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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连 俊 杨 涛

中国动车组运抵马其顿
本报斯科普里电 记者田晓军报道：中国首批出口

马其顿的动车组已运抵马其顿，并于日前开始在马其顿
组装。按照合同规定，中国技术人员在完成动车组的组
装后，还将对当地技术人员开展操作动车组的相关培训。

据悉，该动车组具有流线型的外观和雅致内饰，以白
色为主基调的车厢外饰配上马其顿国旗中的红黄两色，
使得动车组更具视觉冲击力。马其顿动车组交付后，将
在该国北起与塞尔维亚接壤的塔巴诺夫采，南至与希腊
接壤的盖夫盖利亚区间运行，途经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
全长约215公里。该线路为泛欧铁路10号走廊的重要
组成部分，承担马其顿国内80%的铁路运力。

去年6月，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与马其顿国家铁
路公司正式签署动车组购销合同，由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提供贷款，中方向马其顿出口6列动车组、备件、耗材等
设备，并提供相关服务，产品按照马其顿国家标准和欧盟
标准生产。该项目合同的签署，标志着中国高端整车产
品首次进入欧洲市场。

本报讯 保洁国际标准专业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
地产和物业管理领域的专业机构及相关企业代表共同探
讨如何充分应对商业地产物业需求不断增强所带来的
机遇与挑战，完善商业地产领域的清洁和物业标准，提
升物业管理效率。论坛特别针对中国商业地产和物业
管理行业的发展潜力和目前面临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论坛期间，总部位于美国的乐柏美商务用品集团
和国际建筑业主与管理者协会（BOMA）联合发布了针
对中国市场的《商业地产保洁标准》，旨在为中国商业地
产和物业管理企业提供符合中国特点的成功案例、操作
标准及管理经验。 （张 米）

保洁国际标准专业论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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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展开其任内的第八次访
华，中德关系的发展达到了新的水平和高度。《经济日报》
记者近日就中德关系发展、双方经贸往来以及近来双方
交往中的热点话题，采访了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先生。

记者：默克尔总理即将访华，请介绍一下这次访问

的背景和内容？
答：德中两国关系近年来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不

断达到新的水平和高度。这次是默克尔总理任内的第
八次访华，在西方各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之中是最
多的，也反映了德中两国领导人间的密切关系。

我们注意到，今年以来一些人关于中国经济数据的
看法比较悲观。今年年中沪市市值大幅缩水以及人民
币币值走软等也引发了不安的情绪。但是，德国并不认
为中国经济会崩溃,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概率很低,因为
中国正在加快推进各项改革举措。这符合双方的共同
利益。中国是德国在亚洲的主要贸易伙伴，也是德国最
大的、发展最迅速的伙伴。同时，德国也是中国在欧洲
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我们希望看到中国经济继续
强有力地发展。德中的合作面非常广，除了经贸问题，
访问期间双方有很多议题要讨论。

记者：中国有关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中德贸

易额达 1777.5 亿美元。双方经贸合作已经达到相当规

模。请问您对未来中德经贸合作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应在什么领域更深入地开展合作？

答：德中经济合作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之前两国
合作的特点在于，中国有庞大的市场，而德国具备先进的
技术。现在中国在技术方面后来居上，某些技术在世界
上也名列前茅。这种变化让德中合作比之前成熟许多。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很多中国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并
没有工资水平增长那么快，这也使企业竞争力被削弱。中
国需要引进更多的高新技术来提高生产效率，在这方面德
国技术仍有很大优势，双方展开合作的空间很大。

德中经贸合作可以开辟更多的领域。比如，两国对
工业界的现代化都提出了各自的想法。在德国是“工业
4.0”，在中国则推出了“中国制造 2025”。把信息技术
和工业化制造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相似的发展方
向。双方在这方面合作将发掘出很多新的潜力。

记者：“创新”是中德两国最近十分感兴趣的议题，

在这次访问期间，会有哪些关于创新的内容和话题？“工

业 4.0”和“中国制造 2025”，这两个话题在中国也十分热

门。您认为双方在这方面该如何对接合作，达成优势互

补、互利共赢？
答：2015 年是德中创新合作年。德中两国都是出

口大国，也都是工业制造大国。德中两国都在大力推进
技术的现代化，保持或占据在各自工业制造领域的领导
地位，以确保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取得优势。两国开展
创新合作意义重大。

“工业 4.0”在德国主要是企业和研究机构在推动，

政府是积极的参与者。实际上，德中两国在具体合作方
面已经积极推进。去年第三轮德中政府磋商中，双方已
达成协议，在“工业 4.0”有关领域双方将密切合作。两
国间也已采取初步措施。今年 7 月，德中签署谅解备忘
录，双方将建立联合工作机制，在智能制造以及面向未
来的网络化生产方面开展合作。

这种合作能否成功的关键，要看德中两国企业间的合
作。我了解到，在积极倡导“工业4.0”方面，德国在世界范
围内处于领先水平的企业有 3 家已经与中方开展合作。
这三家企业分别是西门子、博世以及SAP。西门子和博世
已经在中国建厂，正在朝着“工业4.0”的方向迈进。SAP
也已开始与华为共同开发“工业4.0”方向的产品。

记者：德国如何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这方

面考虑与中国展开怎样的合作？
答：德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非常积极。我们

还注意到，无论是中国、俄罗斯还是欧盟方面也都提出
了类似的战略。这些倡议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目标，都着
眼于地区经济的一体化。因此，这些倡议需要加强对
接，有机地结合起来推行，这才符合大家共同的利益。

倡议在政治经济方面很有潜力，但落实上还有一
个过程。需要看到，这些倡议的落实不可能一蹴而就，
是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各方可挖掘的潜力还很大。德
国以及欧洲也愿意与中方加强合作和对接，不断完善有
关的倡议和构想。重要的将是当地民众的充分参与。

中国经济强有力发展符合中德两国利益
——访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

本报柏林 10 月 28 日电 记者王志远报道：德国联
邦教育与研究部（以下简称“教研部”）在柏林举办首个

“中国日”活动，并推出首个《中国战略 2015-2020》。中
国科技部部长万钢发表视频致辞，德国联邦教研部部长
约翰娜·万卡、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李晓驷出席
活动并发表讲话。德国墨卡托基金会中国研究中心研
究领域副总裁孔弼永、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
会主席诺伊格鲍尔等专家也就各自领域与中国的合作
前景作了报告。

《中国战略 2015-2020》为教研部首次推出的国别战

略。它确定了九大行动领域，共35项措施。这九大行动领
域分别是：拓展德国科教界的“中国能力”，建立可持续合
作架构和科学家网络，联络德国行动方并构建政治对话机
制，优化德国科研界对华合作的框架条件，加强关键技术
研发合作，加强生命科学研究合作，应对全球生态挑战，促
进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合作以及加强职业教育合作。

万钢在视频致辞中表示，目前中国确定并实施了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深入落实创新战
略，全力将中国建设为创新型国家；德国也正在通过《新
一轮高技术战略——创新德国》计划并实施“工业 4.0”规

划，加强“创新所在地”的工业大国地位。两国在创新发
展方面不谋而合，交流合作的空间更加广阔。

万卡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科
研大国之一。《中国战略》有助于促成德国和中国在科研
和创新领域创造多样化合作。这一战略将确立中德科研
创新领域的目标和方针，为更多的具体合作提供建议，拓
宽道路，“我们希望与中国踏上战略合作之路，我们愿与
中国共同走以互信为特色的道路”。

“中国正在制定的‘十三五’规划将是指导中国经济
社会自 2016 年至 2020 年发展的重要纲领，时间跨度和

《中国战略》不谋而合。”李晓驷说，中德合作的机遇源自
两国较强的互补性。中德合作并非“零和游戏”，中国变
强了，并不意味着德国变弱了。不仅如此，中德还完全可
以通过合作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达到“1+1>2”的多赢
局面。

中德自 1978 年签订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 30 多年来，
两国在科研、教育和创新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取得显著
成就，已经成为国际合作的成功典范，极大丰富和拓展了
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实质和内涵。

德国教研部推出首个《中国战略》
确定九大行动领域共 35 项措施 拓展中德科研与创新合作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田原报道：据印尼国家灾害
管理局最新报告，持续数月的严重烟霾已从苏门答腊
岛、加里曼丹岛蔓延至爪哇岛，除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外，
还将导致呼吸道疾病发病率增加。

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信息和数据中心负责人苏托
波·普尔沃·努格罗霍表示，根据卫星监控数据，烟霾已
扩散到爪哇海和首都雅加达上空，雅加达和万隆两地机
场能见度均低于 3000 米，因而出现航班延误或改降，
数百名旅客滞留机场。印尼气候、气象和地球物理署官
员汤米·拉哈玛·来扎表示，雅加达市由于空气中可吸入
颗粒物骤增，导致能见度明显下降。

印尼“烧林”所致烟霾恐加速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