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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经贸合作奏响新乐章

　　光明日报记者 经凯
　　九月金秋，神州大地一片丰收景象，“塞上江南”
宁夏喜迎第四届中国 - 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本届博览
会秉承“传承友谊、深化合作、共同发展”的宗旨，
以“新机遇、新未来”为主题，旨在为中阿经贸领
域合作铸就全新里程碑。

　　中阿合作历久弥新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
文明。中阿关系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
自从张骞出使西域，古代丝绸之路就已经开启中阿
交往的大门，中国成为许多阿拉伯先哲魂牵梦萦的
繁华热土，“求知不怕远到中国”这句古老的阿拉
伯谚语流传至今，妇孺皆知。
　　新中国成立后高度重视发展与阿拉伯世界的传
统友谊，先后与 22 个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从
昔日的“反帝反殖”到今日的“互利共赢”，中阿
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稳步前行，合作水平不
断提升，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2004 年，中国 - 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的建立标志着
中阿交往内涵的进一步丰富，双方合作潜能得到全
面释放，在推动中阿合作机制化、拓展合作领域方
面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为中阿贸易奠定了坚实的
政治基础，形成了“共同发展、共享繁荣”的中国
方案。
　　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访问阿
拉伯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新时期深化中阿合作的新
理念、新战略、新举措，同阿方领导人一道，引领
中阿关系取得长足发展。特别是在 2018 年 7 月召开
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习近平主席
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宣布建立“全面合作、
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随后
会议通过并签署了《北京宣言》《论坛 2018 年至
2020 年行动执行计划》和《中阿合作共建“一带一路”
行动宣言》三份重要成果文件，为今后一段时期中
阿关系的顺畅发展描绘出了清晰完整的蓝图。中阿

双方将以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为新机遇和新起点，不断增进战略互信，实现互
利共赢，促进包容互鉴，努力打造命运共同体。

　　经贸合作率先引领

　　阿拉伯世界共有 22 个国家，总面积约 1426 万
平方公里，约占世界总面积的 9.5%。人口约 3.39 亿，
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5%，已探明石油储量超过 1000
亿吨，约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三分之二，是世界上
最大的能源市场和潜力最大的消费市场。阿拉伯世
界地处国际战略与交通要冲，资源优势独特，中阿
经济结构具有较强互补性，双方利益交汇、牵手意
愿强烈，是实施跨区域战略合作的天然伙伴。中国
长期将阿拉伯世界作为实施“市场多元化”和“走
出去”战略的重要地区，而阿方则将中国视为自身
优势能源产品长期稳定的大市场。“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后，身处“一带一路”交汇地的阿拉伯世界
反响热烈，目前已有 18 个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签署了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借助“一带一路”的
东风，中阿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呈现出全方位发
展的良好态势。
　　经贸合作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中最久远、
最活跃的因素，也是推动中阿关系发展的不竭动力。
进入新世纪，尽管国际形势波谲云诡，中东时局持
续动荡，但中阿经贸合作始终保持着良好势头，并
逐渐驶入快行道。2000 年，中阿贸易额仅为 152 亿
美元，而到 2018 年，已达到 2443 亿美元，在不到
20 年内增长 15 倍。阿拉伯国家长期稳坐中国海外
原油供应头把交椅，而中国也已跃居阿拉伯世界第
二大贸易伙伴。据专家预测，按照目前发展增速，
2025 年中阿贸易额有望突破 6000 亿美元。
　　随着中阿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政经互信不断增
强，中阿经贸论坛于 2010 年应时而生，为中阿经贸
关系注入新的内容。2013 年，论坛全面提升为中阿
博览会，显著拓展了双方合作空间，并培育出大量
新增长点，为中阿经贸合作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提供了重要机制保障。近年来，中阿博览会坚持“服
务国家战略、聚焦经贸合作”理念，全力打造集高
层对话、经贸促进、会展洽谈等功能于一体的高端
前沿展会品牌，已成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重要
舞台。在博览会龙头引领下，初步确立以能源合作
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
以核能、航空航天、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
的“1+2+3”中阿合作新格局。“聚焦经贸、科技拉
动、成果丰硕”的中阿合作已成为当前东西合作的
新典范。

　　目标远大前景光明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正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同处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
双方发展战略高度契合，两大经济体的相互依存度
与融合度大幅提升，共同深度参与国际体系转型和
全球治理。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已持续 40 多年，逐步探索出
一条世人瞩目的发展道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持续稳定发展将给全球各国带来更多合作机
会和实实在在的利好。在阿拉伯世界，以发展求稳
定逐渐成为主流认识，社会各界积极呼吁学习中国
在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方面的治理经验，各国政
府“向东看”趋向明显，热切希望夯实现有合作平
台，深化双向投资，加强经验共享，拉紧利益纽带，
扩大利益交汇，提升贸易水平，为中阿务实合作深
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对
于促进人类发展与社会进步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在
新的历史时期，相同的发展诉求，互补的经贸结构
把中阿命运更加紧密地连为一体，推动双方不断探
索新的合作方式与途径。回顾过去，中阿友谊硕果
累累；展望未来，中阿合作前程似锦。我们深切期
待 2019 第四届中国 - 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为世人带来
纷呈亮点，力推中阿合作更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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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极右翼政党州议会得票率飙
升 执政联盟受冲击

　　以反移民立场迅速崛起的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
党 9 月 1 日在两场州议会选举中取得惊人战绩，得
票率飙至往年的两三倍，引起执政联盟警惕。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领导的执政联盟内部
分歧不断，不少分析师预测德国选择党将在今后选
举中对执政联盟构成更大冲击。

　　【后起之秀】

　　德国东部地区萨克森州和勃兰登堡州 1 日举行
州议会选举。根据当天晚些时候发布的初步计票结
果，执政联盟内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虽
然分别拿下两场选举，但得票率明显低于往年；作
为后起之秀的德国选择党所获支持率飙升，在两个
州的得票数排名第二。
　　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向来把萨克森州视为“票
仓”，在这个州稳坐第一把“交椅”将近 30 年。今
年选举中，基民盟排名居首，但得票率仅为 32%，
比上一次 2014 年选举时减少 7.4 个百分点；德国选
择党的得票率则增至 3 倍，达到 27.5%。
　　按照德国选择党萨克森州分支领导人约尔格·乌
尔班的说法，“我们的支持率增幅刷新（本党）以
往最高纪录……这是我们打的最大一场胜仗”。
　　自 1990 年以来，社民党在勃兰登堡州选举中
保持不败战绩。今年选举中，社民党的得票率为
27.2%，排名第一；德国选择党为 22.8%，与上一次
选举相比翻了一番。

　　德国选择党 2013 年 4 月创建，6 年内跃升为德
国政坛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2017 年 9 月德国联邦
议院选举后，德国选择党成为最大反对党。这一极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反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反对德
国过多参与欧洲联盟事务。

　　【前景难料】

　　得知初步计票结果后，不少德国选择党人士欢
呼，举起酒杯“庆祝胜利”。在德国选择党领导人
爱丽丝·魏德尔看来：“基民盟和社民党遭受损失。
我们取得胜利，有可能触发德国执政联盟解体。”
　　围绕移民、税收和养老金政策，默克尔的中右
翼“联盟党”与社民党闹出分歧。这些政党打算今
年年底以前对是否继续结盟重新作评估，已有不少
社民党人士主张退出执政联盟。
　　一旦社民党退出，默克尔政府将沦为“议会少
数派”，触发两种可能情况：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或者联盟党另寻盟友、组建新的多数派政府。分析
师说，这两种情形都意味着不确定性，因而对期盼
稳定的德国民众而言“都不是理想选择”。
　　由于社民党在欧洲议会选举和不来梅州议会选
举中失利，党主席安德烈娅·纳勒斯 6 月宣布辞职，
社民党随后指派多人共同担任临时领导人。得知萨
克森州和勃兰登堡州选情后，社民党临时领导人之
一曼努埃拉·施韦西希本月 1 日表露担忧，提醒本
党人士对德国选择党的迅猛上升势头“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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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于执政联盟内部分歧的压力，默克尔去年底
把执掌 18 年的基民盟主席位置移交给安妮格雷特·克
兰普 - 卡伦鲍尔，承诺 2021 年结束本届任期后不再
出任总理。默克尔 2005 年出任德国总理，曾三次赢
得连任。（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