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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贾论坛第三届会议召开，与会人士共议——

推动中非合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田士达

近日，阿布贾论坛第三届会议以线上线下

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以“中非携手迈向持久

和平与共同富裕”为主题，由浙江师范大学非

洲研究院与尼日利亚古绍研究所联合主办。

来自中国和非洲多国的政界、学界、商界人士

围绕和平安全、减贫惠农、贸易促进、数字创新

等议题，共议中非合作高质量发展。

加 纳 前 总 统 约 翰 · 马 哈 马 在 致 辞 中 表

示，中国与非洲的友谊源远流长。当前，中

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还为非洲

援建基础设施、提供发展资金，有效夯实了

非洲工业化的基础，是非洲发展忠实可靠的

朋友。未来，中非合作应致力于贸易结构优

化调整，积极推进非洲一体化和工业化进

程，通过中非产能合作提升非洲工业化能

力，提高非洲产品附加值，提升非洲在全球

产业链中的地位，帮助非洲在先进制造业领

域填补空白。

尼日利亚前国防部长与国家安全顾问阿

里尤·默罕默德·古绍表示，中国和非洲是最坚

定的合作伙伴，在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下，中

非合作稳步推进，中非贸易持续增长，显示出

强大的合作韧劲。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

级会议为未来 3 年中非合作确立了重点领域

和重点项目。中非务实合作“九项工程”为中

非合作提供了全面可行的方案。“九项工程”与

非盟《2063 年议程》紧密对接，正在非洲落地

开花，给非洲带来了看得见的发展和实惠。中

非合作不仅有益于非洲人民，也给全球发展带

来新动力。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崔建春表示，当前中

非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发展同非洲国家的

团结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几十

年来，中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为非洲人民

带来了实实在在利益，也为国际社会开展对非

合作创造了条件。去年底，中国领导人在中非

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宣布中非

务实合作“九项工程”，为双方下阶段务实合作

指明了方向。近年来，中尼关系保持稳步提升

势头，政治互信加深，经济合作成果惠及民生，

安全协作持续加强，国际多边协调更为紧密，

人文交流持续热络。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表

示，中非合作行稳致远为世界不稳定局势注入

了稳定因素。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战略团结，特

别是中非加强思想领域的交流合作，将有助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发展中国家参与国

际治理的话语权、主动权。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

副院长唐丽霞基于其在云南参与乡村振兴的

工作经历，与非洲学者分享了中国在振兴农村

发展方面的经验。她表示，培育乡村内驱性发

展能力是中国乡村脱贫致富的制胜法宝。她

认为，中国地方政府探索的乡村脱贫经验值得

非洲国家参考借鉴，希望通过中非地方政府交

流合作，促进减贫经验共享。

经贸合作是中非合作的有力支点。谈及

中非贸易平衡发展，尼日利亚高山集团首席

执行官穆罕默德·哈亚图—迪恩表示，中非

经贸合作需要创新模式，增进产能合作。提

升非洲产业化、工业化和经济多样化水平，

实现中非双赢。他认为，非洲国家内部需要

在教育、医疗、税务等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

改革，提高治理能力，营造良好的投资经营

环境，吸引并充分利用外资，找准本国优势

发展领域。

围绕中非供应链合作，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发展合作研究院院长黄梅波表示，非洲在

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度整体有限，但呈上升趋

势。中非供应链是全球供应网中的重要一环，

当前，中非供应链主要集中在矿产资源、农产

品、制造业等传统领域，且供应链的黏合性、完

整度存在一定不均衡性。中非供应链合作需

着力于基础设施、关键技术、战略能源供应、供

应链安全保障等方面。

数字经济是中非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谈

及信息技术和网络安全，肯尼亚信息通信技

术管理局总裁凯瑟琳·格塔奥表示，网络空

间已成为世界的“第五空间”，随着信息技术

的发展，网络安全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中

非在信息通信领域合作具有前瞻性，对中非

关系未来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她认为，中非

信息通信合作需要拓展多边视野，加强合作

伙伴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扩大企业间合作，

注重能力建设。

阿布贾论坛创办于 2018 年，每两年举

办一届。论坛围绕中非合作热点问题，邀请

中非双方智库、政府、企业等领域人士开展

交 流 ， 已 成 为 中 非 智 库 交 流 的 重 要 平 台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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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随着几大芯片行业巨

头三季报相继出炉，芯片市场明

显感受到阵阵寒意。

三季度财报显示，三星电子

营 业 利 润 同 比 锐 减 三 成 ，SK 海

力士营业利润同比减超 60%，德

州仪器虽然三季度营收好于预

期 ，但 对 四 季 度 营 收 也 持 悲 观

态度。

导致芯片市场“寒潮”来袭的

主要原因是需求不振。近几个

月，受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通货膨

胀加剧、利率上升等因素影响，智

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消费电子

产品和存储设备的需求量急剧下

降，芯片价格下滑，重挫芯片生产

企业利润。

面 对 市 场 需 求 和 芯 片 价 格

“双低迷”局面，不少芯片生产商

开始削减投资和产能。当然，也

有芯片生产商选择另辟蹊径，开

拓存储芯片之外的其他市场。三

星电子最近在公开场合表达了拓

展汽车芯片业务的意愿。随着智

能汽车的发展，汽车芯片需求量

上升。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

去年汽车半导体市场的价值为

450 亿美元，预计到 2026 年将达到 740 亿美元。

逆周期而动，不失为一项大胆的选择。在三星电

子的发展历程中，不止一次利用反周期投入扩大市场，

在竞争对手收缩规模时，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加大投

入，扩大产能，进一步打压价格，让对手加剧亏损，进而

占领市场份额。

面对存储芯片市场低迷，推动芯片产品多元化也

是抵御风险的一种方式。以美国芯片巨头德州仪器为

例，其模拟和嵌入式芯片产品品类齐全，覆盖消费、工

业、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在消费电子产品需求疲软

之时，其汽车芯片、通信设备芯片等营收仍保持增长，

这也是德州仪器三季度营收保持稳定的原因之一。

无论是顺势而为，还是

逆势而动，芯片生产企业都

需要熬过这个寒冬。行业预

测认为，从中长期来看，随着

人工智能、大数据、元宇宙等

新兴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全

球对服务器存储芯片的需求

仍会持续增加，芯片行业仍

有可能重回增长周期。

从三季报看韩国芯片产业困境
本报驻首尔记者 杨 明

近日，韩国最大的两家半导体企

业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相继发布三

季度业绩报告，单季净利润均出现较

大幅度下降。业界分析认为，韩国半

导体产业整体萎靡不振的直接原因是

全球经济疲软导致的需求下滑，加之

美国对华恶意限制带来的风险，韩国

半导体产业可能提前“入冬”。

三季度业绩报告显示，SK 海力士

当季销售额为 10.98 万亿韩元,同比减

少 6.9%，营业利润为 1.66 万亿韩元，

同比降幅高达 60.3%。SK 海力士社长

卢钟元表示：“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加

上地缘政治因素，这是史无前例的严

重情况，企业经营目前非常艰难。”

三星电子也未能幸免，三季度销

售 额 为 76.78 万 亿 韩 元 ，同 比 增 长

3.79%，但净利润仅 9.39 万亿韩元，同

比下滑高达 23.62%。其中，一直给三

星电子带来丰厚利润的半导体事业

部 三 季 度 营 业 利 润 仅 5.12 万 亿 韩

元，较上一季度的 9.98 万亿韩元下滑

了 48.7%。

半导体产业作为韩国的核心产

业，其出口额占韩国整体出口的五分

之一，目前整个产业面临的困境是行

业萧条和全球整体环境等综合因素作

用的结果。在新冠肺炎疫情和通货膨

胀的联手冲击下，消费者的钱包“变

薄”，电脑、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需求

大幅减少。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全

球智能手机市场同比萎缩 9%，是 2014

年以来同期最差表现。笔记本电脑出

货量也正以数十年来最快速度下滑。

DRAM（动 态 存 储 器）和 NAND（闪

存）等半导体核心零部件需求随之锐

减，销量和价格呈现同向下降。SK 海

力士表示，目前存储芯片供应超过需

求 ，三 季 度 用 于 设 备 和 服 务 器 的

DRAM 芯片价格环比下降约 20%，服

务数据存储市场的 NAND 芯片价格

下跌超 20%。一旦企业生产成本节约

的幅度难以抵消价格的下降幅度，营

业利润大幅减少是必然结果。

不仅如此，苹果撤回了上月推出

的 iPhone 14 系列的增产计划，业界

认为三星电子下半年的智能手机出货

量也将下滑，预计仅为 1.29 亿部，比去

年减少 5.8%。受需求下滑影响，三星

电子在三季度将半导体销售额第一的

位置让给了台积电。台积电作为半导

体代工领域排名世界第一的企业，与

经历严重萧条的存储器半导体企业相

比，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

美国对华半导体产业的限制也阻

碍了韩国半导体企业的发展。三星电

子 和 SK 海 力 士 在 中 国 分 别 投 资 了

170.6 亿美元和 249 亿美元，拥有大规

模的半导体生产基地。特别是 SK 海

力士在中国生产的 DRAM 和 NAND

产品分别占到企业相关产品产量的

45%和 25%，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

业界预测，半导体产业的萧条至

少会持续到明年。随着贷款利率的急

剧上涨，企业也在减少对数据中心等

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在半导体价

格下降的趋势中，企业推迟购买产品

的情况越来越多。业内预计，年末三

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半导体库存将

达到历史最高值。

面对低价格、低销量、高库存的窘

境，企业已开始“生存竞争”。SK 海力

士决定，明年投资规模将比今年减少

50%以上，并以收益性较低的产品为

中心推进减产。预计 SK 海力士明年

的投资额将创下 2008 年国际金融危

机以来的新低。企业相关人士表示：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维持减少投资

和生产基调，使市场的供需平衡恢复

正常。”据悉，美国的美光和日本的铠

侠 等 半 导 体 生 产 企 业 均 作 出 减 产

决定。

与之相对，三星电子采取的做

法 则 更 为 积 极 。 企 业 相 关 人 士 表

示 ， 尽 管 半 导 体 产 业 将 进 入 严 冬 ，

但三星电子保持技术领先的战略将

继续延续，并以尖端技术为中心增

加设备投资，不以调节供应量为目

的实施人为减产，在密切关注市场

的基础上，随时做好应对需求出现

逆转的准备。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徐徐 胥胥 刘刘 畅畅 美美 编编 王子萱王子萱

视频报道请扫二维码

美国经济并未远离衰退风险
出口拉动，特别是欧洲“掏腰包”大量

进口能源和军品等给美国“救了急”，美国

经济在三季度实现回升。但是，消费、房地

产市场、制造业、服务业等指标仍在走弱，

美国经济并未远离衰退风险。

当地时间 10 月 27 日，美国商务部发布

数据显示，三季度美国 GDP 按年率计算增

长 2.6%，超过市场预期的 2.4%，结束了连

续 2 个季度的负增长。对该数据的判断，

美国国内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

方面，美国政府乐见于此。美国总统拜登

称，三季度 GDP 报告进一步证明，美国经

济复苏进程正在继续推进；另一方面，美国

市场和学界的疑虑并未消退。主流观点认

为，增速反弹是暂时性的，美国经济衰退的

风险依然存在。

从数据结构看，美国超预期增长主要

由出口拉动。其中，三季度美国出口大幅

增加 14.4%，净出口对当季经济增长贡献

了 2.77 个 百 分 点 ，抵 消 了 其 他 指 标 的 下

滑。有分析认为，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洲

不得不花大价钱从美国进口大量能源。欧

洲“掏腰包”进口美国能源和其他产品，为

美国出口增长贡献了大量真金白银。据法

新社报道，近期美国天然气在欧洲液化天

然气进口总量中所占比例已从去年的 28%

提高至 45%。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路孚特

公司的数据显示，9 月份，美国出港货船装

载的液化天然气达 630 万吨，其中近 70%

被运往欧洲。

美国对欧能源出口赚得盆满钵满，但

欧洲盟友的不满也溢于言表。10 月初，德

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罗伯特·哈

贝克表示，“一些国家，甚至包括友好国家，

（天然气）在一些情况下达到天价⋯⋯这肯

定会引发问题”。10 月中旬，法国经济、财

政及工业、数字主权部长布鲁诺·勒梅尔呼

吁美国降低供应欧洲的液化天然气价格，

以助欧洲国家应对能源短缺危机。

欧洲的呼吁恐怕很难让美国当局上

心，因为如果不考虑三季度出口数据，美国

经济增长指标并不乐观。数据显示，尽管

三季度非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7%，

有所好转，但是占美国经济总量约 70%的

个人消费支出增长 1.4%，较上季度进一步

下降，住宅类投资下降 26.4%，连续 6 个月

下降。由于全球经济疲软需求不足，特别

是近期欧洲天然气库存增加，再加上美元汇率走强削弱了美国出口商

品的竞争力，因此美国出口增速很难保持如今的势头。

一些重要指标正在警示美国经济的动能不断减弱。

首先，美国高通胀固化的迹象愈发明显。美联储持续出台激进加

息政策，但至今并未明显遏制通胀势头。美国 9 月份核心 PCE 物价指

数（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同比增长 5.15%，虽然低于预期的 5.2%，但是

连续第 2 个月加速上涨。

其次，美国房地产市场减速对经济的压力越来越大。美国 9 月份

成屋签约销售指数环比大降 10.2%，为连续第 4 个月负增长，创 2020 年

4 月以来新低。

最后，美国制造业服务业数据屡创新低，经济收缩风险加剧。美国

10 月份 Markit 制造业 PMI 初值 49.9，创 2020 年 6 月份以来新低，服务业

PMI 初值 46.6，连续 4 个月萎缩，综合 PMI 初值 47.3，不及预期和前值。

同时，受最新公布的业绩弱于预期或盈利前景暗淡等利空打压，美国股

市多只权重科技股价格近日大幅下跌。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已是美国经济的附骨之疽。10 月 25 日，美国

总统拜登警告，美国进入冬天后疫情或将恶化。而一个多月之前，拜登

信誓旦旦地宣称“美国疫情已经结束”，如今这番改口，恐怕更能说明美

国国内疫情防控形势之严峻。

当前，欧洲经济在高通胀和持续加息的压力下，衰退预期同样高

涨。10 月 27 日，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再次上调 75 个基

点。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警告，欧元区

的经济增长可能在未来几个月放缓。这

种局面下，欧洲即便愿意“掏腰包”支撑

美国经济也力不从心，而美国又不愿推

进自身改革来解决经济动能不断减弱的

问题。因此，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要更加

警惕美方一些人在其他地区制造冲突和

舆论，加快收紧美元流动性，破坏经济发

展的稳定环境，从而迫使国际资本流向

美国，为美国的各种债务与资产泡沫接

盘填坑。

“一带一路”为国际社会作出巨大贡献
——访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

本报驻伊斯兰堡记者 施普皓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

里夫 11 月 1 日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在行前接受中国媒体联合采访时，夏巴兹

表示，中国始终坚持推进经济全球化，“一

带一路”建设为国际社会作出了巨大贡

献，巴基斯坦期待能够进一步扩大巴中两

国各领域的合作。

“能够成为中共二十大后首批访问中

国的外国领导人之一，我心里感到非常温

暖，也感到非常荣幸和感动。”夏巴兹认

为，自己此次受邀访华体现了两国友谊的

深度，也体现了两国之间互相理解、互相

联系的强大力量，希望这次正式访问能进

一步巩固两国关系，继续强化双方在商

业、贸易以及战略方面的合作。巴方期待

与中国在各领域进一步扩大合作。

“从 1981 年首次访华至今，我每次访

华都能感受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夏

巴兹回忆自己访华之旅时说到，中国不仅

在 经 济 领 域 快 速 发 展 ，在 社 会 、文 化 等

领域都是如此。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

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繁荣、富裕的国家，这

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巴基斯坦

希望能够借鉴中国在这一方面的经验。

夏巴兹认为，在坚持自身发展道路的同

时，中国还坚持推进经济全球化及其互动

机制，这是当今国际社会十分需要的做

法，也是巴方一直想要效仿的事情。

作为互动机制之一的“一带一路”便

是实例。夏巴兹表示，中国提出的“一带

一路”倡议为国际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

巴基斯坦更是“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

廊建设的受益者。在“一带一路”和中巴

经济走廊的帮助下，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

建设得以快速发展，能源结构也得到了改

善。夏巴兹提到，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的

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了巴基斯坦国内从北

到南以及从东到西的道路连接。例如，从

拉合尔到卡拉奇的路程从 20 多个小时缩

短到约 12 个小时。未来，巴方期待“一带

一 路 ”和 中 巴 经 济 走 廊 能 够 发 挥 更 大

作用。

夏巴兹表示，在巴基斯坦遭遇了史无

前例的洪水灾害后，中国政府、中国人民

和许多中国企业向巴基斯坦慷慨地伸出

援手，第一时间给巴基斯坦捐助了帐篷等

大量救灾物资，巴方十分感谢中方提供的

支持和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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