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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国校园 共话中美友好
彭训文 徐令缘 杨瀚如

越来越多非洲青年爱上中 国 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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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球 热 点

今年是中美建交 45 周年。

近日，耶鲁大学的21名学生走

进中国校园，与中国人民大学

的26名学生面对面交流，就人

工智能、新兴科技、中美关系

等热点话题展开对谈。通过交

流，中美大学生结下了友谊，

留下了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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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行了热烈讨论”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与耶鲁大学举
行学生对话系列活动。来自耶鲁大学的
同学跨越大洋来到中国，与中国人民大
学学生进行交流。

为了保证对话活动顺利举办，中国
人民大学的同学们精心策划，做好充足
准备。该校国际关系学院学生王昕怡提
前做了许多功课，她说：“之前，我不
太了解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为了能够
更好地参与对话，我提前了解了人工智
能在各国的发展情况，并着重收集了与
美国相关的信息。”

参与此次对话的学生来自国际关
系、计算机、金融、法律、新闻等专
业，不同的学科背景知识为此次对话提
供了多个角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学
生何欣说：“我所在的小组有来自法学
院、国际关系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的同
学。大家畅所欲言。这既是一次多学科
间的观点碰撞，也是一场跨领域的交流
对话，我们都很受启发。”

美国学生朱瀚宁说：“在人工智能
相关问题上，我们进行了热烈讨论，这
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

美国学生瓦伦蒂娜·西蒙认为，针
对人工智能的讨论让两国学生跨越了文
化差异，“我们热烈讨论，关注人类共
同的未来”。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生李
美欣认为，通过这次对话，她对美国学
生多了些了解。“在这次对话当中，我
意识到人工智能问题不仅涉及科学技

术，也与管理体系息息相关，同时还涉
及深刻的道德伦理议题。而且，我发现
中美学生思考问题的角度存在差异，
但 这 并 不 能 阻 碍 我 们 友 好 地 交 流 观
点。我觉得，这种理智的对话十分可
贵，它可以让我们彼此多些理解，少些
隔阂。”

中国人民大学高瓴人工智能学院学
生张鑫恺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与外
国学生直接对话的交流活动。在对话
中，来自不同文化和专业背景的同学们
提出多种观点，帮我拓宽了视野。”

谈及对美国学生的印象，“严谨”
“富有创造力”“友善”“热情”是中国
学生们频繁使用的词语。李美欣说：

“这次活动中，很多美国学生是理工科
专业，他们对待技术研发的严谨态度令
我印象深刻。在热烈的讨论中，他们的
专业视角也给我带来很多思考。”王昕
怡说：“我们只相处了短短几天，却像是
老朋友一样，感觉特别好。”

“我们结下了真正的友谊”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李晨说：“中美学生的交流不仅发生在
正式的会议室内，也发生在会场外的很
多场合。”学术探讨之外，中国学生们
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大洋彼
岸的朋友们备感温暖。

李美欣负责安排大家的伙食。她总
是先到餐厅，一一确认菜品，避免学生
们接触到过敏原。“中美的饮食习惯不
一样，我会认真检查每一份菜品。”李
美欣说，“为了让美国同学吃得更加习

惯，我们本打算第一顿饭吃西餐。没想
到，他们摆摆手说‘这几天要吃正宗的
中国菜’。”她还提到，美国学生特别想
尝尝北京烤鸭。“于是，烤鸭成了我们
此次行程的‘压轴大戏’。美国学生看
到烤鸭出炉到现场片切的全过程，纷纷
拿出手机录视频。”她说。

去颐和园踏青那天，王昕怡是大家
的导游。她发现，美国学生对中国文化
很感兴趣：“美国学生对园林设计、历
史典故都很好奇。”

“在讨论活动之余，无论是吃饭、坐
车还是参访，中美两国学生交错而坐。
我们像好朋友一样聊天。”王昕怡说。

北京让朱瀚宁十分着迷。“北京既
古老又现代，我喜欢探索这座城市，
传统建筑与现代元素的融合令我印象
深刻。”

美国学生胡安·奥特罗说：“中国同
学热情好客。这次来中国的时间不长，
但我十分享受每一天的时光。”

瓦伦蒂娜说，在颐和园游览的一天
最令她难忘。这一天，她欣赏美景，收
获友谊。夕阳西下时，瓦伦蒂娜与中国
学生并肩坐在昆明湖旁讨论英文、俄文
与中文诗歌的不同特点。文学艺术让大
家的心更近了。

美国学生的充沛精力令何欣印象深
刻：“无论行程如何紧凑，美国学生总
是活力十足。即使第二天有长途旅行，
前一天晚上他们仍与我们相约一起感受
北京的夜晚。”

朱瀚宁分享了本次活动中他最难忘
的经历：“在北京的最后一天正好是我
的生日。没想到中国的学生们热情地为
我庆祝，我十分感动。我们结下了真正

的友谊。”
胡安和中国朋友们在 KTV 一展歌

喉，合唱酷玩乐队的 《生命万岁》。他
说：“这些回忆将成为我的宝贵财富。”

“青年大有可为”

“中美关系的希望在人民，基础在
民间，未来在青年。”在本次活动后，
中美学生对这句话有了新的理解。

李美欣觉得增进中美友好交流是青
年的使命。“通过这次活动，我切身感
受到，青年大有可为。大家都心怀了解
彼此、携手共进的愿望。”

张鑫恺希望未来多参加此类活动。
“两国青年的自由交流让我收获颇丰：
中美青年文化背景不同，但有共同的兴
趣与理想。我们观点碰撞，求同存异。
我相信中美两国青年的美好友谊会延续
下去，我愿意为此努力。”

“明年，人大的同学有可能前往耶
鲁进行交流。如果这个活动可以持续下
去，我想对于中美学生而言都是一件好
事。”何欣说。

朱瀚宁说：“学生可以成为两国间
的文化大使，学生间的互相理解也是两
国友好关系的重要基础。”

胡安认为，保持两国青年群体对话
的开放性，对未来至关重要。“我想，
我们应该充分了解中美两国的不同之
处，这是加深彼此理解的前提。为此，
我们需要将对话继续下去。”

瓦伦蒂娜说：“我们在这次活动中
结下了友谊，这份情谊令人难忘，我会
一直珍藏这段回忆。”

近日，由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
研究院、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共同主
办的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论坛在
海南省海口市举行。来自中国及东盟
成员国的政商界代表、智库、高校等
科研机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

“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一体化的愿景”
“中国—东盟海洋产业合作的突破”等
议题展开讨论。

与会专家表示，近年来，中国与
东盟在海洋经济领域合作不断加深，
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一体化正从愿景
变为现实，将为地区经济发展发动

“蓝色引擎”。

合作空间广阔

老挝国立大学研究与学术服务委
员会高级副主席兼研究伦理副主席西
提赛在论坛上分享对蓝色经济的理
解：“中老铁路对老挝的经济发展很重
要，老挝计划将来建设更多的铁路和
公路与周边海洋国家的港口联系起
来，比如依靠西哈努克港联系柬埔
寨，从而增加与其他国家海洋经济合
作的机会。中国与东盟可以开展更多
公路与铁路联通合作，推动中国与东
盟蓝色经济一体化。”

海洋经济，又称蓝色经济，指为
开发海洋资源和依赖海洋空间而进行
的生产活动以及直接或间接开发海洋
资源及空间的相关产业活动，主要包
括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
船舶工业、海盐业、海洋油气业、滨
海旅游业等。

据研究统计，目前，东盟国家
30%的 GDP 来自海洋，约 6.25 亿人依
赖海洋维持生计；2023 年，中国海洋
经济占 GDP的比重为 7.9%，仍有较大
提升空间。中国、东盟对外贸易分别
有94%、60%以上通过海运实现；中国
与东盟间贸易 65%通过海运实现。中
国与东盟海域拥有世界1/3的红树林和
珊瑚礁，水产养殖占全球的 80%、渔
业捕捞占全球的60%，更是世界90%的
海运贸易通道。

长期以来，中国与东盟在海洋经济
领域合作由来已久，机制日渐完善。自
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以来，
中国—东盟已建立起覆盖海洋经济、海
上联通、海洋环境、防灾减灾、海上安
全、海洋人文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网络。
2015 年，中国正式启动“中国—东盟海
洋合作年”，中国东盟发表《中国—东盟
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等多项合作
文件及行动计划，为中国—东盟蓝色经
济伙伴关系建立奠定政策基础。2023
年 9月，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提出，
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蓝色经济在实现经济增长、提高社会
包容性、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以及保护环境中的作用。

现实需求巨大

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提供的数据，尽管中国
与东盟已经连续4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但2022年中国与
东盟水产品贸易仅占双边贸易总额的1.4%，中国对东盟含
渔业在内的第一产业直接投资额，仅占中国对东盟直接投
资总额的 0.5%。中国与东盟海洋经济合作当前也面临着
合作成果相对较少、合作成效相对有限的现实挑战。

马来西亚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主席翁诗杰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当前，许多东盟国家在蓝色经济发
展规模、技术水平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当地中小企
业对蓝色经济的认知程度还有待提高。多管齐下共同推
进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要更多关注尚未开发
或开发不足的领域，要把增进互信作为重要任务。

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吴士存认为，中国—东盟
蓝色经济合作是大势所趋，但也面临相关国家间海洋争
端的现实挑战，可先从有共同合作意愿的国家和海洋环
保等低敏感领域的双边合作开始，逐步推进中国—东盟
蓝色经济一体化的建设。

“中国与东盟蓝色经济合作有着非常巨大的现实需
求，面对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深刻复杂变化，构建中
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在海洋牧场、海洋旅游、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能源开发等领域全面合作，是
中国—东盟全面战略合作的优先选项。”中国 （海南） 改
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在打造“经济增长中
心”的共同目标下，中国与东盟推进涉海贸易、投资、
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不仅将释放蓝色经济合作发展的巨
大潜力，而且将为南海治理寻求务实之路。

探索互利共赢路径

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统计，2020 年至
2050年，若中国与东盟在蓝色经济的相关领域投资2万亿
至 3.7 万亿美元，可带来 8.2 万亿至 22.8 万亿美元的净收
益，投资回报率为 450%至 615%。推进蓝色经济一体化，
成为中国与东盟合力打造地区经济增长中心的重大选择。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张建平认为，推动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一体化，需要实
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硬联通”，也要实现贸易投资便
利化的“软联通”。例如，要合作打造中国和东盟港口合
作联盟，提升东盟国家港口的建设水平、运营能力。

“产业合作和服务贸易合作是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
的重要内容。中国和东盟距离相近、海水相连，具有加
强蓝色经济合作的有利条件和地缘优势。双方在渔业、
海洋相关制造业、服务业合作领域加强合作，为双方带
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正逐步探索出互利共赢的有效途
径。”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原部长赵晋平
认为，“目前，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谈判正在推进，
中国—东盟自贸区如果在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方面取得新突破，将为双方在蓝色经济领域深度合作、
全产业链合作奠定牢固制度基础。”

以茶会友，作为中国人延承千年的待客之道，正
在成为不少非洲人尤其是年轻群体热衷的一种新风尚。

“茶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走近彼此。就像今天，
我们聚在一起，边喝茶边交流。茶不仅是一种饮品，
更是一座促进中非交流的桥梁。”在5月21日中国国家
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 （以下简称国创会） 举办的

“茶和天下 对话非洲”国际茶日文化交流活动上，苏
丹青年巴达伟用一口流利的中文，向本报记者分享了
他对中国茶的喜爱。

喝中国茶在非洲日渐流行

“红茶、绿茶、黄茶、白茶……”和记者聊起自己
熟悉的中国茶叶品种，来自尼日利亚的北京外国语大
学博士生李明诚如数家珍，他还介绍了自己结合家乡
的饮茶习惯独创的一套泡茶方法：“我最常喝的是中国
的红茶。中午或晚上，我一般会喝红茶，再加入一些
蜂蜜。”

和李明诚一样，乍得青年阿杜姆也是一名中国茶
爱好者。阿杜姆目前在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学习。
日常忙碌之余，喝一杯清淡的中国茶，放松身心，是
他来华之后养成的新习惯。“中国茶不加糖，口感和我

们国家的茶有一些不同。我最喜欢喝中国茶。”阿杜姆
说，在乍得，喝中国茶在年轻群体中越来越流行，许
多当地青年不仅会在早餐时喝一杯中国茶，还很喜欢
中国以茶会友的茶文化，常常边喝茶边分享生活点滴。

在“茶和天下 对话非洲”国际茶日文化交流活动
现场，像李明诚、阿杜姆这样喜爱中国茶的非洲人还
有许多。活动当天，来自多个非洲国家的驻华外交官
和留学生与中国各界嘉宾相聚一堂，闻茶香、品茶
味、赏茶道，共享一场茶文化盛宴。

加纳青年阿博介绍，自己与中国茶结缘始自中国
朋友赠送的一包茉莉花茶，馥郁的茶香深深吸引了
他。后来，在中国传统文化课上，他学习了茶文化，
对中国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打算下次回加纳时，
带一些中国的茶叶和茶具，作为礼物送给亲朋好友。

近年来，随着中非贸易日渐密切，中国茶叶在非
洲国家走俏。目前，非洲已成为中国茶叶的重要市
场。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茶叶出口量为
36.75 万吨，出口额达 17.39 亿美元。中国农业国际合
作促进会茶产业分会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茶叶出口
量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中，有7个非洲国家。

“在尼日利亚，许多年轻人喜欢中国茶。去年我回
国前，我的哥哥姐姐都让我带中国茶回去。”李明诚说。

在“茶咖对话”中增进交流

品尝岩茶和时下流行的冷泡茶，欣赏唐代煎茶、
宋代点茶等茶道表演，聆听中国茶文化的“来龙去
脉”……在“茶和天下 对话非洲”国际茶日文化交流
活动中，非洲宾客全方位体验了中国茶文化的魅力。

巴达伟告诉记者，高中时，他主要通过看中国电
影、学习中文来认识中国。现在，中国茶成为一座新
的桥梁，让他更加深入地走进中国。在他的家里，存
放着中国朋友赠送的各种各样的茶叶。“中国茶让我结
交了更多中国朋友，也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多了解。”

国创会副会长王晓鸣表示，茶起源于中国，盛行
于世界。作为中国特殊的文化符号，茶已经融入了中
华民族的日常生活，不单是解渴之物，更是中国人追
求内心平和、修身养性的精神寄托。同时，茶也是跨
越国界的文化桥梁，随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
路的延伸，成为连接东西方的重要媒介。如今，小小
一片茶叶既体现出中国古人的智慧与风雅，也见证了
新时代中国为世界繁荣稳定贡献的中国智慧和力量。

201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5月21日
定为“国际茶日”，以赞美茶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
值，促进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以中国为主的
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

“近年来，我们在非洲国家举办各类推广中华文化
的活动时，介绍中国茶文化总是重要内容。中非青年
在茶香中了解彼此的文化和历史，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与信任。”中非青年联合会创始人周烨凡向记者介绍，
中国国内茶产品不断创新，不仅在包装上突出国潮特
色，还推出了适合携带的小包装，更符合年轻人的需
求，也更好激发了非洲青年对中国茶文化的兴趣。

活动现场，多名非洲青年在品尝中国茶的同时，
也分享了非洲咖啡的文化底蕴。在一场别具特色的

“茶咖对话”中，两种古老饮品文化的交融碰撞，引发
了中非嘉宾的热烈讨论。

马达加斯加驻华政务参赞安帝联表示，茶已成为
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茶的清香温暖代表了和平与友
谊。咖啡是非洲大陆的宝贵资源，其醇厚风味给人们
带来无尽活力。茶和咖啡代表了中非文化，都发挥着
重要的桥梁作用，希望中非在“茶咖对话”中进一步
推进经贸和各领域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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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奥林匹克塔四
号塔举行的“茶和天下 对话
非洲”国际茶日文化交流活
动现场，两名非洲青年品尝
中国茶。 于昕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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