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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地基建发展注入活力

“几年前，当我在萨尔瓦多首都圣萨
尔瓦多市中心游览时，我问当地人，是谁
在这里进行雄心勃勃的城市改造？答案
是中国。”近日，在哥伦比亚《共和国报》
网站上，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亚当·斯
密经济自由中心前财政总监兼教授弗朗
西斯科·巴尔博萨发表题为《中国在拉
美》的文章称，“当地人告诉我，未来几
年，他们将在中国的帮助下，通过重大基
础设施工程让这个国家焕然一新。”

“你应该去看看这座城市具有地标
性意义的国家图书馆是什么样子。” 弗
朗西斯科·巴尔博萨在文章中写道，萨
尔瓦多国家图书馆已正式启用，与世界
上任何宏伟的建筑作品相比，它都毫不
逊色。在委内瑞拉，从 2003 年到 2027
年，中国企业被授权建设 17 个大型项
目，总投资超过 220 亿美元；在哥伦比
亚，中国企业承建了波哥大地铁一号线
和高速公路项目；在厄瓜多尔，中国帮
助重建了曼塔国际机场；墨西哥首都的
地铁线建设也有中国的参与；在安提瓜
和巴布达，中国援建了圣约翰港的改扩
建工程；在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地区，
中国也参与了多项基础设施工程。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墨研究中心
主任恩里克·杜塞尔说，近年来，阿根
廷、巴西、智利、墨西哥等国正逐渐成

为拉中基建合作主力。此外，越来越多
的中国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拉美基建项
目。中国投资与技术为当地基建发展注
入巨大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
研究员王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拉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具有以下几个特
点：一是地区分布较广，基本覆盖拉美
主要国家，涵盖港口、电力、铁路、城
市交通等领域。二是投资金额和规模显
著，解决就业能力强。截至 2023 年，中
方已为拉美地区国家累计实施 200 余个
基建项目，有力推动了地区国家经济发
展、民生改善和能源转型。三是合作方
式多样。中拉双方合作模式不断创新和
完善，按照市场化原则，因地制宜，采
取了合资、PPP、特许经营权等多种合
作方式。四是融资更加多元化。中拉通
过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商业贷款、股权
融资、开发性金融等融资安排实施合作
项目，同时充分利用中拉基础设施专项
贷款、中拉合作基金、亚投行、新开发
银行等多边渠道融资。

合作能够实现互利共赢

在阿根廷西北部胡胡伊省海拔 4000
米以上的安第斯山区，一排排太阳能电
池板错落有致地排列，形成巨大的方
阵。这里是由中国电建集团和上海电力

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承建的高查瑞光
伏电站。该项目于 2020 年 9 月正式投入
商业运营，年均发电量超 100 万兆瓦时，
可以满足约 25 万个家庭的用电，是南美
最大光伏电站。

高查瑞地区曾是阿根廷最不发达的
地区之一。这里全年平均日照超过 2500
小时，当地政府虽然意识到充足的日照
资源可以转化为当地人的财富，但苦于
没 有 充 足 的 资 金 和 基 础 设 施保障。中
企的到来让当地政府的愿景成为现实。

“中拉在共建基础设施领域互补性
强。”王飞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拥
有资金、技术和设备等方面的优势。拉
美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
但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中拉双方在
经济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合作能够实
现互利共赢。中拉双方企业积极参与，
共同推动了中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中拉共建
基础设施织密合作网络。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拉基础设
施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王飞说，
拉美地区的一些国家积极响应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出台了相关对接政策，为中拉
基础设施合作创造了良好环境。截至目
前，中国已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26个建
交国中的 22 个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谅解备忘录，同其中 6 个国家签署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此外，中国
同拉美地区多数国家建有经贸混委会等
合作协调机制。这些机制均把基础设施
作为优先合作领域推进，为双方开展具
体合作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促进地区绿色和数字化转型

“ 中 拉 共 建 基 础 设 施 合 作 影 响 深
远。”王飞分析，这主要表现在 4 个方面：
一是促进拉美各国经济发展。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不仅直接带动了当地相关产业
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增加了当
地居民的收入，也改善了当地的投资环
境，吸引了更多外资涌入。二是推动区
域互联互通。中拉共建的基础设施项
目，如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大大

提高了拉美地区的交通运输效率，加强
了地区内各国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区域
经济一体化发展。三是增进中拉友好往
来。基础设施合作项目促进了双方在文
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进
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拉友好关系。四是
中拉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成功实践，为
南南合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全球
基础设施建设贡献了中国方案。

近年来，拉美地区对数字基础设施
的需求日益增长。2023 年版 《拉丁美洲
经济展望》 建议，拉美国家应继续扩大
资 金 投 入 ， 持 续 完 善 与 能 源 、 电 信 、
5G、数据中心等领域相关的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地区绿色和数字化转型。

“近年来，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投资
变得更加绿色环保。”西班牙《国家报》网
站报道援引美国智库美洲对话研究中心
亚洲和拉丁美洲项目主任玛格丽特·迈
尔斯的话称，随着优先发展电池、太阳
能和电动汽车等产业，中国的投资已经
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石油开采项目转
向可再生能源开发和电动汽车工厂建
设。这些优先领域被中国称为“新基建”。

“ 中 拉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合 作 空 间 广
阔。”王飞说，未来，中拉共建基础设施
合作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地方：一是加强
新基建领域合作。中拉可以进一步加强
在 5G 网络、数据中心、智慧城市等新
基建领域的合作，提升拉美地区的数字
化水平，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
度融合。二是拓展绿色基建合作。在全
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中拉双方可
以共同推进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如可再
生能源发电项目、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等，促进拉美地区的能源转型和可持续
发展。三是加强基础设施规划与对接。
中拉可以加强沟通与协调，根据拉美地
区的发展需求和长远规划，共同制定基
础设施建设的战略规划和重点项目，推
动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和协同发展。

图①：一辆新能源公交车行驶在智
利首都圣地亚哥的主城区。

新华社记者  辛悦卫摄  
图②：阿根廷丘布特省马德林港拍

摄的罗马布兰卡一期风电场。
新华社记者  王天聪摄  

中国助力拉美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本报记者  贾平凡

秘鲁钱凯港、哥伦比亚首
都地铁一号线、牙买加第一条
现代化高速公路、阿根廷赫利
俄斯风电项目群、巴西美丽山
±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项
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凤凰工
业园……近年来，中拉在基础
设施领域的合作规模不断扩
大，为拉美国家和人民带来更
多实惠。

目前，拉美地区已经成为
中国基建企业的全球第三大市
场。哥伦比亚《共和国报》网
站报道称，中国在拉美地区多
个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基础设施
建设工程，包括公路、轻轨、
地铁、学校、医院、桥梁、隧
道、港口、机场和发电站。报
道称，中国人是务实的，在拉
美，他们的行动力很强。

环 球 热 点

    德国中国商会 2024 年
度论坛日前在德国柏林举
行。论坛以“互利与共同
愿景下的中德可持续发展”
为主题，汇聚了来自中德
政商界的 200 余位嘉宾，共
话互利合作与可持续发展。
今年是中德建立全方位战
略伙伴关系 10 周年。截至
2024 年 7 月底，中德双向
投资存量达 649 亿美元，占
中欧双向投资总额 1/4。论
坛 上 ， 来 自 机 械 、 能 源 、
医疗器械等行业的中德企
业代表纷纷表达了加强经
贸合作的意愿。与会代表
认为，中德两国互为对方
最 重 要 的 贸 易 伙 伴 之 一 ，
双方加强经贸合作对推动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促
进全球经济复苏具有重要
意义。

论坛上，德国西门子能
源政府事务部主管伊娃·卡
斯特纳介绍了西门子能源
与中国伙伴合力推进绿色
发展的实践，如上个月西门
子能源与中国能源企业签
约，共同推动海南建设海上
风 电 制 醇 氢 产 业 链 。EEW
废弃物能源利用公司企业
发展部主管勒内·明希介绍
了该公司在污泥焚烧、风力
发电等领域的创新发展，表
示公司最近正与中国企业
接 洽 ，共 同 开 发 碳 捕 获 技
术。德国飞格国际物流集团
可持续发展执行总监桑德
拉·阿赫特恩布施讲述了与
中国企业合作的案例：“飞
格在物流、智能仓储等方面
有着丰富经验和先进技术，
中国合作企业则可以高效
地将飞格智能仓储管理规模化。德中双方应进一步实现
强强联合，加快推动绿色物流发展。”

许多中国企业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
经验，积极融入德国市场发展。据宁德时代欧洲运营总
经理陈国城介绍，宁德时代与 100 余家德国乃至欧洲供
应商合作，成为当地企业的可靠伙伴，助力全球交通电
动化和清洁能源转型。魏桥德国副总经理何蓉介绍，中
国宏桥集团有限公司与德国最大的汽车拆解及金属回
收企业顺尔茨集团共同投资的中德宏顺循环科技项目
运行良好，目前再生铝年处理规模达 50 万吨。中国移动
欧洲首席执行官牛亮认为，德国柏林有智能楼宇、汉堡
有智能港口，中国移动在国内已落地 1200 多个智慧城市
项目，期待中德双方未来在智慧城市领域开展更多合作。

“当今世界充满诸多不确定性。德国和中国在世界
政治经济领域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两国应进一步发挥
各自优势，加强互利合作、促进共赢发展。”德国联邦
议院前副议长、德中议院小组主席汉斯—彼得·弗里德
里希 2019 年发起成立了旨在加强德中两国交流合作的
非营利组织“中国桥”，他表示，德中两国应坚持求同存
异原则，促进经贸往来，同时进一步加强国际科研合
作，推动可持续发展。“德国和中国都有大量的优秀中
小企业，在许多不同领域拥有专精特新的‘隐形冠军’，
应该积极搭建桥梁、提供政策支持，推动两国中小企
业间深化合作。”弗里德里希说。

德国联邦经济与气候保护部对外经济司副司长安
德里斯·尼可林表示，德中应继续坚定不移推动对话
与合作，目前德中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对话合作机制
正成为全球重要领域中的国家合作典范。

“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和贸易大国，中德
两国都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受益者、贡献者，
同时也是坚定的支持者。”中国驻德国大使邓洪波在致
辞中表示，密切的经贸往来和深入的产供链融合惠及
两国企业和民众，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
保持中德合作的稳定性、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
益。当前，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经贸合作
作为中德双边关系的压舱石、企业家作为两国交往合
作的推进器，其作用愈加凸显。

    “发掘中国传统兵学文化的

时代价值”

研讨会上，12 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
相关机构负责人，先后登台作主旨报告和
大会发言，从不同角度阐发对孙子兵法的
理解认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
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在开幕致
辞中表示：“孙子兵法所蕴含的思想理念、
思维方法、文化价值超越时间、地域和学科
的界限，传播到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影响
及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科技等诸多
领域，受到各界广泛推崇。孙子兵法对世界
文明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华民族为
人类文明贡献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应
当倍加珍惜，与国内外同仁一起传承好、发
扬好，让它在未来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据悉，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自 1989 年成
立以来，坚持“思想为纲、兵学为媒、文化为
魂、学术为本”的宗旨，至今已成功举办 9 届
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受到了国际社会关注。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杨学
军在开幕式上介绍，本届研讨会着眼传承千
年文化之脉，深研兵学智慧之理，把握世界
发展之势，共筑和平稳定之基，深入探讨以
孙子智慧促进文明互鉴与和平共处之道，
共同发掘中国传统兵学文化的时代价值。

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中国孙子兵法
研究会会长凌焕新在主旨报告中提到，研
究传统文化，不是为寻找逝去的“古”，而

是为接续当下的“今”，《孙子兵法》 蕴含
着创新、超越、包容、科学、人文等精神
内核，具有弥足珍贵的时代价值。

    “更好地理解人类目前面临

的挑战”

本次研讨会设置“兵学遗产发掘、保
护与运用”“孙子兵法与天下大势”“以孙
子智慧探寻文明共处之道”“孙子兵法的当
代文化价值”“当孙子谋略遇上智能时代”

“孙子兵法与战略危机管理”6 个专题，邀
请中外代表深入探讨孙子兵法蕴含的哲学

思维、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
“真知灼见永不过时，孙子兵法的谋略与

现代战争策略中提倡的理性决策思想不谋而
合。”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大学政治学
与国际关系系主任苏阿特·唐梅兹在研讨会
上分享，孙子兵法中蕴含的信息主导、兵不厌
诈、机动灵活、集中兵力、实事求是、态势感
知、兵贵神速等内容至今仍令人受益。

坦桑尼亚人民国防军陆军、国防大学高级
指挥官帕特里克·松盖亚认为：“《孙子兵法》是
一本全面综合的书籍，从战术、战略和作战实
操层面为后人提供智慧指引。作为与中国共建

‘一带一路’的伙伴，我们深感维护和平必须推
动国家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多国

实施大量合作项目，推动多地和平发展，也为
这些国家提供捍卫和平的机会。”

日本原外务大臣政务官滨田和幸认为，
当今世界面临着地缘冲突、自然灾害、公
共卫生危机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孙子兵法
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和平繁荣的愿望和贡献，
有必要学习孙子兵法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目
前面临的挑战。

    “对维护世界持久和平具有

重要意义”

“孙子兵法中饱含中华民族悲天悯人的

人文关怀，蕴含着崇尚和平、止戈为武、
同舟共济的思想，与中国提倡全球发展倡
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所秉持
的理念一脉相承，蕴藏着中国应对当前国
际变局，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实现人类
可持续发展的智慧韬略。”军事科学院战争
研究院研究员于淼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与其他国家
军方及学界共同探讨孙子兵法智慧所蕴含
的慎战、止战等思想理念，以孙子兵法智
慧超越隔阂、化解冲突、减少战端，增进
合作交流，对于维护世界持久和平具有重
要意义。

人民网董事长叶蓁蓁认为，孙子兵法有
深厚的“和平基因”，和平是孙子兵法的深
层价值追求。孙子兵法中慎重发动战争、不
战而屈人之兵、以战止战等理念，阐明战争
的最终目的不是掠夺，而是为了恢复和平。
孙子提出的“慎战”也提醒人们，要对人工
智能在军事领域的运用保持克制，将其控制
在能够维护和平的框架内，防止人工智能成
为破坏和平的工具。另一方面，未来军事
领域有望实现以智止战，推动人工智能的
和平应用。

“在瑞士人道主义对话中心，孙子兵
法是必读之书，我们寻找预防或解决武装
冲突的方法以及减轻武装冲突造成的痛
苦，我们遵循与孙子兵法中相同的务实世
界观，我们试图基于各方利益寻找现实问
题的解决方案。孙子讲求创造力、效率和
务实的精神，至今仍指引着我们的工作。”
瑞 士 人 道 主 义 对 话 中 心 执 行 主 任 韩 达
伟说。

“和平是孙子兵法的深层价值追求”
——第十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共话文明互鉴

本报记者  高  乔

    “当今世界正日益演变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合
作、相互竞争且极具复杂性的关系网，各国面临的
压力与日俱增，孙子倡导的强调预防冲突而非诉诸
战争的慎战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愈加彰显新
的时代意义。”国际军事历史委员会副主席哈罗德·

拉夫在近日举办的第十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上说。
近日，第十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在京举办，

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350余名中外代表齐聚一
堂，围绕“孙子兵法与文明互鉴”主题展开研讨，
共话孙子兵法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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