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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寻求与上合组织深度合作
本报驻金边记者 王 涛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

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10 月 15 日至 16

日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作为上合组

织 14 个对话伙伴之一的柬埔寨，正寻求成

为该组织观察员国，期待与上合组织成员

和伙伴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

在今年 7 月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期间，柬埔寨外交与国

际合作部发言人宋瑞表达了柬埔寨深度参

与上合组织框架内合作的战略愿景。他表

示，上合组织秉持的尊重各国主权、互不干

涉内政和互利合作原则与柬埔寨外交理念

相符，柬埔寨正积极寻求成为该组织观察

员国，以进一步融入和加强与该组织的联

系。柬埔寨期望获得上合组织成员和对话

伙伴的广泛市场准入，并成为重塑国际秩

序的关键参与者。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安全

合作对打击恐怖主义、毒品和非法武器贩

运等跨区域犯罪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宋瑞强调，柬埔寨将拥抱“上海精神”，

积极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进行双边磋商，赢

得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信任和支持，为柬埔

寨深度参与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提供机

遇，通过与上合组织成员和伙伴之间的经

济 合 作 与 交 流 ，实 现 柬 埔 寨 贸 易 的 多 元

化。柬埔寨还将持续发挥东盟与上合组织

之间的桥梁作用，在连接大湄公河次区域

和上合组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上合组

织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柬埔寨皇家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

长金平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上合组织自成立以来，有力促进了地区稳

定、跨区域经济合作及伙伴之间的政治对

话，在当今国际格局和全球秩序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自 2001 年正式成立以来，上合

组织完成多轮扩员，目前已拥有 10 个成员

国、2 个观察员国和 14 个对话伙伴。成员

国人口超过全球人口总数的 40%，面积超

过全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经济总量占

全球四分之一，已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幅

员最广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柬埔寨

2015 年成为上合组织对话伙伴，自此柬埔

寨遵循上合组织的原则，积极与成员国合

作，拓展自身的经济和安全格局，并努力推

动东盟与上合组织之间的合作，为地区的

安全稳定与发展合作作贡献。

金 平 指 出 ，今 年 中 国 接 任 2024 年 至

2025 年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作为上合组

织的创始国之一，中国对促进上合组织的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推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和经济

增长，使上合组织成员和全世界受益。未来

上合组织还将在塑造全球治理、可持续发

展及建立更加包容的国际秩序方面发挥更

大作用。

他表示，中国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对柬

埔寨的鼎力支持，有利于柬埔寨更深层次

融入上合组织架构和供应链，为柬埔寨拓

展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贸易体系，促进基础

设施和旅游业等关键领域的投资提供机

会，推动柬埔寨的经济增长。同时，柬埔寨

可通过深度参与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

积极参与安全对话，促进区域内外合作，为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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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自贸区值得期待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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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举行的第 27 次中国—东

盟（10+1）领导人会议宣布，中国—

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谈判实质性

结束。从双方 2010 年建成自贸区

到 2019 年 全 面 实 施 自 贸 协 定 2.0

版，再到即将打造自贸区 3.0 版，中

国—东盟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未来

值得期待。

这一成果的取得来之不易。自

2022 年 11 月双方正式启动 3.0 版升

级谈判起，历经近两年时间、9 轮正

式谈判、100 余场工作组会议，双方

在 9 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既涉

及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现有领域，

也包括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

互联互通、海关程序和贸易便利化、

竞争和消费者保护、经济技术合作

等新兴领域。升级成果将在现有中

国—东盟自贸协定和《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基础上，

全面拓展新兴领域互利合作，加强

标准和规制领域互融互通，促进贸

易便利化及包容发展。

这是互利共赢的明智之举，对

双方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得

益于自贸区蓬勃发展，中国连续 15

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

连续 4 年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

今年前 8 个月，东盟继续为中国第

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东盟进出口

同比增长 10%，快于中国外贸整体

增速 4 个百分点，占中国外贸整体

比重稳定在 15%以上。在此前的丰

硕成果基础上，自贸区升级将为双

方共建超大规模市场提供强有力的

制度性保障，将进一步推动双方贸

易繁荣发展，带来更多合作机遇和

更强劲、长久的发展动力。

此次升级值得期待之处还在

于进行了很多有开创性意义的探

索，尤其体现在两个“首次”上。一

是双方首次达成各自经贸协定中

最高水平的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章节，将促进双

方数字化、绿色化转型。二是首次设立竞争和消费者保护专章，成

立专门委员会，强化竞争立法和执法合作，有利于促进双方跨境消

费，更好保护企业和消费者权益，为双方经贸往来营造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这些创新举措毫无疑问将提升中国与东盟自贸水平，

并对今后中国、东盟与其他贸易伙伴开展类似合作具有示范和引

领作用。

在当前变乱交织、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和东盟达成自

贸区升级的共识，彰显了双方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决

心。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言，此次升级将促进全球自由贸

易和经济增长。期待中国和东盟携手，为区域稳定和全球经济复苏

作更多贡献。

科学评估助力中国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
本报记者 刘 畅 赵 阳

10 月 14 日，2024 年全球国家评估能力

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期间召开了中国全

会，与会嘉宾就近几年中国评估体系在落

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外援

助以及脱贫攻坚等领域发挥的积极作用进

行了深入讨论。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

事业是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

际研究中心评估，目前，中国已有 126 个指

标提前实现了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目标，占全部指标的 55.5%。近年来，中国

高度重视公共政策评估，将其作为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形

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评估体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表

示，科学的评估可以准确地判断进展，及时

发现问题，不断完善决策。“目前，落实联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到了最后的攻坚

阶段，中国将继续分享在评估领域的经验

做法，与其他国家一道，共同推进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实现。”隆国强说。

“评估是中国在对外援助领域实现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和重要手段。与援外发展历史相比，援外

评估工作起步相对较晚，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 个 案 到 常 态 、从 单 一 到 全 面 的 探 索 历

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长刘俊峰介

绍，2017 年，援外项目开始全面实行立项前

评估、过程监督评估和实施效果后评估。

2018 年国合署成立后，专设监督评估司，初

步构建起中国特色援外评估体系。

“截至目前，对外援助领域已累计开展

各 类 评 估 数 百 个 ，评 估 工 作 程 序 不 断 规

范。未来，我们希望与各方一道，积极开展

援外评估的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构建更

加紧密的伙伴关系。”刘俊峰说。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阮健弘介绍了中国

在脱贫攻坚中开展农村贫困统计监测的做

法与经验。她表示，农村贫困监测是中国

政府统计的重要内容，在中国的扶贫事业

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国家统计局近年来不仅通过研究制

定农村贫困标准，建立和完善贫困监测体

系，开展国家脱贫攻坚普查，为中国政府制

定减贫政策、监测减贫成效提供了数据支

撑，还利用监测调查数据，为联合国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和世界银行更新国际

贫困标准、测算中国及全球贫困发生率等

工作提供了统计信息服务。”阮健弘说，“下

一步，国家统计局将持续健全脱贫监测的

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国内国际合作，深入

开展监测评价和分析研究。”

提高评估能力、强化监督问题是落实

各项发展改革任务的关键一环。对此，国

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张世昕表示，在 20

多年的探索实践中，国家发展改革委在规

模评估方面，建立并完善了国家发展规划

评估制度；在政策评估方面，建立了宏观政

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在重大工程评估

方面，建立了重大项目后评价机制等评估

机制，对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及有效性、充分

发挥国家发展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

导向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今后，我们愿与

各方一同加强评估领域交流合作，共同开

展评估理论方法研究和实践，为提升全球

国家评估能力贡献更多中国经验。”张世

昕说。

“中国审计机关聚焦经济建设和高质

量发展工作，通过全面客观揭示问题、科学

精准提出建议、督促整改完善制度，在监督

保障、规范促进和决策参谋环节发挥了重

要作用。”审计署经济责任审计司司长崔振

龙说。

当前，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向

纵深发展，地缘政治风险、贸易摩擦、逆全

球化等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叠加，对国家评

估能力提出新的挑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董事长苟护生表示，面对日益复

杂的国际环境，中国工程咨询行业应在咨

询理念、咨询方法、咨询手段上不断创新，

积极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

段，提高行业评估能力，共同促进国家评估

能力提升。 本版编辑 徐 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