门制定伴侣动物保护法等方
案。2018年，在上海市政协第十三届
委员会一次会议上，有关于整治上海
虐杀动物现象的提案；许多虐待现象
多发于伴侣动物，伴侣动物保护法出
台，现实针对性则更强。动物保护相
关政策法规的完善，将凝聚更多社会
共识和民意，为执法监管、严厉惩处违
法违规行为提供详细依据。

动物保护应成为社会自觉，人
们要从虐杀动物视频中，感受到动
物的疼痛。阿尔贝特?史怀泽在《敬
畏生命》中写道，必须像敬畏自己的
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
志，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
命。对待动物就像一面镜子，照出
整个社会对待生命的态度，是社会
文明程度的体现。

传播虐杀动物视频也是宣扬暴力

□ 钟飞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