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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糧食產量連續第6年穩定在

1.3萬億斤以上，國家統計局10日最新發布，今年全國糧食總產量達到

13,390億斤，比2019年小幅增加113億斤，其中，糧食進口大頭的大豆

產量同比增長8.3%，供需偏緊的玉米產量略降。專家分析糧食安全形勢

稱，糧食供求總量基本平衡，但結構性矛盾仍突出。

全國糧產連六年逾1.3萬億斤
糧食播種面積今年止跌回升 大豆振興計劃小有成效

今年遭遇新冠疫情及部分地區洪澇災害
頻發，為確保糧食安全穩定生產，國

家加大種糧補貼、糧食最低收購價等政策支
持力度，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以及在大豆
振興計劃政策帶動下，糧食播種面積在連續
三年下降後止跌回升。

大豆播種1.48億畝增5.9%
數據顯示，今年全國糧食播種面積17.52
億畝，比 2019 年增加 1,056 萬畝，增長
0.6%，其中，稻穀和大豆播種面積擴大較
多。2020年，中國豆類播種面積 1.74 億
畝，比上年增加778萬畝，增長4.7%。受大
豆振興計劃政策帶動，大豆播種面積1.48億
畝，比上年增加825萬畝，增長5.9%。
新冠疫情後部分糧食出口國停止出口，全
球糧食供應鏈受到衝擊，有關糧食危機的擔
憂升溫。對於中國糧食安全形勢，國務院參
事、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杜鷹近日撰文表
示，當前糧食供求總量基本平衡，但結構性
矛盾突出，質量安全存在隱患。杜鷹預計到
2030年前後，中國的穀物需求將達到峰值
的7.1億噸，即每年需增產100多億斤。其
中，口糧消費穩中略增，新增需求主要集中
在飼料糧上。

小麥庫存夠一年開支
「小麥、稻穀作為口糧，可確保絕對安
全。」杜鷹表示，稻穀產大於需，小麥產需
平衡有餘，但專用優質小麥供給不足，每年
均需進口幾百萬噸。從庫存看，小麥、稻穀
的國家庫存充裕，小麥庫存夠一年的開支，
稻穀庫存夠8個月的開支，保證市場供應沒
有問題。
飼料糧中，杜鷹指出，玉米產需長期

趨緊，今年以來玉米產量略降，價格一
度上漲三成貴過小麥，一些飼料企業寧
願採購小麥做原料，進而帶動小麥漲
價，要保持 90%以上的自給率不易。至
於大豆，目前對外依存度超過 80%，產
需缺口有進一步擴大趨勢。另外，糧食
產銷區不平衡加劇，糧食淨調出省減少
到6個，其他省份自給率大幅下降，主產
區增產壓力越來越大，對糧食流通和儲
備也提出新要求。

專家：高度重視拋荒現象
杜鷹還提醒，當前農業生產成本上升，去

年畝均淨收益除水稻微利外，小麥、玉米、
大豆等均由正轉負，農民種糧積極性下降，

甚至個別地方出現拋荒現象，當高度重視，
謹防出現糧食生產滑坡。
「疫情蔓延及防控常態化趨勢，各國增

加糧食儲備的傾向抬頭，提高了國際糧食
貿易的成本並帶來不確定性，中美經貿摩
擦同樣抬高進口成本，造成國內從業者預

期不穩定和大豆玉米種植面積的波動。」
杜鷹認為，這將給中國確保糧食安全帶來
新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北京報道）2020
年12月10日4時14分，
中國在西昌衛星發射中
心用長征十一號遙九固
體運載火箭將引力波暴
高能電磁對應體全天監
測器衛星發射升空，衛
星順利進入預定軌道，
發射任務取得圓滿成
功。

監測引力波伽馬暴
據介紹，引力波暴高

能電磁對應體全天監測
器（Gravitational wave
high-energy Electromag-
netic Counterpart All-sky Moni-
tor，簡稱GECAM）由中科院空
間科學（二期）先導專項部署，2
顆小衛星採用共軛軌道的星座布
局，將對引力波伽馬暴、快速射
電暴高能輻射，特殊伽馬暴和磁
星爆發等高能天體爆發現象進行
全天監測，推動破解黑洞、中子
星等緻密天體的形成和演化，以
及雙緻密星併合之謎。此外，GE-
CAM還將探測太陽耀斑、地球伽
馬閃和地球電子束等日地空間高
能輻射現象，為進一步研究其物

理機制提供科學觀測數據。
作為北京懷柔綜合性國家科學

中心空間科學實驗室掛牌後發射
的首顆科學衛星，中國科學院與
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將GECAM
衛星命名為「懷柔一號」。為了
利於科學傳播，GECAM暱稱為
「極目」，兩顆衛星「小極」和
「小目」分布於地球兩側，形成
兩「極」之勢，猶如二「目」，
將對黑洞、中子星等極端天體的
劇烈爆發現象進行觀測，快速下
傳並發布觀測警報，引導國內外

科學家利用各類望遠鏡進行後隨
觀測。
GECAM工程任務由中國科學

院負責組織實施，國家空間科學
中心負責工程大總體和地面支撐
系統的研製建設，微小衛星創新
研究院負責衛星系統研製，高能
物理研究所為任務科學目標提出
單位，並負責衛星有效載荷、科
學應用系統研製建設，空天信息
創新研究院負責科學數據的地面
接收。測控系統由中國西安衛星
測控中心負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
道）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10日回應
「大批日本企業撤離中國」傳聞時
稱，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對在華日
資企業的調查顯示，上述說法根本站
不住腳。「前10個月，日本在華實際
投資金額達202.6億元人民幣。」此
外，1月至10月，中智雙邊貿易額同
比增長5.1%，其中，中國自智利進
口逆勢增長10%。高峰指出，目前中
國已成為智利最大貿易夥伴、最大進
口來源國、最大出口目的地國和最大
農產品出口市場。「中智自貿區成為
迄今中國貨物貿易開放水平最高的自
貿區。」
高峰表示，從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對

在華日企的調查報告來看，2015年至
2019年，在華日企擴大、維持和縮小
在華業務的比例基本保持穩定，其中
計劃縮小在華業務的企業佔比較小。
今年4月，該機構對華南地區約3,500

家日企進行了調查，其中91.7%的日
企表示並沒有計劃轉移在華業務，較
今年2月的調查增長了6.9個百分點。
「實際上，大部分在華日資企業並

沒有考慮退出或撤離中國市場。一些
日企在日本和東南亞國家的投資大多
為新增的非同質化項目。」他指出，
企業以市場為導向。「中國擁有超大
規模的市場、完整的產業配套能力、
充足的人才資源、良好的基礎設施，
所謂 『減少對華依賴』 的提法不符
合市場規律，也不會成為企業投資決
策的依據。」

中國已成智利最大貿易夥伴
今年是中智建交 50 周年，2018
年、2019年中智雙邊貿易額連續兩年
突破400億美元。高峰指出，在上個
月剛剛結束的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
覽會上，智利3家參展企業達成意向
成交額2.86億美元，同比增長16%。

截至目前，中國企業在智利簽署承包
工程合同額已超過25億美元。
中智雙方充分發揮「一帶一路」合

作平台和中智自貿區引擎的作用。
「雙邊貨物貿易額比自貿協定生效時
增長了近5倍。」他說，「特別是
2019年3月自貿協定升級以來，雙方
互免關稅產品達到54個，中智自貿區
成為迄今中國貨物貿易開放水平最高
的自貿區。」
8日，中國、新加坡兩國宣布啟動

中新自貿協定升級後續談判。高峰
表示，此次中新雙方共同宣布啟動
自貿協定升級後續談判，主要聚焦
服務和投資領域，將採取負面清單
模式開展談判，旨在提高雙邊服務
和投資領域政策透明度，進一步提
升兩國間服務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
水平，為兩國企業營造更好的營商
環境，推動兩國和地區經濟的復甦
和發展。

12月10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
瑩主持例行記者會。有記者提
問，德國《每日鏡報》8日以《中
國的戰狼》為題刊登一篇批評報
道，指責中國搞「戰狼外交」，
報道本來要配一個中文的「權」

（簡體：權）字，卻多了一點變成了「杈」字。該
報道稱，德國聯邦議員人權委員會11月18日舉行
所謂中國人權聽證會，招致中國大使館批評。文
章引用德國綠黨反華議員鮑斯的話說，中國實行
「戰狼外交」。發言人對此有何回應？

「我注意到你提到的德國媒體把『權』寫成了
『杈』，遭到了中方媒體的一片嘲笑。但其實低
級錯誤也不奇怪，因為的確現在就有一些人，經
常明明對中國一無所知，卻煞有其事地對中國進
行無中生有的指責。」華春瑩回應道。

華春瑩表示，至於說到「戰狼外交」，我很想
問問那些指責中國搞「戰狼外交」的人，我想大
家可以回想一下，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同個別國
家之間是發生了一些事情，但是這些事情當中哪
一次、哪一件是由中方首先挑釁引起的？哪一
次、哪一件是中方在干涉別國內政？哪一次、哪
一件是中方在威脅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

華春瑩指出，無論是將病毒標籤化、疫情政治
化、將中國污名化，還是濫用國家安全名義蠻橫
地打壓中國企業、破壞正常的人文交流和經貿科
技合作，無論是以所謂的人權民主自由為名干涉
中國內部事務，還是公然違背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惡毒地攻擊中國的政治制度，甚至動輒實施
單邊制裁，難道有人能擁有隨便誹謗、攻擊、抹

黑、傷害中國的權利，而中方卻不能擁有說明事
實真相的權利嗎？難道一個公民都有依法行使正
當防衛的權利，而中國作為主權國家卻不能擁有
維護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國家榮譽尊嚴
的權利嗎？難道有人以莫須有的罪名對中國進行
口誅筆伐時可以如狼似虎，而中方卻只能做沉默
的羔羊嗎？

中國不惹事也不怕事
華春瑩最後強調，這些人應該明白，中國不是

一百年前的中國了。中國從不欺凌霸凌他人，但
中國人也是有原則的，也是有骨氣的。中國外交
代表和捍衛的是佔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14億
中國人民的利益和尊嚴。在事關中國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和國際公平正義等大是大非的原則
問題上，中國外交必須堅決有力地回擊一切惡意
挑釁，有力捍衛國家的利益與尊嚴，維護國際的
公平與正義。中國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政策，咄咄逼人從來不是我們的外交傳統，但是
卑躬屈膝也不是中國人的氣節。面對霸權霸凌，
毛澤東同志早就講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
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國不主動惹事，但也不
怕事，不會被脅迫訛詐。

「如果有些人因為中國面對毫無底線的惡意的
攻擊抹黑和謾罵作出回擊，說明事實真相，就把
中國外交稱作『戰狼外交』的話，那麼為了維護
中國自身的正當合法權益，為了維護中國的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為了維護國家的榮譽與尊嚴，為
了維護國際的公平與正義，就做『戰狼』又何
妨？」華春瑩說。 ■澎湃新聞

華春瑩：為國家利益做「戰狼」又何妨

香港文匯報訊 12月10日，全國第一屆職業技
能大賽在廣東省廣州市開幕。習近平總書記發來
賀信並強調，大力弘揚勞模精神、勞動精神、工
匠精神，激勵更多勞動者特別是青年一代走技能
成才、技能報國之路，培養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
國工匠，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有
力人才保障。央視發表快評指出，習近平總書記
的重要指示，深刻闡明了技術工人隊伍在國家發
展中的戰略地位和時代意義，為廣大勞動者的成
長成才和職業發展指明了前進道路，必將極大地
激發大國工匠精神，為中國製造和中國創造提供
強大的物質支撐和精神引領。
快評指出，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

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提升勞動者素質和職業技能工
作。從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到大規模開展職
業技能培訓，再到積極舉辦職業技能大賽等一系
列重大舉措，為廣大技術工人提供了廣闊的自我
提升空間、技能展示舞台和交流切磋平台。廣大

技能人才要奮勇拚搏、把握機遇，在新時代鍛造
新技能，實現新夢想。
快評續指，我國製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正邁向

中高端水平，對勞動者素質和技能提出了更高要
求。然而，我國技術工人隊伍和勞動力市場仍然
存在一些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亟待解決，例如：技
術工人隊伍特別是高技能勞動者的數量還存在短
缺；技術工人的能力和水平還跟不上科技進步和
產業升級的快速變化；技術工人的供給與企業、
市場的最新需求還不完全匹配。
快評最後指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

加強頂層設計，打通體制機制障礙，健全技能人
才培養、使用、評價、激勵制度，暢通技能人才
職業發展通道；要凝聚市場、企業、學校等多方
合力，為技能人才發揮作用搭建寬廣舞台，營造
出創業創新的良好氛圍；要在全社會弘揚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培養更多大國工匠，為中國經濟
的創新驅動和高質量發展凝神聚氣。

培養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國工匠

商務部：大部分在華日企無考慮撤離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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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CAM衛星效果圖。 受訪者供圖

■國家統計局12月10日發布數據，2020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為13,390億斤，比上年增加113億斤，增長0.9%，連續6年保持在1.3萬億斤
以上。圖為河北省濼州市鄒家村村民早前在收穫小麥。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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