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东盟博览会：为海上丝路注入活力
本报记者 王晓雄 童 政 崔玮玮

９月 16 日，承载着中

国与东盟各国 19 亿人民

合 作 共 赢 梦 想 的 第 十 一

届 中 国 — 东 盟 博 览 会 在

广 西 南 宁 拉 开 帷 幕 。 此

次 博 览 会 紧 紧 围 绕 共 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主题，响应中国—东盟

自贸区升级版，不断创新

形式和内容，为中国—东

盟开启“钻石十年”夯实

了基础

站上“钻石十年”的新起点

以服务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中
国—东盟博览会由中国和东盟 10 国共同
主办，是集政治、外交、经贸合作、人
文交流于一体的全方位开放合作新模
式，是现有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中唯一
永久落户中国的合作平台。

10 年来，中国—东盟博览会共吸引
参展客商 39.8 万人，贸易成交额 154.78
亿 美 元 ， 国 际 合 作 项 目 签 约 投 资 额
664.36 亿美元，国内合作项目签约投资
额 6461.97 亿美元，其作为中国—东盟
经贸合作“助推器”的作用明显。

2004 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提
前一年突破 1000 亿美元目标，2007 年
提前三年突破 2000 亿美元目标，2013
年达到创纪录的4436亿美元。截至2013
年底，中国与东盟双向累计投资额已超
过 1100 亿美元。过去 10 年，中国和东
盟共同创造了硕果累累的“黄金十年”，
为打造“钻石十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打造自贸区升级版和“钻石十
年”开局之年举办的博览会继续保持了
高规格，不仅吸引了诸多政要与会，而
且吸引了一大批知名企业的参会参展。
各国企业参展报名申请展位总数 6009
个，超出规划展位数的 30%。实际参展
企业 2330 家，实际安排总展位数 4600
个 。 其 中 ， 东 盟 10 国 和 区 域 外 展 位
1259 个，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
甸、泰国、越南 6 个东盟国家继续包
馆。在南宁会展中心，外国展位数占展

位总数的 42%。
博览会的高规格及企业的踊跃参展

表明，它在助推中国与东盟各国政治互
信加强，贸易增长加快，经济融合加
深，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目标所起
的作用越来越凸显。站在“钻石十年”
的新起点，博览会魅力依旧。

新主题 新使命

中国与东盟地缘相近、血脉相亲、
人文相通、商缘相联、利益相融，是天
然的合作伙伴，在过去的 2000 多年时
间里共同构筑了联通亚洲与欧洲的“海
上丝绸之路”。去年 10 月，基于新形势
的发展和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现实需要，
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东盟国家时提出，建
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携手建设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合作倡议。

今年8月举行的中国—东盟经贸部长
会议上，与会的东盟各国部长表示愿意
与中国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
意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钻石十年”
已经闪亮开局。据统计，今年 1 至 6 月
份 ， 双 边 贸 易 额 达 到 2206.9 亿 美 元 ，
同比增长 4.8%。在投资方面，截至今
年 6 月，中国与东盟双向累计投资总规
模近 1200亿美元。其中东盟国家对华投
资总额超过 800 亿美元，中国对东盟国
家投资总额近 400亿美元。

张高丽副总理在第十一届东盟博览
会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中国政府高度
重视发展同东盟的友好合作，坚持与邻

为善、以邻为伴，突出“亲、诚、惠、
容”的理念发展双方关系；坚持把东盟
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愿与东盟携
起手来，进一步打造健康、稳定、富有
活力的中国—东盟关系。我们应积极落
实双方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共创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新的辉煌。

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郑
军健表示，中国—东盟共建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所涵盖的政治外交、贸
易、投资、基础设施、服务以及人文等
内容和功能，目前博览会均有涉及。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建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就是要在
取得的成就基础上，创新服务机制和体
系，将供应链、产业链通过展会价值链
深度融合，优化组合各种服务功能，提
供更配套的综合服务，推动“海上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参
与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进一
步提高，将博览会打造成中国—东盟全
方位合作的纽带。

转型升级对接海上丝路

“经过 10 年发展，博览会办展模式
逐渐成熟，办展成效日益明显。今后，
博览会也将紧随自贸区升级而加快转型
升 级 。” 郑 军 健 表 示 ， 站 在 新 的 起 点
上 ， 博 览 会 将 紧 紧 围 绕 建 设 21 世 纪

“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国—东盟自贸区
升级版，努力推动政府、商界及人文领
域共同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深层内涵、
重点合作领域，积极推进重点项目、经

济走廊以及平台机制建设，促进政策与
制度的对接，使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尽早落地生根。

本届博览会紧紧围绕共建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主题，举办科技、环
保、金融、工商等 13 场高层论坛，使全
方位合作更加深入。博览会还围绕“海
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互联互通、产业合
作、海上合作、金融合作等重点领域，
举办系列投资促进活动。包括：产业园
区招商大会、投资合作圆桌会、商务参
赞与企业家交流会、中新北海产业园共
建活动、金融支持中国企业投资东盟活
动、投融资对接会、东盟 10 国和中国省
区市推介会等。这些活动的内容更加务
实，将为参会企业提供大量有价值的信
息和商机，也将有力推动中国—东盟之
间的投资合作。

中国—东盟博览会还致力于拓展新
的国际合作空间，从服务“10+1”，延
伸到服务“10+6”。即从服务中国—东
盟合作，延伸到服务东盟和中国、澳大
利亚、日本、韩国、新西兰、印度的
RCEP （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合作。从今年博览会邀请澳大利亚作为
特邀贵宾国参展参会开始，博览会将加
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合
作融入全球价值链，将服务领域空间向
全球贸易拓展。

在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助推下，“海
上丝绸之路”必将成为连接中国和东盟
各国的一条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合作
共赢之路，一条增进理解信任、加强人
文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

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最大亮点，是中国此

前提出的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国－东盟

命运共同体等合作倡议得到了与会各国政府官员和各界

人士的极大认同和期待。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连接了中国、东盟各

国，还辐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延伸

至沙特、伊朗、埃及。中国愿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扩大

同东盟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同东

盟国家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这是一条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

是一条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

必将为双方发展创造更多的利益共同点和经济增长点，

为双方战略伙伴关系增加新的契合点，在维护地区稳定

大局的基础上，为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过去 10 年，中国－东盟的抱团合作硕果累累。数据

显示，从 2004 年到 2013 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从

1059 亿美元增加到 4436 亿美元，双向投资额累计超过

1200 亿美元。目前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

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还在农业、信

息产业、人力资源开发、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公共卫生

和环保等 11 个重点领域开展了务实合作。事实证明，一

个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符合求和平、谋发

展、促合作、图共赢的时代潮流，符合亚洲和世界各国人

民共同利益，具有广阔发展空间和巨大发展潜力。

在经历了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快速发展后，中国正

在开启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其重要标志是提出了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陆

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通过连接亚太地区、中亚地区，

向西通往欧洲发达经济体；“海上丝绸之路”向东南延

伸，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临海港口城市串起来，通过海

上互联互通、港口城市合作机制以及海洋经济合作等

途径共同发展，并辐射南亚和中东。这“一带一路”，连

同中国提出的“中缅孟印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

的沿边、沿海的全方位开放，将构建中国符合现代市场

经济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的开放战略将为中国和

周边国家带来新的机遇——通过合作共谋发展。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合作、

发展、共赢是各国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和东盟关系正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与携手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一

样，在携手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中，各国将发挥各自优

势，实现多元共生、包容共进，共同造福于本地区人民和

世界各国人民。从此次中国—东盟博览会参会的各国政

府官员的发言中可以看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已经

引起世界各国重视，不少国家和地区在积极响应的同时，

已经开始筹划和布局。

共建“海上丝绸之路”这样一个为国家和人民带来更

多福祉的大事，值得期待。

海上丝绸之路
值得期待

于建东

本版编辑 李红光

99月月 1616日日，，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开幕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开幕。。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世界第二最具竞争力国家、全球
最宜经商市场等一系列名头使新加坡
一直扮演着经济强国的角色。新加坡
国际企业发展局中国司副司长冯家强
在本届博览会新加坡国家推介会上表
示，作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连
接亚欧的支点，新加坡愿意在促进中
国与东盟关系，升级中国—东盟自贸
区等方面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第十一届中
国—东盟博览会的开幕式上表示，新
加坡十分荣幸能担任此次博览会的主
宾国，由政府部门及 30 多家企业组
成的大型代表团，在金融、法律、物
流、教育以及餐饮等行业进行集中展

示。新加坡希望搭乘博览会平台，利
用主宾国机遇，进一步扩大中国与东
盟、中国与新加坡的合作。

中国与新加坡长期以来保持着密
切合作的伙伴关系，建交 20 多年以
来，中国与新加坡的关系不断发展，
贸易额从 1990 年的 28.3 亿美元增长
到 2013 年的 914.3 亿美元，中国已成
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新加
坡则成为中国在东盟的第二大贸易
伙伴。

新加坡大华银行(中国)行长兼首
席执行官连文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新型合作将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给
中国和东盟企业带来更大的实惠，新

加坡作为中国在海外第二大人民币离
岸中心也将大大促进中国与亚洲其他
国家的联系。

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主席张松声
表示，今天的“海上丝绸之路”是
一 条 造 福 周 边 国 家 和 连 接 中 国 东
盟、中新关系的纽带。作为一个市
场广阔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一个
拥有良好运营以及经商环境的高度
亲商国家，中国与新加坡合作前景
十分广泛。2015 年是中国与新加坡
建交 25 周年，也是新加坡建国 40 周
年，中新两国在海上丝绸之路和中
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的里程碑时刻
将开创新的历史起点。

船之有桨行远方
本报记者 王晓雄

船之有桨行远方
本报记者 王晓雄

观众在参观六轴无人机。 新华社发

９月 17 日上午 10 时 30 分许，广西沃顿大酒店北
京厅，第６届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领袖论坛主
题演讲刚进行完，会场上的记者忽然涌向台前，原先
已在前面的摄影摄像记者举起手中的设备，后面的文
字记者也抢上前来，挤在台前准备拍照。因为，下面
的场面非常精彩，也是活动的高潮：揭牌仪式和指数
发布仪式。

几块板牌被先后抬上来，在中国与东盟金融界共同
见证下，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国内几大银行的负责人拉开
一面面红丝绒，“中国银行人民币兑柬埔寨瑞尔现钞汇
率”、“中国农业银行东盟九国汇率”的挂牌，“中国工
商银行跨境人民币业务中心 （南宁）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东盟跨境人民币产品研发中心及中国建设银行中
国 （东兴试验区） 东盟货币业务中心”、“交通银行沿边
跨境贸易金融服务中心 （南宁） ”揭牌，同时还有“中
国银行跨境人民币指数”、“中国农业银行人民币对东盟
货币汇率指数、农银越南盾指数”的发布，依次展现。
激动人心的场面赢得热烈掌声。

中国—东盟金融论坛与中国—东盟博览会同期举
办，主题为“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发表主题演讲的
10 位中外金融家，回顾了过去几年中国与东盟各国金融
合作不断深化取得的成果，对共建“海上丝绸之路”未
来前景信心满满。业内人士深知，这些揭牌、挂牌、指
数发布，都是实实在在的举措，是金融合作深化的标
志。这好比一艘大船，要有强劲的桨叶推动。打造中国
—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促进经贸合作共赢，金融服务是
重要一环。美好前景，已经书写在与会 300多位嘉宾和
金融家的笑脸上。

一个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
命运共同体，符合求和平、谋发
展、促合作、图共赢的时代潮
流，符合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共
同利益，具有广阔发展空间和巨
大发展潜力

本报南宁 9 月 17 日电 记者陈郁

报道：由国家工商总局和广西壮族自
治区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东盟
工商论坛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论坛
主题是“公司注册改革与合作”，旨
在交流中国与东盟国家公司注册制度
改革的最新进展情况，深入探讨加强
市场准入合作，进一步推动双方投资
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

记者了解到，中国自今年 3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注册登记制度改革，为
各类市场主体营造了法治化、规范
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激发了各国

投资者的来华投资热情。今年 3 月至
8 月，东盟 10 国来华投资新设立企业
445 户，同比增长 9%。截至 8 月底，
东 盟 10 国 来 华 投 资 设 立 企 业 总 计
15160 户 ， 投 资 总 额 2477.72 亿 美
元，注册资本 1206.85亿美元。

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刘俊臣表
示，公司注册制度改革将为包括东盟
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 （地区） 投资者
来华投资营造宽松便捷、竞争有序的
营商环境。他倡议，东盟国家深化市
场准入合作，继续为双方企业登记注
册提供支持，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注

册信息交流交换机制，定期开展双方
企业注册机构高层互访；深化市场监
管合作，加强多边和双边执法交流与
合作，加强竞争政策交流；深化消费
维权合作，积极研究处理跨国消费纠
纷和双边与多边贸易中侵害消费者
权益案件，集中开展国际消费宣传
和消费教育活动；深化商标知识产
权保护合作，充分分享商标信息和
最佳实践，交流借鉴各自解决涉及
商标知识产权的贸易纠纷和侵权的
有益经验，为双方商标注册申请提
供支持和便利。

中国与新加坡经贸合作迎来新机遇
本报记者 崔玮祎

注册登记制度激发东盟来华投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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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会吸引了诸多参观者。 崔玮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