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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全球发展面临多重挑战，如何应
对当前发展困局，共创更加美好
的未来？

塞梅瑞塔·塞瓦瑟：世界经济正遭受多重

冲击，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全球贸易结构和各

领域国际合作。我们身处共同的世界，每个国

家都有责任推动全球治理，在解决好本国问题

的 同 时 ，积 极 为 解 决 全 球 性 问 题 作 出 应 有

贡献。

桑百川：在地缘冲突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

逆流等因素冲击下，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经

济合作也遭遇阻力。同时，全球供应链重构过

程中，国际生产投资体系收缩，让几乎所有国家

都面临发展挑战。各国需携手合作，推动完善

全球经济治理，共谋发展。

本勒·新赛沃拉翁：恢复经济发展、应对气

候变化、维护和平与安全等诸多议题都需要各

国合作，共担责任。我们应当积极运用数字技

术，促进绿色金融发展，加强支付体系的互联互

通，进行地区内和跨地区合作，进一步利用数字

技术为经济增长带来动力。

阿卜杜拉哈曼·阿尔—法季：通过工业领域

和科技创新之间的协同效应，企业能够为各国

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更多有效方案，为解决全

球 性 问 题 、推 动 全 球 可 持 续 发 展 作 出 积 极 贡

献。各国企业应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创造协

同效应，共同推动可持续增长。

去年，中国经济增速在世界
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对世界
经济增长贡献率继续超过 30%，
如何看待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
高水平对外开放？

本勒·新赛沃拉翁：在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

力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表现出强劲韧性，国内

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2%，国内消费、服务业、工

业生产等都为经济复苏注入动力，有望进一步

增强国际投资信心，对地区和全球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桑百川：近年来，中国的一系列开放举措为

世界提供了稳定的预期，是维护经济全球化的

中坚力量。在提高外商投资自由化水平方面，

中国通过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外

商投资准入的范围，彰显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

走开放发展道路的决心。相关举措也使跨国公

司能够更多地分享中国大市场的机遇。

米凯莱·杰拉奇：中国是亚洲最大的经济

体 ，是 亚 洲 乃 至 全 球 经 济 发 展 的 主 要 驱 动

力 。 中 国 积 极 参 与 多 边 合 作 ，将 推 动 各 国 发

展 ，促 进 地 区 平 衡 发 展 。 中 国 缩 减 外 商 投 资

准 入 负 面 清 单 ，对 跨 国 公 司 在 华 投 资 释 放 积

极 信 号 。 数 据 显 示 ，欧 盟 国 家 在 华 新 设 外 资

企 业 数 量 正 在 增 加 ，不 少 欧 洲 国 家 对 华 投 资

也持续增长。

阿卜杜拉哈曼·阿尔—法季：随着中国高水

平对外开放的推进，吸引外商投资力度进一步

加大，外商投资环境进一步优化，我们对在中国

的发展充满信心。今年 2 月，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福建石化综合体主体工程全面动工，标志着

我们在华业务的进一步拓展。中国进一步提升

对外开放水平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宝贵的韧性和

驱动力。

中国致力于加强与各国合
作，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如何看待中国对全球发展作出的
贡献？

桑百川：中国致力于推动建设互利共赢、

共 同 发 展 的 新 型 经 济 全 球 化 ，利 用 自 身 的 产

能优势，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推动更多发展中

国 家 加 入 到 全 球 产 业 链 体 系 之 中 ，提 升 其 参

与 全 球 产 业 链 的 能 力 ，给 更 多 国 家 民 众 带 来

福祉。

米凯莱·杰拉奇：中国是推动国际合作和全

球化的关键力量。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在非洲

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超 7000 亿美元，完成营业

额超 4000 亿美元，帮助非洲共同建设各类基础

设施项目，促进了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中国

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在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

领域有很好的合作。同时，中国和一些发达国

家开展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也卓有成效。期待

未来能有更多相关合作，为改善亚非拉等发

展不平衡地区的人民生活提供支持。

塞梅瑞塔·塞瓦瑟：中国是埃塞俄

比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

之 一 。 中 国 在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国 际 物

流、能源、制造业以及工业园区建设等方

面为埃塞俄比亚提供了很多支持，双方合

作建设了许多高水平的项目和工程，这些合

作为埃塞俄比亚带来许多积极改变。埃塞俄

比亚从两国合作、非中合作中受益良多。亚吉

铁路、亚的斯亚贝巴轻轨等项目建成，许多水

利工程、能源项目落地，为埃塞俄比亚国家发

展提供了重要支持，也让埃塞俄比亚人民引以

为豪。

本勒·新赛沃拉翁：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的标志性工程，老中铁路已开通运营两年

有余，对方便沿线民众出行、推动两国旅游产业

发展、促进两国经贸往来等意义重大。老中铁

路作为区域一体化的桥梁，将继续为落实《东盟

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和构建东盟共同体发

挥积极作用。同时，中国在老挝农业、交通运

输、物流、能源、服务业等各领域有超过 900 个

投资项目，赛色塔综合开发区、塔銮湖经济特

区、金三角经济特区等都是老中两国经贸投资

合作的重要平台。

阿卜杜拉哈曼·阿尔—法季：中国是世界经

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也是全球化学品的关键市

场 ，中 国 市 场 占 全 球 石 化 产 品 需 求 的 40% 以

上。在石化领域，中国正在形成绿色、安全、低

碳的高质量发展格局，为行业发展提供巨大机

遇。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将继续扎根中国市场，

持续创造协同效应，同中国合作伙伴一道推动

技术创新、行业发展和地区经济增长，实现互利

共赢。

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提出了许多推动全
球发展的中国方案，对未来加强
与中国合作有怎样的期待？

米凯莱·杰拉奇：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不仅在

于实质性合作，还在于思想性指引。中国提出

的倡议和方案，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出来的，

这些经验也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

供借鉴和启发。

塞梅瑞塔·塞瓦瑟：中国坚持多边主

义、推动南南合作，对促进发展中国家

共同发展、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提

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有重要意义。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非洲和中国正推动共筑高

水平非中命运共同体。中非合作论坛等合作

机制不断完善，推动非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

阶。中国在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发展已经获得了

可喜的成果，非中双方加强技术转移、技术合作，

将对非洲和全球南方国家产生重大积极影响。

本勒·新赛沃拉翁：中国是老挝第二大贸易伙

伴和第一大出口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

下，老中两国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拓展，为老挝发

展创造了新机遇。未来，我们将推动老中两国进

一步深化经贸领域互利合作，为两国和地区发展

作出贡献。

阿卜杜拉哈曼·阿尔—法季：沙特和中国关系

友好，经贸合作发展迅速。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与沙特“2030 愿景”对接，将进一步巩固两国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为千年丝绸之路上的合作故事谱

写新篇章，两国企业也将迎来许多新机遇。作为

世界知名化工企业，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希望通过

自身优势，进一步深化合作，激发更多创新成果，

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为沙中两国合作写下生动

注脚。

（本报记者王骁波、杨一、孙广勇、周輖、龚鸣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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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勒·新赛沃拉翁（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银行行长）

塞梅瑞塔·塞瓦瑟（埃塞俄比亚

财政部国务部长）

米凯莱·杰拉奇（意大利经济发

展部前副部长）

阿卜杜拉哈曼·阿尔—法季（沙

特基础工业公司首席执行官）

桑百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

际经济研究院院长）

▲3 月 21 日，陕西西安开行首趟至

南美洲国家的国际铁海联运班列，搭载

彩色液晶显示板等货物的列车从西安国

际港站驶出，一路开往山东青岛港，并从

青岛港转海运前往巴西马瑙斯。

刘 翔摄（影像中国）

▲

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红利释放，中国—东盟自贸区建

设深入推进，中国—东盟贸易规模进一步

扩大，越来越多东盟国家的商品得以更加

便捷地进入中国市场。图为泰国春蓬

府一家榴莲工厂的工作人员查看刚采

摘的榴莲。 新华社记者 王 腾摄

▼3 月 19 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

“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匈塞铁路塞尔维亚境

内贝诺段（贝尔格莱德至诺维萨德）安全平

稳运营满两周年，累计发送旅客超 683 万

人次。图为列车行驶在贝诺段诺维萨德多

瑙河大桥上（无人机照片）。

任卫云摄（新华社发）

■■权威论坛权威论坛R

▲3 月 27 日，中坦投资论坛在坦桑

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举行，来自中国的投

资者和坦桑尼亚的企业代表深入交流。

赫尔曼·埃马纽埃尔摄（新华社发）

▲2月 23日，中法合资公司员工在法国吕

茨工业区的电池盒生产线上工作。

新华社记者 张百慧摄

▲中国政府援建的埃塞俄比亚河岸绿色发展项目改善了该国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市容市貌，助力

当地绿色低碳发展。图为该项目组成部分——亚的斯亚贝巴友谊广场。 新华社记者 李亚辉摄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
进，和平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各国应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共
谋发展。中国以高质量发展和
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
强大动力，为各国发展创造更多
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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