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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际观察际观察凝聚思想共识 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2024 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综述

聚 集 最 强 大 脑 ，发 出 文 化 强 音 。 5 月 23 日 至 24 日 ，
2024 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专家学者、业内人士及相关从业者汇聚一堂，以“中国式现
代化与新的文化使命”为主题，围绕“文化产业创新发展”

“数字时代出版人才发展”“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电
影业高质量发展”“加强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

“推动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繁荣文艺创作”“人文湾区 机
遇湾区”等八个方面内容，分享真知灼见，增进思想共识，凝
聚起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紧扣时代主题

本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共有 8 个分论坛。与会嘉
宾表示，此次分论坛紧扣“中国式现代化”时代主题，汇聚起
文化强国建设的思想合力。

围绕文化主体性的坚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逻辑，
与会专家表示，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就在
于坚守本根、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的文化自信，本质上是文
化主体的创造性，具有历史主动性的精神。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我国坚持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探索出一条和平发展之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汪晖以“中国化、中国式现代化与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为
题发表演讲。

在本届论坛上，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产业发展成为
与会嘉宾共识。

“推动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分论坛，将一堂题为“新质
生产力与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公开课作为开场。“文化

产业创新发展”分论坛则分别举行了两场嘉宾演讲和两场
圆桌论坛。嘉宾演讲以“新科技激活文化产业新业态”“文
化新业态的爆款密码”等主题分享观点。在场嘉宾表示，
要坚持文化与经济融合互动，以文化产业繁荣激发经济发
展活力，坚持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加快形成文化新质生
产力。

搭建交流平台

为期两天的论坛，汇聚全国行业大咖，搭建了一个有效
沟通的文化交流平台。

“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分论坛聚焦数字化信息化
时代的媒体变革，通过分析当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探讨建
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和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新方法、新
路径。
“论坛上，大家打开各自的‘思想库’，积极为行业建言献

策，带来诸多思考和启示。”腾讯公司副总裁陈勇说，算法可
以选拔优质内容，形成广泛传播，要从战略高度推动人工智
能背景下的全媒体传播，完善人工智能赋能体系建设。

在这场文化交流和碰撞的舞台上，如何保护、挖掘和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发在场嘉宾的热议。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表示，挖掘弘扬敦煌文化
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开拓精神、共生精神和
人文精神，有利于我们感悟祖先的智慧、感知民族的精神，
树立文化自信，赓续历史使命，守护并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
根脉。

在“人文湾区 机遇湾区”分论坛上，星竞威武集团董事
长兼 CEO 何猷君表示，优质要素的聚集和流动，展示出粤
港澳大湾区的非凡活力，金融、交通、产业体系的互联互通

已形成不可阻挡的时代机遇。在这样的潮流趋势下，大湾
区更加需要以文化交流合作的形式去巩固融合成果。

引领文化风向

思想火花碰撞，真知灼见汇聚，共同聚合成推动文化繁
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共识。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林尚立就哲学社会科学的演进与中
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进行阐述。“以人类文明发展史开
篇，要以中国式现代化迎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时代。”
他表示，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所承载的数字时代的新型现代
化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新中心地
带，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中心地带向中国转移将成为一种
发展趋势。

在“数字时代出版人才发展”分论坛上，上海理工大学
校长丁晓东说，面向智能时代的融合出版，高校出版人才
培养应注重跨学科能力的提升，在大出版观、融合、智能
这 三 方 面 上 下 功 夫 。“‘ 大出版观’指导下的出版人才培
养，关键要‘破圈’‘跨界’，寻求与其他学科、领域、产业的
融合。”

针对网络平台的抄袭跟风，抖音总裁韩尚佑认为，这
极大地伤害了整体内容的原创性，“希望平台和整个文化
产 业 能 给 更 多 的 内 容 创 作 提 供 机 会 和 空 间 ，给 予 扶 持
帮 助。”

对于电影业高质量发展，青年导演陈思诚表示，技术要
更好地服务叙事。寻本逐源，探究真正与这个时代能产生
共振，走到人民心中的内容。“文本是电影创作中最重要的
部分，应该思考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新电影。”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深圳 5月 25日电）

古有丝绸之路驼铃声声，今有中欧班列车轮滚滚。
25 日 8 时 40 分，伴随着汽笛声在西安国际港站响起，

X8157次中欧班列缓缓启动，一路向西驶向波兰马拉舍维奇。
至此，中欧班列“跑”出开行新纪录：累计开行 9万列！

发送货物超 870万标箱，货值超 3800亿美元。
这一纪录，是中欧班列成长为亚欧陆路运输新干道的

有力见证，也是中国与世界经贸往来愈发紧密的生动缩影。
更硬核——
2016 年至 2023 年，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由 1702 列增

加到超 1.7 万列，年运输货值由 80 亿美元提升至 567 亿美
元；开行万列所需时间由开行之初的 90个月缩短为现在的
7个月……

在国内，经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二连浩特、满洲里、绥

芬河、同江北六大口岸出境的西、中、东三条运输主通道运
输能力大幅提升，时速 120 公里图定运行线已达 87 条，联
通中国境内 122个城市。

在境外，巩固和稳定既有入欧主要通道的基础上，跨
里海、黑海的南通道新径路成功开辟，目前已通达欧洲 25

个国家 223 个城市，以及 11 个亚洲国家超过 100 个城市，
服务网络基本覆盖欧亚全境。

更有料——
打开第 9万列的货箱：镍钴锰酸锂、汽车配件、百货、液

晶显示板等货物装得满满当当。
从开行初期的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等 IT 产品，中欧班

列的运输货物品类目前已逐步扩大到服装鞋帽、汽车及配
件、日用百货、食品、木材、家具、化工品、机械设备等 5 万
余种。

“带货”种类日益丰富，更多定制化班列不断推出，邮
政物资、木材、茶叶、食用油、新能源汽车等特色专列提供
着高品质的国际物流服务。2023 年以来，电动汽车、锂电
池、光伏产品“新三样”成为中欧班列运量新的增长点。

运得多还得跑得好，中欧班列的运行品质也在迈上新
台阶。

当前，时速 120 公里中欧班列最大编组辆数和牵引质
量分别提高到 55辆、3000吨，单列平均运量较开行之初提
升 34%以上，中国与欧洲间铁路运输时间较开行之初普遍
压缩 5 天以上。依靠铁路快速通关业务模式，中欧班列全
程通关效率和便利化水平明显提升。

更给力——
看看沿线国家的变化：中欧班列让更多电子产品、家

电、新能源汽车等“中国制造”以更快速度、更优价格到达
欧洲的同时，许多新的物流、工业、商贸中心和产业园区随
之涌现。

因为中欧班列的开行，德国杜伊斯堡港吸引了上百家
物流企业落户，创造了 2万多个就业机会；波兰马拉舍维奇
口岸站业务量成倍增长，极大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与此同时，义乌小商品通过中欧班列销往世界各地，
黄山茶叶、永康五金等地方特色产品也走出国门……

中欧班列还带动了我国内陆城市对外开放，一些不靠
海不沿边的城市依托中欧班列，逐步发展成为对外开放新
高地。例如，重庆外向型产业产值实现年均 30%增长，郑
州现代国际物流中心建设得到有力支撑。

中欧班列的开行为沿线国家的百姓带去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也为国内企业“角逐”海外市场打开了一条便捷通途。

未来，“钢铁驼队”越织越密和越铺越广的线路图，将
扩展越来越大的“朋友圈”，创造更多新机遇。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西安 5月 25日电）

深圳，这座充满活力的创新之城，在 2024年 5月再次成
为全球文化的焦点。第二十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
览 交 易 会 于 5 月 23 日 至 27 日 在 深 圳 国 际 会 展 中 心 盛 大
举行。

经过 20 年发展，文博会展会规模、观众数量、国际化程
度等不断攀升。本届文博会向海内外观众展现了国风、国
潮、国际范，向世界彰显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多元魅力与蓬
勃生机。

国风国风国风国风国风国风国风国风国风国风国风国风国风国风国风国风国风国风国风国风国风国风国风国风国风国风国风国风国风国风国风国风 传统韵味，创意传承

文博会上，国风元素遍地开花，不仅有古典与现代交织
的创意产品，更有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的深度融合。观众
在文博会上可以看到许多国家级非遗项目、非遗文化衍生
品，亲身感受推动非遗保护传承的最新做法。

开幕当天，浙江馆成为本届文博会的热门打卡点。浙
江小百花越剧院青年演员陈丽君和李云霄身穿红白戏服亮
相，表演越剧《梁祝》选段，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同门情谊表
现得恰如其分，现场观众人头攒动，掌声不断。

走进湖北馆，观众就能听见悦耳的《长江之歌》，这是由
曾侯乙编钟的复制件和长江钢琴这两件来自湖北的乐器共
同演奏的跨越千年的“钟琴和鸣”之声。

步入文博会非遗·老字号·工艺美术展馆，书法、绘画、
剪纸艺术与现代设计理念交融，传统工艺品经过创新包
装，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非遗展区内，观众们驻足欣赏那
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手工艺术品，感受着中华民族的文化
根脉。

国潮国潮国潮国潮国潮国潮国潮国潮国潮国潮国潮国潮国潮国潮国潮国潮国潮国潮国潮国潮国潮国潮国潮国潮国潮国潮国潮国潮国潮国潮国潮国潮 自信表达，潮流涌动

近年来，传统文化及东方美学正借助现代工业、科技力
量与多元文化融合，转化成为具体的品牌和产品，推动“新
国潮”文化的发展。本届文博会就是展现中国品牌与文化
自信的重要舞台。

组织艺术、设计、文娱、艺术教育等机构及企业参展的
“艺术·设计·国潮展”，重点展示和交易国内知名艺术设计
机构、文创企业、互联网文娱企业推出的最新艺术品、创意
设 计 产 品 、国 潮 IP 和 产 品 ，给 观 众 带 来 独 特 的 潮 流 艺 术
体验。

油画、水墨、雕塑、书法篆刻……展区内富含中国元素
的潮牌服饰、国潮数码、创意文具等展品琳琅满目，体现了
传统与时尚的巧妙融合。从春联福袋、“国潮”盲盒到古风
主题集市，这些富有创意的产品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设计师和品牌的创新
力量。

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国际范 开放交流，共谋发展

第二十届文博会参展国家和地区由 50个增加至 60个，
参观、参展、采购的国家和地区达到 108 个，国际展区面积
增加至 2 万平方米，海外采购商人数由 2 万名增加至 3 万
名。文博会的国际“朋友圈”正不断扩大。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国际文化贸易展。俄罗斯美术家
协会、英国爱丁堡商会、日本熊本县工艺馆、西班牙贸易协
会参展。德国法兰克福书展远渡重洋，携特色图书首次亮
相文博会。通过线上同步展览方式，打破地理界限，文博会
让全世界的文化爱好者都能参与到这场文化盛宴中来。

2024 年是深圳市与英国爱丁堡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 5

周年。爱丁堡市市长罗伯特·阿尔德里奇率团前来参展本
届文博会，他表示，将传统文化和科技创新相融合的文博会
令人难忘，希望双方在文化旅游、科技创新、经贸投资等方
面加强合作，共创美好未来。

走过二十年辉煌历程的文博会，不仅见证了我国文化
产业的蓬勃发展，也成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生动注
脚。在这个充满“国风、国潮、国际范”的舞台上，每一件展
品、每一项活动都是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向世界传递着中国
的文化自信与开放姿态。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深圳 5月 25日电）

9 万列！中欧班列“跑”出开行新纪录

5 月 25 日，X8157 次中欧班列从西安国际港站开出，驶向波兰马拉舍维奇。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国风国风、、国潮国潮、、国际范国际范
——文博会百花齐放彰显

中国文化软实力

这是 5 月 25 日拍摄的西安国际港站（无人机照片）。

5 月 25 日，货车在西安国际港站运输集装箱。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麻烦。”美

国前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的傲慢言辞再次被

验证。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22日公布的会议纪要

显示，美联储对当前美国通胀形势感到担忧，这

意味着联邦基金利率需更长时间维持在当前水

平以实现通胀目标。为应对通胀，美联储自

2022年 3月至 2023年 7月连续 11次加息，累计

加息幅度达 525 个基点。此后已连续六次在货

币政策会议中决定维持利率不变。

美联储将利率保持在高位，加之近年来地缘

政治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全球资金流向美国，多

国货币承受压力，可能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后果。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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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高利率

美联储最新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
近期美国商品和服务价格均显著上升，在
实现美联储设定的 2%长期通胀目标方面

“缺乏进一步进展”。美国通胀走势面临若
干上行风险，尤其是地缘政治因素可能导
致物价继续攀升，给消费者、特别是低收入
群体带来压力。

美联储官员认为，当前联邦基金利率
水平足以抑制美国经济活动并降低通胀，
未来通胀有望回落到 2%水平，美联储或将
继续维持当前利率不变。

这是美联储连续第六次将联邦基金利
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5.25%至 5.5%之间。美
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美国劳动力市场需
求依然强劲，通胀超预期增长。在此情况
下，“推迟降息可能是合适的”。

美联储官员在近期发表的一系列讲话
中，重申将在一段时间内维持高利率，甚至
有官员称不排除再次加息的可能性。市场
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接下来的两次会议上
仍维持利率不变。

路透社 24 日报道说，美元汇率有望创
下一个半月以来最大单周涨幅，包括日元
在内的多种货币将承压。

多国货币贬值

新冠疫情暴发后，美联储于 2020 年 3

月下调利率区间至接近零，并开始实施所
谓“无上限”量化宽松，进行了史无前例的
货币“大放水”。 2022 年 3 月又“急转弯”，
开始激进加息以应对通胀，给世界经济带
来严重负面外溢效应，多种非美货币经历
了多轮大幅贬值。

市场起初普遍认为美联储将于今年降
息，但随着降息预期逐渐减弱，今年 4月，衡
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连创近
期新高。美国《纽约时报》4 月底报道说，在
彭博社追踪的约 150种货币中，有三分之二
的货币对美元走弱。

日元是受影响最明显的主要货币之一。日本央行在 4

月 26 日举行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维持现行货币政策不
变，并没有如外界预期的那样实施量化紧缩。消息公布后，
已连续走低的日元再度“跳水”，东京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
汇率跌破 158日元兑换 1美元。4月 29日上午，海外外汇市
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 160.24 日元兑换 1 美元，刷新
1990年 4月以来最低纪录。

日本媒体称，财务省在那之后疑似两次出手实施干预，
以防日元在跌破 160 关口后出现心理破防导致的崩溃性大
跌。但专家认为，在日本和美国息差难以缩小的情况下，单
方面干预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 5 月 23 日，截至纽约汇市
尾市，1美元兑换 156.90日元。

《韩民族日报》认为，1300 至 1350 韩元兑换 1 美元的汇
率可能成为“新常态”。此外，印度卢比、印尼盾、马来西亚
林吉特、越南盾、菲律宾比索等亚洲货币均持续走出下行曲
线。印尼央行上月将三项主要利率水平上调 25 个基点，以

“加强印尼盾汇率稳定”。

“美元潮汐”引动荡

不少分析人士表示，近年来美联储降息、加息形成的
“美元潮汐”收割全球财富、转嫁危机，不断引发国际市场动
荡。美联储大规模降息，不仅推动通胀飙升，更通过超发美
元进口商品、投资他国等方式输出资本，收割全球财富；激
进加息又导致全球流动性快速收紧、多种货币大幅贬值，以
美元计价借贷的国家清偿债务压力骤增。

《纽约时报》报道说，今年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都出现
下跌，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大变化，或将给全球经济带来严
重后果，全球近 90%的外汇交易都涉及美元，美元走强加剧
了海外通胀。

日本媒体和专家普遍认为，日元贬值趋势恐将持续，令
日本经济明显承压，不利于日本走出通缩，同时给日本零
售、能源、航空等行业带来压力，加重依赖进口原材料的企
业负担。韩国汉阳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刘惠美认为，韩
元贬值叠加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企业成本负担随之增加，韩
国内需进一步停滞的可能性增大。

不过，彭博社一篇文章分析，大多数亚洲国家如今具备
外汇储备更稳固等有利条件，能够避免类似上世纪 90 年代
末亚洲金融危机的动荡重演。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华盛顿/东京 5月 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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