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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表示，2020年是中缅建交70周
年。70年来，中缅关系在互尊、互信、互助
基础上不断发展，树立了大小国家间和睦
相处、合作共赢的典范。近年来，中缅两国
高层互访频繁、民间交往活跃，各层级密切
接触、沟通、交流、合作。今年，中缅两国将
举办系列庆祝活动，全面推进经贸、人文等
领域合作。双方将继续弘扬“胞波”情谊，

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携手共建命运共同体，
做山水相连的好邻居、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携手并进的好伙伴。

陈海说，中缅两国双边经贸合作不断
深化，中国连续多年为缅甸第一大贸易伙
伴和重要外资来源国。2019年1月份至9
月份，中缅贸易额135.4亿美元，同比增长
17.9%。同期，中国企业对缅投资1.5亿美
元；在缅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47.7亿美
元，同比增长238.1%。中国将继续秉持共
商共建共享原则，对接缅甸国家发展战略，
充分发挥地缘优势，推动中缅两国合作向
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更大程度惠及两
国人民。

陈海表示，近年来缅甸政府积极响应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中缅经济走
廊各领域全方位建设工作扎实推进。两国
领导人已就共建“一带一路”和中缅经济走
廊达成重要共识，缅政府专门成立了“一带
一路”实施领导委员会，昂山素季国务资政
亲任主席，充分显示了缅参与“一带一路”
倡议的决心。在政策沟通引领下，两国设
施联通不断加强，贸易畅通显著提升，资金
融通取得突破，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
合作格局正逐步形成。两国在中缅经济走
廊下聚焦发展规划、产能与投资、交通、能
源、农业、边境经济合作区、数字丝绸之路、
生态环境、旅游、金融、信息以及地方合作

等12个重点领域，成立了专项工作组，进
一步加强发展理念和发展经验的交流互
鉴，推动重大合作项目取得早期收获，致力
于开拓中缅合作新局面。

陈海表示，中缅两国将以习近平主席
访缅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
接，签署系列合作文件，推动重大经济合作
项目取得积极进展。下一步，双方将在落
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上下功夫，推动中
缅共建“一带一路”和中缅经济走廊从“大
写意”向“工笔画”转变。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
通”。陈海表示，缅甸启动国家转型进程以
来，两国民间交往更加活跃，相互了解更加
深入。缅甸实行改革开放，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以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人士来
缅投资兴业和参访旅游。中国更加注重鼓
励和促进两国民间交流交往与合作。中国
已经成为缅甸最大外国游客来源国。
2019年1月份至10月份，中国赴缅游客达
59.4万人次，同比增长161%。

近年来，中方十分注重在缅开展民生
工程，为缅甸人民谋福祉、促发展，两国民
间民生合作项目逐步增多。目前，中国驻
缅使馆已在缅建设23所中缅友谊学校，覆
盖缅甸主要省邦。2017年12月份，首家
中缅友好医院杜庆芝医院正式启用。去年
5月份，第二家中缅友好医院纳貌人民医

院升级改造工程完成并投入使用。过去3
年多来，中国多家非政府组织分别在缅开
展“光明行”公益活动，为缅甸老百姓做白
内障手术6000多例。中方还向缅方8000
余人提供各类培训。两国民间交往日益密
切。随着这些务实合作给缅甸人民带来实
实在在的利益，中缅各领域合作交往将获
得更多民意支持。

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
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陈
海表示，中国在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进程
中，在技能培训等软性基础设施领域积累
了丰富经验。缅甸正处于国家转型和改革
开放初期，青年占全国人口比例高，对技能
培训等需求缺口大。两国优势互补，加强
技能培训等领域合作有着很大潜力。

陈海表示，中缅两国坚持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支持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共
同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
出贡献。虽然中国与缅甸国家发展情况不
同，但两国人民追求更美好的生活的愿望
是相同的，对于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
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诉求也是一致的。中
国致力于同缅甸一道，将中缅经济走廊建
设成和平之路、发展之路，使中国的复兴梦
与缅甸的发展梦相得益彰，使“同饮一江
水”的中缅两国进一步成为共享发展机遇
的“胞波”兄弟。

继续弘扬“胞波”情谊
——访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

本报记者 刘 威

中缅两国山水相连，交往历

史源远流长，两国人民自古就以

“胞波”相称，缅甸人民更是用“金

银大道”形容两国友好邻邦关

系。从唐代诗人白居易笔下的

《骠国乐》到中国前外长陈毅元帅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

情无限，共饮一江水”的友好诗

篇，从缅甸作为不同社会制度国

家率先承认新中国到周恩来总理

9 次访缅，从两国共同倡导践行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两国通过友

好协商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

题，中缅关系的“金银大道”绵延

古今，留下一段段佳话。

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战

略引领下，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持续发展。两国高层互访

频繁、政治互信提升、经贸联系紧

密、人员往来增加、文化交流深

入、各领域合作扎实推进、惠民成

果深入人心。中缅关系已进入新

时代，两国正在合力铺就新时代

的“金银大道”。

新时代的“金银大道”是互信

合作之路。习近平主席与昂山素

季国务资政在双多边场合多次会

晤,共同擘画中缅关系发展宏伟

蓝图。两国立法、行政、司法、政

党、军队、民间等各领域交往密

切，为双边关系打下了坚实基

础。中方支持缅甸维护主权独立

和领土完整，尊重缅甸自主选择

发展道路，支持缅甸全国和平与

民族和解进程,帮助缅孟双方通

过协商妥善解决若开邦问题。缅

方在台湾、涉藏、涉疆等涉及中国

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坚定支持。

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密

切沟通协调，不断深化中国—东

盟、澜湄等机制方面的合作，为促

进各自国家发展、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新时代的“金银大道”是繁荣发展之路。中国是缅甸第一大贸易

伙伴和最重要的投资合作伙伴。以共建“一带一路”和中缅经济走廊

为主线，中缅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双方成立了中缅经济走廊联合委

员会，昂山素季国务资政亲自担任缅方“一带一路”实施领导委员会

主席。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缅油气管道等项目已广泛惠及民生，皎

漂经济特区、中缅边境经济合作区等一批支柱项目取得进展，中缅经

济走廊正从规划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

新时代的“金银大道”是民心相通之路。随着中缅关系的深入发

展，两国民众交往日益活跃。目前，两国间每周航班超过 150班次。

缅甸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

中国影视剧广受缅甸观众喜爱。近年来，《红楼梦》、《西游记》、《奋斗》

等在缅甸再次掀起中国热。两国在文化、艺术、考古等领域也在开展

广泛交流与合作。中方支持缅甸蒲甘古城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正

对蒲甘他冰瑜佛塔开展保护修复工作。中国还在缅甸合作开展各种

民生项目，包括中缅友谊学校和友好医院、减贫示范村在内的一大批

项目给当地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也以中国经验为缅甸人民摆

脱贫困、创造美好生活提供了借鉴。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将成为中缅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双方将

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巩固中缅传统友谊，推进全面战略合作，构建中

缅命运共同体，共创中缅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相信在中缅双方的

共同努力下，新时代中缅友好合作的“金银大道”必将越走越宽广。

（作者系中国驻缅甸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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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中国和缅甸很快将以高规
格启动两国建交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
令人欣喜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中缅深化全方位合作的基础越来越牢、动
力越来越足、成果越来越多。

电力基建增加动力

2019年11月5日，中国电建海投公司
与缅甸电力公司正式签订皎漂燃气电站项
目《购电协议》。该项目位于缅甸西部若开
邦的皎漂镇，采用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技
术，建成后年上网供电量约10亿千瓦时，
将显著改善皎漂及周边地区电力供应，有
力拉动地方经济。缅甸电力与能源部部长
吴温楷称赞中方建设者在缅甸电力项目中
所展现出的专业能力，并欢迎广大中资企
业参与到缅甸基础设施建设当中。

自开发皎漂项目以来，中方团队坚持
深耕当地市场，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根
据缅甸国别特点和项目进展要求，全面组
织项目尽职调查、可行性研究、环境影响评
价、投资架构设计、风险研究防控等多项前
期工作。同时，通过与缅甸电力与能源部
开展多轮对话谈判，为项目开发争取有利
的技术商务条件，双方最终就《购电协议》
文本达成一致，并顺利完成了一系列审
批。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希望该项目能建
设成为两国在电力领域合作的示范项目。
他表示，缅甸电力发展相对缓慢，电力和基
础设施投资建设在缅甸有很大发展空间。

随着经济发展提速，缅甸用电需求快
速增长，每年新增需求300兆瓦至500兆

瓦，基础设施落后与经济发展提速之间的
矛盾日益突出。值得欣慰的是，像皎漂电
站这样的深化互联互通合作的早期成果，
近年来正不断涌现。

由缅甸NIHC与MCM公司联合投
资、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总承
包的曼德勒地区皎喜燃气电站是缅甸为尽
早解决电力短缺问题公开招标的快速电站
项目。该项目已于2019年5月份竣工投
产，装机容量达 145 兆瓦，每年可产出
12.74亿千瓦时清洁电力，一举解决当地
270万人的用电难题。

专程出席电站竣工典礼的缅甸国务资
政昂山素季表示：“皎喜电站大大增加了曼
德勒地区的电力供给，还通过国家电网为
其他地区提供电力，我对皎喜电站克服困
难如期投产表示欣慰与赞赏。”为实现
2030年全国电力全覆盖目标，缅甸政府制
定了各种电力开发方案，包括发展水电、燃
气发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作为缅甸电
力行业最大外资来源国，中方在电站建设、
输电配电、技术转让和培训等领域同缅方
开展了全方位合作。

联动发展造福民众

电力基建合作已成为中缅共建“一带
一路”尤其是中缅经济走廊的重要内容，双
方还在多个领域取得了联动发展、造福民
众的新成果。

近年来，缅甸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
6%至7%之间，油气工业是经济发展的重
要基础和支撑。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在缅

甸的先导示范项目，中缅油气管道在缅甸
南部、北部和中部共4个场站的分输点，已
成为缅甸境内重要的能源动脉和能源基础
设施。截至2019年11月30日，中缅油气
管道分别累计向中国输送原油2485.75万
吨、天然气242.33亿立方米，累计为缅甸
带来直接经济收益5.2亿美元。缅甸前副
总统吴年吞认为，中缅油气管道是互惠共
赢项目，将提高缅甸的经济、工业化和电气
化水平，有助缅甸经济实现长远发展。该
项目缅甸员工普遍认为，中方十分重视属
地人才培养，不断提升当地员工在管理、专
业技术等岗位的比例，为缅甸能源工业培
养了不少人才。

莱比塘铜矿是“一带一路”又一个标志
性示范项目。该项目位于缅甸西北部实皆省
蒙育瓦地区，是亚洲最大湿法炼铜项目之
一，2019年阴极铜产量达到12万吨，纳税额
位居在缅外资企业前列。特别是项目区内及
周边社区的地表水、地下水、空气、噪声、土
壤等处于持续监测状态，并随着生产设施的
完善逐步增加新的监测点，力求最大程度降
低对环境的影响。缅甸前选举委员会主席丁
埃评价说：“莱比塘铜矿实现了‘五方共赢’，
包括中方企业、缅方合作伙伴、缅甸政府、周
边社区、公司员工都从项目获得了长期稳定
的收益，对缅甸国家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水
平的提高有着深远意义。”

展望未来，中缅合作在中国—东盟合
作大步迈上新台阶的形势下，不仅将更有
活力，还将对地区经济均衡发展产生正面

“溢出效应”，对各方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具有极强的示范意义。

基础越来越牢 动力越来越足 成果越来越多

中缅务实合作释放惠民红利
本报记者 田 原

习近平主席1月17日至18

日访缅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今年

首次出访，是中国国家主席时隔

19年后再度访缅，又恰逢中缅建

交70周年，对中缅关系发展具

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特

殊意义。围绕当前中缅经贸合

作、共建“一带一路”和中缅经济

走廊、两国民心相通等话题，经

济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驻缅甸

大使陈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威威整理整理））

图图①① 中缅员工在中缅天然气管道项目曼中缅员工在中缅天然气管道项目曼
德勒分输站共同检测设备德勒分输站共同检测设备。。

图图②② 在中缅油气管道项目捐赠的内比都在中缅油气管道项目捐赠的内比都
市彬马那第三基础教育教学楼前市彬马那第三基础教育教学楼前，，孩子们感谢孩子们感谢
中国企业的帮助中国企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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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③③ 在控制中缅油气管在控制中缅油气管
道运行的油气控制中心道运行的油气控制中心，，员工员工
专心工作专心工作。。

图图④④ 中缅油气管道项目中缅油气管道项目
油轮在皎漂马德岛码头卸载原油轮在皎漂马德岛码头卸载原
油油。。

（（本报记者 刘 威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