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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韩国政府统计，疫情结束后，韩国
民众海外旅游持续增加，中国成为热门
旅游目的地。分析认为，此次韩国赴中国
旅游热度升高，是疫情前常态的恢复，也
彰显了中韩两国民众之间的深厚情谊。

1月份赴华韩国游客增908%

疫情之后，韩国民众海外旅游逐渐
恢复。韩国国土交通部发布的统计数据
显示，今年 1 月国际航线旅客量为 728
万人次，同比增长57%，恢复至2019年
1 月新冠疫情暴发前水平的 91%。其
中，中国航线旅客量增幅明显。韩国法
务部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月前往中国
的韩国民众为 14.2 万人次，同比暴增
908.7%，环比增长9.3%。

中国旅游热背景下，韩国许多旅行
社专门推出中国旅游产品，各大航空公
司增加来往中国的航班。其中，大韩航
空将于 4月底重启执飞仁川至张家界和
郑州航线，济州航空也决定今年夏季重
新执飞仁川至石家庄航线。

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的出境大厅，
前往中国的航班柜台前常常大排长龙。
其中大多是赴中国旅游的韩国游客。张
家界成为韩国游客的热门目的地之一，
吸引了大量60岁以上的“白发游客”。

“中韩两国旅游的人员往来正在恢

复常态。”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
究院研究员、中国周边战略研究室主任
王俊生说，“今年2月，中韩双方人员往来
突破百万，正在逐渐恢复至疫情之前的
水平。”

地缘和文化上“相近相通”

“新冠疫情之后，我很想去国外旅
行。我这次选择了在历史上亲密、距离
上很近的中国。”韩国游客朴炳河说。
许多韩国游客热衷于中国旅游，是因为
地缘和文化上“相近相亲”。

从数据上看，中韩两国民间往来正
在恢复疫情前水平。王俊生分析指出：

“疫情前，中韩两国政府频繁互动，带
动民间交流。现在则是民间交流自发地

‘热’了起来。”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韩两国地

缘相近，历史文化渊源深厚，经贸合作
潜力巨大。民间往来是阻挡不住的。”
王俊生认为，韩国民众赴中国旅游的热
潮，会促进两国民众对彼此的了解，加
深双方友谊。

中国多项举措便利外国游客

近日，张家界迎来大量韩国游客。

去年以来，张家界连续推出多项创新举
措吸引韩国游客，不仅提高入境旅游
接待奖励标准，还组团到境外推介并
邀请游客，同时热情欢迎全球旅行商考
察踩线。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全球范围内积
极扩大“朋友圈”。至今，中国已经和
超过 150 个国家缔结涵盖不同护照的互
免签证协定，越来越多外籍人士来到中
国旅游、学习、生活、工作。

“这显示出中国继续加大改革开放
的决心。”王俊生认为，从去年年底开
始，中国陆续对相关国家开放免签，
并推出优化支付服务等具体举措，彰
显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深化与
国际交流合作的决心，“这激发了外国
民众来华热情”。

日前，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应邀访
问韩国忠清南道，会见道知事金泰钦，
出席“第七届忠清南道——中国地方政
府交流会”并发表致辞。会上，邢海明
强调：“双边地方和民间交流一直是两
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韩两国利益
交融，两国人民心心相通，任何人都无
法阻隔。”金泰钦表示，韩中友好交往
数千年，是分不开的邻居和伙伴。

王俊生说：“中国拥有壮丽秀美的
自然风光、广阔的市场、坚持开放的决
心和热情好客的民众，是经商置业、学
习旅游的理想目的地。”

聚焦“绿色”力量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
来，经历了非常快速和富有成果的发展。
从2021年开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
目标进一步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结合，特
别是在应对气候危机方面，发挥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4 年年会

“一带一路”绿色投融资圆桌会议上，博
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说。

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共同应对气候
变化，促进绿色发展合作，近年来，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取得许多“绿色”成
就，一系列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金
融等重点领域合作在共建国家开展。

博鳌亚洲论坛咨委、联合国前副秘书
长兼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沙姆沙德·阿赫
塔尔说：“2023 年，我们的研究报告得出
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一带一路’合
作项目的‘绿色’程度非常高，积累了非
常丰富的绿色投融资经验。我们需要吸引
更多绿色资金参与‘一带一路’合作，让
共建国家共同受益。”

巴基斯坦前总理阿巴西结合中巴经济
走廊的建设经验，讲述了“一带一路”建
设中的“绿意盎然”。“中巴经济走廊合作涵
盖能源、高速公路、铁路、空港等多类项目。
项目开展有两个基础点：一个是项目的经
济可行性，另一个是环境上的可持续性。
这些项目给巴基斯坦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双
赢，加强了两国间的合作。”阿巴西说。

如何推动更多国家参与“一带一路”绿
色合作，如何提高共建国家绿色发展能力？

“一带一路”绿色原则指导委员会共同主
席、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
长马骏认为，目前，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
国家，还存在巨大的绿色投融资缺口。发展
中国家除了需要针对可再生能源的绿色融
资支持，还要重视绿色产品信息披露、绿色

产业技术提升等绿色领域的能力建设。
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总干事弗兰克·

里斯伯曼表示，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
下，中国为共建国家带来绿色投资，包括
电气化铁路、清洁能源等在内的一批项目
落地生根，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将进一
步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我们要进一步加
强同中国等亚洲国家在节能减排、保护生
物多样性、减少塑料垃圾等领域的合作，
创造人类更加可持续的未来。”

打通“数字通道”

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论坛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行长金立群表示：“数字通道是所有基础
设施项目的基础，共建国家需要弭平数字
鸿沟，改善数字互联互通能力。‘数字丝
绸之路’将帮助发展中国家跨越数字鸿
沟。中国越来越侧重于软联通。特别是对
于低收入国家而言，他们的数字基础设施
薄弱，‘数字丝绸之路’将改善这一状
况，对此作出贡献。”

在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经济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当下，如何加快

“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也是今年“博鳌
论道”的重要议题之一。

据博鳌亚洲论坛此前发布的 《亚洲数
字经济报告》，亚洲数字经济在逆势中实
现平稳发展。2022年，测算的亚洲14个国
家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12.8万亿美元，同比
名义增长 3.5%，占 GDP 比重为 38.5%。报
告认为，应当推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亚洲数
字互联互通水平。

“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机遇与挑战，应
对数字技术带来的挑战需要全球共同努力。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可以携手面对这些挑
战。”阿巴西表示，“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可
以更好推动共建国家的经济，从全球层面

整合人工智能应用，这也是共建‘一带一
路’在新技术推进上能作出的独特贡献。”

前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行长、英国海外
发展研究院董事苏马·查克拉巴蒂分享了
他对中国民营企业参与“数字丝绸之路”
建设的深刻印象。“以一家总部在中国深
圳的手机制造商为例，它在非洲2022年所
占市场份额是 47%，现在所占份额更高。
其手机设计非常符合当地消费者需求，不
但创造了商机，也引导了当地数字化消
费。中国民营企业在推动‘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他说。

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表示，自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共建国家通
过双边和多边机制表达了对这一倡议的支
持和赞赏。当前，数字经济以及数字时代
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合作成果最为
集中的领域之一。中国创造了令世界惊叹
的发展奇迹，也为全球发展事业作出了巨
大贡献。

探索投融资新路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成功之处
在于提供了探讨各领域合作的可能性。”俄
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基
里尔·巴巴耶夫认为。围绕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议题，博鳌亚洲论坛关注“一带一
路”投融资领域的创新探索和进步。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企
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
资2240.9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28.4%。

“2023 年，亚投行批准了在科特迪瓦
的一个农村公路项目。得益于这一项目，
当地大山里的农民可以将他们种植的咖
啡、可可豆等农产品运到港口、销往全
球。”金立群在论坛期间强调，亚投行所
有贷款项目都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多数项
目旨在加强互联互通，推动区域经济一体

化，让发展更好惠及当地民众。从这个角
度来看，亚投行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的使命有一定重合。而在“一带一路”投
融资领域的合作中，国际金融机构和多边
金融组织的作用尤其重要。

在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总裁雷纳
特·别科图尔沃夫看来，高质量建设“一带
一路”更加关注“软能力”的建设，关注如何
促进资本更好流通，让“一带一路”相关项
目获得更多样化的资本支持。哈萨克斯坦
建立了金融中心帮助融资，吸引更多类型
的资本方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助推“一带
一路”建设获得多样化的资本来源。

“尼泊尔与中国正在合作推进许多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也在讨论如何探
索更好的金融合作机制。”尼泊尔总理外
事顾问如博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
展战略，聚焦不同国家的战略需求或可为

“一带一路”倡议注入新动能。对于尼泊
尔这样经济体量较小的国家来说，直接建
设大型旗舰项目有一定难度。如果能有针
对性地对“全球南方”国家推出一些共建

“一带一路”的中小型项目，可逐步提升
这些国家未来建设大型项目的能力。

苏马·查克拉巴蒂认为：“共建‘一带一
路’不断推进，需要吸引更多国际金融机构
参与。我们需要说服更多像欧洲复兴开发
银行、亚投行这样的银行合作伙伴，系统
化、渐进式地打造‘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在
投融资领域的品牌，循序渐进推动相关国
家经济发展。此外，被投资国家也应该在合
作项目政策制定、项目设计等过程中发挥
更多作用，为深化合作做好充足准备。”

上图：3 月 27 日拍摄的斯里兰卡科伦
坡港口城一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是
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
重点合作项目，计划通过填海造地方式在
首都科伦坡旁建造一座新城。目前，项目
绿色填海造地及水工工程已经竣工。

新华社记者 徐 钦摄

巴赫的大提琴奏
鸣曲舒缓悠扬，《新赛
马》 呈现广阔草原上
的骏马奔腾……法国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日
前奏响了“春之旋律”。

“春之旋律”系列
音乐会创办于 2003 年
3月，是巴黎中国文化
中心的品牌活动，旨
在用音乐讲述中国故
事、促进中欧文化交
流。在今年的音乐会
上，比利时钢琴家尚·
马龙和中国旅法二胡
演奏家果敢共同演奏
了 《黎明的编钟声》。
尚·马龙在2020年创作
了这一作品，相关视
频赢得不少中国观众
的喜爱。

“音乐是全球共通
的语言，它能跨越万
里，为人们带来温暖
和力量。我希望通过
音乐创造更多文化沟
通的机会。”尚·马龙
对本报记者表示，他
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
情有独钟，曾从中国
侗族、苗族等不同民
族风格的音乐中寻找
创作灵感，并在专辑
中对侗族音乐元素进
行了精彩呈现。他曾
荣获“贵州旅游文化
大 使 ” 的 称 号 。 近
期，他还计划访问中
国，与侗族音乐家共
同录制节目。

在 音 乐 会 尾 声 ，
演奏家们用钢琴、二
胡、大提琴即兴合奏
了一曲爵士乐，新颖
的“混搭”效果引发
现 场 观 众 热 烈 反 响 。

“我希望通过二胡等中
国民族乐器与西方乐
器展开对话，让中国
传统民乐走向更广阔
的舞台。”果敢表示。
多年来，他尝试将二
胡与爵士、摇滚、电
子等西方音乐流派融
合，曾前往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演出。

2024年是中法建交 60周年、中法文化
旅游年，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正在巴
黎中国文化中心上演。近日，一场以“水
墨交融·意向乾坤”为主题的中法艺术对话
作品展拉开帷幕。展览展示了中国当代国
画名家崔振宽的作品与法国艺术家贝汉夫
妇的玻璃雕塑艺术作品。前者在中国传统
书法和水墨画的基础上，借鉴吸收西方印
象派和现代主义绘画技巧；后者则融合了
东方书法的元素，通过切割和熔合等工
艺，呈现出亦柔亦刚的视觉效果。

当地市民马布退休前是一名舞蹈演
员，他被这一独具特色的展览吸引而来。
他对记者表示，法中两国艺术家用不同的
艺术形式表达了相似的主题，他在观展过
程中收获了许多惊喜。“类似的展览很有意
义，它为不同文化交流对话搭建桥梁。”

（本报巴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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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聚焦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深耕“绿色丝路”，加快数字建设
本报记者 高 乔 彭训文

近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设置了多
场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分论坛，聚焦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来自多国的政要、学者
和企业家围绕“一带一路”绿色投融资、加速
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等话题，分享各自经验
观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正聚焦哪些重
点领域？“一带一路”将为亚洲和共建国家带
来哪些新机遇？本报记者在博鳌亚洲论坛现场
寻找答案。

环 球 热 点

韩国赴中国旅游热度升高
张岳怡

俄罗斯“联盟MS-24”载人飞船搭载3
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4月6日在
哈萨克斯坦境内草原上安全着陆。图为在哈

萨克斯坦中部城市杰兹卡兹甘附近草原上，
俄罗斯“联盟 MS-24”载人飞船正徐徐降
落。 新华社/美联

环 球 扫 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