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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大潮

凝聚发展能量

亚欧国家紧密相连，扩大开放合作是
亚欧国家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在第三
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经济合作项目推
介会暨重点项目签约仪式上，共同签订重
点 项 目 165 个 项 目 ，合 同 总 投 资 额
2132.1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08%。

这些合作项目的签订，是亚欧合作共
赢、对外开放、加快发展过程中的新成果。

事实上，“中国—亚欧博览会”给新疆
带来的效益，远远超过了展会期间的签约
数字。通过举办“中国—亚欧博览会”，新
疆人的心态更开放，视野更广阔。招商热
情被空前激发，煤博会、农博会、汽车展、美
食节、旅游节⋯⋯各类展会在各地州遍地
开花。各级政府还积极“走出去”宣传推
介、招商洽谈。

据统计，去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招
商引资区外到位资金 2763.50 亿元。今
年，新疆招商引资目标到位资金 3550 亿
元。仅上半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招商引
资金额已达到 3279.9亿元。

受资金流向影响，新疆产业结构进一

步优化，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的状况有
所改善。今年 1 至 7 月，轻工业实现增加
值 117.11 亿元，增长 14.8%，高于重工业
增速 3.1 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的 7.6%，比重同比提高 1.2 个百分点。
新疆兵团工业对生产总值贡献率达到
37%，打破了农业独大的局面。

开放平台

汇合资源优势

本届博览会经贸交流合作平台的功能
更加凸显。展会期间，除举办中国—亚欧
经济发展合作主论坛等“1+10”场论坛和
专题活动外，还举办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圆桌会议和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亚洲
能源高速公路研讨会等 10 场有关国际组
织和国别、区域专场投资贸易促进活动。

一场涵盖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
大洋洲、非洲六大洲内涵丰富的人才、物
流、资金流、信息流将在这里交汇。无疑，
这将是一次财富的会聚，一场智慧的交锋。

美国空气产品有限公司全球高级副
总裁周思说，由于新疆地理位置、文化和
资源的优势，成为引领最新的开放方向，
加强中国与亚欧国家经贸关系的桥头堡。

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阿齐兹·阿布
杜拉耶维奇·诺斯罗夫认为，中国—亚欧
经济发展合作论坛是中国政府举办的重
要论坛，也是中国同亚欧国家开展首脑外
交、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

白俄罗斯共和国经济部部长尼古拉·
斯诺普科夫说，“统一经济空间”是两大经
济力量——欧盟与中国之间天然的陆路
桥梁。目前，“海关联盟”与“统一经济空
间”超国家机构经济委员会正在开展工
作，建设圣彼得堡—中国西欧跨大陆通
道，这条线路总长 8000 多公里，该项目将
组织三个方向的货运：中国—哈萨克斯
坦，中国—中亚、中国—哈萨克斯坦—俄
罗斯—西欧。预计这条新线路将使从中
国到欧洲的货运时间减少约80%，到2020
年这条线路的货运量将达到3300万吨，这
将推动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
斯之间的运输，并把这条通道延伸到波罗
的海港口。他说，这样的例子会给我们欧亚
大陆带来新的空间和机会。

各方携手

共谋合作前景

亚欧国家要把潜在的人口、资源、市

场和技术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就必须进
一步扩大全方位开放与合作。

新疆与 8 个国家接壤，拥有 17 个一类
口岸、12 个二类口岸，是我国向西开放的
重要门户。按照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作
出的战略部署，新疆积极构建“外引内联、
东联西出、西来东去”对内对外开放的新
格局，打造中国西部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和
向西开放的桥头堡。

“中国—亚欧博览会”集商品贸易、
投 资 合 作 、会 议 论 坛 和 文 化 交 流 于 一
体，积极构建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据乌鲁木齐海关统
计，今年上半年新疆对外贸易实现进出
口总额 104.7 亿美元，在西部 12 个省份
中，居重庆、四川、广西之后，列第 4 位。
新疆出口周边国家的商品 70%来源于内
地，进口周边国家商品 70%也输送到内
地，新疆已成为中国与亚欧各国特别是
周边邻国开展互利合作的桥头堡和大通
道 ，形 成 了 以 各 类 产 业 聚 集 园 区 为 载
体，以中国—亚欧博览会为平台，以众
多外向型企业为主体，以便捷的口岸和
跨境交通为依托，辐射亚欧国家的向西
开放新格局。

“中国—亚欧博览会”的成功举办，翻
开了新疆对外开放历史的崭新一页。

中国人常说：“朋友好，无价宝”。中亚的谚语也说：“如果你的邻居富裕起

来，你也从中受益”。亚欧腹地是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新增长点。今后5年，中

国将从亚洲和欧洲进口8万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对亚洲和欧洲的直接投资将超过

4500亿美元。这将为中国同亚欧国家的互利合作带来新的机遇，拓展新的空间

“今年第一次参加博览会，原来只是想让更多人了解甘肃苹
果，没想到真的找到了亚欧新市场。”9月 3日，在“中国—亚欧博
览会”中国优质水果展区，来自甘肃天水的参展商汪海原高兴地
告诉记者，当天已有不少中亚客商要走了他的联系方式。

采访中，记者得知汪海原在甘肃天水通过“公司+农户”的
方式经营着 2000 亩水果种植基地，其中大部分是花牛苹果。
这种曾被许多中外专家认可为与美国蛇果、日本富士齐名的世
界知名苹果品牌，由于近年来营销有限，每年的出口并不多。而
此次参展仅半天，多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客商
都向汪海原表示了合作意向，“以后的销路肯定会越来越宽”。

事实上，在今年的博览会上，海南的芒果、广西的香蕉、甘肃
和陕西的苹果都纷纷亮相，希望借助博览会平台向中亚和欧洲
国家推介。据了解。当天有来自中国 10 个省、区、市的 160 多
家水果企业带着 190 多种干鲜果品参展。乌鲁木齐市民蒋彩虹
在当地经营大型水果超市，每天都要销售几百公斤、几十个品种
的水果。“近些年我每年都会来逛博览会，以前都是干果，新鲜水
果展出这还是第一次。这下好了，今后我能直接联系到各省区
的优质货源。”

“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梨人人夸，叶城的石
榴顶呱呱⋯⋯”9 月是新疆瓜果飘香的时节，“中国—亚欧博览
会”上自然少不了东道主新疆的水果特产。新疆哈密的果业公
司老板林爱平端着晶莹剔透、色彩诱人的无籽葡萄，笑语盈盈地
招徕顾客。

“新疆的西瓜真甜！比印度西瓜甜多了！”来自印度的商人
瑞迪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展台品尝了一块西瓜后，赞不绝口。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市场信息处处长邓湘娣听到赞扬后，
并没有自满之情，她告诉记者，博览会不仅是拓展国际市场的平
台，也是寻找差距、互相学习的良机。“现在真得有危机意识和紧
迫感，我们还得苦练内功，提升质量，才能保持出口优势。”

中国—亚欧博览会的东道主新疆，历史上是古丝绸之路

的重要通道，如今又是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必经之地，其独

特的地理区位优势，使得新疆通过举办“中国—亚欧博览会”

成为向西开放门户的“桥头堡”，不仅为我国与亚欧国家、地区

间开展首脑外交搭建起了新平台，更使新疆在 21 世纪亚欧大

陆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平台作用凸显。开放的风潮，沿着亚欧

大陆桥上的颗颗明珠次第展开。

据新疆官方统计，前两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吸引了大

量参展商、采购商及社会公众前来参观洽谈，累计对外经济贸

易成交总额近 120 亿美元。这不仅带动了新疆本地经济快速

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到 2012 年从 2009 年的 4277 亿元突破了

7500 亿元，更使中国与“独联体四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乌克兰、白俄罗斯）的贸易额大幅增加，并有望赶超整个欧元

区与“四国”的贸易额。在前两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取得显著

成果的基础上，第三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规模超过了上

届，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截至 9 月 4 日，本届博览会共签约

重点项目 165个，金额约 2132亿元人民币，比上届增长 3.08%。

正值世界经济艰难复苏，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之际，

世界各国在后金融危机阶段都在加紧调整各自的经济结构，制定

新的发展战略，谋求新的可持续增长和发展。面对这样的新格

局，美国推出了意在重整制造业的“再工业化”战略、“出口倍增计

划”和“新能源战略”；欧盟将眼光瞄向“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和

高端制造业；日本此前也出台“再兴战略”，希望通过振兴支柱产

业、刺激民间投资等措施确保中长期增长。同时，印度、墨西哥、巴

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也加快了改革进程，在多领域实施市

场化改革措施，以释放新的增长动力。一场全球改革创新竞赛由

此展开。其中，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变革努力格外引

人注目。其中包括取消调整行政审批事项、促进多领域市场化改

革，推动税制改革，扩大内需，抑制国内产能过剩，鼓励现代服务业

发展，推出“宽带中国”战略，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建立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等等。半年多来，中国的内

外经济方略既立足国情“以我为主”，又契合了世界经济再平衡趋

势。所有这些新政策新举措，使得中国经济呈现出了新特点，为

全球提供了新的投资领域和机遇。与此同时，周边国家及世界各

国的战略调整也为中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有鉴于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加紧努力，以便

抓住当前这一难得的历史性机遇，赢得长期战略发展。出于

这样的形势和发展需求，在新疆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亚欧博

览会”更显魅力，各国政商云集，不仅参展国比上届增加了 11

个国家，更希望通过这里加入到亚欧经济往来和发展的大潮

之中，实现各自的战略发展目标。许多来自中亚、南亚和中东

欧的政要及客商都在博览会期间表示，“中国—亚欧博览会”

为他们带来了新商机和发展途径。可以说，“中国—亚欧博览

会”的成功举办，不仅能使新疆奏响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大建

设、大开放、大发展的新篇章，更把世界的机遇变成中国自己

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变成世界的机遇，为实现亚欧各国互利

共赢、共同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未来，通过新疆这一亚欧大陆上的重镇，亚洲和欧洲之间

在陆路相通的自然优势条件下，政治、经济、社会和人文等各个

领域交流往来有着无限的空间，可以为两个大陆上人口总和占

全球三分之二的人们带来无比美好的遐想。凭借天然的通途，

中国通过新疆向西开放的路将会越走越宽，两大洲始自经济的

融合无疑也将为世界描绘出一幅美丽的画卷。

长风几万里

开放路途宽
□ 梁图强

博览会成了各国水果“大巴扎”
本报记者 周 剑

在秋风送爽、硕果累累的 9 月，第三
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
市盛大召开之际，记者专访了本届“中国
—亚欧博览会”主办和参会单位之一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刘新齐。

记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个特殊

组织形式，请您介绍一下发展情况及取得

的成绩。

刘新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 1954
年成立以来，以屯垦戍边、造福新疆各族人
民为己任，发挥了推动改革发展、促进社会
进步、增进民族团结、确保社会稳定、巩固
西北边防、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作用。进
入新世纪，特别是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
来，在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援疆省市的
大力支持下，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的
统一领导下，兵团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
展，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民生显著改善。

2012 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生
产总值 1197 亿元、增长 18.4%，占自治区

经济总量的 15.9%。今年上半年，兵团生
产总值同比增长 19.6%，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 5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 23.3%，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54.9%。

记者：兵团在对外开放合作方面取得

了哪些进展？

刘新齐：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后，兵
团在紧紧抓住全面推进对口援疆工作这
一重大历史机遇的基础上，不断深化自身
改革，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充分利用“中
国—亚欧博览会”、赴境内外招商等平台
和有利时机，加强对外宣传，大力招商引
资，深入推进全方位合作交流，有力地促
进了兵团开放型经济的发展。2012 年，
兵团实现货物进出口贸易额 96.49 亿美
元、增长 26%；引进兵团以外到位资金
631.9 亿元、增长 58.9%;兵团外经企业完
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 4.57 亿美元、增长
34.3%。

截至目前，已有来自新加坡、美国、比
利时以及港澳台等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57
家外商投资企业在兵团投资兴业，涉及食
品加工、纺织服装、商贸流通等多个行业
领域。兵团已与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
立了经贸关系，与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
展经济技术合作，形成了向国际、国内辐
射拓展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
开放格局。

记者：新疆和兵团在亚欧经贸投资领

域具有哪些有利条件？有何期待？

刘新齐：一是机遇难得。国家西部
大开发、加快向西开放、全国对口援疆、
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等各种机遇都汇集在
这里，投资西部、参与新疆和兵团发展正
在成为热潮。

二是政策优厚。国家对新疆和兵团
实行差别化产业政策，国家把改革开放以
来使用过的优惠政策，只要适用的都给了
新疆和兵团。此外，新疆在用煤、用电等

方面拥有低价优势，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
持续动力。

三是资源丰富。新疆资源能源丰富，
已发现的 138 种矿产储量中 41 种居全国
前 10 位、9 种居全国首位，具有良好的开
发前景。兵团还具有优质的农业资源，是
国家现代化农业示范、节水灌溉示范、农
业机械化推广的“三大基地”。

四是区位独特。新疆是我国对外开
放口岸最多的省区，有开放口岸 28 个，其
中国家一类口岸 17 个、二类口岸 21 个；兵
团有 58 个团场分布在边境沿线，具有向
西开放和发展口岸经济的地缘优势。

五是基础雄厚。兵团城镇化及各类
园区建设快速推进，人口、产业向城镇、园
区聚集的力度空前加大，大型物流、金融、
社区服务等服务业蓬勃发展，已成为拉动
经济增长的生力军。可以说，今天的兵
团，扩大开放的基础更加牢固，条件更加
成熟，对外开放的道路更加宽广。

兵团已形成多层次宽领域开放格局
——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刘新齐

本报记者 姜 帆 梁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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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展中心

室外的大型机

械展区。

本报记者
姜 帆摄

▶ 在北

京展馆，德国

工程师为参观

者展示特色机

床的性能。

本报记者
姜 帆摄

◀ 9 月 3 日，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的特色水果展区，

新疆佳嘉乐果业公

司的工作人员在向

印度客人介绍水果

产品。

本 报 记 者
周 剑摄

▲ 9 月 4 日，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

伊宁展厅前经过的外国客商。本届博览

会吸引了来自 50 个国家和地区的商家

参展。 本报记者 周 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