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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在一场政治筹
款活动中，称经济增长疲软的中国是

“定时炸弹”。此前一天，白宫发布行政
令设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限制美国主
体投资中国半导体等高技术领域。

美方持续唱衰中国经济，又如此忌
惮中国进步之快而接二连三大“打”出
手，其遏制中国崛起的险恶用心路人皆
知。但不论是抹黑还是打压，都改变不了
中国市场对全球投资者的持久吸引力。

德国《焦点》周刊说，当拜登唾沫
横飞，宣布对中国采取一项又一项限
制措施时，西方经济遵守着自己的规
律。欧洲已经理解了“脱钩”这个词，欧

洲 经 济 正 在 与 美 国 的 政 治 指 导 方 针
“脱钩”，而不是如美国所希望的那样
与中国“脱钩”。

过去几年，即便在保护主义抬头和
全球疫情肆虐等不利条件下，中国市场
也没有让全球投资者失望。根据中国外
汇局测算，近五年来，中国的外商投资
收益率为 9.1%，远高于欧美的 3%左右，
也高于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各大知名
金融机构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将完成预
期增长目标，这对外资利好。

资金、技术、人才全球流动，是市场
规律支配的商业逐利行为使然，富有企
业家精神和洞察力的投资者，会获得市

场的回馈。毕竟，收益才是决定全球资
本流向的指挥棒，投资者会选择用脚为
投资目的地投票。

今年上半年，不少发达国家对中国
投资保持了两位数乃至三位数的增长。
其中，法国、英国、日本、德国对华投资
分别增长 173.3%、135.3%、53%和 14.2%。

体现在硬指标上，中国市场投资传
奇并不鲜见。譬如，美国投资人巴菲特
执掌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自 2008
年起一直投资比亚迪，获得了约 30 倍的
投资回报。

过去 10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平均贡献率超过 30%。在真金白银面前，

包括不少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投资者，
拒绝为美方扭曲市场的行为买单。毕
竟，中国市场不可替代的活力和价值就
摆在那里。

更深一层看，中国市场之于世界的
意义远超“造富”层面。包括德国宝马集
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高乐在内
的不少西方商界人士都认为，中国市场
不仅是销售市场，更是创新的先锋市场。

依托庞大的市场规模、完备的基础
设施、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日益深入的
开放战略，中国市场不仅是全球商家竞
逐的市场，也成为新技术和新模式的孵
化器、试验场、路演区和展示推广平台，

兼具巨大商业价值和创新策源地属性。
在这里，大规模投资注入、创新试

错，与市场反馈循环往复，不断激发技
术升级、项目优选、模式迭代，创造新市
场、新需求，给企业、投资者和消费人群
带来巨大红利。

今年上半年，即便在美方不遗余力
打压下，在中国新设的外商投资企业仍
多达 2.4 万家，增长 35.7%。其中，高技术
产业引资增长 7.9%，占比提升 3.9 个百
分点达到 39.4%。

中 国 市 场 好 比 一 片 高 产 的 沃 土 ，
富有远见和智慧的播种者，不仅着眼
短期晴雨表和当季收成，更看重长期

经营价值和回报潜力。因为，中国市场
不仅能带来收益，还能带来成长。经营
好中国投资沃土，符合包括美国在内
的各国利益。

不管美国政客如何给中国经济泼
凉水，使绊子，试图浇灭“信心”，调减

“预期”，唱衰中国，都无改中国的资源
禀赋、开放决心、发展韧性和充裕的政
策选项。中国经济的成长历程，就是各
种抹黑话术被证伪的过程，也是中国不
断适应变局逆境，与世界互利共赢、命
运与共的过程。

抹黑打压改变不了中国市场吸引力
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环球观察

本版图文均据新华社电

⑤ 科考队员在格拉丹东雪山主峰冰川上进行
地质雷达探测（7月28日摄）。

② 科考队员董士琦（左）和范越在长江北源楚
玛尔河附近进行地质雷达探测（7月29日摄）。

① 科考队员在岗加曲巴冰川下进行取样和监
测等作业（7月28日摄）。

③ 来自长江科学院河流研究所的科考队员徐
志成（左）和队友在通天河直门达河段采集河床泥
沙（7月22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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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来自长江科学院水资源研究所的科考队员
洪晓峰（右）和队友在长江源区的囊极巴陇观测土
壤指标参数（7月26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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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莽江源，奥秘无穷。
2023 年江源综合科学考察队近期深入

青藏高原腹地，在平均海拔超过 4500 米的
长 江 源 区 开 展 科 考 。23 名 队 员 在 跨 越 约
4000 公里的科考行程中，采集不同样品，开
展各种观测，解读江源奥秘。

长江源区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响应区和
生态环境脆弱区。全球气候变暖将对江源
生态环境产生哪些影响？此次科考聚焦冰
川、河湖和湿地，对长江源区水环境、水生
态等进行“体检”，摸清江源生态本底，找寻
江源变化规律，为长江大保护提供更多科
学支撑。

冰川考察：
解析江源冰川变化

从海拔超过 4700米的格拉丹东雪山脚
下，科考队员董士琦、范越和队友们一起背
着 30多公斤的雷达设备，向主峰冰川进发。
他们依靠冰爪和绳索辅助，登上海拔超过
5400 米的冰川后，铺设测量线，每半米记录
一次雷达信号，依据雷达数据探测冰川厚
度。

“这是我们第二次登上格拉丹东雪山
主峰冰川，在去年测量的区域开展了 4条测
量线的雷达探测。”董士琦说，去年测量区
域冰川平均厚度约 12 米，此次探测结果可
用来比较冰川的厚薄变化，为计算冰储量
积累数据。

长江科学院总工程师徐平介绍，今年
用雷达探测格拉丹东雪山主峰冰川和长江

源区的另一座冰川冬克玛底冰川，掌握探
测位置的冰川厚度，结合前期积累数据，将
更精准地测算探测区域内冰储量，研究气
候变化对冰川的影响。

研究显示，全球山地冰川整体处于退
缩状态。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有将近 6000
条小冰川消失，大多数冰川在萎缩。长江源
区冰川普遍处于末端退缩、面积减小和厚
度减薄状态。

目前，长江源区冰川观测等科考项目
人工观测与自动监测相结合，参与自动监
测的科研单位逐渐增多，监测内容日益丰
富，将为长江源区生态变化研究和保护管
理提供更多基础数据及科学对策。

河湖观测：
揭示江河径流变化

今年科考中，来自长江科学院水环境
研究所的科考队员刘晗，先后采集到裸腹
叶须鱼、小头裸裂尻鱼等江源鱼种样本。近
年来，他和同事多次在长江南源当曲发现
斯氏高原鳅，被证实为长江南源的“第六种
鱼类”，使南源已知鱼类种类由 5 种增至 6
种。

长江科学院长江源关键鱼类栖息地研
究创新团队负责人李伟介绍，长江南源平
均海拔超过 4500米，高寒缺氧，监测到新的
土著鱼类说明长江源水生态系统持续向
好，鱼类多样性仍有可能增加。

鱼类是长江源生态中的指示性物种，
鱼类完整性指数较高，显示长江源水生态

系统比较健康。青海省生态部门数据显示，
长江干流青海境内水质多年保持在Ⅰ类至
Ⅱ类的优良状况。

水质保持优良，长江源区河流的径流
也在明显增加。

来自长江科学院河流研究所的科考
队员徐志成和杨绪海，每到一个采样点就
采集河道床沙和悬沙样品，测量河宽、水
深、比降、流速，对比此前科考观测数据，
分析长江源区河道水沙输移特性和河床
演变情况。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长江源区湖泊
面积也在增加。以雀莫错为例，这个距格
拉 丹 东 雪 山 前 沿 约 26 公 里 处 的 湖 泊 ，
2000 年 时 面 积 不 足 80 平 方 公 里 ，目 前 总
面积已达 100 平方公里左右，面积年均增
长接近 1%。

专家指出，河流径流量和湖泊面积增
加，水质保持优良，有利于提升长江源区水
生态的调蓄能力，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
但同时存在一些隐患，需要持续关注和深
入研究。

湿地研究：
提升高寒湿地认知

平均海拔 4600 米左右的当曲查旦湿
地，是长江源区面积最大的湿地。

在查旦湿地，来自长江科学院空间信
息技术应用研究所的科考队员张双印和队
友合作，用绳子圈出一个 1平方米的正方形
草地样方，采集样方内的植被样品；将圆柱

形环刀钉入地下，采集土壤样品。这些植
被、土壤样品将被送回实验室，统一分析碳
含量。

“我们在查旦湿地采集了 100 多份样
品，覆盖‘水—土—植被—底泥’四类碳储
存载体。”张双印说，后续将结合遥感影像
和原位监测，建立科学模型得出查旦湿地
碳储量估算结果，为摸清长江源碳储“家
底”探路。

高原湿地是多种珍稀动物栖息地和植
物生长区，具有生态蓄水、水源补给、气候
调节、固碳增汇等生态功能，对维护青藏高
原生态平衡、净化江源水质有重要作用。

全球气候变暖同样对长江源区湿地带
来一系列影响。科考途中，经常可看到高寒
湿地中出现高低起伏、半圆状的冻胀丘，周
边常有滑塌现象，不少低洼处还出现大小
不一的土坑、水坑。

研究发现，近 40 年来长江源区沼泽湿
地面积也呈现减少趋势，主要是增温背景
下多年冻土退化导致土壤水分逐渐散失、
蒸发增强所致。

冰川退缩、冻土消融、径流增加、湖泊
扩张，长江源区发生的这些变化，已成为江
源科考的长期关注焦点和研究重点。

“今年是江源科考常态化开展的第 12
个年头，我们围绕长江源区水土、泥沙、冰
川、生态等领域，采集到了大量珍贵样品和
数据。”徐平说，我们将对这些样品和数据
展开分析，加强全球气候变化下的长江源
区水环境、水生态变化规律研究，为长江大
保护提供更多的本体数据和科技支撑。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