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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危险的中美双方
“文明冲突说”

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日前有

关中美“文明冲突”的说法，震惊

中美各界和国际社会，引发的批

评和担忧仍在不断发酵。要求停

止发出这种言论、不要误判中美

关系，成为包括众多美国有识之

士在内国际社会的共同声音。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

主任基伦·斯金纳日前就中美关

系发表谈话，将中美关系界定为

“文明较量”，并称美正在制定基

于“文明冲突”的对华关系框

架。虽然美国政界一直以来不

乏有人炒作“中国威胁论”，然而

将中美关系上升到所谓“文明冲

突”的层面，尚属首次。

对此，美国主流舆论一片哗

然，批评这种言论与美国崇尚多

元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华盛顿

邮报》指出这种论调“非常危

险”。彭博社评论指出，“文明冲

突论”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没有容

身之地。

斯金纳竟然还强调，所谓的

中美竞争是美国第一次面对“非

白种人”的强大竞争对手。卡内

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问题专

家迈克尔·斯温批评这种言论

“相当可怕”。

在当前全球深度一体化、各

国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下，类似

斯金纳这种挑动对立和冲突的

言行，毒害国际合作，只会招致

双输。时空已经转换到了合作

共赢成为时代潮流的21世纪，而

美国一些政客还抱着“丛林法

则”式思维不放，堂而皇之地开

着历史的倒车。彭博社评论指

出，这种“冲突模式”无助于美国

赢得竞争。

文明从来都是在交流互鉴

中向前进步。近代欧洲从中华

文化中汲取智慧养分，助力了启

蒙运动的进程。到了近当代，中

国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对西方工

业、法治、管理等许多领域的文

明成果广泛吸收。这不仅没有

威胁到中国的发展，反而让中国

变得更加强大。而美国能成为

世界强国，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

广泛接纳世界各国人才的结

果。一直以来，文化多元是美国

社会引以为豪的价值观。

一个自信的文明，定然会对

其他文明怀有包容欣赏、乐于交

流的心态。如唯恐其他文明威胁

自身发展，显示出的其实是一种

格局的狭隘和文化的不自信。缺

乏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了解，也

是当前美国一些政客出现对华

“紧张综合征”的重要原因。实际

上，中国文化中没有国强必霸、威

胁别人的基因，向来崇尚以和为

贵、兼济天下的文明观。

中美建交40年来，两国关系

虽经历风雨，但总体不断向前发

展，双方合作始终大于分歧。当

前的中美关系，需要的应是更多

的理解和对话，而不是冲突和对

抗。所谓中美“文明冲突说”，可

以休矣！ 据新华社电

职业教育是现代国民教育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
年初，《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印发，明确了深化职
业教育改革的重大制度设计和
政策举措，职业教育迎来新的
发展机遇。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型
升级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技术
技能人才。这就要求职业教育加
快改革发展，进一步对接市场，优
化调整专业结构，更大规模地培
养培训技术技能人才，有效支撑
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以提升职业教育质量为
主线，提出一系列改革举措：建
立一批制度标准，完善国家职
业教育制度体系，完善学校设
置、师资队伍、教育教学相关标
准和职业培训标准；实施一批重
大项目，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
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打造一
批高水平实训基地等；启动一批
改革试点，开展1+X证书制度、
推进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
建设、构建符合国情的国家资历
框架、探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等试点；
推出一批扶持政策，落实生均
经费标准，扩大奖助学金覆盖
面等。

实施方案发布几个月来，教
育部会同中宣部、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人社部等10多个部门，
就高职扩招百万、启动中国特色
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1+
X证书制度试点、大规模职业技
能提升行动、产教融合型企业、
职业教育活动周等出台了十余
个政策文件，集中释放了一批含
金量高的政策红利。

谈到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下一
步的着力点，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
人教育司司长王继平介绍，将把推
进《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的落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中心工作任务。

“职业教育体制机制‘四梁
八柱’已经搭建起来，现在进入
到全面施工、内部装修阶段。”王
继平表示，将抓好部门、地方、学
校、企业四个着力点，把各项改
革任务做深做实，努力下好职业
教育改革这盘大棋。

据新华社电

一件印尼生产的普通球衣，
原来的价格是19美元。在印上
球星德罗巴的名字和号码后，它
的价格就变成了99美元。

这件球衣，出现在前年举行
的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展上。
有人从中看到了全球化，有人从
中看出了品牌的价值。

“品牌既是质量的外在表
达，也搭载了情感、时尚方面的
很多内容。”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会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江小涓在2019中国品牌发展
国际论坛上表示，在高质量发展
阶段，品牌建设是必选项。

2017年起，我国将每年的5
月10日设为“中国品牌日”，越来
越多的优秀品牌在市场竞争中
成长起来。但与我国的产业规
模和制造能力相比，国内品牌建
设还相对滞后，知名品牌仍然相
对较少。

根据《财富》公布的2018年
世界企业 500 强名单，中国有
120家企业入围，数量位居全球
第二。而根据世界品牌实验室
公布的2018年世界品牌500强
名单，中国有38家企业入围，排
名全球第五。

世界企业500强按照营业收

入（规模）排名，世界品牌500强
按照消费者的认可程度排名。
两者之间的“剪刀差”，显示了中
国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短
板”。

差距意味着机遇。随着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居民消费
持续升级，品牌建设面临一系列
有利条件：

经济发展既“扩量”更要“提
质”。上海近年来举全市之力打
造“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
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上海市
副市长许昆林说，对标国际最高
标准、最好水平，上海推动建立了

第三方自愿性认证的品牌评价新
模式，60多家标杆企业的产品或
服务获得“上海品牌”认证。

居民消费既重“实惠”也重
“享用”。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
工业协会理事长陈少军表示，消
费者对“颜值”的追求，让我国化
妆品市场规模40多年来增长900
倍以上。上海家化董事长张东
方说，通过产品升级和跨界合
作，百年家化一改品牌大龄形
象，陆续推出奶糖味唇膏、冻干
面膜等新品，以“守得住经典、当
得了网红”的姿态，不断赢得年
轻人的青睐。

从“大路货”到“卖断货”解析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品牌密码”

正视短板 以创新激活自主品牌

深化改革让职业教育迎来发展新机遇

搭建好机制的“四梁八柱”现在开始全面施工

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摆脱“土气”“廉价”的标签，呈现出高品质、高颜值。 新华社图

中国品牌的智能手
机，在巴黎、纽约发售时，
出现消费者排队购机的
场景。中国自主研制的

“精灵”无人机，被列入
“世界最有影响力的50款
科技产品”，从量到质，从
粗到精。巨大转变背后，
是品牌的力量。近期在
上海开幕的2019年中国
品牌日活动上，近200家
自主品牌集中亮相，展示
国货精品魅力的同时，也
激活高质量发展的“一池
春水”。

创新是品牌的灵魂。在
2019中国品牌日活动现场，自行
车展区人气很足。1949年的“永
久”、1950年的“飞鸽”、1959年
的“凤凰”、1960年的“五羊”，唤
起了很多人的回忆。

不过，对于老品牌的掌门人
来说，他们谈的最多的不是老情
怀，而是新探索——自行车材料，
有钛合金、碳纤维。自行车的价
格，从999元到39999元不等。至

于自行车的功能，在加上智能传感
器后，可以收集路况信息并上传云
端，形成智慧交通的大数据。

“‘永久’的主流消费群体是
‘80后’、‘90后’，类型包括旅行
车、山地车、电踏车、动感单车
等。”永久自行车董事长颜奕鸣
说。

匠心是品牌的底气。在晨光
文具的展台，一支中性笔引来很
多观众体验。这支中性笔比普通

笔多了一个硅胶护套，在消费者
手指按压笔握处时起到缓冲作
用。“很多初高中生，伸出手来就
会看到一个‘中指茧’，这是由于
书写疲劳造成的。针对这些痛
点，我们专门开发了舒适握感的
系列。”晨光文具高级品牌经理郑
天慧说。

意识让品牌更“有范儿”。
品牌经济时代，品牌的内涵在不
断加深。不仅产品有品牌，平

台、产业和区域也有品牌。
今年中国品牌日前夕，商务

部等组织阿里巴巴、苏宁易购等
10家电商平台联合启动了首届

“双品网购节”。与以往的“全
网”“全品”促销不同，“双品网购
节”不追求“身高体重”，更重视

“体质体能”，要求电商平台依托
大数据等先进技术，选择优质、
安全、实惠的商品，严把品牌、品
质关。 据新华社电

跨越“三道关”：创新、匠心和意识

正视“剪刀差”：既“扩量”更要“提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