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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电力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国
务部长纳斯鲁尔·哈米德日前接受《经济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资企业已经凭
借质量和速度赢得了政府和国民的充分
信任和欣赏，希望未来能有更多高资质
的中国企业来投资，全方位参与孟加拉
国建设。

哈米德称，中国企业目前在孟加拉
国建设的项目覆盖能源电力、交通基础
设施等诸多领域，并且在施工效率和建
设质量上展现出巨大优势。从国家战
略上看，孟加拉国对于各国企业在孟投
资均持开放和欢迎态度；但从实际操作
中看，以国内经济发展为执政要务的孟
加拉国政府更乐于与中方企业开展合
作 。 目 前 ，不 可 否 认 的 是 来 自 包 括 印
度、日本等国的企业，在孟加拉国市场

与中国企业竞争激烈，但中国企业所展
示出的中国质量和中国速度对于务实
谋发展的孟政府来说无疑是最具信服
力的。随着中国企业形象和威信逐渐
树立，孟政府部门也愿意源源不断地将
规模更大的项目交由中方公司承建，甚
至在一些重大项目的采购上选择直接
与中国企业议标。目前在孟经营的多
家中国公司都已经走上了这样一条越
来越宽的良性循环之路。

近几年来，孟加拉国经济在本届政
府领导下一直保持着较高速的增长，但
基础设施薄弱是限制其经济潜力进一步
释放的瓶颈。哈米德称，以达卡沙阿贾
拉勒国际机场为例，作为国家门户，机场
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外国人对孟加拉国的
第一印象。目前，该机场本身及其周边

道路状况与政府的预期有明显差距，这
实际上也为中国公司承建其升级改造工
程提供了重要机遇。同时，孟加拉国经
济发展还亟待建设电气化铁路、深水港
和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因此对中国公司
承建上述项目持高度欢迎态度。

哈米德告诉记者，孟加拉国有着庞
大的人口，首都达卡也是世界上人口密
度最大的主要城市之一，但条件简陋的
居民楼和写字楼不仅影响着城市面貌，
而且还潜藏着安全风险。建材行业是中
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行业之一，
契合孟加拉国在居民楼和写字楼改建方
面的需求。哈米德指出，目前中国企业
参与市政建设的规模并不大，主要是中
方投资者对孟加拉国的认知度和认可度
有限，导致孟国内市场潜力大、营商环境

好、劳动力成本低等优势并没有充分转
化为中方的投资意愿，相信习近平主席
此次访问能增进双方了解，推动两国在
此领域的合作。

哈米德指出，为充分挖掘中孟两国
开展产能合作的潜力，孟加拉国希望建
设一批经济特区，以完备的基础设施、优
惠的政策环境吸引中国企业前来投资设
厂，将生产出来的商品用于满足国内市
场或出口创汇。另外，孟加拉国看重中
国企业带来的不仅是充足的资本，更是
先进的技术以及上进的文化，希望借此
实现本国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哈米德特
别指出，尤其希望有中国机构能够在孟
寻找合作伙伴，以合资企业的方式在孟
开办职业技能教育机构，批量培养建设
国家所需的专业技术人才。

“我们热切盼望更多中国企业来投资”
——访孟加拉国电力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国务部长纳斯鲁尔·哈米德

本报记者 王宝锟 梁 桐

孟加拉国位于南亚次大陆，南濒孟
加拉湾，地小物薄，人口众多，自然资源
匮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是最不发
达国家之一。一方面，孟加拉国总体投
资环境不佳，基础设施差、能源短缺等问
题突出。另一方面，孟加拉国又是南亚
地区乃至全球最具经济发展活力的国家
之一，GDP 平均增速连续 10 年保持在
6%以上。

统计数据显示,2015/2016 财年，孟
加拉国 GDP 增长 7.1%，外汇储备超过
300 亿美元，负债率 34%，偿债信誉较
好。在 1.6 亿人口中，70%在 40 岁以下，
丰富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使孟加拉国成
为吸引海外投资最重要的因素，目前孟
是全球第二大服装加工和出口国。联合
国贸易与发展组织最新报告显示，按照
目前的发展速度，孟加拉国有望于 2024
年脱离最不发达国家行列。本届政府更
是雄心勃勃，制订了 2021“数字孟加拉”
和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宏伟目标。

为实现“孟加拉梦”，政府推出了一系列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公路、铁路、能源电
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速，计划到 2030 年
新建 100 个经济区，鼓励外商投资，大力
发展交通、通讯、农业、化工、纺织服装等
产业，提升工业化水平。

中孟两国自 1975 年建交以来，双边
关系健康发展，经贸合作规模不断扩
大。双方签署了双边投资贸易保护协
定、避免双重征税等政府间协议，建立了
双边经贸联委会等合作交流机制，为双
边经贸合作提供了保障。自 2006 年以
来，中国超过印度成为孟第一大贸易伙
伴和第一大进口国，2009 年以来双边贸
易额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2015 年，双
边 贸 易 额 达 147.1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7.2%。截至 2015 年 12 月份，中国对孟
非金融类累计投资 1.868 亿美元；在孟工
程承包累计合同额为 188.8 亿美元。今
年 1 月至 8 月，双边贸易额为 99.57 亿美
元，同比增长 4.1%；工程承包合同额为

51.3 亿美元，增长 45.9%；对孟投资 2199
万美元，增长 2.4%。目前，在中国驻孟加
拉国使馆经商处备案的中资企业超过
150 家，主要从事贸易、投资、工程承包
等，涉及轻纺服装、交通运输、能源电力、
建材、农产品、通讯等行业。

孟加拉国处于连接中国、印度、东盟
三大经济体的中心位置，区位优势得天
独厚，是“一带一路”和孟中印缅经济走
廊建设的重要节点。当前，在“一带一
路”建设和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大背景
下，中孟发展目标高度契合，孟政商界愿
意学习借鉴我国发展模式，合作意愿强
烈。孟方对“一带一路”建设一直持赞同
态度，并积极参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
设，期待通过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促进
区域间经济合作，助推自身发展。

当前，中孟加强各领域经贸合作恰
逢其时，前景广阔。一批“一带一路”重
大经贸合作项目正在落地生根，孟加拉
国在“一带一路”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

设中的先导作用正在不断加强。孟加拉
国正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热点和
重要市场。随着孟加拉国中国工业园、
煤电、太阳能电站等一批重点合作项目
的启动，中孟经贸合作正向更广领域、更
深层次发展。

未来，孟加拉国在加深中国和南亚
次大陆地区合作过程中将进一步发挥重
要作用。中孟两国共同秉承超越民族、
宗教、国家、文化差异，促进不同地区和
平发展的“丝路精神”，着力推动实施好
一批示范性项目，争取早期收获，使双方
不断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让两国经
贸合作成果尽早惠及两国人民。经贸合
作是中孟关系的基础之一，也是两国关
系稳定发展的压舱石。相信在两国的共
同努力下，中孟经贸合作一定能够取得
新突破，达到新高度，共同谱写中孟经贸
发展的新篇章。

（作者为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经
商参赞）

共同谱写中孟经贸发展新篇章
李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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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记者深切地感到，双边

经贸合作深入发展的关键不是向孟方

提 供 什 么 ，而 是 要 清 楚 了 解 其 需 要 什

么，以及如何满足这些需求。这就需要

对孟加拉国有一个全新的再认识。

用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马明强的

话说，孟加拉国经济正处于起飞阶段。

14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实现了 1.6 亿人口

的粮食自给，经济近年来以高于 6%的

速度保持增长，去年更是超过 7%。这

些 都 是 孟 加 拉 国 了 不 起 的 发 展 成 就 。

这里有市场、有需求、有发展、有信誉，

“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和国内产能转

移需求都需要中国企业重新认识孟加

拉国，并增加重视和投入。

重新认识孟加拉国，要看到其巨大

的发展潜力。这里是南亚乃至全球最

具经济活力的国家之一。丰富而廉价

的劳动力能保证孟加拉国持续吸引海

外投资。经济和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一

巨 大 的 人 口 红 利 至 少 还 能 维 持 十 几

年。2015 年，孟加拉国政府雄心勃勃地

制定了第七个五年规划，将交通、电力、

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项目列入优先发

展领域。同时提出了到 2021 年将孟加

拉国建设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到 2041 年

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两步走”发展战

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吸引外资和外

国企业参与本国建设已经成为孟加拉

国政府的战略选择，也将为中孟双边经

贸发展创造更多机会。

重新认识孟加拉国，要看到两国经

济发展的互补性。孟加拉国经济发展

基础差、起点低、资源少、人口多，与中

国在发展阶段上存在较大差异，也因此

在经济合作方面互补性强，是我国产能

合作，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产能转移

的重要市场。当前，中国已成为孟加拉

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孟加拉国则是中国

在南亚地区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近年

来，两国双边贸易额年均增速在 20%以

上，发展速度令人侧目。两国在基础设

施、通讯、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潜力

大。基础设施不足是孟加拉国经济发

展的“短板”，特别是电力和交通，严重

制约本国发展潜力。看准了这一点，越

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孟加拉国市场

施 展 身 手 。 眼 下 ，卡 那 普 里 河 河 底 隧

道、帕图阿卡里 132 万千瓦燃煤电站、帕

德玛河河道疏浚工程、达卡地区电网扩

容升级等关系孟加拉国国计民生的重

大项目都有中国企业的身影。同时，劳

动 密 集 型 产 业 在 孟 加 拉 国 独 具 吸 引

力。需要大量劳动力的纺织业成为孟

加拉国主要产业支柱，提高“孟加拉制

造”在全球成衣出口行业中的竞争力成

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目标。中国纺

织企业瞅准机会在孟加拉国投资设厂，

目前上万人规模的纺织企业已经不少。

重新认识孟加拉国，还要充分把握

高访带来的历史机遇。习主席的到访是

孟加拉国期待已久的历史性访问，孟方

为此作了充分的准备，不仅希望把两国

的政经关系推上一个新高度，还希望借

助“一带一路”东风全面深化双边经贸合

作，打造“南南合作”的新样板。习主席

此次访问将签署的二十几项双边合作框

架协议和备忘录，以及数十个商业项目

协议，将为两国深化经贸关系，拓宽合作

平台创造良好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未

来在孟加拉国南部将建起一座大型工业

园，海洋合作、能源合作、交通基础设施

合作等领域将得到重点加强。鉴于此，

今后还将有更多中国企业进入和开拓孟

加拉国市场。

在孟加拉国采访，时刻都能感受到各界对中国的友

好和尊重。这里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对长期

以来中国的友好帮助记忆犹新，特别珍视两国长期形

成的历史情谊。孟加拉国前陆军总参谋长马布波在接

受采访时满怀深情地表示，希望两国的年轻一代能够

继承和延续历史友谊，不要让这份情谊随着时间淡化

消逝。这种历史的积淀是两国友谊长青的基础。今

天，8 座友谊大桥、现代化的会展中心等中国援建工程

项目已经成为两国友谊的标志，孟加拉国政府也从中

国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贷款、援助和承建项目中感

受到了中国的真诚。孟加拉国能源部国务秘书感叹，

中国给孟加拉国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企业、技术、设

备、基础设施，还有发展模式、经验和效率。相较其他

国家的承建项目，许多中国项目虽然启动晚，但竣工和

投入运行快、质量好。“中国速度”已经给孟加拉国政府

留下了深刻印象。

孟加拉国的商人们把中国看作可信任的商业伙伴，

也是他们“淘金”的圣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企业的

雄厚实力让他们非常仰慕，认为中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

家。虽然他们中到过中国的还不多，但都对中国充满了

向往。北京、上海、广州、昆明等中国城市在这里非常有

名。在往返中国和孟加拉国的航班上总是能看到带着大

包小包的孟加拉国商人，广州、昆明和浙江的小商品市场

上也越来越多地活跃着孟加拉国商人的身影。

孟加拉国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很少，但几乎每个学

者都喜欢谈论中国。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在孟加

拉国的学术界，“中国热”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学者

们普遍期待着习主席的访问能够搭建平台，推动两国

学术界更多深入交流。孟加拉国和平与对话研究所所

长拉赫曼表示，中国在维护世界稳定与和平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重大国际事

务，特别是国际安全事务中始终发挥重要而积极的作

用。在亚洲和非洲事务中，中国致力于“南南合作”，推

动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

的大国影响力。在国际经济事务和全球经济治理中，

中国更是当仁不让地发挥着领导作用。

在今天的孟加拉国，懂中文是一种时尚。对于孟加

拉国青年来说，能有机会学习中文、能去中国留学更是

特别值得骄傲的事情。这意味着有很大机会在孟加拉

国找到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这得益于中资企业在当

地的蓬勃发展，孟加拉国许多海归人才竞相争取进入

中企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普通民众能够进入中企工

作甚至成为一种家族的荣耀。目前，中国每年向孟加

拉国提供上千个政府奖学金和培训名额，对孟加拉国

民众感知中国产生了非常大的积极效果。此外，对于

普通孟加拉国民众来说，更直观的感受是中国援建项

目实实在在地造福民众，也给孟加拉国带来了积极的

变化。迄今，中国已经援建友谊大桥 8 座，对于孟加拉

国民众来说，这 8 座大桥就是承载着中孟友谊的“生命

之桥”，未来还将有第 9 座、第 10 座，更多的友谊大桥将

拔地而起，成为中孟两国亲密友谊的纽带。

相融相通需要更深了解
王宝锟

历史积淀的友谊传承
王宝锟

中国主题图书精品巡展日前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国家艺术中心举办，期间展出的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英文版书籍非常受欢迎。 本报记者 梁 桐摄

中机公司深耕孟加拉国市场
本报记者 梁 桐 王宝锟

1994 年，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简称“中机公司”）在
孟加拉国巴拉普库利亚煤矿承建了孟加拉国第一座煤矿
和第一座燃煤电站，实现了公司在国际工程承包业务上
的首次突破。此后 20 多年来，中机公司在孟加拉国先后
承揽了希拉甘杰燃气电站一期、二期，古拉绍三号机燃气
电站改造，帕亚 1320 兆瓦燃煤电站等重大项目，成为中
国企业持续开发单一国别市场的典范。

在系列成果的背后，中机公司属地化经营的市场战
略发挥了很大作用。进入孟加拉国市场之初，公司就制
定了留在孟加拉国、深耕当地市场，与合作伙伴建立合作
信誉，建立长期合作的战略，也因此受益匪浅，不断取得
成功。用中机公司当地负责人的话说，“与孟方接触越
久，就越会发现，孟方希望的是有信誉、长期扎根孟加拉
国的合作伙伴，只要以诚相待，建立信任，就可以形成良
性互动，共同发展”。

首先是发挥中国企业的优势，用中国质量和中国速
度征服孟加拉国客户。每一个项目都要把中国水平呈现
出来，让世界看到中国的优质工程。正是通过一个个项
目的成功实施，孟加拉国业主和政府看到了中机公司过
硬的能力，愿意与中机公司进一步合作，形成了良性的市
场循环。例如，中机承建的希拉甘杰燃气电站在工程质
量和实际发电量上均超出预期，给孟方留下深刻印象。

其次是从项目承包逐步升级为投资运营，打造中孟
间产能合作的示范项目。帕亚电站采用商业贷款模式，
由中机公司与孟加拉西北电力公司联合投资成立合资公
司共同运营，共担风险。借此平台还实现了我国电力设
备的产能输出，建设中的帕亚燃煤电站在技术和装备制
造方面，三大主机均为中国制造，辅机部分中国制造比重
高达 95%；在标准方面，该电站设计标准采用中国标准，
这对于带动我国技术、标准、服务一同“走出去”，全面提
升海外投资水平具有重大意义和示范作用，也为双方进
一步合作开发孟加拉国电力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最后是注重企业社会责任，不断提升企业形象。中
机公司在孟加拉国市场耕耘 20 多年，始终积极推进本土
化运营，采用属地化管理模式，根据孟加拉国法律法规雇
用当地员工，为当地尽可能多地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公司
与当地社会融合。希拉甘杰项目建设就选择了当地的土
建分包以及地材供货商，不仅节约成本，缩短了工期，还
使当地直接尝到了大河有水小河满的甜头。同时，项目
建设预算还将当地居民拆迁安置纳入其中，受到了当地
社会和民众的极大好评。此外，中机公司还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参与当地公益事业，为当地贫困居民提供力所能
及的物质资助。通过上述一系列举措，中机公司在项目
所在地赢得了当地政府和社会的极大尊重与支持。

中国援建的达卡市孟中友谊国际会议中心于 2001 年建成，是孟加拉国最现代化的

建筑之一，更是两国坚实友谊的象征。 本报记者 王宝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