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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火星探测成果丰硕

据中国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
中心消息，截至 9 月 15 日，天问一号环
绕器已在轨运行780多天，火星车累计行
驶 1921 米，完成既定科学探测任务，获
取原始科学探测数据1480GB。

科学研究团队通过对中国自主获取
一手科学数据的研究，获得了丰富的科
学成果。其中，通过对着陆区分布的凹
锥、壁垒撞击坑、沟槽等典型地貌的综
合研究，揭示了上述地貌的形成与水活
动之间存在的重要联系。这些新成果，
揭示了火星风沙与水活动对地质演化和
环境变化的影响，为火星乌托邦平原曾
经存在海洋的猜想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丰富了人类对火星地质演化和环境变化
的科学认知。

——据俄罗斯卫星社网站报道

中国机器人让韩国刮目相看

随着海尔电视机和冰箱、美的洗衣
机和烘干机、联想笔记本电脑和家用电
脑、小米手机和小家电等纷纷进入韩国
消费市场，以高科技含量为特点的新一
批“中国制造”正凭借高性价比占领韩
国商用市场，目前韩国餐厅、生产基地
和物流中心中使用的机器人是“中国制
造”的天下。

中国是世界机器人产业发展最快的
国家之一，中国政府也将机器人产业作
为重点领域进行产业培养。中国自 2013
年起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至
今一直保持全球第一的位置。即使在
2020 年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机
器人市场也增长了27.6%。2021年，中国
机器人产业产值近 1200 亿元人民币。据
了解，工业机器人约占其中 60%，还有
大约 30%是服务于人类生活的商用机器
人。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从 2015 年到
2020 年增长了 7 倍多。随着中国正在重
点培育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引领第四次
工业革命的相关技术，预计中国服务领
域的机器人也将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而
加快发展。

——据《韩国经济》报道

中国本土化妆品快速崛起

中国消费者对于化妆品的偏好正在
发生变化。从社交媒体上的发帖来看，
热度靠前的品牌不再被欧美企业垄断，
中国本土化妆品正在飞速崛起。在产品
质量和外观设计水平逐步提高的同时，
偏好国货在年轻群体中已蔚然成风。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本土化
妆品的品质和外观设计都在进步，如今
已经不逊于外来品牌。再加上市场推广
能力的提升，品牌认知度也越来越高。
Trend Express 公司分析认为，中国的护
肤品牌正在国内市场筑牢领先地位。中
国品牌的突飞猛进也受到“国潮”新风
尚的影响。这一支持本土品牌的热潮将
传统文化要素与当代流行趋势相结合，
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年轻一代在其中扮
演主力军角色。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东盟商品缤纷亮相

据日本广播协会网站报道，一场以东南
亚产品为特色的大型贸易展在中国拉开帷
幕。为期 4 天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在中国南
宁开幕。中方强调，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进入
了一个新阶段，希望双方用好 《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释放的新机遇，
不断扩大开放合作“朋友圈”，构建更为紧密
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东盟现已成为中
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将继续深化与东盟
的贸易和投资关系。

本届东博会上，来自东盟的特色产品吸
引外媒目光。琳琅满目的商品向世界展示东
盟的丰饶物产和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马来西亚是本届东博会的主题国。2022
东博会马来西亚馆以三大主题作为卖点——
饮食、生活方式以及医疗保健。”马新社报道
称，马来西亚总理伊斯迈尔说，本届东博会
是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合作的成果之一。
他希望本届东博会继续为马来西亚企业提供
探索贸易领域合作的机会，这将能够刺激贸
易活动，加快经济复苏。

据越通社报道，东博会和中国—东盟商
务与投资峰会是中国十大贸易展览会之一，
自 2004年起每年举办一届。今年，越南展区
面积最大，为2000多平方米，吸引近80家企
业以在线形式参展，重点宣传和推介农产
品、水产品、加工食品、家具、手工艺品、
消费品等越南的优势产品以及投资、旅游和
贸易服务。

缅甸通讯社报道称，缅甸在本届东博会
上设立了国家形象展区，展示缅甸的大米、
豆类、食品、茶叶、咖啡、手工艺品、珠宝
玉石以及木制家具等产品。

菲律宾 《商报》 网站报道称，菲律宾总
统马科斯在东博会开幕式上表示，东博会成
为菲律宾商品对华出口的“试金石”，让大批
菲律宾企业受益。大批菲律宾产品通过东博
会平台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也成为菲律宾最大
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朋友圈”更加紧密

马来西亚公民日志网报道称，东博会是
中国最大规模的博览会之一，作为推动中国

与东盟在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合作的有效平
台获得高度赞誉。东博会不仅推动了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协定的升级，成为促进和强化马
来西亚与中国间贸易的平台，还深化了全方
位的东盟—中国关系以及双方在各领域的经
济合作。

东 盟 — 中 国 自 由 贸 易 区 建 设 提 质 升
级，泛亚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
各 领 域 贸 易 壁 垒 不 断 减 少 …… 外 媒 关 注
到，东博会不仅展示中国与东盟的丰富商
品，更体现出中国与东盟“朋友圈”日益
紧密的关系。

新加坡 《海峡时报》 网站报道称，新
加坡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王瑞杰在
东博会开幕式上说，各国当前面临各种挑
战，因此须建立更多的合作平台。这些平
台可致力于在各国间建立建设性关系并加

强合作，合力打造共同的未来。东博会便
是此类平台之一。东盟和中国现在是彼此
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和中国都加入了
RCEP，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贸易集团。
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被认为是双方关系
的重要支柱力量。

泰国 《曼谷邮报》 近日刊文称，泰国铁
路运输系统的发展是泰国政府20年发展战略
计划 （2018 年-2037 年） 的重中之重，中泰
高铁项目将有力推动泰国建成东南亚地区物
流中心，助力泛亚铁路中线最终全面贯通。
泰国国铁公司表示：“当高铁项目全部建成并
连为一体时，它们将成为一个运送旅客和货
物的巨大铁路运输网，把中国、马来西亚、
老挝和泰国连接起来。”

柬埔寨 《金边邮报》 网站报道称，柬埔
寨支持将东盟—中国合作从“2.0版”提升至

“3.0版”，并敦促扩大这种合作，特别是注重
减少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壁
垒，促进数字经济、绿色增长和中小企业能
力建设。

搭建互联互通平台

随着 RCEP 生效实施，中国—东盟自贸
区 3.0 版建设即将启动。外媒关注到，在
RCEP 实施背景下，东博会作为区域投资合
作重要交流平台，正释放更多经贸合作新
动能。

柬埔寨首相洪森表示，RCEP 的生效实
施，不仅为区域内国家创造更多贸易和投资
机遇，也将极大促进数字经济、绿色增长和
中小企业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发展，将成为未
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的核心
框架。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专家分析称，
今年东博会的签约项目、总投资额都创历届
新高，这主要得益于 RCEP 生效后对外开放
机遇的大幅增加。RCEP 为中国各省区市扩
大对外开放提供了机遇，各省区市积极开拓
国际市场，许多企业看到 RCEP 生效带来的
商机，进而增加投资。此外，中国国内企业
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也有更多的资金用于
投资数字经济、新能源开发、绿色环保等新
兴行业，扩大与东盟间的投资领域。

“RCEP对我们各方来说是一个合作共赢
的协定，将加快本地区的经济融合，吸引投
资，扩大市场和增强供应链，以应对全球经
济的不确定性。自 RCEP 生效实施以来，泰
国和中国的企业都共同受益。”泰国副总理兼
外交部长敦·巴穆威奈在东博会开幕式上说。

“地区国家历时 8年谈判签署的 RCEP已
向世界发出积极的信号，也就是东盟和中国
与其他 RCEP 伙伴，致力于经济一体化、确
保跨国供应链不受影响以及在全球疫情所带
来的破坏中保持市场开放。”马新社报道称，
马来西亚总理伊斯迈尔在东博会开幕式上指
出，希望东盟和中国能够继续推进升级版的
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以实现互利共
赢。他希望，东盟和中国加强在数码经济伙
伴关系方面的合作，以推动中小企业利用科
技为企业赋能。

上图：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附近装饰
一新，盛装迎中国—东盟博览会。

彭 寰摄 （人民视觉）

中巴经济走廊既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标志性工程
和先行先试项目，也是充实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
2013年，中巴经济走廊启动建设。2015年，中巴两国关
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迈入“快车道”，形成以走廊建设为中心，以瓜达尔
港、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为重点的“1+4”
合作布局。

自启动以来，中巴经济走廊为巴基斯坦经济增长
和民生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方面，中巴经济走
廊启动以来，累计为巴基斯坦带来254亿美元投资。根
据巴基斯坦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 到 2018 财年期间，
巴基斯坦每财年实际 GDP 增速从 4.05％逐年递增至
6.10％，表现出强劲势头，这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第一
阶段对巴国内能源、交通基建领域的巨额投资密切相
关。特别是，一系列发电、输电项目极大程度改善了
巴基斯坦电力供应短缺的状况，巴基斯坦发电总装机
容量已基本满足国内需求。同时，喀喇昆仑公路升级
改造二期项目、白沙瓦至卡拉奇高速公路项目提升了
中巴两国间及巴基斯坦国内道路交通“主干道”的通
行能力。这些项目改变了能源、交通两大短板对巴基
斯坦经济增长的制约。

民生方面，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已经为巴基斯坦创
造了超过 7 万个工作岗位，未来 5 到 7 年还将直接或间
接创造 50 万个岗位。中巴博爱医疗急救中心、瓜达尔
海水淡化厂、法曲尔中学、瓜达尔职业技术学校等一
系列民生项目落地，在用水、医疗、教育和就业技能
培训等方面切实为当地造福。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不撤中方人员、不裁巴方员工、
不停项目建设”，积极为巴方提供防疫物资、医疗用
品、专家协助、新冠疫苗等抗疫支持，助推巴基斯坦

经济疫后复苏。
近年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迈入以产能合作、农业、社会民
生等领域为重点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瓜达尔港建设
不断取得进展，港口已具备全作业能力并启动商业化
运营，港口自由区引资落户，正朝着物流枢纽和产业
基地的战略目标扎实迈进；拉沙卡伊、塔贝吉等“特
别经济区”进入建设阶段，将为巴基斯坦下阶段工业
化发展提供动力。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推进，是中国推动“一带一
路”倡议进程与巴基斯坦经济发展理念相符、与巴基斯
坦战略取向一致的体现。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
外交理念，主张睦邻友好，将谋求共同发展、守护共同
安全作为与巴基斯坦关系的战略目标。通过中巴经济走
廊建设和中巴务实合作助力巴基斯坦社会经济发展，也
是巴基斯坦社会各界的共识。

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成果证明，中巴经济走廊没有
政治意图，也不是地缘战略工具。中巴经济走廊不输出
意识形态、不输出模式，中国历来支持巴基斯坦根据本
国国情制定和实施政策，支持巴基斯坦走符合本国国情
的发展道路。中巴经济走廊是以投融资、政府贷款、无
偿援助等多种模式综合运用的经济合作项目，不对巴基
斯坦设置结构性改革议程或财政约束目标等政治条件，
而是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巴基斯坦既有社会经
济条件下开展合作。中巴经济走廊是两国关系从政治和
防务领域向经济领域纵深发展的客观需求，是两国高水
平战略关系的体现，而非为推行所谓地缘政治战略而加
深捆绑的工具。“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发展繁
荣、地区互联互通注入源源活力，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
认可和参与。

（本报记者 高 乔采访整理）

中国携手东盟共创中国携手东盟共创发展新机遇发展新机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高高 乔乔

第 19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简称“东博会”）近日在广西壮
族自治区南宁市举行。围绕“共
享RCEP新机遇，助推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3.0版”主题，本届东
博会共举办 40 场投资促进活动，

与会各方签订合作项目267个，总
投资额4130亿元人民币，较上届
增长37%，均创历届新高。

热闹的展会现场，亮眼的签
约金额，中国与东盟携手释放共
同发展的新机遇，引发外媒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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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经济走廊展现“一带一路”活力
■ 受访专家：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王 旭

据巴基斯坦《论坛快报》网站报道，巴基斯坦的经济生命线
——中巴经济走廊，当前发展势头强劲。据一份报告称，20多个项
目已基本完成。预计到2030年，另外63个项目也将接近完工。这
是一项充满希望的声明，凸显了中国和巴基斯坦一贯致力于将
中巴经济走廊变为现实，而这条走廊也将促进巴基斯坦与阿富
汗、中亚、俄罗斯的互联互通。人们希望这项计划能给巴基斯
坦乃至整个地区带来诸多红利。中国投资巴基斯坦基础设施、
能源和生产等领域的愿景值得赞赏。

祝融号火星车。
（来源：中国国家航天局）

9 月 20 日，2022 世界制造业大会现
场，观众正在与电力巡检机器人互动。

本报记者 韩俊杰摄

9 月 20 日，2022 世界制造业大会现
场，观众正在与电力巡检机器人互动。

本报记者 韩俊杰摄

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参
展商在化妆品展区浏览。

张 茂摄 （人民视觉）

位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卡洛特水电站，是由中国三峡
集团为主投资开发的中巴经济走廊首个水电投资项目。

（来源：中国三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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