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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個中等收入國家
大多數對中國投資持積極態度
（%表示當地對中國投資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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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多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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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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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為
美
國
是
最
大
威
脅

經濟影響力逆轉 逾四成認同華超美
美全球民調：對中國好感度升至6年最高 對特朗普看法趨負面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媒體報道，

美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當地時

間15日發布了一項對比中美影響

力的民調報告。報告顯示，25個國

家受訪的民眾對中國好感度升至6

年來最高水平。其中，中國在9個

中等收入國家獲得的好感度高於其

他16個高收入國家。25國受訪者

對美國及特朗普的看法則趨於負

面。皮尤指出，受訪的25個國家

中，中國的經濟影響力已經反超美

國，被認為是世界領先的經濟強

國。民調顯示自特朗普重返白宮以

來，隨着「美國優先」政策（包括

關稅措施）的推動，全球對中美兩

大經濟體的態度正發生轉變。

20252025年年77月月1818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5年7月18日（星期五）

2025年7月18日（星期五）

●責任編輯：裴軍運 ●版面設計：卓樂文 匯 要 聞A14

歡迎反饋。中國新聞部電郵：wwpcnnews@tkww.com.hk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媒體報道，皮尤研究院的調
查報告顯示，在包括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尼、
肯尼亞、墨西哥、尼日利亞、南非、土耳其這9個
中等收入國家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將中國列為
「首要安全威脅」。反倒是美國，在阿根廷、印
尼、墨西哥和南非被更多民眾視為「潛在威脅來
源」。
根據報告統計，在這9個中等收入國家中平均有

58%的受訪者認為「中國投資對本國就業有積極作
用」，僅35%表示擔憂其帶來的政治影響力。這組
數據，在肯尼亞表現最為突出——71%的受訪者歡
迎中國資本進駐；南非、印尼、墨西哥也緊隨其
後。

印度受訪者59%偏好美國
但鏡頭轉向印度，局面卻截然不同：只有33%支

持中國投資，而高達59%的人更偏好來自美國的資
金和項目。這裏的分歧，既有歷史積怨的投影，也
有地緣戰略的影子。
其中，在印尼、土耳其、南非和墨西哥，中國的

投資更受歡迎；而印度和巴西，美國依舊是首選。
至於肯尼亞、尼日利亞等國，兩者不分伯仲，僵持
拉鋸。
與此同時，自去年以來，大多數受訪國家對美

國及特朗普的好感度，呈下降趨勢。至於「最重
要的盟友」一項，印尼與南非民眾將票投給中
國；拉美國家則依然情感偏向美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記者17日從中國地
質大學（武漢）獲悉，該校聯合內蒙古自治區地質調
查研究院，在內蒙古白雲鄂博礦床主礦礦段的礦體中
部，發現一種新稀土礦物，命名為「釹黃河礦」。
據悉，日前，「釹黃河礦」命名獲得國際礦物學

協會新礦物命名及分類委員會全票批准通過。
研究團隊負責人、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地質過

程與成礦預測全國重點實驗室研究員趙來時介紹，
釹黃河礦隸屬於稀土碳酸鹽礦物家族，其化學成分
具有獨特的釹元素富集特徵。釹作為高性能永磁材
料的核心成分，在新能源汽車、風力發電、電子信
息等領域需求旺盛。
白雲鄂博礦是世界最大的稀土礦床，也是中國礦

物資源寶庫，此前已發現210餘種礦物。趙來時表
示，釹黃河礦的發現，進一步彰顯了該礦床的複雜
性與資源多樣性。
趙來時介紹，團隊在開展項目研究時，通過系統野

外地質調查及地球化學分析，揭示了白雲鄂博礦床的
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及賦存規律。在此基礎上，已建立
白雲鄂博礦床的礦體分帶特徵及礦床成因模型。
釹黃河礦便是在該成礦模型理論指導下，通過礦物

微區分析取得的新發現。此前，團隊還發現另外兩種
白雲鄂博新稀土礦物——氟碳釹礦、釹獨居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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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國
務院新聞辦公室17日舉行「高質量完成『十四
五』規劃」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國家知識產權
局專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發布會上獲悉，截
至今年6月，國內發明專利有效量達501萬件，
同比增長13.2%，每萬人口高價值發明專利擁
有量達到15.3件，擁有的全球百強科技集群數
量連續兩年位居全球第一。國內註冊商標有效
量達4,895.9萬件，同比增長6.6%，平均每4個
經營主體就擁有1件註冊商標。上半年，國外
申請人在中國提交商標註冊申請9.4萬件，同比
增長7.4%。

企業發明專利產業化率升至53.3%
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長雨在發布會表示，

「十四五」時期，知識產權強國建設邁出堅實步
伐，取得一系列新進展新成效。國家知識產權局
在全國布局建設128家國家級知識產權保護中心

和快速維權中心，發明專利平均審查周期壓減至
15.5個月，商標註冊平均審查周期穩定在4個
月，均躋身相同審查制度下國際最快水平。
申長雨透露，企業發明專利產業化率從2020

年的44.9%提升至2024年的53.3%。專利密集
型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從2020年的11.97%
提升到2023年的13.04%。知識產權使用費年進
出口總額從2020年的3,194.4億元（人民幣，下
同）提升到2024年的3,987.1億元，年均增速
5.7%。

中國品牌價值位居全球第二
據了解，中國PCT國際專利、馬德里國際商

標、海牙體系外觀設計申請量均躍居世界前
列，在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新能源汽車、量
子技術、生物醫藥、光伏等領域掌握了一大批
關鍵核心技術專利，有力支撐了科技自立自強
和新質生產力發展。全球前5,000個品牌裏中國

品牌價值達1.76萬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二。地
理標誌產品直接年產值從2020年的6,398億元
提升至2024年的9,690億元。
「截至今年6月，國內發明專利有效量達501

萬件，同比增長13.2%，每萬人口高價值發明專
利擁有量達到15.3件，再創新高。」申長雨說，
國內註冊商標有效量達4,895.9萬件，同比增長
6.6%，平均每4個經營主體就擁有1件註冊商
標。累計認定地理標誌產品2,861個，地理標誌
作為集體商標、證明商標註冊7,424個，使用地
理標誌專用標誌的經營主體超過3.7萬家。
據悉，上半年國內申請人提交的PCT國際專

利和海牙體系外觀設計申請分別同比增長了
12.7%和23.2%，更多國內企業正在加速海外知
識產權布局。上半年，國外申請人在中國提交
商標註冊申請9.4萬件，同比增長7.4%，其中
德國、意大利、美國在華商標申請增長很快，
均同比增長超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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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口碑「東升西降」中國靠實力擔當圈粉

微觀點

國內發明專利創新高 每萬人口達15.3件

繼益普索、晨間諮詢等國

際權威民調機構揭示中國的

全球好感度超越美國後，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調

查再度表明世界多國對中國好感度持續上升，對

美國的看法變得更為負面。中美國際口碑的「東

升西降」，不僅是中國專注於自身進步所散發的

魅力使然，更凸顯在變亂交織的國際變局中，東

方大國秉持的和平發展理念與國際責任擔當愈發

受到全球認同與推崇。

此次調查中，在回答「誰是世界最主要經濟

體」時，越來越多的受訪者更看好中國經濟潛

力，而非美國。國際社會的觀感與實際趨近。剛

剛發布的中國經濟「半年報」顯示，上半年中國

GDP為660,536億元人民幣，同比增5.3%，這顯

示面臨複雜嚴峻的外部環境，中國經濟仍承壓向

前，繼續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引擎與穩定器。

同時，中國一方面通過優化免簽過境政策吸引

外國遊客來華「打卡」，另一方面推動中國文化

「破圈出海」，真實、親近的文化接觸衝破「認

知繭房」，為中國全球好感度的提升提供了強大

精神支撐。

此外，在國際事務中，中國秉持與世界良性互

動、互利共贏原則，中國式現代化持續賦能全球

發展，顯示了大國氣度；在國際衝突問題上，始

終堅持正義立場並在實際行動中嚴格踐行，充分

展現了負責任大國的作為和擔當。

美國內政混亂雙標外交敗光好感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美國正因內政混亂和

雙標外交不斷敗光好感。特別是特朗普執政後，

美債危機不斷深化惡化，示威衝突導致內亂升

級；在國際上，更是不斷退出國際組織、撕毀協

議、揮舞關稅大棒、推文化禁令打擊留學生，大

搞所謂「美國優先」。這一系列「騷操作」，引

發了全球強烈反感。

中國古語有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美的

口碑消長生動表明，在這個變化加速的世界裏，

誰真正帶來了發展機會、誰真正尊重他人，誰就

更容易贏得人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2023年10月1日，中國留學生在美國費城市政廣場舉行
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活動。 網上圖片

●2023年10月1日，在觀看升旗儀式後，人們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留影。 資料圖片

調查於今年1月8日至4月26日進行，受訪的包括16個高收入國家和9個中等
收入國家共逾3萬人，9個中等收入國家包括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尼、

肯尼亞、墨西哥、尼日利亞、南非、土耳其，其他高收入國家則包括法國、加拿
大、日本等。

9個中等收入國家正面評價中國
結果顯示，在接受調查的25個國家中，有15個國家對中國持正面看法的民眾比

例自去年以來有所上升。在9個中等收入國家，中國獲得的正面評價遠高於其他
16個高收入國家。在這些高收入國家中，對中國的好感度從去年的23%升至
32%，對美國的好感度則由去年的51%降至35%。
皮尤指出，今年調查結果與2023年大不相同，愈來愈多人將中國視為全球經濟

頭號強國。報告發現，在接受調查的25個國家中，超半數（13個）國家認為中國
是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其中，有41%的受訪者認為中國是世界第一經濟強國，超
過了美國的39%。
報告稱：「這與兩年前的情況截然不同，當時認為美國是世界領先經濟強國的

人數多於中國。」

「美國看起來不像可靠合作夥伴」
調查顯示，全球多國對中美看法出現「逆轉」。其中，在更認可中國經濟實力

的國家中，有5個國家的民意在過去2年出現了逆轉，在印尼、墨西哥、南非、阿
根廷、法國，受訪者此前認為美國經濟更強，如今更傾向於認為中國經濟更強。
皮尤研究中心副主任、該研究報告作者之一勞拉．西爾弗分析表示，中國好感度的

上升可能與國際社會對其不斷擴大的經濟影響力的看法有關，也與人們對特朗普領導下
的美國的不安感日益增加有關，「由於美國可能看起來不像一個可靠的合作夥伴，而且
人們對特朗普領導全球經濟的信心有限，因此在某些人眼中，中國可能會有所不同。」

全球民眾正形成「多元立場意識」
有評論認為，這份報告背後，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全球民意潮湧，全球風向正在

輕輕轉向。透過皮尤這份報告，人們看到的不是一場簡單的「二選一」，而是一
種全球民眾正逐漸形成的「多元立場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