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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之时，蝴蝶自来”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3 年年
会吸引外媒高度关注。这是该论坛自 2020年新冠疫情
发生后第一次恢复线下举办，众多跨国企业高管受邀
参会，嘉宾阵容之庞大令新加坡 《联合早报》 等外媒
纷纷感叹，这场备受瞩目的论坛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经
济已经有序恢复。

“除了安联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奥利弗·贝
特、西门子公司首席执行官博乐仁和宝马集团董事长奥
利弗·齐普泽外，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辉瑞公
司首席执行官艾伯乐和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投资公司
创始人瑞·达利欧也在嘉宾之列。”德国“中国平台”网站
在报道中列举了参加此次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多位重
量级嘉宾。

德国 《商报》 网站在报道中引用了安联集团董事
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奥利弗·贝特在论坛发言中的一句
话：“花开之时，蝴蝶自来。”该媒体报道称，众多德
国商界领袖应邀参加论坛，组成了继美国代表团之后
参加该论坛的最大规模代表团。宝马、博世、梅赛德
斯—奔驰、贺利氏、西门子、瓦克化学和采埃孚公司
的负责人都亲自出席。这些公司都强调中国市场对其
业务的重要性。

外媒普遍认为，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3 年年会是
一个缩影，从中可以看到全球商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以及对中国市场的青睐。中国经济回升正如当前春暖
花开、生机盎然，为不确定的世界经济提供了宝贵的
确定性，也让全球商界看到广阔机遇。

巴西环球在线网站近日报道称，尽管巴西总统卢
拉因健康原因推迟了对中国的访问，但鉴于此次中国
之行的重要性，200多名巴西企业代表的商务议程保持
不变。

英国路透社引述中国澳大利亚商会会长冯栢文的
话称，自3月15日起中国恢复为外国人审发所有类型签
证，这对澳企来说是好消息，澳企高管都希望赴华拜访
他们在中国的团队、客户和供应商，并探索新商机。

德国《商报》引述德国联邦采购物流协会的最新调
查结果称，56%的企业希望扩大在华采购，与半年前相
比，德国企业更加依赖中国市场。

高质量发展带来机遇

全球商界不约而同望向中国，因为中国经济韧性
强、潜力大、活力足。

2023 年开年以来，国际投资和咨询机构集体上调
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标准普尔近日更新对中国
2023 年经济增长预期，从 2022 年 11 月的 4.8%调高至
5.5%。路透社报道称，3月中旬投资银行高盛在一份研
究纪要中写道，在中国迅速重新开放的背景下，高盛
将其对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增速预期从
5.5%上调至6%。

外媒注意到，多家知名跨国消费品企业表示，公
司在华业务近期迎来增长。路透社指出，这是全球第
二大经济体经济复苏的又一迹象。外企普遍看好中国
消费市场。当前，消费者群体对产品更加挑剔，不少
跨国企业面临成本上涨压力，中国消费市场恢复有助
于缓解这些企业的压力。

来华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3 年年会的跨国企
业负责人纷纷表示，具有超大规模市场的中国，有着
强劲的增长动力。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不仅让中国经
济增长更可持续，也为世界经济注入动力和信心。如
今，众多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已经向高端制造和研
发跃升，他们期待中国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多合作机遇。

英国The Register新闻网报道称，高通公司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安蒙表示，据世界经济论坛测算，2022 年
全球 60%以上的 GDP 依赖于数字技术。数字化转型已
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中国加快数字化发展，
也给包括高通在内的各方带来广阔机遇。

博世集团董事会主席史蒂凡·哈通表示，随着中国
工业体系的不断发展、工业能力的不断提升，在新能
源汽车、电子科技、智能制造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带
来了更多机会。

除了旺盛的经济活力之外，中国稳定的市场环境
也为全球商界所青睐，尤其是在近来美欧银行业危机
此起彼伏的背景下。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援引
花旗银行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会是今年相对安全的
避风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等最新
举措，表明中国正在全球波动中提供政策支持和保证。

扩大开放提振外商信心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
约合人民币 12326.8 亿元，同比增长 6.3%，规模稳步上
升，结构持续优化。全球企业家、投资者看好中国的强
劲增长红利。

近来，中国不断释放的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信
号，进一步增信心、稳预期，推动外贸和外商投资平
稳发展。

据 《俄罗斯报》 网站报道，沙特阿美公司扩大在
华业务，近日与中国北方工业集团、盘锦鑫诚实业集
团签署协议，计划在中国东北地区建设一座炼油化工
综合体。该项目投资约 122 亿美元，计划于 2026 年投
入全面运营，以满足中国对石油和石化产品日益增长
的需求。此外，阿美公司还与广东省政府签署合作备
忘录，探讨在能源、金融、研究和创新等领域的合
作。广东已吸引埃克森美孚和巴斯夫等跨国公司建造
大型石化综合设施。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关注到，中国国务院总理
李强日前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3年年会的境
外代表时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将坚定
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我们将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
深入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继续提
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网站引述中国问题专家斯
科特·肯尼迪的话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传递出一个重
要信息——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

瑞士经济学家、日内瓦伯尔尼大区经济发展署前
署长菲利普·莫尼耶表示，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韧性与
活力，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这对世界经济而言至
关重要。“对于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大型公司和国际中小
企业来说，中国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今天的中国比 30
年、20年、10年前更加开放。”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认为，中国坚持扩大开放，注
重高质量发展，鼓励外商投资，推动贸易自由化，为
全球经济注入新动力，为全球经济复苏作出重要贡献。

近日，中俄两国
元首共同签署《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
罗斯联邦总统关于
2030 年 前 中 俄 经 济
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

划的联合声明》，明确双方将在8个重
点方向开展双边经济合作，并强调致
力于 2030 年前将两国贸易额显著提
升。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
经贸关系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
领域合作稳步推进。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年，中
俄双边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 1902.71
亿美元，同比增长29.3%，中国连续13
年稳居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
俄双边贸易额大幅提升，经贸合作提
质升级，能源、投资、互联互通等领域
合作取得新成果，合作深度、广度不断
拓展。

当前，中俄经贸合作多领域亮点
频出。能源领域，中俄合作规模不断
扩大。2021年，中国自俄罗斯进口能
源产品 3342.9 亿元人民币，俄罗斯稳
居中国第一大能源进口来源国，是中
国石油、天然气、煤炭主要进口来源
国。能源贸易在中俄双边贸易中的

“压舱石”作用进一步凸显。
农业领域，中俄农副产品贸易种

类、数量不断增加。2022 年，两国农
产品贸易额大增43%，俄罗斯的面粉、
牛肉、冰激凌等广受中国消费者青
睐。据俄罗斯农业部统计，俄罗斯农
工综合体产品对中国的出口潜力估计
为60亿至100亿美元，发展前景良好。

服务贸易领域，运输、旅游、商
品售后服务等多类型服贸合作不断深
化。2019年，180万中国公民到访俄
罗斯，在游客数量和增长趋势上均领
先其他国家。同年，230万俄罗斯人
来到中国旅游。2022 年中国对俄出

口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9%，高新技术
产品增长 51%，汽车及零部件增长
45%。相关产品售后服务已成为中俄
服贸合作的重要部分。

金融领域，中俄货币互换等金融
合作不断延伸。2022 年底，人民币
在俄罗斯进口结算中的份额从当年初
的 4%跃升至 23%，在出口结算中的
份额从0.5%飙升至16%。中俄不断提
升金融合作与支付领域创新水平，在
双边贸易、投资、贷款和其他经贸往
来中稳步提升本币结算比重。

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不断推进，与
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巩固和增强密不可
分，高层交往发挥重要战略引领作
用。两国经济发展的需求互补性较
大，经贸合作空间广阔。在能源领
域，中国制造业发达，能源需求量
大，但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相对较
低；俄罗斯人均资源占有量较高，能
源出口是其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两国
能源供需结构具有较强互补性。在机
电领域，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机电
产品出口国，机电产品覆盖农业、工
业、高科技等多门类，俄罗斯在进口
机电产品方面有较强需求，两国也能
充分互补。

中俄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具有坚实
根基，两国全方位合作具有广阔前
景。中俄在能源、农业、服务贸易、高
科技等领域有广阔合作空间。未来，
中俄两国有望加强统筹设计和顶层规
划，扩大能源、资源、机电产品贸易，增
强双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拓展信息
技术、数字经济、农业、服务贸易等领
域合作，推进传统贸易与新兴领域合
作互为补充、同步发展，进一步畅通跨
境物流运输。可以预见，中俄务实经
贸合作将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惠，
也有利于全球经济稳定发展。

（本报记者 高 乔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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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推动经济稳健
复苏、顺应全球化发展趋
势是各国企业的共同期
盼。今年以来，中国经济
强劲恢复势头以及中国市
场巨大潜力吸引全球商界
的目光。

近段时间，众多跨国
企业高管密集访华，穿梭
在中国各大经贸论坛和工
厂园区，洽谈合作，找寻
商机，以实际行动给中国
投下“信任票”。

据俄罗斯《专家》周刊网站近日报
道，俄罗斯国民经济和国家行政学院
专家亚历山大·克诺贝尔指出，根据中
国官方数据，俄中贸易额2022年增长
近30%，其中俄对华出口增长43%，中
国对俄出口增长近 13%。“A 市场”公
司分析部负责人阿尔乔姆·杰耶夫认
为，由于平行进口计划的出台，中俄几
乎所有领域的经贸规模都有显著增
长，交易品种明显增多。两国今年贸
易额很可能远超2000亿美元。

《俄罗斯报》 网站近日报道称，
俄罗斯农业部下属的联邦农产品出口
中心认为，俄罗斯农工综合体产品对
中国的出口潜力估计为60亿至100亿
美元。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俄
罗斯向中国出口价值约 70 亿美元的
农产品，同比增长约 41.4%。农业相
关出口有望在数年内达到 100 亿美
元，大约相当于 2022 年数据的 1.5
倍。考虑到两国正在积极发展友好关
系，出口额可能会增长更多。

中俄经贸合作

广度深度不断拓展

█ 受访专家：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程亦军

专 家

解 读

海 外 声 音

这两年中国的篮球爱好者有了本
土的追捧对象——有“村 BA”之称的
贵州乡村篮球比赛。

2022年7月，有关“村BA”的视频
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流传。视频里，一
个露天篮球场的四周看台密密麻麻坐
满观众，人们拿着锅盆、矿泉水瓶当鼓
敲，为支持的球队加油呐喊；赛场上的
球员一看就知道不是职业的，但拼搏

精神一点都不含糊，
竞争很激烈。中场休
息时间，登场的不是
打着美式文化印记的
啦啦队热舞，而是中
国少数民族的特色歌
舞。

在贵州省台江县
台盘乡台盘村举办的

“村BA”，最早可以追
溯到1936年。根据中
国媒体去年的报道，人
口不到1200人的台盘
村，每年都会在“六月

六”吃新节时举办“斗牛”“斗鸟”等赛事，
最终篮球作为一项参与度最广、群众认
可度最高的赛事被传承下来。

对成千上万的球迷来说，从民间
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村 BA”赛场
上，接地气的火爆场面让许多人感受
到对篮球最真挚、最炽热的爱，也感受
到中国乡村的活力。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村BA”火爆凸显中国乡村活力

一条连接越南和中国6个目的地
的黄金旅游线路于3月28日启动，预
计将有助于两国加强跨境旅游联系。

这条被称为“两国六目的地”的
旅游线路涵盖中国云南省昆明市、红
河州和越南老街省、河内市、海防
市、广宁省。

云南省红河州官员在介绍当地旅
游业时表示，该旅游线路的启动是中

越文旅合作的一部
分，将为两国在更大
范围内加强跨境旅游
合作打下良好基础。

越 南 河 内 、 老
街、广宁和海防都
将中国视为主要国
际游客市场。这 4个
地方以及越南其他
有文化特色的旅游
目的地也受到中国
游客的喜爱。越南
还是喜欢美食和高
尔夫等的中国游客

的理想目的地。
河内市旅游局局长邓香江表示，

对两国旅游业特别是这几个目的地来
说，这条旅游线路的启动是一个令人
鼓舞的信号。希望双方旅行社能积极
分享信息，并在基础设施、产品和人力
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以便更好地为
游客服务。

——据越通社报道

中越加强跨境旅游合作

位于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的梯田美景，吸引不少
游客慕名而来。 孙志芳摄 （人民视觉）

3月 27日，获得亚军的遵义队在“村 BA”颁奖仪
式上领取奖品——养殖鲟鱼。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消费者在海南海口国际免税城内购物。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摄

图为2022年江西首列中俄双向对开班列 （南昌—莫斯科） 在南昌向塘国
际陆港准备出发。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陕西省一处麦田间，李立峰家屋顶
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在阳光的照耀下闪
闪发光。过去5年中，超过240万中国
人和李立峰一样，为中国减少排放温室
气体尽了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大部分屋顶太阳能装置是近两年
增加的，原因是中国政府为地方安装
太阳能板提供支持并提高工业电价，
使自主发电更具吸引力。由此产生的

可再生能源热潮，使
中国去年新建的分布
式光伏发电系统发电
量超过世界其他国家
新增清洁能源发电总
量 。 2022 年 全 球 新
安装的光伏面板中，
约 1/5 在中国家庭或
企业的屋顶上。

中国拥有世界上
最大的风能和太阳能
发电场。为了实现在
2060年前达到碳中和
的目标，中国必须采

取更多措施逐步淘汰化石能源并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基于此，中国政府在
人烟稀少的内陆沙漠建设了巨大的风
能和太阳能发电场。在人口稠密地
区，如山东、河北及其他沿海省份，能
用于建设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空间
不多，于是屋顶太阳能装置成为一个
选项。

——据彭博社报道

中国大力推广屋顶太阳能装置

河北省玉田县孤树镇庄户村的屋顶分布式光伏面
板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