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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拉美地区国家携手合作已有
60 多年，演绎了一段发展中国家相互理
解、相互欣赏、相互成就的友谊佳话。
近年来，中拉合作进一步走深走实，双
方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

中国是拉美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和
地区多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与 22国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与智利、秘鲁、哥
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尼加拉瓜等5国签
署自贸协定，其中中秘、中智实现贸易
协定升级。这一切有力促进了中拉贸易
自由化便利化，推动了贸易规模进一步
扩大，交换的商品和服务种类进一步增
多。中国民众可以享用来自巴西的牛肉
和鸡肉、秘鲁的蓝莓和葡萄、阿根廷和
厄瓜多尔的白虾、智利的三文鱼和车厘
子、墨西哥的牛油果等。拉美民众可以
享用更多价廉物美的中国电子产品、5G
手机、新能源汽车等。中拉经贸合作不
仅促进了双方经济发展，还为民众提供
了更多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

近年来，中国加强与拉美国家在绿
色能源、电动汽车、绿色环保等方面的
合作，包括水力发电、光伏、风能、电
动汽车等新能源项目；在前期准备方面，
通常开展前期调研，做好环境评估；在
项目执行过程中，严格履行项目所在国
法律要求的环境保护义务，最大限度地
保护好生态环境和社区生活，提升中拉
经贸合作的绿色含量。例如，中国参与
的巴西美丽水电站特高压输电工程项目、
阿根廷胡胡伊省高查瑞光伏电站项目、
秘鲁钱凯港等，不仅推动了拉美基础设
施现代化和产业转型升级，更为拉美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还让
企业和民众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中拉双方具有良好的资源互补优势。
拉美数字经济、数字教育具有很大增长
空间，中国则具有日益强劲的投资能力。
近年，中国加强对拉美通信、远程教育、
电子商务、现代农业等领域的投资。例
如，中拉在现代农业、数字农业等方面
发展合作互动不断加强。中国在拉美相
继成立多个农业科技研发中心和示范农
场，包括中国—巴西农业科学联合实验室、中国—智利示范
农场、中国—古巴农业示范园区等。这些合作不仅为拉美粮
农市场带来了更多发展机会，还促进了农产品销售和出口，
增加了农民收入。最近，秘鲁钱凯港开港，作为中国投资兴
建的、数字化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工程，钱凯港不仅使从南美
洲到中国的货物运输时间从45天缩短至23天，而且为当地人
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中国在技术创新及信息技术产业升级方面的经验对拉美
国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近年，中拉加快技术转移与创新，
不断丰富合作内容和方式。在科技领域，中国与巴西、智利、
秘鲁、玻利维亚等多国合作，不仅展示了高新技术在能源、
交通、基建等服务领域的应用，还促进了当地的技术进步。
在航空领域，中国与巴西共同研制和发射了 6 颗地球资源卫
星，不仅为巴西农业、林业、水利、环境和灾害监测等作出
贡献，还为拉美、非洲、东盟等区域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
基础卫星数据。中国与玻利维亚的“图帕克·卡塔里”卫星
提高了该国广播通信、远程教育和远程医疗等服务水平，不
仅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带来当地民众的生活便利。
委内瑞拉遥感卫星一号项目，为委内瑞拉开展国土资源普查、
城市规划、灾害监测与管理等工作作出贡献。简言之，中拉
在通信、网络、AI等新技术领域的合作，为真正实现中拉互
联互通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企业在与拉美国家企业携手开发商业合作项目的同
时，注重改善当地民众生活，为当地百姓修建学校、医院、
体育中心和资助福利院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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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网巴控公司援建果汁
厂以帮助贫困社区居民就业，这些举措直接提升了当地居民
的生活水平。

总之，中拉合作是互利共赢、共同成长的合作，推动双
方经济社会发展，惠及双方民生福祉。10年来，在双方共同
努力下，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中拉关系进
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中拉合作不仅
拥有骄人的过去、亮丽的现在，更有光明的未来。

          （作者为湖北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  

    推进“上合组织可持续发
展年”框架内合作

在距离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市中心
南部约 45 公里的沙漠里，一大片蓝色
光伏板与金黄色沙丘交织成一幅壮观景
象。占地约 21 平方公里、发电量可以满
足阿联酋约 20 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
可减少超 240 万吨碳排放、为当地提供
就业机会约 5000 个……这是由中国企
业承建的艾尔达芙拉光伏电站，也是上
合组织国家携手共筑绿色家园的缩影。

哈萨克斯坦札纳塔斯风电场、巴基
斯坦苏吉吉纳里水电站、乌兹别克斯坦
1 吉瓦光伏项目、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
克垃圾科技处置发电项目……在上合组
织成员国推动实现能源绿色转型进程
中，中国企业参与投资、建设了一系列
大型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标志性工程，
有力促进了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今年 10 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政府首脑 （总理） 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发布联合公报指出，各代表团团长支
持推进“上合组织可持续发展年”框架
内合作，认为充分发掘和利用上合组织
地区在绿色发展、数字经济、贸易、电
子商务、金融及银行事务、投资、高科
技、创新创业、减贫、卫生 （包括传统
和民族医学）、农业、工业、交通、物
流、能源 （包括可再生能源）、通信、
科技、环保、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潜
力，实现成员国经济可持续和包容性增

长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上合组织积极开展农业合

作，推动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自成立
以来，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
基地根据上合组织国家农业发展需求，
加强技术输出援助，先后派出 73 批次、
190 余名专家，赴上合组织国家，合作
建立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推广传播
110多个优良品种和高效栽培技术。

在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的农业
科技示范园，经过小麦品种对比试验，
中方品种较当地品种最高增产可达 60%
左右；在乌兹别克斯坦中乌节水农业
海外示范园，采用智能水肥一体化灌
溉设备可节水 50%；在巴基斯坦中巴农
业生物资源研究中心和生物健康农业
科技示范园，筛选适宜巴方种植的小
麦、蔬菜、芝麻品种并进行示范转化，
推广中国生物纳米肥料、生物有机肥、
秸秆覆盖等技术，有效提高了当地作
物产量和质量……中国农业技术和农
业模式在上合组织国家逐渐推广开来，
产生积极成效。

乌兹别克斯坦农业部部长伊布罗希
姆·阿卜杜拉赫莫诺夫表示，上合组织
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秉持共商共
建共享理念，为促进上合组织国家农业
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上合组织秘书长张明表示，上合组
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集技术交
流、人才培训、示范推广、国际贸易、
跨境电商、金融服务、人文交流等于一
体，已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农业合作的成
功典范。

成员国间的经济互补性
更加显著

“可持续发展是上合组织国家的共
同诉求。对上合组织国家来说，可持续
发展既有必要性，更有迫切性。”中国
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研究
员李自国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一是近年来，上合组织国家对发展与安
全稳定的关系认识得越来越清楚。相互
助力实现共同发展成为上合组织国家的
重点关切；二是气候变化加剧，对上合
组织国家的影响越来越明显。适应气
变、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上合组织国
家的共同责任；三是上合组织国家虽然
资源丰富，但也面临资源永续利用的问
题，需要从资源开采型向多元化的现代
化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实现现代化是上合组织国家的共
同目标。随着上合组织近年来持续扩
员，成员国间的经济互补性更加显著。
通过深化彼此经济联系，上合组织国
家在资源、市场、产业等方面更多取长
补短、互通有无，汇聚起更加强劲的发
展合力。

近年来，上合组织探索建立了一系
列可持续发展合作机制，推动可持续发
展合作在多边和双边同步进行。

李自国介绍，在多边层面， 2018
年，在中方倡议和推动下，上合组织签
署 《上合组织成员国环保合作构想》，
在该文件的基础上制订 3 年为一期的落
实计划，目前正在执行 2025 年—2027
年的落实措施计划；2021 年，通过 《上
合组织绿色之带纲要》，并制订了联合
行动计划；2022 年，发表 《上合组织成
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声
明》，提出了八大合作方向；2024 年，
在“上合组织生态年”框架下举行了一
系列活动，目前正加紧制定 《上合组织
成员国政府间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协定》。

“在双边层面，中国与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等开展了土壤盐碱化治
理、防风林带建设等一系列项目，与塔
吉克斯坦开展联合冰川保护研究。在新
能源建设上，中国与多个上合组织成员
国签署了 《关于实施可再生能源领域项
目的协议》，启动了多个大型的风电和

光伏项目。”李自国说。
李自国说，上合组织国家对可持续

发展的重视程度持续提高，在上合组织
框架下不断提出新倡议。如，哈萨克斯
坦提议制订 《上合组织地区生态问题清
单》，乌兹别克斯坦提议成立“上合组
织气候理事会”，中国提出建立“中国
—上合组织生态环保创新基地”等。

实现互利共赢的“双向
奔赴”

“未来，上合组织在提高劳动力素质
和劳动生产率、适应气候变化、维护生态
安全方面合作潜力巨大。”李自国说，中
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在新能源、环境保护、数字经济等方面有
强大的产能和技术优势，可在引领上合
组织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市长助理
马鲁夫·塔什普拉托夫表示，乌兹别克
斯坦一些地区面临沙漠化和盐碱地治理
难题，中国治理盐碱地的经验十分宝
贵。“中国在种植技术、农机装备等方
面也取得了重要进步。我们真诚希望借
鉴中国减贫经验，通过此类培训加强与
中国的交流合作。”

“中国的数字产业发展给我留下了
深刻印象。”曾到中国参加培训的塔吉
克斯坦财政部证券发展局证券管理处处
长埃洛夫·福尔卡特忠说，希望塔中今
后能在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的数字化以
及财政系统的数字技术应用等方面加强
合作，共同提高数字化应用水平。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大数据合作中
心新疆分中心工作人员陈宇霄说：“我们
即将与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签署合作
备忘录，在人才培训、数字技术等方面进
行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双向奔赴’。”

曾参加上合组织青年科技创新论坛
的俄罗斯姑娘安娜·多森克，目前在深
圳国际人才交流中心广州办公室担任项
目主管。她表示，上合组织成员国各自
拥有独特的发展优势，在加强新兴科技
领域合作空间广阔。如今，她正在筹备
有关科技创新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活动，
计划邀请多位来自上合组织国家的代
表，共商在农业农村领域开展国际科技
人才交流和科技创新合作。

“仁者爱人”“民为贵，社稷次之，
君为轻”“天下为公”……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诸多理念和思想，注重人与人、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倡导包容和多
元，强调对人的尊重和关怀。

这些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与
当代世界普遍遵守的“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可持续发展”等理念不谋而合。
近日，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召开的“中
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国际学术研讨
会上，厚植深沉历史底蕴的中国人权
事业发展，获得多国专家点赞。

与会人士普遍认为，包括中华文
明在内的各个文明体，共同缔造了人
类人权文明的丰富形态。从中华典籍
中探寻人权理念的渊源和发展，不仅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中华文化，
更能为当代世界的人权事业提供有益
的借鉴和启示，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
态度，推动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

中外专家表示，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重视人的生存、发展和幸福，追求
平等与公正，天下为公等理念和表达，

形式虽然不同，但在内容上，中国传统
文化思想对现代人权理念是敞开的。

瑞士前驻华武官、历史学家贺彼
德表示，中国古代思想流派纷呈，但
其主要关注点之一都是对人的保护和
爱。在等级分明的封建社会，对政府
持不同态度的儒家和道家都关心整个
社会的福祉和良好运转。

发展权在人权话语中占有独特的
地位，包括个人发挥其潜力等，强调社
会实现共同繁荣的权利。加拿大麦克
马斯特大学校长、联合国发展权专家
机制主席兼报告员邦尼·伊博哈沃说，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注重
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协调，倡导社
会责任、伦理治理和包容性发展。

“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理念为
如何在道德上追求发展以造福个人和
社会提供了见解。这种哲学鼓励我们超
越个人主义的发展观念，推广优先考虑
社会责任、道德治理和包容性增长模
式。”邦尼·伊博哈沃说，“世界面临多方
面发展挑战，包括儒家伦理框架在内

的整体方法可以指导我们建立一个更
加公正、公平和可持续的全球社区。”

中华文明中所蕴涵的人权思想，
对当代中国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
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影响。中
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鲁广锦认为，当
代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
的主体地位，突出生存权和发展权是
首要的基本人权，主张在发展中保护
和促进人权，强调人民幸福生活是最
大的人权，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等，无不蕴含着中华文
明的人权思维逻辑，这也是中华文明
连续性的具体体现。

此次会议由中国人权研究会、湖
南省委宣传部、湖南大学共同主办。来
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巴基斯
坦、日本等国家的 200 余名专家学者
与联合国国等际机构代表，以及国内
有关部门、社会组织代表参会研讨。 

（据 新 华 社 电  记 者 阮 周 围 、
曹槟）

可持续发展，上合组织在行动
本报记者  贾平凡

2025年是“上合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作为2024年
至2025年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中国正积极同各方围绕
全球发展倡议八大重点领域，包括减贫、粮食安全、公
共卫生、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
字经济、互联互通等，开展一系列合作与行动。

专家分析，可持续发展合作是上合组织的引领性议
题，上合组织对成员国可持续发展合作及落实《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具有重要影响力。在“上海精神”和
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指引下，深化上合组织地区
可持续发展合作将增进上合组织地区人民福祉，增强上
合组织地区乃至全球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动能与成效。

环 球 热 点

▲位于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的青岛·上合之珠国际博览
中心 （2024年7月18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在乌兹别克斯坦锡尔河州的上合组织农业基地中乌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工
作人员检查盆栽植物。   扎法尔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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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专家聚焦中华典籍  
共话人权事业发展进步

为期3天的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半导体博览会近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国内
外500多家半导体企业与机构参展。图为参展人员在观看半导体上使用的全氟密封圈。

陈晓根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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