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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第二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东盟商品展区，越南客商在销售榴莲。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摄

科特迪瓦阿比

让四桥项目由中国

建筑承建，于2018年

7 月 31 日 开 工 ，建

成后将有效改善区

域交通环境，缩短

邦科湾两岸的通行

时间，提升阿比让

市的东西方向通行

能力和效率。图为

正在建设中的科特

迪 瓦 阿 比 让 四 桥

项目。

本报记者 沈

小晓文 乔伟东摄

今年是中国与越南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 15 周年。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

好伙伴，中越加快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

“两廊一圈”对接，用足互联互通便利条件，着

力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不断提升经贸

投资合作水平，推动经贸关系高质量发展，更

好服务两国人民福祉，两国经贸合作取得丰硕

成果。

双边贸易快速发展

一大早，中越红河公路大桥上就排起了

“长龙”，一辆辆满载越南榴莲的货车缓缓驶向

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口岸——河口口岸。通

关后，越南榴莲便从这里开启进入中国市场的

旅程。去年 7 月，中国海关总署发布公告，允许

符合要求的越南鲜食榴莲进入中国，越南榴莲

对华出口迎来大幅增长，给越南果农带来巨大

商机。

从榴莲到火龙果、香蕉、红毛丹、西瓜等，

中越贸易的“果篮子”越做越大。越南农业与

农村发展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9 个月，越

南水果和蔬菜对华出口额达 27.5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60%，占同期越南果蔬出口总额的 65%。

中越双方还同意推动两国更多优质农食产品

互供出口。

近年来，中越双边贸易快速发展。双边贸

易额已从 2000 年的 24 亿多美元增长到 2022 年

的 2349 亿多美元。中国连续多年是越南最大

贸易伙伴，越南是中国在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和

全球第四大贸易伙伴国。除农产品外，越南计

算 机 、电 子 产 品 及 零 部 件 对 华 出 口 也 增 幅

明显。

“中国和越南进出口商品结构互补性强，

贸易规模不断迈上新台阶，造福两国人民。”中

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许利平表示，贸易规模不断增长，展现了中越

经贸合作的蓬勃生机与活力。

通过一系列经贸平台，中越持续扩大合作

共赢的机遇。今年 11 月，越南作为主宾国之一

参加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越南咖啡、

榴莲、大米、干果、手工艺品等商品进一步进入

中国市场。据统计，每届进博会，越南展台均

吸引上万名中外企业代表参观洽谈，越南参展

商 品 在 历 届 进 博 会 交 易 额 达 5000 万 美 元 以

上。越南副总理陈红河表示，进博会为包括越

南在内的全球企业提供了贸易、投资等多领域

交流合作的机会。

今年 7 月，中国石家庄—越南河内国际货

运班列首发，全线运输距离 2700 多公里，每周

开通一班，使两国优质产品更加便捷地进入对

方市场；9 月，广西凭祥友谊关智慧口岸开工建

设，成为中越首个跨境智慧口岸项目，双方将

合作建设智能跨境货运专用通道，实现货物 24
小时全天候智能通关；不久前，中越平孟—朔

江口岸正式恢复通关，中越东兴—芒街口岸北

仑河二桥客运功能启用，助力中越乃至中国和

东盟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合作……

贸易畅通是中越经贸合作的一大亮点。

中国驻越南大使熊波表示：“未来，中越交通基

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会越来越高效。通过提升

口岸通关效率、确保贸易畅通，双方的‘软联

通’也会进一步加强。”

投资合作成效显著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越投资力度明显加

大，在越吸引外资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中越

投资合作成效显著。今年 1—10 月，中国企业

对越南全行业直接投资达 17.6 亿美元，投资质

量日益提高，契合越南经济转型升级需求，高

科技、信息通信、新能源、绿色发展、电商物流

等领域投资明显上升，潜力巨大。

在越南首都河内，亮绿色的轻轨列车穿行

在高楼、民居之间，全程 13 公里仅需 23 分钟。

由中企总承包建设的河内轻轨二号线项目，不

仅大大节省当地居民出行时间，带来绿色环保

出行体验，还带动河内的经济发展。

在越南中南部的宁顺海滨，中企运营的正

胜风电项目每年可为当地节约标煤 4.34 万吨，

减少排放二氧化碳 10.25 万吨，不仅缓解越南

中部至南部联络线输电压力，也为当地环境保

护作出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中资企业投资或

承建了越南近 70 个风电项目，为越南绿色低碳

发展注入动力。

越南北江省对华交往合作密切，中资企业

在当地投资项目达 171 个，许多中国光伏企业

在北江省建设了生产线。越南北江省委书记

杨文泰表示，中国是北江省最大外资来源国，

中方投资对北江省的发展意义重大。北江省

委省政府和人民高度重视发展越中关系和对

华各领域合作，愿同中方一道，为不断扩大深

化同中国各有关省区市的合作、推动新时期两

国关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去年 11 月发表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指

出，双方同意，积极探索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

化、数字经济等领域交流合作，打造更多中越

合作增长点。许利平表示，越南去年 5 月颁布

了《至 2030 年创新与科技发展战略》，要求提高

高科技产品产业附加值。中国在产业转型升

级方面有经验、人才和技术优势，中越在信息

通信、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领域可以开展卓有

成效的合作。目前，不少中资企业在越南投资

开发清洁能源项目，两国绿色合作空间广阔，

不仅有助于满足越南发展面临的电力需求，也

有助于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熊波表示，中越正处在各自发展的关键阶

段，中方愿进一步加强中越经贸投资合作，深

化产业产能合作，推动双方数字经济、绿色经

济、新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越

南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

区域合作持续深化

走进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团结村中心站，各

色集装箱有序堆放，印有“西部陆海新通道”的

集装箱十分醒目。龙门吊起降不停，转运卡车

来往穿梭，一列列国际班列从这里出发，经广

西钦州港东站，通过船舶转运至越南及其他东

盟国家。“近年来，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越南

与中国贸易不断扩大，经贸合作持续深化。”越

南 工 贸 部 驻 重 庆 贸 易 促 进 办 公 室 代 表 阮 俊

玉说。

近年来，中越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充

分发挥地缘相近、产业互补优势，加快推动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两廊一圈”对接，重点推

进互联互通等战略领域合作。在设施联通方

面，两国陆、海、空、网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日

趋完善，铁路、公路建设和互联互通加快规划

推进。

越南总理范明政表示，越方重视与中方的

“同志加兄弟”友好关系，高度赞赏两国经贸合

作取得的成果，愿同中方加强“两廊一圈”和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推动铁路互联互通合

作，提升边境口岸开放水平。他表示，希望越

南凭借地缘优势成为东盟与中国之间货物中

转及供应链的重要一环。

中越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世界贸易

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平台加强协调联动。双

方 共 同 推 动《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CEP）生效实施，携手推进中国—东盟自贸

区 3.0 版建设，在东亚、澜湄框架下的合作不断

走深走实，区域多边合作持续深化。

越南工商会常务副主席阮光荣表示，自

RCEP 生效以来，越中经贸合作不断加强，希

望继续共享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和

RCEP 生效实施带来的新机遇，合力深化越中

经 贸 合 作 ，为 新 时 期 越 中 经 济 发 展 注 入 新

活力。

越南工贸部部长阮鸿延表示，越南将中国

视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愿同中方不断深化

贸易、投资以及区域和多边框架下的务实合

作，持续提升两国和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水平。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翟崑表示，中

越经贸合作可以有效整合和利用两国比较优

势和资源禀赋，增强两国在区域和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中的竞争力，同时带动区域内其他国家

的产业发展和转型，形成更加紧密和高效的区

域产业网络，有利于促进中国—东盟合作和区

域一体化进程。

做互利共赢的好伙伴
——中越经贸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本报记者 龚 鸣 张远南

里纳特个头不高，因常年在户外工作肤色黝黑，

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谈起与中国的渊源，里纳特

说：“最初出于对中国武术的着迷与热爱，我开始了

解中国文化，这是我与中国的缘分。2007 年，我前往

中国学习武术，并在天津师范大学学习中文。”这段

学习经历，让里纳特成为哈萨克斯坦小有名气的八

极拳选手。

机遇总是偏爱有心人。2019 年，里纳特来到寰泰

能源哈萨克斯坦公司工作。起初他的职责是翻译，在

工作之余，他也学到了很多管理技能。“在工作过程中，

我向中方工程师们学习如何进行现场管理，逐渐了解

新能源行业，后来又开始自学并购手续等方面的课程，

因此可以胜任更多工作。”里纳特说。

信 任 是 合 作 的 基 石 ，相 互 信 任 才 能 成 就 彼 此 。

2020年初，里纳特正在位于阿拉木图州的卡斯克楞 50兆

瓦光伏电站项目工作。在中方团队无法抵达现场的情

况下，为不耽误交付工期，公司决定通过视频远程指导

现场施工。里纳特和其他哈方同事一起，克服困难，完

成了项目施工以及各项资料申报工作。“项目如期完工

最后并网发电，里纳特是大功臣。”寰泰能源国际业务

部副总监周家理说。

在 寰 泰 能 源 工 作 的 近 5 年 时 间 里 ，里 纳 特 获 得

感 满 满 ，这 不 仅 体 现 在 工 作 之 中 ，也 体 现 在 个 人 生

活方面。里纳特来自东哈萨克斯坦州，在哈萨克斯

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工作，两年前他在阿拉木图买

了房子、住上了新居。他笑称：“我总在项目现场工

作 ，能 存 钱 。”今 年 初 ，里 纳 特 又 通 过 银 行 贷 款 在 阿

拉 木 图 买 下 第 二 套 房 子 。 他 说 ，这 套 是 结 婚 用 的 ，

女朋友眼下已在阿拉木图工作生活了。说到这里，

里 纳 特 嘴 角 不 由 上 扬 ，脸 上 浮 现 出 幸 福 的 笑 容 ，眼

中 充 满 了 对 未 来 美 好 生 活 的 憧 憬 ：“ 我 在 寰 泰 能 源

的 工 作 以 及 取 得 的 进 步 ，令 许 多 亲 戚 朋 友 羡 慕 不

已。公司的良好发展和我个人的成长，让我对公司

有强烈的归属感。”

在职业道路新的起点上，里纳特也为自己设定了

新目标：“公司为我们本地员工提供许多机会，这是一

个实现自我发展的理想平台。现在我是项目副经理，

希望未来我能成为项目经理，为推动哈中合作贡献更

多力量。”

“为推动哈中合作贡献更多力量”
本报记者 张晓东 王云松

驻华大使话共建“一带一路”

“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表明，各国只要制

定适合自身的发展政策，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

路，就能实现发展繁荣。”孟加拉国驻华大使穆

罕默德·贾西姆·乌丁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

访时表示，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始

终与发展中国家并肩前行。

“共建‘一带一路’充满吸引力。”乌丁表

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年来，为区域

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成为国际

合作的典范。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多为发展

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资金不足是其经济增长

的主要制约因素。10 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形

成 3000 多个合作项目，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

模，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乌丁表示，中国

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从不附加任何政治

条件，而是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和需求，有的

放矢地推进合作。

2016 年 10 月，中国与孟加拉国签署关于

开展“一带一路”倡议下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这

是中国与南亚地区国家签署的首个政府间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乌丁表示，在孟加拉

国，中国企业通过参与建设电力、交通、水利、

通信等领域的重要项目，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

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促进了民生改善。

去年 6 月，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由中企

承建的帕德玛大桥正式通车，结束了达卡与

南部 21 个区之间居民需要摆渡通过帕德玛河

的历史。乌丁告诉记者，帕德玛大桥铁路连

接线先通段不久前正式通车，标志着孟加拉

国人民乘坐火车跨越帕德玛河的梦想成真，

该项目将进一步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发展，为

当 地 企 业 和 社 区 创 造 新 的 机 会 。 今 年 10 月

底，中企承建的孟加拉国国父隧道项目正式

通车。项目位于孟加拉国吉大港市卡纳普里

河入海口，是南亚地区第一条水下隧道。乌

丁表示，隧道将大大改善吉大港市的交通条

件，带动孟加拉国经济发展，促进孟加拉国与

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

“ 当 今 世 界 ，数 字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至 关 重

要。中国有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资金实力，数

字丝绸之路建设成果丰硕。”乌丁表示，去年 11
月，由中国资金支持、中国企业承建的孟加拉

国政府基础网络三期项目竣工，在一期和二期

项目基础上，将网络延伸至最基层的 2600 多个

行政单元，覆盖全国 62%的地区

和人口，惠及约 1 亿民众。这是

孟加拉国“数字孟加拉国”战略

重要组成部分。乌丁认为，这一

项目通过数字化转型、电子政务、高速通信网

络等创新方式，推动了孟加拉国经济社会的包

容性发展。

乌丁认为，在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等

思潮抬头的当下，中国坚定维护真正的多边主

义、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努力值得赞

赏。他说，中国通过举办进博会等大型国际展

会，展示了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

心。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中国宣布对原产于

孟加拉国等 16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 98%税目产

品实施零关税。期待未来孟中进一步加强经

贸合作，助力两国共同发展繁荣。

乌丁表示，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的成功举办，有助于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构建全

球发展共同体。“相信我们可以做大共同利益

的蛋糕，更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

“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
本报记者 白元琪

共建“一带一路”·故事汇

本报迪拜 12月 10日电 （记者李红梅、

任皓宇）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

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举办期间，中国宣布

牵头发起“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实施倡议。

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 9 日视频

出席推动实施“昆蒙框架”下“3030”目标高级

别活动时，以《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主席身份宣布牵头发起“昆蒙框架”

实施倡议。

在去年 12月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

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会议上，中国作为主

席国推动达成了包括“昆蒙框架”在内的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一揽子决定。其中，“3030”目标对

协同推进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增

强地球生命共同体气候韧性具有重要作用。

黄润秋宣布，为了进一步凝聚各方落实

“昆蒙框架”的政治意愿，中方正式牵头发起

“昆蒙框架”实施倡议，愿与国际社会一道，携

手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等全球性

挑战，共同推动 COP28 取得成功，共建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

中国宣布牵头发起“昆蒙框架”实施倡议

“共建‘一带一路’极大促

进各国互联互通和共同发展，

为推进全球发展事业作出了重

要贡献。”俄罗斯国家杜马（议

会下院）第一副主席、俄中友好

协会主席伊万·梅利尼科夫近

日 在 接 受 本 报 记 者 采 访 时 表

示，随着共建“一带一路”走深

走实，越来越多互利合作项目

在共建国家落地生根、结出硕

果，促进了各方共享发展机遇

和成果。

梅利尼科夫表示，10 年来，

世界见证了共建“一带一路”取

得巨大成就。150 多个国家和

30 多 个 国 际 组 织 已 同 中 国 签

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在各方携手努力下，共建“一带

一路”的全球影响力越来越大，

有力提升了共建国家民众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作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

共产品，共建‘一带一路’成为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的 生 动

实践。”梅利尼科夫表示，共建

“ 一 带 一 路 ”始 终 秉 持 共 商 共

建共享原则，践行真正的多边

主 义 ，从 不 附 加 任 何 政 治 条

件 、谋 取 任 何 政 治 私 利 ，真 诚

将各国视为平等伙伴，拓展互

惠 共 赢 合 作 。 共 商 共 建 共 享

等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的 核 心 理

念被写入联合国、中非合作论

坛 等 国 际 组 织 及 机 制 的 重 要

文件，受到世界高度认可和广

泛支持。

“共建‘一带一路’为解决

全球发展赤字发挥了重要积极

作用。”梅利尼科夫表示，10 年

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各

国发展战略、区域和国际发展

议程等有效对接，为各国发展

和地区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好

处。中国通过同各国特别是广

大发展中国家不断深化合作，

助力其实现可持续发展。

梅利尼科夫表示，俄中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取得

诸多成果。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支持者和

参与者，俄方愿同中方一道，继续推动欧亚经济联盟同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对接，为欧亚地区以及世界

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贡献更多力量。

梅利尼科夫认为，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推动构建

开放型世界经济，有助于进一步增进广大发展中国家

发展福祉，帮助其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更好共享

经济全球化成果。

“各方对共建‘一带一路’光明前景充满信心，期待

继续携手共创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梅利尼科夫表

示，展望未来，相信共建“一带一路”将为全球经济复苏

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动能，让合作发展成果惠及更

多国家和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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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一带一路”·高端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