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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中国顾客会喜欢”

“来尝尝看，这是用巴西阿萨伊浆果冻
干粉做的冰沙。”在第七届进博会食品及农
产品展区，亚马孙巴西莓公司展台的员工
热情介绍着他们的“当家”产品。一杯杯紫
红色的冰沙，吸引着来往观众驻足品尝。

“感觉怎么样？你会喜欢的。吃它让人
更健康。”巴西展商、亚马孙巴西莓公司首
席执行官克里斯蒂亚诺·佩鲁佐·瓦卡罗热
情地向本报记者介绍起阿萨伊浆果——这
是巴西亚马孙地区特有的一种水果，也被
叫作巴西莓，巴西人称它是“超级水果”。

“阿萨伊浆果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富含抗
氧化剂的同时糖分较少，是一种非常健康
的食品。我们知道它在中国很热门。”克
里斯蒂亚诺说。

进博会上，像克里斯蒂亚诺一样跨越
万里“赴约”的拉美展商还有很多。巴西木
浆生产商书赞桉诺在进博会上发布新品，
秘鲁企业带来的羊驼玩具、葡萄、芒果和咖
啡受到追捧，十多家智利葡萄酒、新鲜水
果、海产品企业共同亮相，全球首发的智利
安第斯山脉高海拔地区雪山车厘子吸引关
注……收获订单、开拓市场、洽谈合作，热
闹的进博会是中拉经贸合作的一个缩影。

在秘鲁展商、卡德亚尔工业和食品贸
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加列戈斯·因奎尔图
帕·雷内·阿曼达的展台，琳琅满目的藜
麦加工食品摆满展柜。麦片、饼干、各类
冲剂……“这些东西够做一顿‘速食’早
餐啦。”阿曼达对这次参展的各类藜麦食
品非常有信心。“这几天来参观的人好多，
大家好热情，现场品尝之后都很喜欢我们
的藜麦饼干。我们已经决定明年继续来进
博会啦，我想借助参展的机会，让我们的藜
麦产品更快地进入中国市场。”

“相信中国顾客会喜欢”“我决定了要
把产品引进中国市场”“有任何问题都可
以随时沟通”……在进博会拉美国家相关
展台，问起展商们为何到来、有何感想，
他们不约而同地展现出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和兴趣。

“合作是一场双向奔赴”

在西班牙语中，钱凯与上海发音相
近。近年来，随着钱凯港项目推进，当地
媒体经常使用“从钱凯到上海”这一朗朗
上口的短语，描述未来的中拉陆海新通
道。钱凯港投入运营后，秘鲁与中国之间
的海运时间预计将大幅缩短，秘鲁和周边
国家的产品将更顺畅高效地运往中国和亚
洲地区，大幅带动拉美地区货物贸易和港
口经济的发展。

“钱凯港落成，能让我们以更低的成
本将产品运到中国。钱凯港和上海港虽然
相隔半个地球，但是运输越来越方便，经
贸联络越来越紧密。”阿曼达说。

开展 3 天，她的小本子里已经积累了
10 多家中国进口商及代理商的名片。尽管
不懂中文，阿曼达仍能熟练地和中国客商
交流：打开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好友，
用软件自带的翻译功能和对方沟通。

目前，中国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第二
大贸易伙伴和多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与 5
个地区国家签署自贸协定，与 22 个国家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 2023 年 9 月，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
区累计实施 200 余项基建项目。中拉经贸
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正惠及双方人民。

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克里斯蒂亚诺为中
国的高科技产品和美丽城市景观惊叹，中
国客商对阿萨伊浆果制品的喜爱，也让他
兴奋不已。“目前我们的阿萨伊浆果相关
制品已出口到全球数十个国家，许多中国
年轻人已经是阿萨伊浆果制品的爱好者。”
克里斯蒂亚诺说，“我们看到在中国市场
推广产品的巨大潜力，我们想在中国发现
更多机遇、获得更大发展。”

“当前，中拉年贸易额近 5000 亿美元，
中拉经贸总体规模增长速度快，进入中国
市场的拉美产品种类不断丰富。中国需要
拉美的产品，拉美企业渴望进入中国市
场，中拉经贸合作是一场双向奔赴。”上
海大学特聘教授、拉美研究中心主任江时
学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到拉美去走走看看”

据 《2024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际贸易
展望》 报告预测，今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国际贸易逐步复苏，中国将是其出口增长

最快的市场。
“中拉经贸合作的活力源泉之一，是

双方的利益融合度高，中拉经贸合作具有
平等、互利、开放、创新、惠民的显著特
征。”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
际关系室主任、研究员周志伟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分析，一方面，中国与拉美国家
的经贸合作、投资合作实实在在促进了拉
美多国的经济增长、民生改善、就业增长；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民众对拉美国家的认
知更加丰富全面，中国消费者对拉美产品
的需求提升，拉美国家的农产品、矿产资
源、手工艺品和技术产品丰富了中国市场。

“我出生在秘鲁马丘比丘，那是世界
新七大奇迹之一，是深受全球游客喜爱的
著名景点。在中国我感受到中国朋友对我
们的热情、尊重和细致的帮助。我也希望
更多中国朋友，不仅能品尝秘鲁的藜麦制
品，也能亲自到拉美去走走看看，到我的
家乡感受秘鲁的悠久文化。”阿曼达说。

拉美有句谚语，“真正的朋友能够从
世界的另一头触及你的心灵”。如今，中
拉合作从经贸、金融、基建等传统领域向
能源、数字、航空航天等新兴领域不断拓
展。中拉直航已成为“中拉空中丝绸之
路”。中方还积极为拉方开展人力资源培
训，派遣医疗和农业专家组，推广竹子、
菌草等“小而美”民生项目，助力地区发
展振兴。中拉深度合作、携手发展的进程
还在不断推进。

“中拉经济结构互补，这也意味着未
来双方经贸合作可持续性、可预期性强。
目前，中国与拉美合作的方式更加多元，
领域不断拓展，深度不断增加，可以预期
未来中拉经贸合作仍将保持明显的增长趋
势。随着更多拉美商人来到中国，更多中
国游客到访拉美，更丰富的产品进入彼此
市场，中拉经贸合作的活力将持续迸发。”
周志伟说。

（本报记者徐佩玉、廖睿灵参与采写）

进博会吸引拉美企业积极参与——

“在中国发现更多机遇、获得更大发展”
本报记者  高  乔  张  红

跨越半个地球，飞行20多小时，从拉美到
中国，从农场到展会，在日前举办的第七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来自秘鲁、巴西、尼加
拉瓜、智利等拉美国家的展商跨越山海，带着
各国的特色产品亮相。秘鲁的藜麦、巴西的咖
啡、洪都拉斯的白虾、尼加拉瓜的蜂蜜、智利
的车厘子、厄瓜多尔的香蕉……进博会上的拉
美“明星产品”，也是中国各大商超的热销之
选。在拉美展商的话语中，中拉经贸合作的热
络往来有了更加具体生动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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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届 进 博 会
巴西国家馆。

本报记者  
高  乔摄  

在第七届进博
会上，秘鲁展商阿
曼达正在向中国观
众介绍产品。

本报记者  
高  乔摄  

亚 太 经 合 组 织 工
商 咨 询 理 事 会 成 员 、
泰国商会、贸易委员
会副主席甲森西·巴
吞沙日前在曼谷接受
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
示，中国在亚太经合
组织中发挥着关键作
用，例证之一是中国
通过不断深化与其他
经 济 体 的 经 贸 合 作 ，
持续为亚太区域的繁
荣稳定贡献力量。

甲 森 西 说 ， 当 前
全 球 经 济 增 长 乏 力 ，
不少国家都背负着沉
重债务负担。与此同
时，地缘政治冲突持
续升级，贸易保护主
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呈
现抬头趋势。他认为，
在全球化遭遇逆风的
大背景下，以推动贸
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为目标的亚太经合组
织 的 重 要 性 进 一 步
凸显。

在 甲 森 西 看 来 ，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和最大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创
造机遇。中国是亚太
绝大多数经济体的主
要贸易伙伴，是亚太
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中国积极推动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加强与各国经贸合作，
将在进一步推动区域
经济一体化中扮演关
键角色。

“我认为世界需要
团结协作，我们比以
往更需要开放，需要
更充分、更深入地了
解彼此。‘关门’增加
贸 易 壁 垒 没 有 意 义 ，
不 会 让 任 何 一 方 受
益。”甲森西说。

甲 森 西 表 示 ， 亚
太经合组织成立 30 多
年来，在众多合作领
域取得引人注目的成
果。其中，工商咨询
理事会致力于汇集企
业界人士的意见，便
于各成员经济体领导人广泛听取、采纳建议。

甲森西说，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频
发令各国经济受到冲击。今年以来，许多国
家遭遇了严重洪水和极端炎热天气，农业生
产遭到破坏，引发粮食安全问题。“我们需要
在亚太经合组织这样的平台，讨论气候变化
和粮食安全这些重要议题，因为这事关民计
民生和全球发展稳定。”

甲森西表示，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和能
源转型方面，中国的绿色低碳发展走在全球
前列，光伏、电动汽车等行业领跑全球，有
效对接各国绿色发展需求，为全球可持续发
展作出贡献。

“越来越多中国品牌电动汽车进入泰国市
场，一方面为泰国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另
一方面也带来先进技术，助力泰国形成完整
的电动汽车产业链，推动泰国绿色可持续发
展。”甲森西说。

（据新华社电  记者高博、陈倩慈）  

中
国
持
续
为
亚
太
区
域
发
展
贡
献
力
量

—
—

访
亚
太
经
合
组
织
工
商
咨
询
理
事
会
成
员
甲
森
西
·
巴
吞
沙

环
球
扫
描

近日，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公布《2035
年能源转型可再生能源战略》，计划在 2035 年实
现 120 吉瓦的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容量。该部门在
2025 年预算提案中还提出到 2025 年年底，土耳其
太阳能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22.6 吉瓦、风电达到
14.8 吉瓦、水电 32.4 吉瓦、地热 4.9 吉瓦，使可再生
能源在电力生产中的占比提升至 47.8%。

近年来，土耳其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
提高其在电力生产中的占比，助力保障能源安
全和可持续发展。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公布
的数据，截至 2023 年年底，土耳其可再生能源
总装机容量为 58 吉瓦，位列全球第十一位。可
再生能源在其电力生产中的占比预计到 2024 年
年底约为 45%，略高于 2023 年的 42.7%。目前，
土耳其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容量约为 30 吉瓦，要
实现 10 年内翻两番的目标，土耳其需每年至少
增加 7.5—8 吉瓦的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容量，需
要近 800亿美元投资。

近年来，土耳其政府不断增加可再生能源
装机容量，推进能源结构转型。2021 年 10 月，
土耳其批准 《巴黎气候协定》，承诺在 2053 年实
现净零排放。2023 年，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
部公布了“土耳其能源计划”，计划将全国发电
装机容量从 2020 年的 95.9 吉瓦增加至 2035 年的
189.7 吉瓦，其中 74.3% 的新增装机容量为可再
生能源。

除可再生能源外，土耳其还大力发展核电
等清洁能源以改善能源结构，并逐步减少对天
然气的依赖。土耳其是欧洲第四大天然气市场，
天然气消费量超过 500 亿立方米，其中绝大部分
依赖进口。

土耳其首座核电站阿库尤核电站位于土耳
其南部梅尔辛省，其第一座反应堆将于 2025 年
投入运营，预计 2028 年全面投入运营，届时该
核电站年发电量将达 350 亿千瓦时，可满足土耳
其 10% 的电力需求，每年可减少 3000 万吨碳排
放量。未来，土耳其计划再建 3座核电站。

近年来，中国和土耳其不断推进能源合作。
2022 年，中资企业在土直接投资额最大的项目
阿达纳地区胡努特鲁电厂投入运营，项目采用

“烟塔合一”二次循环冷却方案，使烟气排放浓
度降低到欧盟标准以下。截至 2023 年年底，该
电厂新增光伏发电 46 兆瓦，成为土耳其最大的
混合电站项目。今年 2 月，哈尔滨电气国际工程
有限公司与土耳其进步能源公司在安卡拉举行
签约仪式，合作共建土耳其首个吉瓦级储能项
目。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4 亿美元，计划于 2025
年 1 月在泰基尔达地区开工建设，2027 年正式投
产。该项目建成后电站储能系统功率可达 250 兆
瓦，最大储量达到 1 吉瓦，将填补土耳其吉瓦级
储能电站领域的空白，助力土耳其实现零排放
目标。

土耳其积极推动能源转型
本报记者  李  明

成都和重庆两地在全国首创中欧班列跨省
域合作机制，携手打造“中欧班列 （成渝） ”
品牌，运营线路 50 余条，覆盖欧亚 120 余个城
市节点，截至目前已开行3.6万列，成为西部地
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

▲11月 14日，货运列车在成都北编组站编
组 （无人机照片）。

◀11月 14日，工作人员在成都北编组站进
行编组作业。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