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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要说椰枣种植，中东
地区有天然优势；要论金融产业，罕有
发达程度超过美国的；而一旦要比修路
建桥盖机场，中国则几乎没有敌手。这
就是比较优势。在“基础设施建设”领
域，中国的丰富经验和高超水平，完全
可以高效优质造福邻近的亚洲国家和整
个世界。这些年，“中国高铁”已经成
为中国出口的王牌名片之一。

与之相呼应，本报记者统计发现，
中国领导人出访，或者外国领导人访华
时，一旦提及双双合作领域，“基础设
施建设”常常在列。在全球范围内，无
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对改善基
础设施的需求，都堪称“海量”。

以亚洲为例，该地区经济总量占全
球 1/3，极具经济活力和增长潜力，但
一些国家铁路、公路、桥梁、港口、机
场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却严重不足。
数据显示，未来十年，亚洲平均每年基
础设施投资需求是8000亿美元。而亚洲
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能够给该地区提供
的资金，却十分有限，每年约 200 亿美
元。巨大的资金缺口，迟滞了本地区基

础设施建设，进而影响经济发展。
而中国倡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聚焦“基础设施”，正是为弥补这
一巨大资金缺口而来。“一带一路”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所以受到普遍
性的欢迎，着眼互联互通，关注基础设
施建设等领域，真正触及了各国“痛
点”，是重要原因之一。

几天前的 1月 21日，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出访中东期间，向印尼总统佐科
致贺信，祝贺雅加达至万隆高铁项目动
工。作为印尼和东南亚第一条高速铁
路，雅万高铁将有力带动沿线地区打造

“雅万高铁经济带”。合作建设雅万高
铁，是中印尼战略对接的重大早期收
获，将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现在，主动提出要在基础设施领域
与中国合作，并对中国参与当地基础设
施建设表达感谢的国家，正越来越多。
在全球经济形势不太景气，且短期内难
以根本性改观的背景下，“要想富，先
修路”这句实践而来的重要经验，更具
吸引力。而在此领域，其他国家可以安
心地搭“中国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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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屏幕播放着延布炼厂项目介绍视频以及项目现场启动的画面，沙方工作人员用中文向习
近平问候，中方工作人员用阿拉伯文向萨勒曼国王问候。随后，习近平和萨勒曼国王共同按下
启动键……

这是国家主席习近平2016年1月在沙特出访期间与沙特国王萨勒曼一起参与延布炼厂项目
启动仪式的场景。事实上，每当中外领导人会面时，双方都会谈及哪些领域存在相互合作的机
会，同时也常会对相关领域的重大合作项目进行签约。这些内容的汇集形成了中国对外合作的
产业地图，展现了中国与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合作的产业格局。

“面对新形势，我们应该加快完善基础设施
建设，打造全方位互联互通格局。互联互通是一
条脚下之路，无论是公路、铁路、航路还是网络，
路通到哪里，我们的合作就在哪里。”2014 年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上，习近
平的讲话曾多次提到“互联互通”。而基础设施
建设也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

通过检索十八大以来有关习近平会见外国
领导人的通讯稿件，“基础设施建设”出现在
双方合作领域的部分达近百次。北美、加勒比
海地区、东南亚、中亚、中东、非洲、欧洲
……不论是坦桑尼亚、斯里兰卡、墨西哥等发
展中国家，还是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双方
的会谈和合作项目内容里都少不了“基础设
施”这几个字。而这也是中国对外合作“走出
去”的优势所在。

值得关注的是，在与习近平的会谈中，不
少外国领导人都主动向中国提出在基础设施领
域的合作，或对中国参与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
表达了感谢之意。

比如2013年3月27日，巴西总统罗塞夫在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时表示，欢迎中国
企业参与巴方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大型项

目；2014 年 9 月 16 日，斯里兰卡总统马欣达·
拉贾帕克萨在与习近平一同出席中斯重要合作
项目——普特拉姆燃煤电站全面启用视频连线
仪式时说，“普特拉姆燃煤电站项目使斯里兰
卡千家万户受益，为斯里兰卡国家发展提供了
强劲动力”，“事实证明，中国为斯里兰卡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斯里兰卡人民真
诚的朋友和亲密的伙伴”。

除了普特拉姆燃煤电站之外，中国对外合
作的基础设施项目尤其是标志性项目还有很
多，分布在各种分支领域。

比如铁路，2016年1月21日，习近平向印
尼总统佐科致贺信，祝贺由双方合作建设的雅
加达至万隆高铁项目动工。

比如港口，2014 年 2 月 7 日，习近平会见
希腊总统帕普利亚斯时谈到，共同搞好中方参
与经营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口项目，为两国投资
合作起到良好示范和带动作用。

机场、高速公路、电力设施……中国建
筑、中国中铁、中国电建……在全世界的各个
角落，几乎都能找到中国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
影子，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互联互通”的
实现而努力。

“中沙在能源领域的互利合作给两国
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沙延布
炼厂项目既符合沙特经济优化升级、能
源产业升级的国家发展战略，也契合中
国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
框架内开展互利合作的发展思路。”

2016 年 1 月 20 日，习近平在沙特访
问时这样形容中沙在能源方面的互利合
作。而在出访前夕，习近平在沙特 《利
雅得报》 发表题为 《做共同发展的好伙
伴》 的署名文章，里面首次提出了“能
源合作共同体”的概念。

能源，同样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中
的重要产业领域。在十八大以来有关习
近平会见外国领导人的通讯稿件中，“能
源”一词出现的次数接近“基础设施”，
也达到近百次。不少国家与中国的能源
合作更体现了全方位的特点。

例 如 中 国 与
俄罗斯的能源合
作 ， 就 涉 及 油
气、核电、煤炭
等 能 源 合 作 协
议 ， 在 增 供 原
油、修建天然气
管道、中方进口
俄罗斯液化天然
气、建设合资炼
油厂等方面达成
共识；在中国和
哈萨克斯坦的能
源合作中，实施
好跨境油气管道
建设、加强油气
开 发 和 加 工 合
作、支持中国石

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参股卡沙甘油田等也
都是双方强调的重点，其中中哈天然气
管道二期第一阶段开通仪式更是迎来了
习近平主席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
耶夫的共同出席。

还有像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尼西
亚、委内瑞拉、土库曼斯坦等，中国与
他们的能源合作都颇为全面。加强油气
上中下游一体化合作、为当地培养能源
技术人才、推进“油气+”合作新模式
……这些措施都有助于中外双方构建

“能源合作共同体”。
另外，许多国家与中国在能源方面的

合作涵盖了常规能源、核能、新能源、清洁
能源等多种类型。例如在中美的能源合作
中，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CERC）
的合作及成果就是双方发展清洁能源、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亮点。

“中沙两国科研机构成
功绘制了椰枣基因组图谱，
对椰枣产量、品种改良、病
虫 害 防 治 等 产 生 重 要 影
响。”在《做共同发展的好伙
伴》的署名文章中，习近平
提到的不只是基础设施、能
源等中外合作中的共性产
业，也提到了中沙之间合作
的个性内容。

事实上，中国与其他
国家的产业合作除了有相
似内容外，也有许多不同
之处，反映了这些国家的
优势产业、特色产业以及
他们对中国的特定需求。

这其中，地理位置是一个较为突出的
因素。举例而言，在两国领导人会谈过程
中，中国与德国、比利时、澳大利亚、新
西兰、智利等国家都提到了极地领域的合
作。而这些国家分别与北极或南极距离较
近，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而在与西班
牙、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谈及的合作
中，包括渔业在内的海洋开发均是特色之
处，体现了这些国家地处沿海甚至拥有重
要港口的优势位置。

此外，还有像中国与荷兰、澳大利
亚、新西兰等的畜牧业或乳制品合作，体
现了当地草场茂盛、畜牧业发达的特点；
中国与纽埃、萨摩亚、多米尼克、圭亚那
等太平洋岛国或加勒比地区的国家在应对
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体现了当地面临全
球变暖带来海平面上升的直接危机。

除了地理位置的因素，技术因素也成
为中国是否和这些国家进行有关领域合作
的原因之一。例如在航空领域，中俄双方
探讨推进联合研制重型直升机、远程宽体
客机等项目；中美之间由中国有关企业与
波音公司签署了购买波音公司签署了购买 300300 架飞机的协议架飞机的协议，，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波音公司签
署了 《关于提升民用航空产业全面战略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中英之间由海航集团
与罗罗公司签署 《关于 42 架 A330 飞机发
动机产品支持及维修服务采购项目》。

还有像中国与美国、法国、土耳其等
在检验检疫方面的合作，中国与新西兰、
澳大利亚、荷兰在食品安全方面的合作，
中国与德国、印度在医药方面的合作，中
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在中医方面的合作，中
国与土库曼斯坦在纺织方面的合作，中国
与智利在防灾减灾方面的合作，也都体现
了技术因素的决定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和一些国家在金融方
面的合作，尤其是人民币清算机制或双边
本币互换协议的设立则反映了双边经贸往
来或产业合作的密切程度。中国与马来西
亚签署了数额为18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
币互换协议、中国在澳大利亚设立人民币
清算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与英格兰银行签
署 《人民币／英镑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以
及未来可能在德国、韩国建立人民币清算
安排，都是双边交往热络的重要体现。

2016年1月21日，在埃及进行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和埃及总统塞西共同出席了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二
期揭牌仪式。与单个领域产业的合作不同，产业园区涵盖
了更多的产业领域，体现了综合发展。这在当前的中外合
作中也是一个重要内容。

例如去年11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新加坡期间与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共同见证了中新第三个政府间合作协议
的签字仪式，其中就包括了建设中新 （重庆） 战略性互联
互通示范项目的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实施
协议这三份文件。从苏州工业园区和天津生
态城到重庆的中新产业园，中国与新加坡之
间的产业园区合作日渐深入，园区主题也从
工业到生态再到互联互通和现代服务业。

而在中国西部的重要城市成都，多个产
业园区都在两国的合作中进行建设运营。中
韩创业创新园将依托两国现有的优势创新创
业平台，共建众创空间；中法生态园以绿色
低碳为理念，注重环保材料与新能源的研
发；中徳中小企业园则将重点放在发展精密
机械制造、智能制造装备、五金制品、生物
医药、节能环保等产业。

另外，中外合作的产业园也同样在各国
国内开花结果。比如中国与马来西亚之间共
同打造中马钦州产业园和马中关丹产业园，
其中后者依托当地资源和发展较为成熟的产
业，重点发展涵盖钢铁、铝材深加工、棕榈

油加工、石化、汽车装配、橡胶等传统优势的加工业，以
及信息通信、电器电子和环保产业等为主的新兴产业和以
金融保险业、物流业、研发展示等为主的现代服务业。

综合的产业发展更具有集群和规模效应，因而产业园
区的合作正日渐受到欢迎。未来，印尼—中国综合产业
园、中巴经济走廊沿线工业园、中英科技园、中国与乌兹
别克斯坦的农业示范园区等都将会建成并投入使用，合作
成果也将日渐凸显。

基础设施建设五大洲全覆盖基础设施建设五大洲全覆盖

能源合作推行“油气+”模式能源合作推行“油气+”模式

地理与技术是合作突出因素

产业园区产生集群效应

中新天津生态城是中国、新加坡两国政府战略性合作项目，计
划用10年左右时间，建成一个绿色建筑比例达到100%的国际生态
城市样板。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摄

2015 年 2 月 25 日，装载集装箱的首班中亚班列从中
哈 （连云港） 物流基地出发。 王健民摄 （新华社发）

中方贷款的普特拉姆燃煤电站为斯里兰卡带来实实在在
的利益。 新华社记者 黄海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