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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南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入海口，

马普托跨海大桥宛若飞虹，跨越蓝色海湾，将

北岸主城区和南岸卡腾贝地区紧紧相连，凭

借 680 米长的主跨长度，一举刷新非洲悬索

桥主跨径之最。

大 桥 地 处 城 市 交 通 枢 纽 ，既 要 保 障 10
万吨级货轮通航需求，又要最大限度降低对

航空安全的影响。“当初几易其稿才确定双

塔 单 跨 锚 碇 式 悬 索 桥 方 案 ，形 成 了 近 2500
张图纸的成套技术规程。”中国路桥公司莫

桑比克办事处开发部负责人陈豪举说。

“受当地气候因素影响，普通沥青混合料

容易开裂，降低施工质量。”陈豪举介绍，项目

团队进行大量试验，不仅攻克了沥青浇筑难

题，还丰富了大吸水率粗骨料配置高性能混凝

土的研究成果。

2018 年 大 桥 通 车 以 来 ，马 普 托 气 象 一

新。南岸，昔日渔村卡腾贝，如今商业区、居

民区房屋林立。从马普托到南非，客货运时

间从 4 小时缩短至 1.5 小时。

在莫桑比克，由中国路桥承建的又一座

大桥——萨韦河新桥即将建成通车，中国桥

梁“走出去”的故事还在续写。

莫桑比克马普托跨海大桥—

飞虹跨海 气象一新

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往东南约 30 公里，中

国建材赞比亚工业园坐落在丘陵山谷中。

水泥、烧结砖等产品源源不断产出，却没

有老式水泥厂灰尘漫天的景象——对这座现

代化工厂，工业园安全环保部副部长陈立新

很自豪：“工厂采用多项节能环保工艺，尽量

选用工业副产品作为原材料，例如石膏尾矿、

炉渣等。”

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工业园还带来了

当 地 道 路 、供 水 、照 明 等 方 面 的 民 生 改 善 。

2019 年 3 月，附近齐亚亚村村长约翰·达卡和

陈立新聊天时说：“村里有一段道路被阻断，

村民们外出常要绕道。”

当时兼任工业园所属石灰石矿矿长的陈

立新和同事们商量出解决方案：矿山剥离需

要排土，修路则要用土，何不“废土”利用？既

解决村民出行难题，又消化渣土，一举两得。

说干就干，项目团队爬高走低、踏勘场地。3
个月后，一条兼顾安全性与便捷性的村道顺

利铺通。

“我们将继续努力，为深化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增进中非友谊贡献自己的力量。”陈

立新说。

中国建材赞比亚工业园——

绿色工厂 惠及民生

中 国 和 希 腊 友 好 交 往 源 远 流 长 ，早 在

2000 多 年 前 就 通 过 古 丝 绸 之 路 实 现 交 流

往来。

无垠海面，航路繁忙。爱琴海边，千年古

港涅槃重生。“作为希腊航运业的重要港口，

比雷埃夫斯港一度陷入低谷，不少船东甚至

弃港而去。”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港口有限公

司副总裁金备源说，得益于中国企业的参与，

比雷埃夫斯港活力重现，年集装箱吞吐量全

球排名最高提升到第二十五位。

更换老旧设备、翻新码头、采用数字化管

理系统、提高码头客户服务标准、吸引高精尖

人才入职……目前，比雷埃夫斯港已成为地

中海领先的集装箱大港、欧洲最大的渡轮港

口以及欧洲第三大邮轮母港。2022 年度，比

雷埃夫斯港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6.2%，

净利润同比增长 43.9%，分红水平提高到中

国远洋海运集团收购前的 12 倍。

“截至 2022 年，中国远洋海运已在当地

直接创造就业岗位约 4000 个，间接创造就业

岗位 1 万多个，带动希腊 GDP 提高 1.56 个百

分点。”金备源说。

希腊比雷埃夫斯港——

千年古港 活力重现
巴西托坎廷斯州大草原上，国家电网

巴西控股公司运维部技术处经理崔大伟开

车前往实训基地。

“我见证了项目从建设到投运的全过

程。”崔大伟介绍，美丽山± 800 千伏特高压

直流输电二期项目由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投

资建设运营，线路总长约 2500 公里，将电力

从巴西北部的美丽山水电站输送到巴西东

南部，与一期项目共计可满足约 2200 万人

口的用电需求。

带电作业技术是我国特高压直流输电

线路的重要检修手段，在线路不停电、电量

“零损失”情况下完成缺陷处理，保障持续

供电。我国技术与当地经验如何结合？崔

大伟和同事与巴西国家电力公司电科院多

次交流，参与试验，推动特高压带电作业屏

蔽服获得巴西劳工部认证。去年，线路铁

塔附近的间隔棒损坏后，当地通过带电作

业方式更换。这是巴西首次± 800 千伏特

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带电检修。

今年，国网巴控公司组织了两轮培训，

带电作业人员增加到 40 多人。

巴西美丽山特高压二期项目——

澎湃电力 源源赋能

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建设者古纳

万：以前，从雅加达到万隆要 3 个多小时，

高铁通车后只需不到 1 个小时。能参与

国家第一条高铁的建设，我非常荣幸！

巴西电力领域专家法比亚诺：美

丽山特高压二期项目的投运，让我们

了解到中国的先进技术。中国带电作

业标准规范与巴西本地相结合，帮助

我们培养更多线路运维人才。

莫桑比克卡腾贝居民富莫：马普托

跨海大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变化。以前

我们穿越海湾到市区十分困难，现在可

以更方便地做生意，生活质量也改善了。

中国建材赞比亚工业园仓库主管

伦古：工业园还帮我们扩建修缮了通往

首都卢萨卡的道路，孩子上学、村民看

病都十分方便，真令人高兴！

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港口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萨瓦斯：2016 年中国远洋

海运集团开始管理港口，开展了许多投

资 和 项 目 ，对 经 济 发 展 作 出 了 巨 大 贡

献，我感到非常骄傲。

10 月 2 日，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正式启

用。这是东南亚第一条高速铁路，也是中国高

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落地。

作为雅万高铁承包商联合体指挥长，辛

学忠早早来到雅加达哈利姆站，乘坐首发列

车。“我的心情就像队伍等待检阅一样激动。”

辛学忠说，雅万高铁沿线地形复杂，特别是爪

哇岛区域，施工难度极大。

列车一路飞驰。车身印着科莫多龙的纹

样，座椅点缀着印尼蜡染花布风格的祥云图

案，凸显当地特色。“雅万高铁动车组依托复

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技术平台设计制造，同

时增添了适应性优化设计，以适应印尼高温

高湿高盐雾的运营环境。”中车四方股份公司

设计师张喆清介绍。

说话间，列车穿越了全线最长隧道——6号

隧道。身为隧道的建设者，中国中铁印尼雅万

高铁项目工作人员綦敦强说：“为了确保隧道如

期贯通，采用了超前地质预报、边墙注浆等多项

工法，将我们的经验全部用到了雅万。”

40 分钟后，列车顺利抵达万隆帕达拉朗

站。当地民众载歌载舞，热烈庆祝，盼望更多

新的经济活动随高铁而来。

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

钢铁巨龙 提速发展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

于 10月 17日至 18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作为建设主力军，我国中央企业积极布局、广

泛参与。从大基建到“小而美”的民生工程，

一个个路、桥、港、园区、装备项目，带动技术、

标准、设备走出去，也让共建伙伴获得实惠。

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拥有 8000 多个机构和项

目，直接带动外方员工就业近百万人。

基础设施“硬联通”。10 年来，中央企业

累计承担境外港口、铁路、机场等重大基础项

目超 200 个，涌现了雅万高铁、马普托跨海大

桥、比雷埃夫斯港等明星项目。

规则标准“软联通”。10 年来，中国与共

建国家在工作制度对接、技术标准协调、检验

结果互认、电子证书联网等方面取得积极进

展。三大电信运营商海外服务网络遍及 40
余个国家，铺设出新型基础设施的“高速路”。

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10 年来，中央

企业建设运营的产业园区达 20 多个，一方

面，积极吸引当地和第三国产业入驻，帮助所

在国打造国际产能合作平台；另一方面，协助

当地解决交通、用水、用电、就业等民生问题，

累计承担水电、风电、光伏项目超 270 个。

齐心协力、守望相助，一条携手实现共同

发展繁荣的康庄大道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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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④：巴西美丽山特高压二期项目。

国家电网供图

图⑤：希腊比雷埃夫斯港。

中国远洋海运供图

图①：雅万高铁德卡鲁尔站。

史家民摄（人民视觉）

图②：莫桑比克马普托跨海大桥。

中国路桥供图

图③：中国建材赞比亚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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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方位经济新方位··特别报道特别报道R
十年来，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经贸领域合作取得一系列实打实、

沉甸甸的合作成果。商务部副部长

郭 婷 婷 在 接 受 新 华 社 记 者 专 访 时

表 示 ，在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坚持共商

共建共享原则，与共建国家加强经

贸领域务实合作，规模稳步扩大，质

量持续提升，携手实现互利共赢。

未来，中国将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

务实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经

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三个“更加”凸显
经贸合作量稳质升

中国与共建国家经贸合作取得

的积极成效，郭婷婷用三个“更加”

来概括。

贸易投资更加深化——

“中国超大市场为共建国家提

供了重要发展机遇，来自共建国家

的商品在中国整体进口中占比已经

接近一半。”郭婷婷说。

郭婷婷介绍，中国是 110 多个

共建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2022 年

与 共 建 国 家 的 货 物 贸 易 规 模 接 近

2.9 万亿美元；2022 年对共建国家直

接投资超过 300 亿美元，吸引投资

超过 200 亿美元，涵盖研发设计、生

产制造、商贸物流等多个领域。

中国与共建国家的贸易投资合

作，促进了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推动

了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为建设开

放型世界经济注入更多动能和活力。

项目合作更加丰富——

这十年，中国在共建国家承包

工 程 的 完 成 营 业 额 ，每 年 都 超 过

1000 亿美元。

中老铁路通车，非洲疾控中心

总部项目竣工，推进菌草、杂交水稻

等一批“小而美”项目……细数标志

性项目、援外成套项目、惠民生项

目，郭婷婷说：“这些合作项目，助力

共建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

互联互通，改善民生福祉，增强了共建国家的发展能力。”

平台机制更加健全——

郭婷婷介绍，中国已与 20 个共建国家签署自贸协定，

特别是推动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

生效，建成了全球最大自贸区；与相关国家签署了 47 个绿

色、数字和蓝色领域的投资合作备忘录，“丝路电商”合作伙

伴国增加到 30 个，新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举办进博会、服贸

会、广交会、投洽会、数贸会和一系列区域性展会，鼓励和支

持各国企业共享“一带一路”发展机遇。

基础设施建设助力共建国家拓
展发展空间

基础设施建设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领域。郭婷婷

介绍，十年来，中国在共建国家承包工程累计签订合同额

2 万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1.3 万亿美元。

郭婷婷认为，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中国企业

积极参与共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助力共建国家夯实发展

基础，拓展发展空间，主要呈现四个特点。

一是行业分布广泛，涉及交通运输、民用建筑、电力工

程、石油化工、通信工程、工业建设、水利建设、废水处理等

诸多领域；

二是标志性项目相继建成，包括中老铁路、雅万高铁、

蒙内铁路、柬埔寨金港高速公路、巴基斯坦拉合尔轨道交通

橙线项目等，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力和显著示范效应；

三是新兴领域快速发展，今年前 8 个月，中国企业在共

建国家新签订节能环保类项目合同额 160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2%，充分体现了“绿色”这一共建“一带一路”鲜明底色；

四是有效惠及当地民生，累计在共建国家实施援外项

目超过 1600 个，建设了一大批教育、卫生、环保、减贫等项

目，助力共建国家增进民生福祉。

郭婷婷说，下一步，商务部将指导企业扎实推进境外项

目建设，推动更多高质量项目落地，将着力抓好四方面工

作：一是加强战略对接、规划对接和产业对接，进一步深化

基础设施项目互联互通；二是推动对外承包工程提质增效，

支持设计咨询企业走出去，促进投资、建设、运营综合发展；

三是拓展合作新领域，引导企业加强绿色基建、新型基建合

作，助力共建国家实现绿色发展、数字化发展；四是深化三

方和多方市场合作，发挥各方技术、资金、管理等方面特长，

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深化经贸合作推进与共建国家
签署自贸协定

“从实践角度看，自贸协定能够有效稳定和深化参与方

的经贸合作，促进企业发展、增进民生福祉。”郭婷婷说，目

前中国已同 28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自贸协定，其中包括 20 个

共建国家。

她介绍，十年来，中国与韩国、格鲁吉亚、厄瓜多尔、尼加

拉瓜等签署双边自贸协定，与东盟、智利、新西兰等签署自贸

协定升级议定书。2020 年 11 月，中国与东盟 10 国和日韩澳

新正式签署 RCEP，今年 6月已对全部 15个成员生效。

“总的看，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

路’、面向全球的自贸区网络。”郭婷婷说。

郭婷婷表示，下一步，将按照党中央部署，不断扩大

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推动加入《全面

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高质量实施 RCEP，推进与东盟、海合会、塞尔维亚、

洪 都 拉 斯 、新 西 兰 、秘 鲁 等 自 贸 协 定 谈 判 或 升 级 谈 判 进

程，让参与方的企业和人民更早、更多享受到自贸协定的

制度性红利。

（新华社北京 10月 11日电 记者谢希瑶、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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