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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
战略支点，形成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
重要门户。”这是国家对广西的新定位新要求。广西发挥与东盟国家
海陆相邻的独特优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开
发，下一步将重点做好建设海陆联通枢纽、构建跨境产业链、促进商
贸物流、打造要素配置中心、密切人文交流等五个方面的工作。

建设海陆联通枢纽：“打通三大通道、推进五网同建”。一条是联
通海上东盟，由广西北部湾港口向南通往东盟各港口以及南太平洋、
印度洋；一条是联通陆上东盟，从南宁到新加坡的中国—中南半岛经
济走廊；一条是以南宁为节点，向北通过贵阳联通成都、重庆再联通

兰州、西安的西部南北国际新通道。同时，与东盟国家共建高速公路
网、铁路网、海运网、航空网、通信网这五张网，将广西切实打造成
为立体多维的海陆联通枢纽。

构建跨境产业链：依托中马“两国双园”、中国·印尼经贸合作
区、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文莱—广西经济走廊等境内境外园区，
大力承接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和跨国公司产业转移，服务中国优势产
能和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到东盟投资，构建与东盟的跨境产业链、跨
境物流链、跨境金融服务、跨境电子商务等，形成利益共享的区域
价值链。

促进商贸物流：围绕棕榈油、橡胶、有色金属、粮油等地区特色

优势产品，积极发展现代物流，构建通达高效的跨国物流大动脉。构
建“南菜北运”流通大通道，畅通东盟国家与中国北方的农产品物
流，建设中国—东盟南北果蔬集散中心。加快推进区域通关一体化、
便利化，探索实施“两国一检”新模式，提高通关效率。

打造要素配置中心：发挥广西位于“一带一路”衔接点，资本、
技术、人才、信息等经济要素富集，各种政策、机制落户等优势，利
用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以及中国—东盟法
律、旅游人才、非通用语种翻译培训基地等平台，有效促进资本、技
术、人才、信息等要素自由有序流动和高效配置，把广西建设成为

“一带一路”要素配置中心。
密切人文交流：充分利用已经在南宁设立的中国—东盟妇女培训

中心、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培训中心、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等渠
道，在东博会框架下承办更多的人文交流活动，推动中国—东盟在教
育、文化、旅游、妇女等人文领域的深入交流，构建中国—东盟人文
领域的对话平台、现代信息交流平台、文化研究平台。

广西：构建“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

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各国为应对经济总体下行压
力，需发挥互补优势。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发达国家也
强调再工业化。在这一背景下，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是拉动经济增长、
应对下行压力的良方。

中国与东盟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是互有优势，互为需求，符合双方
共同利益。

首先，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产业大国，处于全球产业链中端。中国的
产能，是高端技术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集合，性价比高，符合东盟等发

展中国家的需要和承接能力。其次，东盟很多国家工业体系还不太完
整，制造能力有待提升。通过产能合作，中国将帮助东盟国家提高生产
能力，健全产业体系，加快工业化进程，带动就业和经济增长。

东博会将发挥自身平台作用，把国际产能合作作为一项重要内
容。今年第 12 届东博会，将举办“2015 中国—东盟国际产能合作系列
活动”。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举办国际产能合作论坛。围绕“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主题，邀请中国重点

行业优势产能企业、东盟国家有关机构、企业参会交流。
二是举办国际经济与国际产能合作展。重点展出电力设备、工程

机械、运输车辆、建筑材料、电子通信设备等。目前，企业报名参展踊
跃。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等高铁相关企业已确定
参展，将以铁路产能合作为新亮点，推动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高速铁
路共同发展。

三是举办国际产能与装备制造项目对接洽谈会。邀请电力、建材、
工程机械、电子通信设备等领域企业，以及河北、山东、浙江、重庆等地
企业，与东盟国家的 20 多个产业园区，以及中国在境外设立的 14 个境
外经贸合作区对接洽谈，为优势产能合作牵线搭桥。

通过这些措施，使东博会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与海丝沿线国家开
展产能合作的政策阐释平台、产业对接平台、信息服务平台，更好地服
务国际产能合作。

东博会：搭建国际产能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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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 年第 11 届东博会期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了共建“中
国—东盟信息港”的共识，翻开了中国—东盟信息合作的新篇章。中
国—东盟信息港以打造成为海丝沿线重要的信息枢纽为目标，既给沿
线国家共建“信息海丝”提供了合作范本，也为中国—东盟信息的互
联互通提供了具体载体。

从构想提出到项目落地，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的脚步扎实、路
径清晰。根据规划，中国—东盟信息港总体的建设目标是形成以中国
广西为核心，面向东盟、服务中国西南、中南的国际通信网络体系和
网络枢纽。作为中国—东盟信息合作的重大项目，信息港的建设将为
站在聚光灯下的广西带来一次深层次、大力度推进对外开放合作及新

兴信息技术发展的重要机遇。
在广西南宁市五象新区，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核心基地将拔

地而起。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核心基地将由总部基地和产业项目
两大板块组成。基地将重点发展面向东盟市场的跨境电商、网络设
备、智能终端、网络动漫等产业，已筛选 34 个项目作为核心基地的
重点项目，总投资约 209 亿元人民币。简明的数字浓缩的是信息港
建设的扎实基础与恢弘气势，一幅热火朝天搞建设的画卷正徐徐展
开。

中国—东盟信息港子项目——中国联通南宁总部基地一期工程
已于 2014 年 11 月开工，计划 2016 年 6 月底建成交付使用。此外，

广西首府南宁还将持续推进“广西电子政务外网云计算中心”、“国
家电子政务外网华南区灾备中心”等项目的落地；加快建成“南宁
市跨境贸易电子商务通关服务平台、政府公共服务平台、企业服务
平台”三个跨境电商服务平台；推动“中国—东盟电子商务产业
园”、“东盟跨境电子商务海外仓”等项目的建设，为海丝信息枢纽
建设“添砖加瓦”。

共建“中国—东盟信息港”的倡议诞生于第 11 届东博会框架下
的首届中国—东盟网络空间论坛，倡议一经提出即得到了东盟与会代
表们的积极响应。信息相关企业也通过论坛进行了经验交流，显示了
企业参与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的热情。

为延续热情，为发展续航，2015 年第 12 届东博会上，将举办
“中国—东盟信息港论坛”，让决策者通过东博会，聆听东盟国家的诉
求、企业的呼声以及专家学者的建议；并结合其他相关高层会议、专
业论坛及招商推介活动，为信息港建设项目招商引资，务实推动中国
—东盟信息港的建设。

中国—东盟信息港：共建海丝之路信息枢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