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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在现实中传播，在社会中推广，在民众中

践行，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

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剑桥大学出版

社撤稿事件说明，在学术出版领域中，还有大量的西

方学者借学术研究的名义，以学术论文的方式，对其

不合理不恰当的观点有意识地针对性传播。对此，
需要从国家文化安全和主权安全的角度，更加重视

和强化出版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

２．中国政府应该重点加强在数字内容方面的审

查。近年来，由于数字出版的快速发展，国外出版机

构（出版集团和出版社）逐渐以数据库而非纸质书的

形式将内容产品推广到中国市场。据励讯集团中国

区总裁介绍，励德爱思唯尔集团９０％的营收是数字

出版收入，纸质书及工作流方面的其他收入仅占不

到１０％。由此可见，目前我国政府主管部门重点以

纸质书内容监管的审查形式已经变得极不适应，需

要重点加大对数据库内容的审查。但国外出版集团

的数据库的服务器一般都不设在中国境内，而是设

在境外，因此，如何加强对设在境外的数据库内容进

行审查，仍有待于我国政府和国内相关法律界人士

加强对国际相关法律的研究，从国际相关法律的层

面获得对国外数字内容监管和审查的合法权。

３．解决剑桥大学出版社撤稿事件这一问题的最

好方式，是对国外出版机构的数据库内容进行模块

化处理。目前，大部分出版机构是以整包的方式，销
售给中国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中国的高校和相关

研究机构由于可以享受到大包的折扣，也愿意购买

全文数据库。将来，建议将数据库分成多个子库，把
可能涉及国 家 政 治 安 全 和 文 化 安 全 的 内 容 分 拣 出

来；。而对ＳＴＭ（即科学技术和医学）等领域的数据

库，由于其内容大都是专业学术信息，基本不会涉及

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这一些方面的数据库则可以

考虑全部提供给相关的国内受众。

４．加快提升中国学术期刊和学术内容的水平和

影响力。目前，我国有１００８４种期刊，其中学术期刊

有６４００种，占比超过期刊总数的６０％，但学术期刊

的整体水 平 和 质 量 还 有 待 提 升。这 有 多 方 面 的 因

素，如国内的学术研究方式不尽完善，需要借鉴和模

仿西方学术期刊的研究范式。此外，中国大学在学

术论文质量评价体系中，过分看重论文的国际影响

力，从一定侧面反映了文化自信的缺失。很多大学

评教授通常要看教师发表的学术论文是否是国际核

心期刊。即便是论文学术含量很高，但仍有可能因

为其没有发 表 在 国 际 的 学 术 期 刊 上 而 不 能 晋 升 教

授，从而迫使国内学者把高水平的研究论文首先考

虑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这些都使得国内的学术

期刊和学术 内 容 的 整 体 质 量 仍 处 于 相 对 落 后 的 局

面。这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和高校及研究机构多点发

力，努力引导学者把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发表在国

内的学术期刊上，尽快提升国内学术期刊的国际影

响力和学术话语权。
（作者为北京印刷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中白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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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白俄罗斯独立以来，中白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近几年两国经贸合作与人文交往更加深入。在白俄

罗斯学者看来，其原因主要在于两国在经济社会发

展的道路选择上有相近之处。
一、发展中白两国关系是两国外交的共同选择

中白两国 于１９９２年１月２０日 建 交，２０１６年，
中白两国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互利合作

的新 水 平。过 去２５年 间，中 白 两 国 贸 易 额 增 长 了

１００多倍，并且 仍 持 续 快 速 增 长。两 国 合 作 给 两 国

和两国人民带来很大利益。
二、中白两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相似性将继续推

动双方互利合作

白俄罗斯学界认为，白俄罗斯与中国经济发展

模式的相近 之 处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促 进 了 中 白 合 作 的

发展。
首先，两国都在国家领导层面积极推动并参与

经济活动。在白俄罗斯学界看来，这种参与是对经

济发展过程的一种合理干预。在一定意义上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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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国家权力不仅能够确保国家政治稳定，同时也

是维护社会正义和保障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
其次，两国经济发展目标都是实现国家与个人

的共同发展。白俄罗斯和中国在实现经济发展过程

中并没有把私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发展对立起来，
而是努力保持两者平行发展。此外，两国领导人都

认为，无论企业是哪种所有制形式，都应把国家利益

放在第一位。在这些问题上，两国政府的态度有比

较大的相近性。
在对待非国有经济的态度上，两国也比较接近。

尽管在白俄罗斯经济中，还保留着一定程度的苏联

计划经济因素，但是，推动非国有经济发展已然成为

国家经济政策的一项内容。在这方面，白俄罗斯明

确要学习和借鉴中国经验。
第三，两国都依靠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白 俄 罗

斯学界认为，实现创新发展是提高白俄罗斯在世界

市场经济竞争力的系统性手段，尽管白俄罗斯的原

材料、燃料和能源等资源不足，但具有很强的科研潜

力，拥有专业人才。创新发展成为未来五年（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国家政策的主导思想。中国党和国家也始

终支持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有

５０多处提到“创新”。
第四，强有力的社会发展政策是中白两国经济

模式的特征。白俄罗斯的社会政策主要体现在规范

人口收入，保障就业和居民社会保障三方面。中国

政府也明确了经济政策的社会性。十八大以来，有

超过５５００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中国的扶贫工作效

果十分显著。
第五，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合理

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的经济发展政策，是中白两国

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之一。白俄罗斯领导层在生态

环境政策的制定上一贯持严谨态度，这一立场在白

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方案规划中有明确体现。中国

共产党十九大文件中也强调环境保护问题，中国政

府计划制定有史以来最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创

建“绿色”发展模式，普及和推广“绿色”生活方式，建
设“美丽中国。

第六，实现可持续发展，造福子孙后代。中白两

国的主要任务不仅包括继承祖先的优良道德传统，
还要将这种精神、这种道德传统以及思想原则贯彻

到两国主要经济发展模式中，就这一点来说，精神传

承和传统继承的力量不亚于社会经济各项参数的影

响力。
白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中蕴含着白俄罗斯人从

过去年代中积累的经验，在这种经济模式中，精神文

化传统和斯拉夫人的价值观体现在人们对理想的信

念和对正义与美德的渴望上，体现在为社会服务、自
我牺牲，以及同心同德和集体主义精神上。不管时

局如何变化，历史如何演变，这些都将是白俄罗斯人

永久不变的优良精神。
三、中白经济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白俄罗斯和中国各自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

正在证明其效力。根据人类发展指数，近年来白俄

罗斯共和国的评估结果有很大提升。目前，白俄罗

斯在１８８个国家中排在第５２位，属于人类发展水平

比较高的国家，几乎超过了除俄罗斯以外的所有独

联体其他国家。中国在人类发展指数评价体系中属

于指标水平较高的国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的

那样：“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

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这些历史性变革，
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白两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有着本质上的相

似之处，这正是造福两国人民、进一步巩固两国全面

交流合作的基础。同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建设成就，也将因中国的开放政策而影响世界，推
动更多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作者李燕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副研究员；作者格鲁别夫·谢尔盖·格里戈利耶维

奇为白俄罗斯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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