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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阿文版在阿布扎比发布
本报阿布扎比电 记者孟翰禹报道：第二十五届

阿布扎比图书展日前在阿布扎比国家会展中心举
行。本届展会为期一周，共有来自 5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25 家出版商参展，展出图书超过 50 万册。

在展会期间，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联合埃及、摩
洛哥、黎巴嫩和阿尔及利亚等四国出版商共同为茅
盾文学奖得主，作家刘震云举办了小说《手机》阿文
版发布会。中国驻阿联酋大使常华表示，相信将来会
有更多中阿优秀文学作品通过“一带一路”桥梁被介
绍给双方读者，促进中阿民心相通。

20.7%

埃及今年 1月份贸易赤字下降
本报开罗电 记者鲍显铭报道:2015 年 1 月份埃

及贸易赤字约为25.6亿美元，降幅高达20.7%。贸易赤
字缩小的主要原因是进口由去年同期的约 52.6亿美元
降至约41.4亿美元，降幅达21.2%。其中原油、生铁、小
麦和塑料降幅最大，分别下降 69.9%、46.9%、42.5%和
35.2%。出口方面则由去年同期的约 20.3 亿美元降至
15.8亿美元，降幅达22.1%，其中化肥、石油产品和原油
降幅最大，分别下降55.1%、54.7%和54.2%。

2.6%

欧盟房价指数同比增长

本版编辑 梁图强 禹 洋

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刊发署名文章

超越外交关系的两国之交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严恒元报道:欧盟统计局
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去年第四季度，欧元区和欧盟房价
指数同比（与前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1.1%和 2.6%，欧
元区房价指数环比（与上个季度相比）下降 0.1%，欧盟
房价指数环比未变。

统计数据显示，去年第四季度，欧盟房价指数同比涨
幅最大的3个成员国分别是爱尔兰(16.3%)、马耳他(11%)
和瑞典(10.4%)，同比跌幅最大的3个成员国分别是斯洛文
尼亚(-4.4%)、塞浦路斯(-3.3%)和拉脱维亚(-3.2%)。

本报伊斯兰堡电 记者梁桐报道：日前，巴基斯坦总
理谢里夫刊发署名文章《超越外交关系的两国之交》，全
文如下。

刚刚结束的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国事访问对于两

国关系内涵的扩展至关重要，并且将两国关系提升到了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的新层次。这不仅对于两国的地缘

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至关重要，并且有利于南亚和中亚

地区的发展和稳定。

巴基斯坦为能够参与中国提出的区域互联互通和经

济共荣建设而感到自豪，并且认识到古老丝绸之路的复

兴以及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是其重要部分。这两大倡议

的提出既是中国经济多年来快速健康发展所释放的红

利，也是对地区和国际格局变动所带来新机遇的积极应

对。中巴经济走廊有关项目的完成将对于巴基斯坦经济

面貌带来革命性的提振，并且能够使全国人民的生活水

平取得长足进步。中巴经济走廊能够将巴基斯坦打造为

区域经济枢纽并带来长久利益，中国也毫无疑问将从诸

多方面受益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包括为其广大西部内

陆地区提供了更近的出海口，以及获得更廉价和安全的

陆路石油供给。中巴经济走廊对于两国以及区域内其他

各国来说是一个共赢的机遇，巴基斯坦自然禀赋丰富，尤

其是其连接亚洲东、西、中三大次区域的独特地缘位置使

其具有独特优势。我们对于能够利用自身这一优势帮助

中国朋友实现其经济和战略目标而感到自豪。

目前，巴基斯坦正在与地区和平、安全、安定的公敌

——恐怖主义决战。巴基斯坦作为反恐前线国家，不仅

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而且还承受着国内安全环

境的恶化。巴方理解中国对于新疆地区安全问题的关

切，并且在打击“东伊运”问题上始终与中方并肩战斗。

中巴两国的安全利益紧密相连。巴方欣赏中国对巴基斯

坦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的认可和支持，以及就通过双

边和区域内多边合作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所表现出的

决心和领导力。

巴基斯坦坚信以和平作为发展的前提，本届政府致

力于实现这一目标并且为巴阿两国关系带来重大改善，

两国在互信基础上形成了合作氛围，这在反恐问题上尤

为明显。巴基斯坦支持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阿富汗和

平进程，并且坚信实现和平是解决区域内安全问题，释放

区域内经济潜力的关键所在。巴基斯坦坚信，中国在阿

富汗基础设施重建上的浓厚兴趣和积极参与以及对阿富

汗政治和解的支持有助于我们实现谋和平、谋发展共同

目标。

中巴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经济和防务合作的共识以

及就进一步加强战略合作而保持持续性对话的决定对于

巴基斯坦是重大鼓舞。同样振奋人心的是中方对巴基斯

坦在核不扩散、加入上合组织等方面所做努力的肯定。

巴中双方在强化地区和国际和平机制、基于成员国利益

的联合国改革等问题上的共同立场为两国友谊之树常青

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从高加索平原到阿拉伯海沿岸，亚

洲的稳定和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历久弥坚并且

生机勃勃的中巴关系。

习近平主席“中国梦”的提出，不仅激励着中国人，而

且激励着整个发展中世界，我们有着同样的愿景，希望实

现地区和平与繁荣，欢迎中国本着合作共赢的原则加紧

塑造周边。巴方高度支持中方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并

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为实现这一新安全观的

重要一步。对于任何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实现可持

续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一步，大部分亚洲国家既缺乏实现

其经济愿景的基础设施，也缺乏大规模基建的财政资源，

亚投行的设立有助于以相较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更宽松

的条件借贷，进而在国际金融机构间形成良性竞争，优化

发展中国家的借贷条件。巴基斯坦视中方此举为推进区

域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步骤，对于整

个欧亚大陆实现持久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中巴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自 1951 年以

来，经历了历史风云变幻的考验，至今仍保持昂扬向上的

发展势头。中国对巴基斯坦经济发展贡献巨大，在国防合

作上对巴给予了无价的支持和帮助，并且在巴基斯坦关切

的问题上对巴无条件支持。巴基斯坦则对于中国结束国

际孤立、中美关系转圜、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席位等问题上

发挥了重大作用。巴基斯坦是“一个中国”政策的坚定支

持者。中巴两国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外交关系，两国关

系的精髓在于人心相通，这种人心相通从习主席将巴基斯

坦称为“铁哥们”的这一特殊称谓中便可见一斑。

中巴友谊万岁。 第十届“柏林亚太周”将办
本报柏林电 记者王志远报道：第十届“柏林亚

太周”将于 5 月 18 日至 29 日举行。本届活动主题是
“智慧城市”。来自 17 个国家的代表团将在此期间举
办 116 场经济、科技和文化活动。

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在该活动发布会上说，中
国将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参加本届“柏林亚太周”。代
表团将参加“智慧城市”主题论坛，并带来非遗展示、
功夫表演、中国美食节以及电影周等丰富多彩的“感
知中国”文化活动。柏林经济技术与科研部长伊策表
示，亚洲在柏林经济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2005 年以
来，柏林向亚洲国家的出口额几乎翻了一番，由 16 亿
欧元上升至 31 亿欧元，其在柏林市总出口额中所占
比例也由 16%升至 23%。

本报首尔 5 月 12 日电 记者杨明报道：中日韩自
贸区第七轮谈判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今天在韩国首尔举
行，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率中方代表团出席。在为期
两天的谈判中，三方将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
资、协定范围领域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4 月 13 日至
17 日，三方在首尔举行了中日韩自贸区第七轮谈判司
局级磋商。

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自 2012 年 11 月份启动以来，已
举行 7 轮。三国同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合
计超过 16 万亿美元，对外贸易额合计近 7 万亿美元，
两项均占全球总额的 20%以上。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有
助于充分发挥三国间的产业互补性，挖掘提升三国贸
易投资水平的潜力，促进区域价值链进一步融合。

中日韩自贸区第七轮谈判

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举行

本报堪培拉电 记者翁东辉报道：据瑞士信贷银行
研究报告预测，在未来 6 年内，持续火爆的澳大利亚房地
产市场将吸引多达 600 亿美元的中国投资。报告认为，
虽然澳政府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加大了对外国人非法
购买本地房产的监管和处罚力度，但由于来自亚洲的庞
大购房需求，使得相关政策措施很难在短期内奏效。特
别是澳央行降息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推升房价。有分析认
为，从今年 7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高端投资者签证(PIV)政
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外国人在澳大利亚投资买房
的热情。根据新政策，在澳大利亚投资额超过 1500万澳
元的投资者能在 12个月后就获得澳永久居民身份。

另据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局公布的数据，上个财
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澳最大的外资来源国。总投
资额达到 277 亿澳元（约 210 亿美元），其中近半投资进
入了澳房地产市场，同比翻了一番。此外，中国对澳大利
亚制造业的投资金额达 33 亿澳元，在矿产领域的投资为
57亿澳元，服务业投资则为 62亿澳元。

澳 房 地 产 市 场 将

吸引巨额中国投资

第 13 届奥比杜什国际巧克力节日前在葡萄牙中

部历史名城奥比杜什落下帷幕，各式栩栩如生、色香俱

全的巧克力雕塑，引得参观者惊叹不已。图为在葡萄

牙奥比杜什，两名儿童参观巧克力雕塑。 新华社发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陈建报道：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近日和世界水理事会联合发布报告称，尽管 2050年将有
足够的水源用来帮助生产届时全球预计90亿人口所需要的
粮食，但过度消费、退化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将导致许多地区，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水供应量减少。报告呼吁各国完
善政策，增加投资，并提高农业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力。

这份题为《打造一个水和粮食安全的未来》的报告呼
吁，各国政府的政策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投资能够在确
保作物、牲畜和鱼类可持续生产的同时，保护水资源。报告
强调，此类行动对于帮助城乡地区广大民众减少贫困、增加
收入和确保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报告指出，目前，水资源短缺问题已影响到世界上超过

40％的人口，到 2050 年这一比例将扩大到三分之二，主要
原因是粮食生产和农业用水量过大。例如，在南亚和东亚
的广大地区，以及在中东、北非、北美洲和中美洲，地下水的
使用量已经超过了自然补充能力。

报告表示，到 2050 年，若要养活世界 90 亿人口就必须
实现粮食增产约 60％，发展中国家则需增产 100％。农业
仍将是全球最大的水用户。在许多国家，农业占河流、湖泊
和地下水取水量的约三分之二甚至更多。虽然城市化进程
日益加快，但 2050年全球大部分人口和多数贫困群体仍将
继续以农业为生。农业部门的水供应量将由于城市和工业
需求增多而减少。因此，农民将需要通过技术和管理实践，
设法利用有限的土地和水资源生产更多的粮食。

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称

发展中国家农业水供应量将减少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承建阿尔及利亚南北高速公路 53 公里长的希法段。这是阿尔及利亚基础设施领域最难施

工的一个项目，也是阿尔及利亚南北高速公路最重要的一段。项目全长 53 公里，其中隧道 4.8 公里，桥梁 40 座。图为中

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在阿尔及利亚南北高速公路希法段开凿隧道。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