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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丝路愿景，相聚东博盛会。
9 月 18 日至 21 日，第 12 届中国—东

盟博览会、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东博会以“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创海洋合作
美好蓝图”为主题，推动各方凝聚共建共
识、分享更多商机、加强产能合作，向世人
展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灿烂前景。

凝聚共建“海上丝路”共识

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每一个
合作构想从提出到实现，都需要参与各方
高层在理解和沟通后达成共识，进而促使
各界付诸行动并实现共赢。

东博会的高规格，反映了其重大影响
力，更体现了各方对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建设的积极响应。

泰国副总理塔纳萨表示，“泰国认为在
‘一带一路’战略中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将有利于东盟和中国发展，高速铁路系统
将成为本区域交通网络的重要连接”。

缅甸副总统赛茂康说：“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倡议将成为东盟互联互通的补
充，并且支持东盟共同体的基础设施发展
和一体化。”

老挝副总理宋沙瓦指出，“我们对中
国政府提出的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共创海洋合作美好蓝图表示高度赞赏。
这符合进一步加强合作与发展的要求”。

为推动在各领域达成共识并促成更
多合作，今年东博会围绕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相关领域，共举办了信息港、
金融、科技、海关、智库、国际产能合作等
27 场高层论坛。这些论坛建立了各领域
更多的合作机制，推动更多项目落地。例
如，东博会举办期间，中越和中老海关签
署了合作文件，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互联互通建设；启动了中国—东盟跨境
电商平台建设，新加坡、菲律宾、缅甸、泰
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的工商部门与中
国贸促会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跨境电
商平台合作备忘录》等。

全新的合作呼唤全新的舞台。东博会
一系列务实丰富的论坛活动，当之无愧地
成为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年度盛会，成
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的核心平台。

共享“海上丝路”新商机

中国银行举办的中小企业跨境投资
与贸易合作洽谈会现场气氛火爆，现场共

有来自东盟 10 国的 80 多家企业、中国
400 多家企业开展了 800 余场一对一洽
谈活动、80余场视频对接会。

本届东博会期间举办了多场经贸投
资促进活动，如越南采购对接会、泰国产
业技术合作推介会、柬埔寨中国中小企业
推介会、食品加工和包装机械采购对接
会、中国—东盟优质水果推介活动、中国
电力企业“走出去”推介交流会等。到会
采购商、投资商团组 85 个，涵盖各重点行
业以及中国和东盟 10 国及区域外国家。
其中，区域外采购商既有来自韩国、日本、
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也有来自北
美、欧洲国家和地区的团组。

各国企业对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充满信心，本届东博会出现了展位一位
难求的火爆情况。各国企业参展报名申
请展位总数 5563 个，超过规划展位数
21%。实际参展企业 2207 家，实际安排
总展位数 4600 个。其中，东盟 10 国和区
域 外 安 排 展 位 1296 个 ，比 上 届 增 长

2.9%。
参展企业中，不乏各国名优企业的身

影，中国银行等一批世界 500 强企业、行
业龙头企业、品牌企业、金融机构参展。
参展的东盟知名品牌企业多，如文莱哈斯
密盾有限公司、柬埔寨老汉兴酒业集团、
印尼手工艺品生产与出口协会、老挝星灿
集团道咖啡公司等。

国际产能合作成亮点

9 月 18 日下午，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107 会议室里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中国
—东盟国际产能合作系列活动之一的国
际产能合作项目洽谈对接会正在这里举
行。国际产能合作项目洽谈对接会邀请
重点行业的企业以及中国有关省区市企
业与东盟国家的 20 多个产业园区对接洽
谈，为产能合作牵线搭桥。

来自河南科信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韦强启是第二次来参加东博会，此行他希

望能接触到合适的东盟国家的电网公司，
与之共同成立智能电网公司，把国内的优
势产能转移出去。“国内智能电网、特高压
等方面的技术很具有竞争力，我们希望与
东盟国家进行更紧密的合作。”韦强启说。

本届东博会突出国际产能合作，首次
举办中国—东盟国际产能合作系列活动，
如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推进国际产能
和装备制造合作论坛、国际经济与产能合
作展区和国际产能合作项目洽谈对接会。

论坛召开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与马
来西亚、印尼、缅甸、越南、柬埔寨等东盟
国家有关部门举行了双边会议，就双方开
展国际产能合作的现实条件、重点领域、
工作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国际经
济与产能合作展区展出了铁路、电力设
备、工程机械、运输车辆、建筑材料、电子
通讯设备等产能合作重点行业，其中铁路
装备和技术“走出去”是本届东博会推进
国际产能合作的亮点，中国铁路总公司、
中国中车集团等企业参展。

共绘丝路愿景 共期海洋合作
——记第1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商务与投资峰会

本报记者 童 政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徐惠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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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东盟最大的经济体，印度尼西
亚参加了历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年
继续以包馆形式参展，并在魅力之城展
厅推介了廖内省。印尼贸易部出口发展
总司长努斯接受 《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
时表示，中国印尼合作空间巨大，中国
—东盟博览会已成为加强中国印尼经贸
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助推器。

谈到印尼此次参会情况，努斯表
示，印尼今年的参会规模与往年相比有
较大幅度提升，参会企业共有 101 家，

“我们带来了许多企业家，参加一系列高
端论坛，与中国进行贸易洽谈，开展相
关投资活动”。印尼贸易部并不想通过博
览会推介已经有知名度和国际化的印尼
商品，而是希望展示更多不为人知、但

适合中国市场的印尼商品。今年印尼贸
易部收到了 200 家企业的参展申请，经
层层选拔筛掉了 99 家。印尼贸易部有规
定，同一参展商最多只能参展 3 次，其
目的是让更多的企业有机会利用中国—
东盟博览会这一平台推介自己，向中国
市场展销产品。

由于印尼贸易部对于参展商多样性
的考虑，印尼馆对于专业买家和普通民
众来说每年都有新意。努斯介绍说，印
尼馆中最受欢迎的产品当属实木家具。
印尼的实木家具不仅原材料好，而且款
式丰富，有东南亚特色的家具，也有中
国元素的家具。此外，印尼燕窝也首次
亮相此次博览会。

谈到东盟博览会对中国印尼双边经

贸投资关系的作用，努斯表示，“博览会
已发展成为加强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关系
的一个重要助推器。希望通过博览会，
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到印尼投资兴业。”近
年来，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取得丰硕成
果，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合作层次不断
提高。据统计，去年双边贸易额达 636
亿美元，中国已连续两年成为印尼第一
大贸易伙伴。

中国对印尼的投资势头尤为喜人。
努斯指出，“今年以来，中国对印尼的投
资增长了 169%”。目前，中国对印尼的
直接投资存量达 38.4 亿美元，中国企业
在印尼累计签订承包工程合同额 432 亿
美元。两国企业在工业园区、港口码
头、道路桥梁、电站电网等基础设施领

域开展了广泛合作，建成了一大批兼具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项目，惠及两国
企业，造福两国人民。

谈到“一带一路”战略对双边合作
的推动作用，努斯认为，印尼政府不久
前提出了“海洋强国”战略，大力发展
海洋经济，这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
略不谋而合。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
家，印尼的交通运输高度依赖海运，但
基础设施发展长期滞后。根据规划，印
尼的目标是将各港口和铁路、公路等设
施连成海上交通网络，推动经济平衡发
展，使印尼成为全球海上交通运输一大
枢纽。而港口基建、产业园区开发就成
为印度尼西亚当前经济建设的重点，中
国与印尼合作空间巨大。

“在今天的对话会上，大家可以就如何到泰国投资和
经营坦诚交换意见。”在与中国企业 CEO 圆桌对话会上，
泰国副总理塔纳萨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他说，“希望此
次对话会有助于中国企业开拓泰国市场，并欢迎更多的
中国企业赴泰投资兴业”。

“对中泰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有什么要求？”“对未
来两国金融合作有什么新的期望？”⋯⋯包括中国机械进
出口公司、中国广核集团、中国铁建、中国建筑、中国国际
能源集团、中国银行在内的多位中国企业高管，纷纷就如
何深化两国间能源、金融、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向塔
纳萨抛出了各自关心的问题。塔纳萨对中国企业家的提
问逐一回答，而对于一些技术性的细节问题，他还请随行
的泰国社会经济发展委员会副秘书长作现场解答。

泰国是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国，今年适逢中
泰建交 40 周年，泰国派出了规模庞大的代表团参会，包
括 120 家泰国公司和 7 个机构，在展会上设有 146 个展
位。近年来，中泰双边经贸合作保持快速增长势头，现在
中国是泰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去年
双边贸易额达到了 726.7 亿美元。目前泰国在华投资额
超过了 40 亿美元，中国对泰投资也达到了 30 亿美元。
展望未来，中泰经贸合作仍有广阔的空间，泰国是东盟的
重要成员国，也是连接陆上东盟与海上东盟的交汇点，区
位优势得天独厚，发展潜力十分巨大。“一带一路”战略正
在全面展开，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不断深化，这些无疑将
为中泰两国合作带来无限新商机。

塔纳萨指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与泰国的
国家发展战略契合度高，泰国重视与邻国的互联互通建
设。中泰两国携手共建，有利于推动中泰友谊和双方经
贸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邕江

两岸，喜气洋洋。第 12 届中国

—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举

办，世界的目光再次聚集这一

盛会。

12 年来，中国—东盟博

览会的专业化、国际化、品牌

化、信息化水平持续提升，影

响力与日俱增，结出了累累硕

果。2004 年首届中国—东盟

博览会举办以来，中国和东盟

互利合作不断发展，双边贸易

额不断增长。首届东盟博览会

举办当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

易 突 破 1000 亿 美 元 ； 2007

年，双边贸易额突破 2000 亿

美元；去年，双边贸易额超过

4800 亿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8.23%。截至去年底，中国与

东 盟 累 计 双 向 投 资 额 超 过

1300 亿美元。中国连年保持

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则

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

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

源地。

如今，中国—东盟博览会

不仅是中国和东盟国家贸易和

投资合作的助推器，更成为中

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发展的

服务平台、中国—东盟命运共

同体多领域交流的公共平台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的

重要平台，在中国和东盟国家

合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这

一平台，中国和东盟双边多边

合作不断从口头共识化为具体

实践，潜在需求演变为现实商

机，推动了双方企业、行业和商

协会的有效对接，日常贸易投

资活动更加便利高效。中国和

东盟国家在商品贸易、投资合

作、服务贸易、城市交流、产业

对接、次区域合作等领域的合

作，齐头并进。

展望未来，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空间广阔，国际产能

合作和互联互通建设是两大重点领域。在产能合作方

面，中国和东盟国家可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中国在产能

领域有装备、技术、施工、资金、管理经验等优势，而东盟

国家正在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引进设备、技术、

资金有迫切需求。中国与东盟在电力、工程机械、建材、

通信等领域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共建经贸合作区等各类

产业园区，有助于提升中国和东盟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

实现互利共赢。

在互联互通建设方面，东盟正在制订互联互通总体

规划，中国视互联互通为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内容。中国愿与东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

准体系的对接，着力构建海运水运网、高速公路网、高速

铁路网、航空网、通信光缆网，打造安全高效的综合联通

网络，提升通达水平。

今年是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年，也是“一带一路”建

设全面实施的开局之年。海上合作成为中国—东盟关系

发展的新亮点、新动力。

海上合作成为新亮点新动力

徐惠喜

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势头喜人
——访印尼贸易部出口发展总司长努斯

本报记者 徐惠喜 童 政

泰国副总理塔纳萨：

携手共建“一带一路”
本报记者 徐惠喜

中国中车在室外展区展示轨道交通工具。在东博会上，泰国商家展示优质稻米。 来自东盟国家的艺术家进行民俗表演。

图为中国—东盟博览会主场馆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