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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秋 九 月 ， 新 疆 最 美 的

时 节 ， 第 四 届 中 国 — 亚 欧 博

览会如期而至。从 2011 年乌

洽 会 升 级 为 中 国 — 亚 欧 博 览

会 以 来 ， 前 3 届 亚 欧 博 览 会

已 经 基 本 实 现 “ 入 轨 成

型 ”。 随 着 共 建 丝 绸 之 路 经

济 带 战 略 构 想 的 提 出 ， 以 及

新 疆 建 设 丝 绸 之 路 经 济 带 核

心 区 定 位 的 明 晰 ， 亚 欧 博 览

会再次迎来升级发展的良机

亮点：“新丝路”带来新机遇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围绕丝绸
之路经济带战略和亚欧市场需求，突
出促进新疆民生建设、加强经济带沿
线国家经贸合作，新增了纺织服装产
业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馆两
大主题展馆。据新疆聚艺创展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负责人吕磊介绍，新疆各
地州展馆的设计和布展都注入了丝绸
之路元素。行走在亚欧博览会的国际
展馆区，记者发现不少中亚国家也将
丝路复兴带来的商机作为展馆的主要
卖点。可以说，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重要平台的新定位所带来的机遇是本
届博览会的最大亮点。

亮点二是国际化特征进一步显现。
“老朋友没有少，新朋友很踊跃，甚至
很小的太平洋岛国都慕名而来。各国都
希望能够和新疆建立广泛密切的联系，
抓住新疆的合作机会。”中国—亚欧博
览会秘书处秘书长李静援介绍说，在招
商过程中明显感到，博览会的国际影响
力正在不断扩大，本届亚欧博览会吸引
了 60 个国家 （地区） 和 4 个国际组织
参会。

亮点三是精准化招商、专业化服
务。今年，参展商的层次、参展产品的
档次较往届有较大提升，百余家跨国公
司和国内知名企业都在博览会上亮相。
组委会还将专业观众日从原来的一天延
长 至 两 天 ， 赠 票 数 量 也 达 到 8000 多

张，为参展商的洽谈和对接带来更多便
利。“贸促活动更加突出实效化，为加大
贸易配对力度，贸促活动场次确定举办
内联贸易促进活动 29 场，境外投资贸易
促进活动 7 场。本届亚欧博览会境内外
贸促活动专场次数和规模都将超过去
年。”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副局长迟文杰
介绍说。

支点：助推新疆产业优化

“中国—亚欧博览会还是国内省市
产业援疆的重要平台。”新疆招商发展
局副局长王文明介绍说，19 个省市的
产业援疆已成为新疆承接东中部劳动
密集型产业转移、引进先进技术、转
化科技成果、增强内生动力的重要力
量。最新数据显示，上届中国—亚欧
博览会对口援疆省市项目的资金具体
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风电光伏、纺
织、农副产品深加工等领域。这些都
使新疆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轻重
工业严重失衡的状况得到改善。2014
年上半年，在多数省份经济回落的背
景 下 ， 新 疆 实 现 生 产 总 值 同 比 增 长
10%，位居全国第 6 位，其中第三产业
实现 10.2%的高速增长，成为新疆经济
运行的新亮点。

在今年博览会新设的纺织服装产
业馆，天山纺织、以纯集团、红豆集
团 等 知 名 服 装 企 业 展 馆 先 后 跃 入 视
线。据悉，本届亚欧博览会共吸引了
国内 125 家服装企业参展，期间，第

三届亚欧丝绸之路服装节、中国服装
大会都在新疆举行。新疆经信委副主
任 梁 勇 表 示 ， 希 望 通 过 亚 欧 博 览 会 、
服装大会等平台，吸引服装加工企业
来疆投资，促使内地的技术、管理和
营销等优势，与新疆的民族文化和劳
动力优势有机结合，推动新疆纺织服
装 产 业 跨 越 发 展 ， 真 正 实 现 改 善 民
生，解决百万人就业。

高点：促进亚欧全方位交流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区域经济
一体化加快推进的背景下，中国提出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得到了沿线
各国的积极响应。今年展会的这一主题
引发各国参会嘉宾的强烈共鸣。吉尔吉
斯斯坦总理奥托尔巴耶夫表示，参加博
览会就是见证丝绸之路的复兴，吉尔吉
斯斯坦要做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直接
参与者。他认为，吉中两国在能源、交
通、贸易等领域存在合作机遇。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加快铁路、
公路等通道建设是优先选项。在“丝绸
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峰会”分论坛上，
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拉脱维亚、巴基斯坦等国的
嘉宾阐述了区域互联互通的机遇和具体
合作途径。拉脱维亚交通部国务秘书卡
什帕·奥佐林斯表示，2015 年，拉脱维
亚将首次成为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
将大力推动亚欧大陆走廊的发展。国际
道路运输联盟秘书长翁贝托·德·布莱托

欢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该联盟。他介
绍说，跨境运输，57%的时间浪费在边
境口岸，运输成本的 38%被各种非官方
税项所占据，而在国际道路运输联盟里
就可以完全避免这些无谓的消耗。

在文化外交方面，中国—亚欧博览
会中外文化展示周已连续举办 4 年，并
逐渐成为亚欧国家“民心相通”的品牌
文化交流活动。本届展示周，围绕“用
艺术编织丝路美景”主题，举办了俄罗
斯美术作品收藏展、海上丝绸之路考古
发现“大海的发现”—华光礁 I 号沉船
特展等大型艺术展览，用文化增进亚欧
各国民众对“一带一路”的理解认识。
今年的博览会还增加了土耳其主宾国活
动，白俄罗斯主题馆日等国别专场推介
会，综合展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
的整体形象、投资环境等。

此外，每年的亚欧博览会还举办丰
富多彩的论坛与专题活动，最大程度上
助推亚欧国家实现全方位、宽领域、多
层次的深度合作。今年亚欧博览会举办
了联合国工发组织圆桌论坛、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中国绿色扶贫与可持续发展国
际论坛、亚欧新闻媒体论坛、中国优质
水果推介会等专场活动。

承载着“友好往来，亚欧一家，和
谐纽带，经贸桥梁”使命的中国—亚欧
博览会，已然成为推动亚欧国家合作的
重要渠道之一。如今，随着中国全方位
开放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推
进，中国—亚欧博览会必将在亚欧全面
交流合作中发挥更加独特的作用。

金秋九月，天山脚下，第四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帷

幕徐徐开启，世人目光再度聚集于此。穿越时空隧道的

古丝绸之路，已化身为新世纪横贯亚欧大陆的一座彩虹

桥，为亚欧国家的开放合作打开了新的机遇之窗。

今年的亚欧博览会，在肩负“首脑外交平台、新疆与

周边国家多领域合作重要渠道、树立新疆良好形象重要

窗口”三大重任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一项新的历史使命，

即“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平台”。的确，以建设丝

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全面推进对外开放，努力将新疆建

设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核心区，这已经成为天山南北

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景。切实当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主力军和排头兵，已成新疆各界的努力方向。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的腹地，是亚欧大陆古代陆路交

通的咽喉和桥梁，是丝绸之路北、中、南三条大通道的交

汇之地，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辉煌。进入新时代，在建

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方面，新疆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

的优势。先看天时，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对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新疆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指出要加强铁路等

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现代物流，立足区位优势，建设好丝

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重

大历史机遇，加快构建大经贸格局、打造开放型经济服务

平台，强化与毗邻国家的区域合作。

再看地利，新疆与 8 个国家接壤，边境线长达 5600 多

公里，直接连通国内国际两个大市场，由铁路、公路、航空

走廊、油气管线、高压输电、通讯网络、河流航道、生态系

统等构成产业带和市场纽带，使新疆变身为东半球的中

心枢纽。随着新亚欧大陆桥的贯通以及未来中巴铁路、

中吉乌铁路的建成，新疆“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通道和

枢纽作用更加突出。此外，新疆的资源优势明显，石油、

天然气、煤、铁、铜、镍、金、稀有金属等矿产蕴藏十分丰

富，资源加工与转换能力不断增强，为区域能源资源合作

奠定了良好基础；新疆的水土光热资源充足，经济开发的

潜力巨大；新疆旅游资源丰富而独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

观开发潜力巨大。

进而看人和。新疆在历史上是民族迁徙的走廊，是

古丝绸之路的通衢之地，东西方多元文化在此交融，经过

长期的相融共生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

化，而且境内众多少数民族都是跨界而居，血缘相亲、语

言相通、风俗相近，传统友谊源远流长，有着广泛的文化

认同。

亚欧博览会是中国政府实施积极开放战略的重要举

措，已成为中国与亚欧国家深化互利合作的重要渠道，其

影响力日益扩大。举办 4 届的亚欧博览会，使源源不断

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中国新疆聚首、交融，密

切了亚欧国家间的经贸往来，使新疆的无形资产不断聚

集和增值，城市实力不断增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舞台

上，新疆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目前，与新疆有贸易关系

的国家和地区已增加到 190个。

亚欧博览会，为新疆带来了惊人变化。通过博览会，

国内各省市、亚欧各国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更多国家与新

疆的合作、交往不断加强。随着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

略构想的实施，地处核心区的新疆更是将自身各种优势

充分凸显，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亚欧博览会，作为亚欧国家开放合作的彩虹桥，正把

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也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

世界的机遇。

丝路核心区

亚欧彩虹桥
徐惠喜

本版编辑 李红光

土耳其是第四届中国—亚欧博览
会的主宾国，率团前来参会的土耳其
经济部副部长阿德南在接受 《经济日
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土方愿全方位
加强对华经贸合作，推动中土合作更
上一层楼。

记者：作为今年亚欧博览会的主

宾国，土耳其代表团在参展方面有什

么亮点？

阿德南：土耳其政府非常重视亚
欧博览会，认为博览会是结识新老朋
友的一个重要渠道，将深化土耳其与
中国和其他欧亚国家间的合作。土耳
其已连续 3 年参加亚欧博览会，今年
组织了皮革、皮衣、纺织品、地毯、
食品等行业最具代表性的 10 家国家级
企业参展，在 216 平方米的展厅展示
土耳其的优势产业，期望拓展与中方
的合作。

乌鲁木齐是亚欧国家进入中国的
陆路门户，在这里适合探讨亚欧的未
来。在亚欧博览会期间，土耳其与新
疆共同举办了中国—土耳其商贸投资
合作论坛，双方就投资、贸易、金融
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把土
耳其的投资和发展机遇通过博览会呈
现给各界人士，着重向中国企业推
荐，以此挖掘经贸合作的潜力。

记者：本届亚欧博览会围绕“团

结合作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主

题展开，土方对此怎么看，如何参与

中方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

阿 德 南 ： 中 土 两 国 友 谊 源 远 流
长，2000 多年前的古丝绸之路已经把
位于亚洲大陆东西两端的中国和土耳
其联系在了一起。土中两国对本地区
的发展有着相似的理念和愿景，坚信
地区合作的重要性，认为合作能够促
进双边的贸易和投资关系。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将给土耳
其进一步加强和各国的合作带来新机
会。土耳其地跨亚欧两大洲，是欧洲
和亚洲之间的中转枢纽，位于地区能
源的中心地带，是开启亚欧合作的金
钥匙，将成为推动地区合作的重要引
擎。我们坚信，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不仅能够促进货物和服务的流动，推
动投资的发展，而且还将促进思想和
理念的流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
一项宏伟的工程，将给土耳其与中国
间的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带来独特的
机会，将促进双方在科技、经济等多
领域的合作。土耳其愿意在安全和贸
易等多领域加强和其他国家的合作，
来促进亚欧地区的发展，土耳其有决
心、有信心与中国共同打造亚欧大陆
的未来。

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土经贸合作

的现状，未来的增长潜力在哪，土方

有何设想？

阿德南：近年来，土耳其与中国
间的经济贸易往来飞速发展。据土方
统计，2000 年，中土双边贸易额为
16 亿美元，到 2013 年这一数字已刷
新为 280 亿美元，13 年间增长了 17
倍。中国已成为土耳其第三大贸易伙
伴，中国机电产品、服装和日用品受
到土耳其消费者青睐；土耳其的矿产
品、纺织化工原料和农产品在中国广
受欢迎。展望未来，土中两国合作前
景广阔，潜力巨大，双边合作将发展
得更快。

土耳其有意愿与中国一起努力，
使 双 边 贸 易 达 到 可 持 续 发 展 水 平 。
在政府层面，愿意进一步密切双方
往来，增加互访，共商解决贸易不
平衡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两国企
业 要 开 展 更 多 的 经 贸 投 资 金 融 合
作，通过举办博览会、展销会、投
资推介会、采购团、商贸论坛等密
切双边合作。土耳其愿意在各层面
多领域向中国开放，全面加强对华
合作，拓宽经贸合作领域，加强在
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
互利合作，积极探讨在金融、可再
生能源、高新科技、矿业等领域扩
大合作的可行性，培育两国务实合
作新的增长点。土耳其愿与中国共
同努力，推动双方经贸合作更上一
层楼，进一步造福两国人民。

中土经贸合作更上一层楼
——访土耳其经济部副部长阿德南

本报记者 徐惠喜

新疆巴州展馆推介的特色果蔬产品，吸

引了众多观众驻足。 本报记者 周 剑摄

第四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暨主论

坛。 本报记者 徐惠喜摄
第四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暨主论

坛。 本报记者 徐惠喜摄

第四届中国—第四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主场馆外景亚欧博览会主场馆外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惠喜徐惠喜摄摄

“我们看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机遇，要把出海口
向欧亚腹地延伸，把出海口搬到新疆。”9 月 2 日，在第四
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放兵团，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主题活动中，成新农的发言引发热议。

成新农是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当他在发言
中提出要在新疆建港口时，打破了会场的安静。“港口与
新疆，不搭界啊？”“不靠海也能建港？”有人窃窃私语。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首府乌鲁木齐是世界上离
海洋最远的城市。在这里建港，的确令人意外。不过，
随着成新农的进一步阐释，与会者逐渐解开了心中的
疑惑。

“新疆是连接我国与中亚、西亚、欧洲的重要物流
通道，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给大型物流企业带来了新
机遇。”成新农说，内陆港就是通常在靠近铁路、公路、
机场等交通运输枢纽附近开发建设的物流中心。新疆
地处亚欧大陆腹地，连接内地与中亚地区，发展物流经
济潜力巨大。“青岛港看好新疆的发展，决心在距海洋
最远的地方建港。”

2 个月前，青岛港与新疆联宇实业有限公司、中铁
集装箱乌鲁木齐分公司签订协议，合作共建新疆国际
内陆港。成新农表示，未来，青岛港将以新疆为中心，
联动西安、郑州等内陆港，以及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
的国际内陆港，打造以新疆内陆港为枢纽港的国际内
陆港组合港群。

目前，信息不对称、运营成本高，是新疆物流产业面
临的重要问题。对此，成新农表示，如今的内陆港口已不
仅仅是单纯的基础设施，而是具有在区域范围内调动配
置资源的功能。“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过程中，青岛
港要以新疆内陆港为核心，打造信息化综合物流平台，构
建低成本、高效率的绿色物流通道，推动新疆形成区域性
的国际物流中心和贸易中心。”成新农满怀欣喜地说。

东部青岛港
为何青睐新疆

本报记者 乔文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