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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话语

中国中亚携手同行 共促可持续发展

《中非经贸合作蓝皮书：中非经贸合作
发 展 报 告（2025）》全 球 首 发

本报讯 6月 13日首次向全球发
布的《中非经贸合作蓝皮书：中非经
贸合作发展报告（2025）》（以下简称

《蓝皮书》）指出，当前，中非贸易模式
已发生深刻变化，逐步向多元化、高
附加值、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型，未来
将在工业、农业、电信、数字经济、新
基建、绿色能源、金融产业等领域迎
来更多合作机遇。

作为第四届中国—非洲经贸博
览会的成果之一，《蓝皮书》在当日举
行的中非经贸合作项目落地方案推
介活动上由湖南省中非经贸合作促
进研究会、湖南省商务厅、中国经济
信息社、南京邮电大学中非经贸数据
科学研究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联合发布。

《蓝皮书》认为，中非贸易模式变
化主要体现在农业与食品行业从单
一原料向深加工转型、制造业从成品
出口向本地生产转型、数字经济与技
术服务新兴行业崛起、贸易形式从单
一传统交易向跨境电商转变等，导致
变化的原因包括非洲本地工业化进
程、中国经济升级和“一带一路”倡议
的推动等。

《蓝皮书》总报告聚焦中非经贸
合作总体态势，剖析了中非经贸合
作发展历程、现状、挑战和对策，为
政府、企业、社会机构、个人等主体
提供决策参考。国别篇分别围绕中
国与肯尼亚、尼日利亚、加纳、南
非、埃及、马里等国家的经贸合作发
展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专题篇
涵盖了中非农业合作、新能源合作、

纺织服装贸易投资、中医药合作、矿
业合作、园区合作及文旅产业合作
等多个领域，深入分析了各领域的
合作现状、挑战与对策。地方篇以
湖南省、广东省和浙江省为例，总结
了这些省份与非洲经贸合作的实践
与经验，提出了进一步深化合作的
建议。

《蓝皮书》显示，近年来，中非贸
易规模持续扩大，商品贸易 2023 年
超 2800 亿美元，服务贸易 2021 年达
418.66 亿美元，且贸易结构不断优
化，贸易范围愈发多元并向高附加
值转型；中国对非投资流量和存量
总体上升，投资领域集中于建筑业
等；基础设施建设成果显著，在交
通、电力、通信、水利等领域开展众
多项目；发展合作广泛，涵盖教育、
农业、医疗卫生、绿色发展等方面；
政策机制不断完善，高层合作框架、
贸易投资政策、金融支持政策等为
合作提供有力保障。

据悉，《蓝皮书》以公开发布的
数据和专项调查数据为基础，全面
分析了中非经贸合作发展现状和特
征，构建中非经贸合作发展评价指
标体系，计算中非经贸综合发展指
数和平衡发展指数，动态反映中非
经贸合作发展进程，全面系统展示
中非经贸合作发展成就。此后，《蓝
皮书》将结合中非经贸合作发展的
亮点、热点或难点，每年选定一个主
题进行研制，为中非经贸合作发展
建言献策。

（张玉洁 阮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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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谢亚宏 张志文 陈尚文

2023 年 5 月，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
国—中亚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时指出：

“中方愿同中亚国家在盐碱地治理开发、
节水灌溉等领域开展合作，共同建设旱
区农业联合实验室，推动解决咸海生态
危机，支持在中亚建立高技术企业、信息
技术产业园。”

首届中国—中亚峰会期间，中国同
中亚国家达成系列合作共识，其中包括

“发起中国—中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深
化绿色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合
作”。中国和中亚国家携手推进一系列
绿色发展项目，大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为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注入绿色
动能。

“相信这里的生态环境会
越来越好”

位于里海之滨的阿克套是哈萨克斯
坦的能源重镇。中信环境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信环境）投资承建的卡
拉赞巴斯油田采出水处理厂，一排排游

梁式抽油机正不停地将原油抽出井筒。
采出水处理厂总经理丁劼介绍，油田

原油属于稠油，需利用蒸汽驱热采工艺提
高采收率。这意味着油田要将大量淡水
加热汽化后注入地下，将原油“逼”出地
面。由于阿克套本地水资源匮乏，引流淡
水成本巨大，也面临供应短缺的风险。

2017 年 6 月，中信环境与哈萨克斯
坦卡拉赞巴斯石油公司签署采出水处理
厂建设运营协议，正式启动项目建设，项
目于2024年6月通过竣工验收。工厂采
用中信环境自主研发的超滤反渗透双膜
等技术，通过中央控制系统实现数字化
管理。

今年 31 岁的奥尔曼每天和哈方同
事们穿梭于反渗透膜和超滤膜双膜车
间，确保各工艺环节安全运转。在项目
工作 3年多，他从一名仓库管理员成长
为车间值班班长。“中国专家手把手指
导，让我如今能够独当一面，我很有成就
感。”奥尔曼表示。

走出工厂时，一群鸟儿正飞到厂区
附近的湖泊饮水觅食。几年前，这里还
是油田回注污水的聚集地，现在水质已
经恢复了洁净。生产班长伊兹巴萨罗夫

是阿克套本地人，他十分自豪地说：“我
们正在帮助家乡恢复宜居环境，我相信
这里的生态环境会越来越好。”

“助力我们的家园天更
蓝、树更绿”

泽拉夫善风电项目是乌兹别克斯坦
首个大型风电项目，由中国电建集团山
东电建三公司承建，总装机容量为521.7
兆瓦，目前已完成所有风机吊装，实现全
容量并网发电。项目可为 50 万个家庭
提供充足电力，每年可减少 110 万吨二
氧化碳排放。

项目副经理孙国超介绍，项目风
机全部为中国设备，采用直驱永磁机
组，故障率低、维护方便。所有风机均
安装驱鸟设备，能够自动辨别鸟类、自
动停机，在维护设备安全的同时保护
生态环境。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表
示，泽拉夫善风电项目是乌施行新能源
改革后第一个落地实施的风力发电项
目，对于国家实现能源多元化、促进可再
生能源发展、改善环境质量等具有重要
意义。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曾多
次视察项目现场，高度评价项目高效的
执行力，中国设备的可靠性、智能化以及
中方高质量施工技术。

项目在建设期间为当地创造了超过
1000个岗位，培养了一批风电人才。项
目乌方员工古丽表示，她在项目工作了
两年多，成为乌国内首批风电技术人
才。她说：“我很期待运用在公司学到的
经验和技术，助力我们的家园天更蓝、树
更绿。”

中亚各国普遍日照时间充足，拥
有大量高山河流和风场，具备发展清
洁能源的自然禀赋，各国政府都制定
了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中国在绿色
能源领域拥有大量优质产能，与中亚
国家合作建设了一系列绿色能源项
目。塔吉克斯坦“阿萨尔”中亚新闻网
总编辑阿努谢尔冯·拉苏洛夫表示：

“中国在中亚国家投资建设太阳能和
风力发电厂，将为中亚地区绿色发展
开辟新前景。”

“推动中亚地区的生态治
理继续走深走实”

咸海作为曾经的世界第四大湖，横
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水文状
况对两国乃至整个中亚地区都产生巨大
影响。20世纪后半叶开始，由于无节制
的农业灌溉，咸海水域逐步缩小，目前面
积仅相当于原始面积的10%左右。由于
水中含盐量不断上升，原本在咸海湖水
中生存的动植物因难以适应而逐渐灭
绝，干涸区域则成为当地盐尘暴和沙尘
暴的源头，当地耕地盐渍化日益严重。

2018年，乌兹别克斯坦创新发展部
主动致信，希望中方协助乌方进行咸海
生态治理。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
研究所（以下简称新疆生地所）拥有从事
土壤沙漠化和盐渍化治理研究长期经
验，该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生态、环境保护
和气候变化部咸海国际创新中心合作制
定了咸海治理方案，位于乌兹别克斯坦
西部努库斯的节水农业示范区便是双方
合作的最新成果。

2023年起，在努库斯周边3公顷的中
度盐渍化地块上，新疆生地所与咸海国际
创新中心开始进行“光伏+棉花”节水灌
溉、水肥一体化种植试验示范。新疆生地
所正高级工程师王平向笔者介绍，这一技
术已在新疆普及，其核心设备——来自中
国的光伏板和“智能水肥一体机”与滴灌
系统配合，可以根据作物需要自动施肥，
相比人工施肥，养分供应更及时和充
分。项目实施两年来，该节水农业示范
区棉田的籽棉平均亩产量达到 307 公
斤，远高于当地120公斤的平均亩产量，
且用水量仅约为当地的 70%，滴灌和施
肥所需能源也全部来自光伏发电。

新疆生地所所长张元明表示，今年
各方将在哈萨克斯坦咸海流域举办科考
活动，期待更多国家的学者就咸海生态
环境综合治理展开合作，实现中亚地区
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咸海国际创新中心
主任哈比布拉耶夫认为：“中国在沙漠化
防治、节水农业等领域积累了先进的技
术和丰硕的成果。希望未来各方加强合
作，推动中亚地区的生态治理继续走深
走实。”

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即
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
举行。这是中国—中亚元首会
晤机制成立后的盛会，也是首
场在中亚召开的峰会，具有重
要意义。2023 年 5 月，首届中国
—中亚峰会在西安成功举行，
成为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发展
史上的里程碑，推动中国中亚
合作迈上新台阶。首届中国—
中亚峰会召开以来，在元首战
略引领下，中国同中亚五国关
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
作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与中亚国家高层交往
频繁密切。2024年，习近平主席
应邀对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
进行国事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总
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今年吉尔
吉斯斯坦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
问。习近平主席同中亚国家元
首在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场合
多次会晤，高层保持密切交往，
不断巩固睦邻友好、团结互信，
为推动中国中亚合作提供了坚
实的政治保障。

中国—中亚机制建设蹄疾
步稳。机制框架内成立的经贸、
产业与投资、农业、交通等领域
部长级合作机制高效运作，机制
秘书处全面运营，机制加快“四
梁八柱”建设，为促进地区合作打造了高效
多边平台。

中国中亚务实合作蓬勃发展，人文交流
亮点纷呈。2024 年中国同中亚五国贸易额
达948亿美元，是建交之初的200多倍。中国
—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别迭
里口岸等重大合作项目接连落地，途经中亚
的中欧班列在开行总量中占比近80%。六国
在数字贸易、可再生能源、绿色经济等新领
域的合作快速推进，在减贫、荒漠化治理、生
态保护等领域分享经验，为共同发展繁荣增
添强劲动能。中亚两所中国文化中心先后
揭牌，4家鲁班工坊落地运营，土库曼斯坦鲁
班工坊也在推进建设中。多所中国知名高
校在中亚开设分校，六国互派留学生规模日
益扩大。中国同中亚五国已结成多对友好
省州市，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互免
签证，同其他中亚国家积极推进签证便利
化，每年数十万民众常来常往，为六国世代
友好注入源泉活水。

中国中亚安全合作坚实有力，多边协作
成效显著。中国同中亚国家秉持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积极落实全球安全
倡议，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合力打击“三股势
力”、跨国有组织犯罪及毒品贩运，坚决反对
外部干涉中亚国家内政，绝不允许任何势力
在中亚制造混乱和动荡，为地区和平稳定构
筑了强大的安全屏障。中国同中亚国家在联
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密切协调合作，在涉及彼
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支持
国际贸易规则，携手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团结
协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动荡不安的
世界贡献了正能量。

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形势，中国和中亚
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团结、深
化合作。各方将以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为
契机进一步凝聚共识，全面总结中国中亚合
作成功经验、规划下阶段合作，引领中国中亚
关系在更高水平实现更大发展。相信在本届
峰会上，中国和中亚国家将以实际行动展现
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坚定决心，为六国
发展振兴增添新助力，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
强大正能量，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
亚命运共同体。

■文/张玉洁 周楚昀 聂祖国

从 2024 年 10 月起，每天清晨，乌干达
工程师大卫·奥奇沃都会准时来到位于首
都坎帕拉的新市政道路项目现场。佩戴
着安全帽、手持施工图纸的他穿梭在工地
上，仔细巡查工程进展，协调各方工作。
每当遇到技术难题，他总会向自己的中国
师傅——项目生产经理李利请教。

“第一次接触中国企业的施工技术和
管理模式时，简直大开眼界。”42岁的大卫
感慨。自 2019 年加入中国建筑第五工程
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五局），参与坎
帕拉市的项目工作后，他从基础工作做
起，逐步掌握了从进场交底、编制物资供
应计划到管沟开挖、管线测量等核心施工

技术。
2022年12月，乌干达新市政项目开工，

大卫继续留任中建五局。此时，他已成长
为能独立统筹道路施工的属地工程师。坎
帕拉市政府表示，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
升城市交通效率，改善道路状况，有力推动
首都经济发展。

大卫表示，自己的成长离不开中国师
傅李利的悉心指导。李利手把手教他现
场施工知识，从看图纸、测量等基本功开
始，再循序渐进地传授施工规范理论和实
操知识。

两人在工作上教学相长，建立了高效
协作关系，更结下了深厚的跨国友谊。

2019 年起，李利投身中建五局的海外
建设工作，始终致力于培养当地人才。在

他的手机通讯录里存着20多位“洋徒弟”的
联系方式。

“大卫是一位开朗、沟通能力强的小伙
子，工作认真负责。”李利对大卫赞赏有加，

“他一有时间就追着我请教业务问题，并将
所学传授给其他属地员工，有效提升了团
队工作效率”。

凭借默契互补和出色的协作成果，这
对风格迥异的师徒荣获 2024 年中建集团

“一带一路”劳动和技能竞赛“明星中外师
徒”称号。

据悉，乌干达新市政项目是共建“一
带一路”与乌干达国家发展建设的一个缩
影，计划于今年 8 月完工。项目通过建设
高标准基础设施，打造了连接民生的“幸
福之路”。

第11万列中欧班列日前从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
总站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为中欧班列提供“随到随检、即检即放”通关服务，确
保中欧班列安全高效运行。 （图文/胡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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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师傅与乌干达“门徒”

第11万列中欧班列从二连浩特口岸出境
（上接1版）

仅仅 5 年，中国—中亚机制何以
成果斐然？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
者成。”合作的成功密码，“在于我们
始终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
互利共赢”。这是在合作中积累的宝
贵经验，是双方关系行稳致远的政治
保障，也是六国友好交往继往开来的
力量源泉。

今天的亚洲，和平稳定是大势
所趋，发展繁荣是民心所向。相邻
相近的地缘纽带、利益攸关的安全
和经济纽带、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
纽带，让中国—中亚机制成为相向
而行的结果，也让“好邻居、好伙伴、
好朋友、好兄弟”携手走上互利共赢
的康庄大道。

放眼全球，一个地区合作机制何
以世界瞩目？

命运与共，和合共生。世界版图
里的中亚，处在联通东西、贯穿南北的
十字路口，战略地位举足轻重；时代经
纬中的中亚，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不可

阻挡，保护主义逆风逆水的扰动也在
暗涌，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开放还是封闭、团结还是分裂、合
作还是对抗，这不仅关乎六国的未来
前景，也将从根本上长远影响亚洲乃
至世界的前途命运。坚持开放包容，
推进融合发展，实现和合共生，中国—
中亚机制不仅是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
念的生动实践，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示范，为创造繁荣美好的亚洲
和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做优做强
中国—中亚机制，促进全球和区域治
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
改革创新、昂扬奋进的中国，正与世界
共享广阔的机遇；一个团结互信、互利
共赢的中国—中亚，正鼓荡起时代潮
水的历史方向。

未来从历史中走来。“这是我们在
新的时代背景下，着眼各国人民根本
利益和光明未来，作出的历史性选
择。”习近平主席的目光，望向未来的
深处。

（李建广 陈世涵 邝西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