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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潮 玩 在 海 外 掀 起“ 拉 布 布

热”引发外媒关注。这款玩偶从小众

圈层迅速“破圈”，成为全球潮流新

宠：欧美市场抢购热潮不断，泰国官

方授予其“神奇泰国体验官”称号，二

手市场稀有款溢价惊人……新加坡

《联合早报》敏锐地指出，其成功得益

于企业在审美设计、本地化战略、社

群 运 营 和 跨 界 营 销 等 方 面 的 持 续

深耕。

当下，中国原创 IP 正以前所未有

的活力扬帆出海，在全球文化版图上

掀起一股强劲的“东方潮”。“拉布布”

全球爆火堪称中国潮玩出海的经典

案例，它与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等一道，共同

形成了中国原创 IP 成功“出海”的热

潮。这股“东方潮”的兴起，不仅让世

界感知到中国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

更重要的是，它往往巧妙融合了中华

文化的优秀基因与现代审美，为全球

受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体验，凸显了

中 国 文 化 软 实 力 与 影 响 力 的 悄 然

提升。

中国 IP 出海的强劲势头，首先源

于国内文化消费市场的蓬勃发展与

坚实的产业基础。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2024 年，中国人均教育文化娱

乐 消 费 支 出 达 3189 元 ，增 长 9.8％ ，

占人均消费支出的 11.3％，需求持续

旺盛。在此过程中，“中国制造”积

累 的 雄 厚 产 业 技 术 能 力 ，为“ 中 国

IP”的精良制作提供了强大支撑；14

亿多人口构成的超大规模市场，其不

断升级的多元化需求为文化产品快

速迭代提供了不竭动力；日益成熟的

资本环境，则加速了文化创意产业的

繁荣与升级。

更深层次看，中国原创 IP 能成功

打动全球用户，其核心魅力在于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例如《哪吒之魔童闹海》

对传统神话的颠覆性再创作，《黑神

话：悟空》对经典文学 IP 的精良视觉

呈现，都带来了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全

新感官体验。这些 IP 并非简单的文

化符号输出，而是将东方哲学、美学、

故事融入现代创意和科技表达中，创

造出兼具民族特色与全球共鸣的全

新文化体验。这种独特的文化基因

与创新表达的结合，赋予了它们跨越

文 化 隔 阂 、激 发 情 感 共 鸣 的 强 大

力量。

创新是中国 IP 走向世界的通行

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不断激发全

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是国家文化

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提升的关

键支撑。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期

刊发题为《中国是如何变“酷”的》的

文章，从人工智能大模型、电动汽车、

无人机到原创游戏列举了一系列的

中国创新产品，认为创新是中国变

“酷”的关键所在。文章特别提到，在

游戏领域，2024 年全球十大最盈利的

手机游戏中，有 4 款来自中国。如今，

全球阅读和消费的文娱内容越来越

多出自中国。

日益开放的对外交流环境也为

中 国 原 创 IP 的 全 球 传 播 提 供 了 助

力。中国持续推进的对外开放政策

助推了文化交流，跨文化接触也反推

中国生活方式的海外传播。截至目

前，中方已宣布 47 个国家人员适用

单 方 面 免 签 政 策 来 华 。 随 着 免 签

“朋友圈”不断扩容，越来越多的外

国 人 来 到 中 国 、看 见 中 国 、享 受 中

国。近期，美国网红“甲亢哥”在中

国行期间一镜到底的直播，让全球

网友看到日新月异 、自信友好的中

国，“中国太不一样了”等朴素真挚

的 话 语 ，道 出 了 无 数 观 众 的 心 声 。

与此同时，随着大量海外用户涌入

中国社交媒体小红书，跨文化交流

日益活跃。有观点认为，正是这种

真实、亲近的文化接触，增强了外国

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从而助

推了中国原创 IP 的全球“破圈”。

如今，越来越多中国原创 IP 走红

海外，既拓宽了世界了解中国的视

野，也为世界多元文化共同发展注入

活力。面向未来，中国原创 IP 出海将

不只是“出圈出彩”，更在于如何从个

体突围走向体系化崛起，构建起多元

包容、辐射全球的文化矩阵。“潮”起

东方，会让更多人看到文化交融的美

好未来。

5 月 30 日，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

仪式在香港举行。来自亚洲、非洲、

拉美和欧洲 85 个国家和近 20 个国际

组织的高级别代表约 400 人出席。其

中，33 个国家现场签署公约，成为创

始成员国。国际调解院旨在根据各

方意愿，调解国家间、国家与他国投

资者间以及国际商事争议，将填补国

际调解领域机制的空白，是为完善全

球治理提供的重要法治公共产品。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

深入发展，各国经贸人文往来更加密

切，矛盾争端也随之增多，国际社会

对及时有效化解纠纷、维护长期稳定

合作关系的需求也更加迫切。在此

背景下，国际社会对完善国际争端解

决机制的呼声日益强烈。国际调解

院的诞生，回应了各国求和平、促稳

定、谋发展的共同关切，顺应合作共

赢的时代大势，将为国际社会解决争

端贡献和合智慧，为维护国际公平正

义发挥积极作用，是携手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创新之举。

作为《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重要

争端解决方式之一，调解具有更灵

活、更经济、更便捷、更易执行等独

特优势。国际调解院的成立践行了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将调解

这一“柔性”手段机制化，汇集各国

智慧和各大法系优势，体现了互相

尊重 、开放包容的精神。借助国际

调解院的平台，当事方能够更加平

等 、公 正 、自 主 地 参 与 争 端 解 决 过

程，有话如实讲，有事好商量，共同

寻求各方利益“最大公约数”，最终

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国

际调解院与诉讼 、仲裁等现有国际

争端解决机制相互补充，协同增效，

有助于超越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

促进国际争议的友好解决，构建更

为和谐的国际关系。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国家之间

有分歧是正常的，应该通过对话协商

妥善化解。长期以来，中方始终主张

以互谅互让精神处理分歧，以对话协

商方式凝聚共识，以合作共赢态度促

进发展，以面向未来眼光解决问题，

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

道。作为国际调解院的主要发起者

和推动者之一，中国从理念引领到实

践探索，为这一争端解决新机制的诞

生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调解推崇“以和为贵”，充分尊重

当事方意愿，体现了东方和合传统。

近年来，这一独特的东方智慧在国际

舞台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从斡

旋沙特与伊朗“握手言和”，到促成巴

勒斯坦内部各派别实现历史性和解，

中国外交不断将和合智慧转化为定

分止争的成功范式。和合智慧深植

于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贯穿于中国

行动的方方面面。从提出并推动落

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

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等重大倡议，到推动建立国际调解

院，一系列倡议和方案深刻彰显中国

“以和为贵”理念的时代价值，为世界

和平与发展营造了更加积极有利的

环境，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

了光明前景。

此次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倡议由

中国与立场相近国家共同发起，得到

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体现了国际社

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和平安

全、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强烈诉求，

反映了全球南方推动全球治理朝着

更 加 公 正 合 理 方 向 发 展 的 共 同 愿

望。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霸

权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全球治

理赤字更加凸显，国际调解院作为全

球南方国家贡献的全球治理公共产

品，既有利于填补国际法治公共产品

的缺口，也有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参

与度，推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向公平

普惠方向发展，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

治理中的代表性与发言权。

以对话化解冲突、以协商调解纷

争，也是世界各大文明的共同价值和

普遍追求。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命

运紧密相联，只要各方善用调解的办

法，以互谅的方式处理矛盾，就能化

干戈为玉帛，变高墙为通途。期待国

际社会携手努力，推动国际调解院为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发挥积极作用，为

人类开辟更加美好的未来。

近日，海南日报客户

端发布了海南省级层面整

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

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共

海南省纪委办公厅关于整

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

型问题的通报。其中，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在文明

创建工作中，在全县重点

片区开展多轮模拟测评问

卷调查，对测评满意度未

达 95%的单位进行通报约

谈。但对群众在问卷中反

映的突出问题，解决办法

不多、效果不佳，与群众期

盼差距较大。

问卷调查是获知群众

对某一项工作满意度的有

效手段。创建文明城市对

市民满意度等提出要求，

本意是通过满意度测评，

推动政府改进服务、居民

参与共建，有效推进城市

文明建设。然而，当下一

些 地 方 对 群 众 满 意 度 搞

“一刀切”的考核，频繁“问

卷于民”，看似重视群众意

见，实则是对满意度数据

的重视，而没有着力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让

不少群众有种“被利用”的

感觉，产生更多“不满意”，

偏离了调查研究初衷。

还有一些地方，依赖网络进行调

查，即便得出高满意度结论，也不一定

符合真实情况。当前，我国网民众多，

但仍有一些群众不经常上网。即便上

网，也有很多人只浏览不发言，不轻易

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出于种种考虑不愿

意表达真实的观点。因此，相关部门一

方面要利用新技术提高调查效率，另一

方面，不可忽视“线下”群众路线，坚持

面对面了解群众意见，实打实解决突出

问题，让实际工作与满意度测评结果匹

配，增加群众对满意度调查的信任。

满意度调查的根本目的是解决群

众的“不满意”。面对群众诉求多样化、

一些公共政策存在“众口难调”的情况，

群众满意度调查是找对方向、找准问题

的有效手段。如果点点鼠标推送问卷，

“塞住耳朵”进行调查，群众的难题就会

成为电子表格里的一个数字，如果只重

形式不问实际效果，调查问卷对实际工

作的“赋能”弄不好会成为“负能”。只有

双脚沾上泥土，心中装着百姓，才能在方

案制定、样本抽取、问题设置、数据分析

等过程中力求科学，让满意度调查为精

准施策找到方向。把满意度调查中发现

的问题当做工作重点，针对性推进改革、

系统性设计政策，让群众的“不满意”在

一次次调查、解决、回访中，逐步化为“满

意”，才能真正赢得群众的满意。

满意度本就是一项充满个人感情

色彩的评价，简单用代表性未必充分的

“网络填表”代替走访、座谈等线下调

查，难免给形式主义留下空间。如果像

一些地方将“满意度调查”变成“网络问

卷考核”，一些基层干部恐怕会琢磨如

何“精准拿分”“精致作秀”。多角度衡

量一项工作，全方位评价一个地方，不

应只看表格里的统计，看到数字背后真

实的人，才能真正找到提升“满意度”的

着力点，让满意度评价成为改进工作、

推动发展的“驱动力”。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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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出海，“潮”起东方
新华社记者 许苏培

为国际社会定分止争贡献和合智慧
新华社记者 董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