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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发布的

报告预测，西非国家贝宁今年的经

济增长率有望达到 6.3%，超过非洲

国家平均增幅。近年来，贝宁加快

推进数字化转型，提出到 2026 年力

争 将 数 字 经 济 对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的贡献率提升至 25%，促进

了本国经济发展。

贝 宁 在《2016—2021 年 国 家 行

动计划》中对数字经济作出明确规

划，将信息技术作为数字经济发展

的催化剂。该计划实施期间，共投资

六大项目，投资金额超过 8 亿欧元，

将 数字经济在 GDP 中的占比提升

至 6%，还创造了 9 万多个直接就业

岗位。在《2021—2026 年国家行动

计划》中，贝宁政府提出重点加强国

家宽带网络建设，为偏远地区接入

宽带，提高网速和网络的稳定性，力

争到 2026 年实现互联网全覆盖。

贝宁是非洲最早设立数字经济

部的国家之一，该部门的主要职能

就是促进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推动

各行业数字化转型。贝宁政府加快

电子政务建设，从 2018 年开始为外

国人提供电子签证服务。记者日前

在贝宁采访时了解到，民众在网上

即可缴纳税款，支付水、电、通信等

费用，可在线完成几十项与民生相

关的服务。

贝宁还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贸发会议）等机构合作，推出相

关数字化产品。例如贝宁投资出口

促进署上线的数字化服务平台，让

注册公司变得更加简单，带动更多

年轻人创业。贸发会议的数据显

示 ，2019—2022 年 间 ，在 贝 宁 注 册

企业的群体中，18—30 岁的年轻人

数量从 7416 人增加到 23312 人，增加了两倍多。奥吉拉

多是贝宁一家专门研发智能手机防盗追踪器企业的创办

者。奥吉拉多说：“我通过数字政务平台申请成立公司，

所有流程在网上就能完成，节省了大量时间。”

贸发会议商业便利化负责人弗兰克·格罗泽尔表示，

贝宁政府致力于建立数字化商业环境，在创新服务的同

时促进企业蓬勃发展。贝宁总统塔隆表示，将贝宁打造

为西非地区数字服务中心，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社

会包容性。

在推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贝宁重视与中国企业扩

大合作。贝宁国家宽带网一期项目、二期项目以及国家

教育电子网等工程都有中国企业的参与。中国企业还积

极为当地培养数字化人才。记者在华为贝宁公司采访时

了解到，2023 年公司为本地员工进行专场培训 18 次，并

将 5 名优秀员工送到华为深圳总部培训。

从 2016 年开始，中国企业定期为贝宁高校的通信专

业学生提供系统培训。截至目前，已有 200 余名学生参

与相关培训。中国企业还为贝宁高校捐赠硬装实践基

地，为学生动手实操提供更好条件，预计到 2026 年可使

超过 3000 名高校学生受益。华为贝宁公司企业业务负

责人冯建铭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企业为贝宁

通信技术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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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摩洛哥政府和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中

等收入国家高级别会议日前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举行，5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与会。会议以“在不断变化的

世界中解决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挑战的方案”为主题，重点讨

论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气候和创新融资等关键问题。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在致辞中表示，

中等收入国家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 3/4，是拉动世界经济

增长的主要引擎。但全球 62%的贫困人口生活在中等收入

国家，现有的融资框架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复杂需求。

“持续存在的障碍清楚地表明了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

挑战，以及其在增长、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所错失的机

遇。”阿明娜呼吁大幅增加发展资金；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

必要改革，更好体现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贡献和需求；在传

统的国内生产总值标准之外采用新的发展衡量标准，以全

面考虑可持续发展涉及的各个层面。

摩洛哥是联合国“中等收入国家之友小组”轮值主席。

摩洛哥外交大臣纳赛尔·布里达表示，很多国家致力于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但无法获得足够的发展资金。中等收入国

家是全球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晴雨表，对地区和全球和平稳

定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呼吁国际社会给予中等收入国家更

多支持，同时呼吁中等收入国家把可持续发展纳入更重要

的议程。

会议发表《拉巴特宣言》，呼吁加强公平、公正和包容的

可持续发展合作。与会国家表示将通过南南合作与三方合

作、能力建设、经验交流等方式，维护中等收入国家共同利

益，探索创新有效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常驻摩洛哥代表爱德华·克里斯托表示，本次高级别会议彰

显了各方坚定发展承诺、共创美好未来的决心。

中等收入国家高级别会议强调——

探索创新有效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本报记者 管克江

联合国代表呼吁利比亚各方解决所有政治争议

新华社突尼斯 2月 17日电 （记者潘晓菁）的黎波里

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利比亚问题特别代表巴蒂利 17 日发

表声明，呼吁利比亚各方领导人团结起来，解决所有政治

争议问题。

巴蒂利说，利比亚当前的政治僵局对国家团结构成

重大威胁。他说，所有利比亚人都希望尽快重建社会结

构和经济，恢复国家主权和尊严。他呼吁利比亚各方领

导人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团结的国家。

2011 年 2 月 17 日，利比亚爆发反卡扎菲政权抗议活

动，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利比亚自此陷入动荡。得到联合

国承认的民族团结政府与支持它的武装力量控制西部部

分地区，国民代表大会则与“国民军”结盟，与民族团结政

府在利比亚境内形成割据对峙。在联合国斡旋下，利比

亚冲突各方 2020 年 10 月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停火协议，并

于当年 11 月在突尼斯举行的政治对话期间就“通往选举

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但此后由于种种因素，利比亚议会

和总统选举被无限期推迟。

▲在曼谷桑普兰滨

江园有机农场内，游客

体 验 泰 国 传 统 泥 塑 手

工艺。

◀湄南河自北向南

贯穿曼谷全城，河两岸

分布着多项文化遗产。

图为春节期间，游客乘

船在湄南河上游览，感

受沿岸自然风光和文化

魅力。

以上图片均为本报

记者白元琪摄

第三十七届非盟峰会聚焦地区安全与发展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 2月 17日电 （记者周楚昀、刘

方强）非洲联盟（非盟）第三十七届首脑会议 17 日在位于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非盟总部开幕。此次峰

会的核心议题聚焦地区安全局势、非洲大陆发展、非盟改

革、提升非洲影响力等。

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在开幕式上对非洲一体化、非

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和机构改革取得的进展表示肯定，呼

吁采取更积极的经济恢复措施。他说，非洲仍面临安全

局势不稳定、气候变化、经济治理缺陷、贫困以及社会不

平等等重大挑战。他同时指出，非洲国家在气候、全球治

理改革、非洲维和特派团经费筹措等问题上取得了更多

共识。

非盟轮值主席、科摩罗总统阿扎利·阿苏马尼在开幕

式上表示，2023 年对非洲来说是决定性的一年，非洲的

声音在国际舞台上越发凸显。他强调，加入二十国集团

是非洲实现发展目标的一大进步，非盟成为全球经济治

理的参与者，这为非洲带来光明前景。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阿里在开幕式上

说，非洲的崛起对世界至关重要，非洲大陆需要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确保粮食安全、创造就业岗位。他呼吁世界主

要金融机构为非洲发展提供机会。

本届峰会持续两天，主题是“培养适应 21 世纪的非

洲人：在非洲建立富有韧性的教育体系，让更多人获得包

容、长期、优质且符合实际的学习机会”。

在东南亚国家政府大力推动下，地区旅

游业复苏势头强劲。从泰国的大皇宫到文莱

的加东夜市，从马来西亚的马六甲郑和文化

街区到越南河内的古街商业区，人潮涌动，热

闹非凡。携程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4 年

春节期间，中国游客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和

泰国旅游的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浓

厚的年味儿和丰富多彩的龙年庆祝活动，让

东南亚成为今年春节中国游客出境游的热门

目的地。

多国游客数量超出预期目标

2023 年东南亚各国旅游业表现不俗。泰

国旅游部门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
年该国接待外国游客超过 2800 万人次，实现

旅 游 收 入 1 万 亿 泰 铢（1 元 人 民 币 约 合 5 泰

铢）。 泰 国 旅 游 与 体 育 部 部 长 素 妲 婉 表 示 ，

2023 年旅游业实现了预期目标，为泰国经济

增长注入动力。

越南统计总局的数据显示，2023 年该国

接待外国游客约 1260 万人次，超过年初制定

的 800 万人次的目标。越南 2023 年继续获得

联合国旅游组织评选的多个奖项，包括第四次

被评为世界领先遗产目的地，第五次被评为亚

洲领先旅游目的地等。

老挝 2023 年荣膺《国家地理》杂志评选的

最具吸引力旅游胜地之一。该国独特的自然

景观、多元的民族文化以及宁静宜人的生活氛

围给很多游客留下深刻印象。2023 年前三季

度，该国接待外国游客 240 万人次，同比增长

285%，预计全年外国游客量为 290 万至 330 万

人次。

据印度尼西亚旅游和创意经济部部长桑

迪亚加·乌诺介绍，2023 年印尼国际游客数量

预计达 1100 多万人次，超过预设目标。柬埔

寨旅游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 1 月至

11 月该国共接待外国游客 490 万人次，预计全

年的外国游客量为 540 万人次。

国 际 旅 游 资 讯 媒 体“ 旅 游 日 报 ”近 日 以

2023 年前 11 个月的数据为基础进行测算后表

示，柬埔寨旅游业复苏率为 92.48%，越南和印

尼旅游业的复苏率分别为 82.25%和 74.11%。

该媒体指出，2023 年东南亚旅游业显著增长，

国际游客入境数量以及航空和酒店业都呈现

良好发展态势。

东南亚国家在线预订旅游业务也呈快速

增长态势。根据谷歌、淡马锡和贝恩 2023 年

共同发布的报告，印尼在线旅游渗透率约为

45% ，在 线 旅 游 市 场 年 均 增 长 率 为 10% —

15%。2023 年，在线旅游带动马来西亚相关产

业增长 40 亿美元，同比增长 49%。

多措并举打造特色旅游品牌

为促进本国旅游业发展、吸引更多外国游

客到访，东南亚国家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多措

并举打造各具特色的旅游品牌。

柬埔寨自 2023 年上半年启动“柬埔寨旅

游年”活动以来，在全国举办河流节、马拉松比

赛等数十场活动，吸引国内外游客参与。越南

各地积极开展旅游宣传推广活动，推出多个新

的旅游产品，以吸引更多外国游客。例如，河

内市首次推出 15 个夜间旅游产品，挖掘旅游

业新增长点。

马来西亚推出多款主题旅游产品，游客不

仅可在热带雨林、海岛和国家公园等景点沉浸

式感受自然之美，还可在海底潜水探险。马来

西亚独特的鸟类资源和丰富的生态系统，为观

鸟爱好者提供了难忘的体验。

在印尼，设在巴厘岛的沙努尔经济特区今

年将正式运营。这是该国首个健康经济特区，

将 为 印 尼 国 内 外 游 客 提 供 健 康 旅 游 和 康 复

服务。

一些国家积极完善机场等基础设施，更好

满足游客旅行需求。2023 年 9 月，泰国曼谷素

万那普机场新航站楼正式启用，该航站楼最多

可同时起降 28 架飞机，每年可运送旅客 1500
万人次。由中国和柬埔寨合建的暹粒吴哥国

际机场去年年底正式投入运营。机场投入运

营初期的旅客吞吐量为每年 700 万人次，2030
年将增至 1000 万人次，2050 年将增至 2000 万

人次。

今年以来，地区国家继续加大旅游推广

力度。老挝推出了“大家游老挝”旅游政策，

并举办“老挝旅游年”活动。其间，将在全国多

地举办 79 项相关活动。该国提出今年将吸引

国内外游客 460 万人次以上，旅游收入力争达

到 7.12 亿美元。印尼政府计划在 2024 年创造

440 万个与旅游业相关的工作岗位，并计划投

资 12 亿美元用于人员培训和市场营销，以促

进旅游业复苏。

标准普尔全球市场研究机构近日发布的

“2024 年东盟经济展望”认为，旅游业是东南

亚多国的经济支柱，随着东南亚国家内需持续

扩张、国际旅游业有望恢复至新冠疫情前水

平，预计今年该地区旅游业将延续增长态势。

积极吸引中国游客到访

今年春节，许多中国游客将东南亚国家作

为旅游目的地。支付宝出境游数据显示，春节

假期，中国游客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

消费金额比 2023 年增长近 6 倍。其中泰国位

居消费金额榜首，马来西亚亦表现亮眼，是三

国中中国游客消费增幅最大的国家。

东南亚一些国家相继推出免签政策，吸

引更多中国游客到访。2023 年年底，马来西

亚对中国公民实施入境 30 天内免签证的便

利措施。今年 1 月 28 日，中泰两国签署关于

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定，协定将于 3 月

1 日正式生效。近期，各大旅行平台迎来两

国热门景点的搜索热潮。印尼旅游和创意经

济部表示，该国正考虑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

入境政策。

一些国家机场、旅游景点等场所增加了中

文标识，方便中国游客出行和游览。记者在马

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落地后，按照中文标

识，很快就完成了入境手续。如果需要办理电

话卡、兑换外币、租车等业务，相应柜台也有详

细的中文导览。在越南岘港国际机场，旅客须

知、航站楼地图、机场网站、餐厅和咖啡馆菜单

均有中文版本，机场还制作了一套完整的中文

电子导览手册，旅客可自助扫码使用。

一些东南亚国家还与中国企业合作，为中

国游客在当地使用移动支付等数字化服务提

供便利。泰国曼谷的轻轨已在深绿线和浅绿

线的全部 68 个车站接受微信支付购票。记者

了解到，目前，支付宝、微信等中国移动支付平

台上的一些服务可以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

坡、越南等国家使用。

不 少 航 空 公 司 计 划 新 增 航 线 或 增 开 航

班。越南航空 1 月 19 日起新增上海浦东至越

南 富 国 岛 的 直 飞 旅 游 航 线 。 泰 国 航 空 3 月

31 日起将增加中国主要城市往返曼谷的班

次，曼谷与昆明、成都之间的往返航班将分别

从每周 5 班和 4 班增至 7 班。

泰国国家旅游局局长塔佩妮向本报记者

表示，热烈欢迎中国游客来泰旅游。泰国旅游

部门通过重新整合旅游产品和景点资源，期待

进一步提升中国游客的满意度，为游客打造愉

悦而难忘的旅游体验。

（本报曼谷 2月 18日电）

东南亚旅游业复苏势头强劲
本报记者 白元琪

新华社科伦坡 2 月 17 日电

（记者伍岳、车宏亮）为期一周的

斯里兰卡中国文化摄影展 16 日

在科伦坡举行，此次摄影展旨在

进一步弘扬两国传统友谊、促进

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吸引了不少

当地民众和中国游客前往观看。

此次摄影展由斯里兰卡中

国文化中心和斯里兰卡摄影家

协会共同主办，共展出来自两国

摄影家的 300 余幅作品，题材涉

及两国自然风光、名胜古迹、节

日场景等，着重展现两国的历史

文化与风土人情。

斯里兰卡中国文化中心主

任 倪 利 生 在 摄 影 展 开 幕 式 上

说 ，中 斯 两 国 有 着 深 厚 的 传 统

友 谊 ，近年来不断上演携手共

克时艰的感人故事。希望此次

摄 影 展 能 推 动 两 国 人 民 交 朋

友 、筑 友 谊 ，促 进 两 国 文 化 交

融、民心相通。

“从中国热闹的市场到斯里

兰卡宁静的村庄，这些摄影作品

超越了文化差异，展示了两国人

民乐观、坚韧的共性。正是相同

的特质将两国人民牢牢联系在

一起，”斯里兰卡摄影家协会主

席罗梅什说，“这些摄影作品将

为斯中两国人民搭建桥梁，增进

互相了解。”

斯方参展摄影家普拉布哈

特曾在中国香港工作过，他印象

中的中国现代而繁华。他说，非

常喜欢此次摄影展上的中国传

统建筑和文化符号，希望不久后

能再访中国，特别要去看一看中

国的古都和文化遗产。

斯中文化摄影展聚焦弘扬友谊、文化互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