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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万象

“如今，中文不再仅仅是日本朋友个
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关系到个人前途的重
要本领。越来越多的日本大学开设了中
文课程，民间中文教学也越来越活跃。特
别是在日孔子学院，为推动日本中文教学
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国驻日本大使
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胡志平日前在日本
第四届汉语水平考试（HSK）中国留学・求
职会上对记者表示。

由孔子学院总部汉考国际和日本青
少年育成协会主办的第四届HSK中国留
学・求职会 19 日在东京举行，共有约
1500名考生参加了考试，还有数百名学
生参加了留学说明会和招聘会。日本青
少年育成协会会长增泽空说：“去年日本
参加HSK的考生有34018人，按照今年的
报名势头，全年考生可能超过4万人。”

从2010年只有200余人参加汉语水
平考试，到现在的约4万名考生，近10年
来日本全国参加HSK的考生逐年增加，一
场实实在在的中文热正在日本全国兴起。

大学生积极学中文
寻求广阔就业舞台

在求职活动现场，中国顺丰日本分公
司的展台前坐满了日本学生。来自日本
帝京大学三年级的前川雄大对记者说：

“我从大一开始学习中文，大二有机会又
去北京交换留学，认识了很多中国朋友。
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未来日本和中国之间
的就业机会会更多。希望能从事和中文、
和中国相关的工作。”

武藏野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刘勇
说，目前该校有数百名学生选择中文为必
修课。许多学生最初学中文仅仅是为了
谋求更广阔的就业舞台，但通过学习，学
生们不仅学会了中文，还通过太极拳、书
法了解了中国文化。特别是通过参加去
中国的旅游、游学项目，学生们越来越喜
欢中国，学习中文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

据胡志平介绍，目前，日本约有400
所大学开设了中文课程。一些高校还设
立了孔子学院，不仅为日本人学习中文提
供了更丰富的平台，对培养日籍中文教
师、研发中文教材、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等
方面也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社会人士坚持学中文
了解鲜活中国

从2007年8月5日至今，12年间的每
周日下午，东京都西池袋公园内，都会有
数十到上百人不等的日本人和中国人聚
集在这里，用中文和日文相互交流。

“我很喜欢这个汉语角。只要有时
间，我就会来和大家交流。相比语言，收
获更多的是最新的中国信息、文化，还有
真诚的中国朋友。”67岁的根津美树对记
者说。

东京汉语角的创办者、日本侨报出版
社社长段耀中说：“免费、没有门槛、来去
自由是许多已经参加工作的日本社会人
士常年坚持来汉语角的原因。这里成了
日本朋友与中国朋友真诚交流的平台。”

今年7月14日，东京汉语角举办了
创立12年来的第600次活动，日本共同
社、《每日新闻》、日本广播协会等多家主
流媒体进行了报道，两国民众这种风雨无
阻的聚会，得到了日本社会的认可，也让
日本民众为之感动。

“大语文”在日本推广
让华人二代爱上中文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在日华侨华人
也比以往更重视子女的中文教育。

在“丢手绢”“捉小鸡”的游戏中学中
文，在水墨画课程《小蝌蚪找妈妈》中学中文
……越来越多的在日华侨华人把孩子送到
华文书院学习。可越女士在日本生活工作
了20余年，为了让越来越多从小生活在日
本的华人二代小朋友爱上中文，她和朋友
们一起创办了华文书院，并编撰了针对华
人二代的本土化中文绘本教材《大语文》。

可越说：“《大语文》结合在日华人二
代日语学习环境的特点，用华人二代熟悉
的表达方式来教授中文。希望能为海外
华人的中文教学提供一个新思路。”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语言作为两
国民众交流的载体，是“民相亲”的表现，
也是“国之交”的桥梁。期待越来越多的
日本年轻人通过中文学习与中国结下真
挚的友谊，也期待中日交流的桥梁越来越
坚实。 据新华社电

日本兴起中文热 中日交流之桥越发坚实

4万名考生参加汉语水平考试

可越（左二）在课上教在日华人二代小朋友们读中文汉字。 新华社图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
6.2%。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如何看待
一些企业“走出去”在海外设厂？物价走势
如何？“中欧班列返程空箱”传闻怎么看？
2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
委新闻发言人袁达对这些热点问题作出回
应。

“中国经济严重放缓”
没有依据、站不住脚

“个别外媒质疑我国经济数据，认为我
国经济‘严重放缓’，这是没有任何事实依
据、站不住脚的。”袁达回应称。

实物量指标是经济增长最直接的反
映。袁达说，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全国
铁路、道路、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超5亿
人次，收费公路交通流量达3.7亿辆次；10
月1日全国铁路客运量达1713万人次，刷
新国庆假期单日客运量历史纪录。前三季
度，全社会用电量增长4.4%，其中工业、服
务业用电量分别增长3%、8.7%；货运量增长
5.9%，其中铁路货运量增长6.1%。

“实物量指标能够支撑我国经济总体
平稳的判断。”袁达说，在国内外风险挑战
明显增多的情况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民生福祉不断改
善，既实现了“稳”，又取得了“进”，非常不
容易。

他强调，我国经济增速虽略有放缓，但
发展质量仍在持续提升。“随着我国经济从
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只要
就业扩大、居民收入增加、生态环境改善、
发展质量效益逐步提高，经济增速高一点
低一点都是可以接受的。”

袁达说，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依
然复杂严峻，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经济运行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我国发
展优势不断显现，发展环境持续改善，发展
动力日益增强，发展信心更加坚定。“我们
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实现经济平稳健康
可持续发展。”

企业“走出去”设厂
属正常市场现象

针对一些企业“走出去”到海外设厂的
现象，袁达说，近年来，随着国际产业分工
和全球产业布局的深度调整，我国制造业
已进入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
段。“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企业‘走出去’到
国外设厂经营以及开展投资合作，是正常
的市场现象。”

袁达强调，我国市场规模巨大，人力资
源丰富，基础设施发展完善，产业链配套齐
备完整，社会创新创造活力不断迸发，经济
发展向好、产业持续升级的趋势没有改
变。我国大力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
商环境建设，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放宽外资
准入，大力推动减税降费，为民营企业、外

资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更加优
化、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

“我们相信，会有更多企业在综合权衡
各方面条件后，继续到中国投资兴业，在中
国扎根发展。”袁达说。

他指出，调研中不少企业反映，在进行
境外投资和“走出去”时，面临投资所在国
用地、用工、政策不稳定和文化、法律差异
等困难风险。提醒相关企业更加重视做好
投资前期评估，反复比较、审慎决策，避免
不必要的损失。

保持重要民生商品
价格基本稳定

9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3%。袁达说，当前CPI上涨的原因仍是结
构性的。主要是在非洲猪瘟疫情等影响
下，猪肉供应偏紧，猪肉及其替代相关品价
格明显上涨。

袁达说，保持物价特别是猪肉等重要民
生商品价格基本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尤其是
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
益，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下一步将着力
增强供应能力，着力开展储备调节，着力保
障基本民生。年初至今，各地已累计发放价
格临时补贴约55亿元，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食
品价格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

“针对猪肉价格明显上涨和物价运行
的新形势新变化，进一步加强价格监测预
测预警，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品种，特别
是猪肉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变化的监测预
警频次。”袁达强调，指导各地认真执行好
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
动机制，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和重点群体基
本生活；根据需要及时采取调控措施，促进
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

中欧班列
综合重箱率达92%

针对“中欧班列返程空箱”的传闻，袁达
称，中欧班列开行5年多来，从初期培育走向
成熟壮大、从纷争无序走向竞争合作，成为
沿线国家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载体。开行
质量显著提升，空箱状况明显改善，综合重
箱率达92%。“去程班列基本都是重箱，回程
班列从无到有，去年达到‘去三回二’，今年
实现‘去一回一’，重箱率超过80%。”他说。

袁达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
来，中欧班列开行规模年均增长133%，累计
开行1.82万列，运送货物近157万标箱，联
通亚欧大陆110多个城市，物流配送网络覆
盖欧洲全境。其中，2018年中欧班列开行
6363列，提前实现2020年规划目标。

此外，业务范围不断拓展。运输货物
品类从原来的手机、电脑等IT产品，扩大
到服装、机电、粮食、酒类、木材等，整车进
出口成为新的增长点，行业创新力显著增
强。 据新华社电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回应经济热点问题

增速略有放缓 质量仍在持续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