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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上，多个与沙特阿拉伯有关的合作项

目被写入高峰论坛务实合作项目清单，充分表

明中国和沙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正不断取

得积极成果。

沙特是最早响应、支持和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的国家之一。沙特领导人在多个场合表示，

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习近平主席先后于 2016 年和

2022 年对沙特阿拉伯进行国事访问，为中沙共

建“一带一路”指明前进方向、注入强劲动力。

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国和沙特共建“一带

一路”成果丰硕。

中方支持沙方“2030 愿景”“绿色中东”等

一系列重大发展倡议，积极参与沙特工业化进

程，助力沙特经济多元化发展。两国政府已签

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与“2030 愿景”对接实施方案。在共建

“一带一路”框架下，两国有关部门在能源、基

建、投资、交通、通信和信息技术等领域签署多

份合作协议。

中国企业深度参与沙特基础设施建设，业

务覆盖多领域。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承建和

运营的麦加轻轨是沙特第一条轻轨铁路。中国

港湾公司参与设计、建造和投资运营的吉赞经

济城商业港带动沙特西南地区海上贸易。多家

中国企业参与承建沙特新未来城相关项目，为

沙特打造未来城市样板带来中国理念、技术和

品质。

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国

自 2013 年起成为沙特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

易额 10 年来增长了 61%。沙特长期是中国主

要原油供应国之一，连续 20 多年是中国在中东

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能建葛洲坝国际公

司承建的沙特阿尔舒巴赫 2.6 吉瓦光伏项目，是

全球最大的在建光伏电站，建成后每年将减少

碳排放量约 312 万吨，是沙特能源转型标杆项

目。中国科技企业还同沙方在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建设等领域开展富有成效

的合作，助力沙特经济数字化转型。

沙特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

之一。中国工商银行在沙特利雅得、吉达相继

开设分行。不久前，中国银行利雅得分行开业，

成为落地沙特的第二家中资银行。中国进出口

银行和沙特阿拉伯国家银行成功落地首笔人民

币贷款合作，标志着两国金融机构合作再上新台阶。

“中文热”在沙特持续升温。2022 年，习近平主席复信沙特中文

学习者代表，鼓励沙特青年学好中文，为增进中沙、中阿友谊作出新

的贡献。目前沙特有 4 所大学开设中文专业，首所正式挂牌的孔子

学院今年 6 月投入运转。中沙联合开展塞林港遗址考古项目，发现

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瓷器和钱币，再次印证了中沙以及中国同阿拉

伯半岛源远流长的友好交往史。

阿拉伯谚语讲，“语言是叶子，行动才是果实”。中沙共建“一带

一路”这棵友谊和发展之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中沙将携手续写千

年丝路交往佳话，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不断造福两国和两

国人民。 （作者为中国驻沙特大使）

推
动
中
沙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
行
稳
致
远

陈
伟
庆

本版责编：邹志鹏 赵益普 郑 翔

■国际视点R

■大使随笔R

国际金融论坛20周年全球年会在广州举行

本报广州 10月 30日电 （记者罗艾桦）为期 3 天的国际金融论

坛（IFF）20 周年全球年会 29 日在广州南沙新落成的国际金融论坛永

久会址闭幕。此次年会邀请了众多国际政治、金融等领域的政要领

袖和专家学者，围绕年会主题“‘新资本、新价值、新世界’：全球经济

碎片化下的重振与合作”展开深入探讨。

此次年会发布了《IFF2023 年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报告认为，

基于全球大幅收紧货币政策以遏制通胀，2023 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进

一步放缓，预计增长 3.1%，低于 2022 年的 3.4%；2024 年全球经济增速

预计维持在 3.1%。

中国馆在日本国际旅博会受热捧

据新华社东京 10 月 30 日电 （记者杨光）10 月 26 日至 29 日，

2023 日本国际旅游博览会在大阪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中国馆以浓

厚中国风的陈设吸引了各国旅游界人士和日本民众争相参观。

展会期间，以“你好！中国”为主题的中国馆，展示了中国各地自

然风光、历史文化、传统建筑、现代都市等一幅幅美妙画卷。来自上

海、湖南、湖北、辽宁、广东、江西、江苏等 17 个省市的文化和旅游厅

局及近百家旅游企业，为观众呈现一场场各具特色的旅游推介和文

艺表演。

日本国际旅游博览会是世界最大的专业旅游博览会之一。2023
日本国际旅博会吸引来自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家机构、企业参

展，参观人数达 15 万人次。

今年 3月，家住法国上加龙省的卡罗琳决定给自家屋顶安装

8块自用光伏板。半年来，电费有了明显下降：4月下降 22.5％，5
月下降 15％，6月下降 44％，8月下降 40％。对于一个五口之家来

说，这样的节省非常可观。卡罗琳表示：“家庭光伏发电给生活带

来了便利，下载手机应用就能实时查看光伏板发电功率。”

上加龙省位于法国西南部，光照充足，是法国自用光伏板安

装量增长最迅速的省份之一。法国《回声报》称：“面对越发频繁

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及居高不下的电价，法国人纷纷安装自用

光伏电池板。”一家法国电网运营商的数据显示，两年来，法国自

用光伏板的用户数量增加了 1 倍多。截至今年 6 月底，有近 32.6
万用户使用自用光伏板，比 2022 年同期增加了 77%。公寓楼和

小型社区的集体自用项目也在增加，目前数量超过 220 个，较

2021 年增加了两倍。

法国政府出台了相关补贴政策，对于安装自用光伏电池板

的普通家庭，将根据安装规模提供数量不等的补贴。例如，一个

普通家庭若安装 3 千瓦的光伏设备，器材和安装总成本在 1 万欧

元左右，法国政府将给予 1500 欧元的补贴金。

法国正多举措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根据法国环境与能源

管理署的数据，2022 年，法国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总消耗量中占

比为 20.7%，比 2005 年增加 11.5 个百分点。法国政府提出，到

2050 年，要将太阳能发电量提高到 100 吉瓦以上，部署 50 个海

上风电场，并将陆上风电产量翻一番。

今年 2 月，一项旨在加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法案在法国参

议院通过。该法案重视光伏发电发展，对光伏基础设施提出了

更高要求。例如，法案要求加快在一些潜力“荒地”如公路、铁路

和河流两旁以及沿海地区部署光伏设备。对于超过 1500 平方

米的室外停车场，必须在其面积的一半以上范围安装光伏设

备。在新建或进行重大翻修的非住宅建筑例如仓库、医院、学校

等地，屋顶光伏的最低覆盖率将从 2023 年的 30％逐步增加到

2027 年的 50％。

该法案还鼓励发展“农业光伏”，在不影响农牧业生产的情

况下在田野里安装光伏板。法国《费加罗报》报道称，农业光伏

产业有望在未来几年快速增长，实现环保创收“双丰收”。

（本报巴黎 10月 30日电）

法国鼓励发展光伏发电
本报记者 尚凯元

“丝路绮粲——中国丝绸艺术展”日前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匈牙利农业博物馆开幕。展览以“丝绸与丝路”“古代丝绸纹样”

“当代活化应用”三个篇章，通过古代丝织物复制品和当代服饰艺术品，系统展示中国丝绸艺术的多元发展。

本次展览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匈牙利应用艺术博物馆、

匈牙利农业博物馆共同承办。展览将持续至 12 月 3 日。

图为观众现场体验印花技艺。 禹丽敏 林吉文摄影报道

根 据 巴 西 国 家

电 信 局 日 前 公 布 的

5G 网 络 建 设 数 据 ，

截至今年 7 月，巴西

5G 网络开通运营一

周 年 之 际 ，全 国 5G
网 络 用 户 数 已 超 过

1000 万 ，5G 网 络 已

服 务 于 150 多 个 城

市，覆盖范围超过了

巴 西 电 信 监 管 机 构

此前设定的目标。

自 开 通 运 营 以

来，5G 网络在巴西迅

速 普 及 应 用 。 调 查

显示，5G 网络在巴西

推 出 11 个 月 后 用 户

数 量 就 突 破 了 1000
万 大 关 ，而 此 前 4G
网 络 用 了 26 个 月 才

达 到 同 样 水 平 。 目

前，巴西每个州的首

府 及 人 口 超 过 50 万

的 城 市 都 覆 盖 了 5G
网 络 信 号 。 全 球 移

动 通 信 系 统 协 会 近

日发布报告称，预计

到 2025 年 ，巴 西 5G
渗 透 率 将 达 到 16%；

到 2030 年，渗透率将

扩 大 至 77%，届 时 巴

西 5G 用 户 数 将 达

1.79 亿。

国 际 数 据 公 司

（IDC）发布的报告显

示 ，2022 年 初 ，巴 西

市 场 上 有 39 款 兼 容

或支持 5G 技术的智

能手机，到 2023 年初

增 至 70 款 。“ 现 在 市

场上一款颇受欢迎、且支持 5G 信号的智能手

机，去年刚推出时价格是 1800 雷亚尔（1 美元约

合 5 雷亚尔），现在已降至 800 雷亚尔。”IDC 巴

西研究与咨询总监雷纳尔多·萨基斯表示，支持

5G 技术的智能手机款式不断增加，整体价格进

一步下降，进一步促进了巴西民众对 5G 网络的

接纳和应用。

中企在巴西 5G 网络建设普及进程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据华为巴西分公司网络安全负责

人马塞洛·莫塔介绍，去年 3 月，华为与巴西主

要电信运营商 TIM 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巴

拉那州首府库里蒂巴市联手打造巴西首个 5G
城市。今年 4 月，中巴双方签署并达成了一系

列 有 关 科 技 创 新 和 信 息 通 信 领 域 合 作 的 协

议。目前，华为正努力将巴西的 5G 网络提升

至 5.5G。

巴西全国电信运营商行业协会“巴西数字

联合”多次敦促相关部门出台更清晰灵活的法

规，以便快速推进 5G 网络建设。巴西研究机构

调查发现，在 155 个人口超过 20 万的巴西城市

中，有 77 个城市的市政规定不利于或没有考虑

到 5G 天线安装。在农村和一些基础设施较为

落后的地区，由于部署天线等通信基础设施的

成本过于高昂，且技术要求相对复杂，5G 网络

的建设推进还存在一定难度。

（本报里约热内卢 10月 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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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发布的《亚太地区经济

展望报告》预测，2023 年亚太地区全年经济增长率有望达

到 4.6%，高于 2022 年作出的 3.9%的增长预期；亚太地区有

望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约 2/3 的贡献。亚洲开发银行前不

久发布的《2023 年亚洲发展展望》补充报告中预测，亚太地

区发展中经济体今年经济增速为 4.7%。

今年以来，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亚太地区

经济展现韧性和活力，区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作为亚

太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经济增长潜能巨大，继续

发挥引擎作用，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

地区经济显示活力

亚太地区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1/3，经济在全球占比

逾六成、贸易占比近半。专家指出，亚太地区要素资源丰

富，市场规模巨大，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强。当前，亚

太地区市场需求逐步回升，旅游业迅速反弹，消费展现韧

性，一些国家通胀压力正在减小。

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7 月，亚

太地区旅游业已恢复至疫情前的 61%。亚太旅游协会日前

预测，到 2023 年底，亚太地区国际游客数量有望超过 5.16
亿人次，接近 2019 年疫情前水平的 76%；到 2024 年和 2025
年将分别增至疫情前水平的 107%和 116%。

亚太地区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带，也是推进数

字化进程、发展数字经济的先行区和示范区。国际数据公

司（IDC）日前预测，2023 年亚太地区数字经济对整体经济

产值的贡献率有望提升至 65%；地区内 1/3 的公司内部通

过数字产品和服务创下的营业收入占比有望超过 30%；到

2027 年，亚太地区企业预计将从数字经济产业链中创造出

43%的营业收入。专家认为，数字化正在重塑亚太经济，亚

太地区面临数字化转型机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亚太地区多数经济体的通胀

水平将于明年回到各国央行的目标区间，这一进程也将领

先于世界其他地区。根据最新的《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

分 析 ，2022 年 全 球 通 胀 率 高 达 8.7%，亚 太 地 区 通 胀 率 为

3.6%，预计到 2024 年该地区通胀率将进一步下降至 3.5%。

此前亚行发布的《2023 年亚洲发展展望》报告也表示，亚太

地区通胀将回到疫情前水平，今年地区发展中经济体通胀

率预计为 3.6%，2024 年通胀率为 3.5%。

区域合作不断加强

今年 6 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

15 个签署国全面生效，进入全面实施的新阶段。根据协

定，区域内 90%以上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成员间贸

易往来更为通畅密切，将进一步促进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

由化和便利化，增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内生动能。

随着 RCEP 的正式签署，红利逐步释放，中国—东盟自

贸区建设正深入推进，双方基于优势互补进行的产业链供

应链合作不断加强，双边贸易额去年已达 9700 多亿美元，

已连续 3 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

谈判今年初启动，有望进一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助

力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份报告专门提及 2023 年东盟新兴

经济 体 的 经 济 增 长 率 将 达 到 4.2% ，2024 年 有 望 继 续 提

升至 4.6%。

IMF 亚太部主任克里希纳·斯里尼瓦桑认为，亚太各

经济体之间为降低非关税壁垒、增强互联互通及改善商

业环境作出积极努力。RCEP 的生效让亚太地区许多经

济 体 的 经 济 发 展 更 趋 于 多 元 化 ，将 更 多 经 济 体 整 合 起

来 ，深 化 了 地 区 贸 易 伙 伴 之 间 的 合 作 。 从 长 期 看 ，协 定

有望营造出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促进地区经济

增长。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朴之水表示，亚太地区经

济体有望实现更强劲复苏。“本地区各经济体政府需继续锚

定加强合作和一体化的支持性政策，以促进贸易和投资，提

高生产力和韧性。”

专家建议，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应进一步深化域内合作，

加强培养和吸引人才，抓住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绿色经济

等长期趋势带来的发展机遇，挖掘更多增长潜能，推动经济

转型升级，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

中国经济展现拉动作用

专家认为，亚太地区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

国。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此前发布的《2023 年亚洲经济一体

化报告》，中国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64.2%。中

国还贡献了亚太地区 37.6%的货物贸易增长和 44.6%的服

务贸易增长。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 年

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 91.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6.8%；对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 3.1%，占进出口总额的 46.5%。

“中国经济加速恢复，极大促进提升了亚太地区整体的

流动性和消费表现。”斯里尼瓦桑表示，近期的各项经济指

标显示，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已进入复苏轨道，这些都

是中国经济回暖的显著标志。

泰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顾问、泰国法政大学经济学院

副教授阿颂西表示，中国经济发展亮点多，新产业新业态较

快发展，增长潜能巨大，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

力。泰国大城银行资本证券研究部主管科拉帕·沃拉查表

示，中国经济快速恢复对亚太地区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世界银行副行长菲罗表示，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经济

的增长强于预期。今年亚太地区及全球经济的广泛复苏主

要归功于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2024 年亚太地区还将在

出口等相关贸易上迎来复苏。

（本报曼谷 10月 30日电）

IMF最新报告将2023年亚太经济增长率上调至4.6%

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前景看好
本报记者 杨 一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
第二届大会在长沙举行

本报长沙 10月 30日电 （记者申智林、王云娜）博鳌亚洲论坛全

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第二届大会 10 月 30 日在长沙国际会议中心

举行开幕大会。开幕大会宣布，博鳌亚洲论坛 2024 年年会初步定于

明年 3 月 26 日至 29 日在海南博鳌举行。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第二届大会于 10 月 29
日至 31 日在湖南长沙举行。大会共设置 30 余场活动，包括开幕大

会、博览会、企业家对话会、分论坛、圆桌会、报告发布会等，为各方展

开深入对话、开展广泛合作提供了一个高端平台。

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外交使节、专

家学者、行业企业代表、媒体机构等 2500 余名代表参会。与会嘉宾

围绕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安全生态建设、世界经济再平衡等内容开展

深入交流。

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是博鳌亚洲论坛发起的专题论坛会

议，旨在通过探讨经济发展与安全问题的内在联系，防患、化解与经

济息息相关的非传统安全领域风险，激发全球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

构建共同发展、共享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本届大会由博鳌亚洲

论坛、湖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博鳌经安论坛大会组委会和长沙市

人民政府联合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