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9 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鄭慧欣 版面設計：美術部 2015年1月9日（星期五）

十年達2500億美元
中國大舉注資拉美

首屆中拉論壇部長會北京開幕

中國與拉共體33國築合作平台
中國－拉共體論壇是中國和拉共體成員國的政府間
合作平台，它的成立實現了中國與發展中國家整體合
作機制的全覆蓋。
拉共體，是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的簡稱，正式
成立於2011年12月，是目前唯一涵蓋所有33個拉美
和加勒比獨立國家的地區組織。
2013年以來，習近平主席多次同拉共體成員國領導人
舉行會晤，就推進中拉整體合作廣泛深入交換意見，達成
重要共識。2014年7月，習近平主席訪問拉美期間，雙方
共同宣佈建立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的中拉全面合作夥伴關
係，正式成立中拉論壇並盡早舉行首屆部長級會議。
中拉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8至9日在北京舉行，會議
主題是「新平台、新起點、新機遇——共同努力推進中
拉全面合作夥伴關係」。中國和拉共體成員國及地區組
織外長或代表、中方相關部門負責人等500餘人出席。

■記者葛沖整理報道
拉共體33個正式成員：
安提瓜和巴布達、阿根廷、巴哈馬、巴巴多斯、伯

利茲、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哥斯達黎
加、古巴、多米尼加、多米尼克、厄瓜多爾、薩爾瓦
多、格林納達、危地馬拉、圭亞那、海地、洪都拉
斯、牙買加、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馬、巴拉圭、
秘魯、聖盧西亞、聖基茨和尼維斯、聖
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蘇里南、特立尼
達和多巴哥、烏拉圭、委內瑞拉。

■資料來源：中國外交部

在昨日開幕式上，習近平發表題為《共同譜寫中拉全
面合作夥伴關係新篇章》的重要講話。他指出，中

拉論壇是一個新生事物，猶如一株破土而出的嫩苗，要
茁壯成長為參天大樹，需要雙方精心培育。這次會議的
成果將集中反映雙方對推進中拉全面合作夥伴關係的政
治共識，確定今後5年中拉開展整體合作的重點領域和
具體措施，並為論壇建章立制。

積極推進中拉文化交流
去年7月，習近平在中拉領導人會晤期間提出的中拉

基礎設施專項貸款、優惠性質貸款和中拉合作基金等一
系列合作倡議。習近平昨日介紹，目前這些倡議正在得
到積極落實。中方已着手落實5年內向拉共體成員提供
6,000個獎學金名額和6,000個來華培訓名額，以及邀請
1,000名拉美政黨領導人訪華計劃和中拉青年領導人千人
培訓計劃。中拉科技夥伴計劃、中拉青年科學家交流計
劃、2016年中拉文化交流年相關工作也在積極推進。

冀10年內貿易達5,000億美元
就中拉論壇未來發展，習近平昨日提出堅持平等相待的
合作原則、堅持互利共贏的合作目標、堅持靈活務實的合
作方式、堅持開放包容的合作精神4點意見（詳見表）。
習近平指出，現在，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常態，今

後一個時期將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這將給包括拉美和
加勒比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提供更多市場機遇、增長機
遇、投資機遇、合作機遇。中拉要共同努力，實現10年
內中拉貿易規模達到5,000億美元、中國在拉美地區直接
投資存量達到2,500億美元的目標。
據國際在線報道，21世紀以來，中拉貿易總額以幾何

倍數增長，從2000年的 126億美元飆升至2013年的
2,616億美元。拉美地區還是中國企業投資的熱土，截至
2013年底，中國對拉美投資累計超過800億美元，佔中
國境外直接投資額的13%。

中拉未來五年合作規劃將出台
這次會議將通過《中拉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北京宣

言》、《中國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合作規劃
（2015-2019）》、《中拉論壇機制設置和運行規則》3
個成果文件，將就中拉務實合作提出具體目標以及實現
的辦法和路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

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論壇（中拉論

壇）首屆部長級會議昨日在北京開幕。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他重申，中拉要

共同努力，實現10年內中拉貿易規模達到

5,000億美元、中國在拉美地區直接投資存量

達到2,500億美元兩大目標。此外，中拉未來

五年合作規劃有望在此次會議上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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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企加速佈局拉美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中拉論壇開幕

式致辭中提到，中方倡導的「1＋3＋6」務實合作框架內，
雙方積極制定未來5年合作規劃，全速發動貿易、投資、金
融合作三大引擎，能源資源、基礎設施建設、農業、製造
業、科技創新、信息技術六大領域一批重大合作項目已經或
正在形成。據中新社報道，習近平關於推進中拉能源合作的
表態，令一些中國電力企業決定加快佈局拉美，中國電建集
團「已經在這片區域做好更加宏偉的佈局」。
事實上，中資企業在拉美已承建了一批知名電力項目，包
括中國電建集團承建了厄瓜多爾辛克雷水電站，葛洲壩集團
進入拉美五六年間，參與十多個項目，簽約數十億美元。中
工國際承建的委內瑞拉比西亞火電站也於2013年開始發電。
為了順利抓住拉美的新商機，中國企業家們希望在簽證、投
資環境上能獲得更多利好。

中企急需創新投融資
資料顯示，在習近平去年訪拉期間，中方宣佈實施200億

美元中拉基礎設施專項貸款。目前，由承包方協助業主籌
資，甚至由承包商墊資承包或介入項目投資，已日益成為大
型工程承包的主流模式。業內人士認為，中資企業要深入佈
局拉美，急需創新投融資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網報道，由中國企業
斥資約80億美元打造的「新城」日前在南非約
翰內斯堡莫德方丹（Modderfontein）地區開
建。目前正進行道路鋪設，並有300棟住宅樓
在建。
這一佔地1,600公頃的「新城」被當地媒體
喻為「南非版曼克頓」，將包括辦公樓、工業
園區，以及可容納10萬人的住宅區、學校、圖

書館和娛樂中心。預計整體工程需10至15年
的時間。
中國企業上海證大集團在2013年標下這片土

地，其董事長戴志康決心將它打造為「非洲版
紐約」，並在當時的記者會上表示新城「未來
將成為全非洲的中心」。開發項目將首先投入
30億蘭特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最初的工程主要
是包括道路、住房和學校的建設。

■■中國—拉共體論壇首屆部長級中國—拉共體論壇首屆部長級
會議昨日在北京開幕會議昨日在北京開幕。。 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親切會見與會外國領導人及各代表團團長並合影留念習近平親切會見與會外國領導人及各代表團團長並合影留念。。新華社新華社

■南非約翰內斯堡莫德方
丹新城構想圖。 網上圖片

■■習近平與拉共體輪值主席國哥斯習近平與拉共體輪值主席國哥斯
達黎加總統索利斯達黎加總統索利斯、、候任輪值主席候任輪值主席
國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國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委內瑞拉委內瑞拉
總統馬杜羅和加勒比共同體輪值主總統馬杜羅和加勒比共同體輪值主
席國巴哈馬總理克里斯蒂等貴賓出席國巴哈馬總理克里斯蒂等貴賓出
席開幕式席開幕式。。 中新社中新社

中拉互補互利中拉互補互利 非非抄抄「「美國後院美國後院」」

中企投80億美元 打造「南非版曼克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拉論壇首
屆部長級會議8日至9日在北京舉行。外界分析認
為，中國主辦與拉美國家的合作論壇，顯示中拉互補
互利，以及中國正調整姿態，加強與「美國後院」的
關係。不過，專家亦強調，美國無需以「後院被抄之
心」揣測中國的目的，因為中國之所以受到拉美國家
的歡迎，是良性的經濟多元化過程，既對拉美有利，
也對美國有利。

雙方選擇各自為合作夥伴
在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拉美所所長吳洪英看

來，中拉有着相同的發展任務，也有着相同的歷史命
運，對一些重大國際問題的看法也相似。
「中方將拉美看作『潛力股』，拉美將中國看作重

大發展機遇，很多國家都想搭中國的快車。雙方天然
地選擇各自為合作夥伴。」吳洪英說。
根據聯合國拉美經委會測算，中國經濟每增長1個
百分點，將拉動拉美經濟增長0.5個百分點。專家指
出，中國已成為拉美國家經濟增長的引擎。
阿根廷亞洲與阿根廷研究所經濟學家古斯塔沃·吉

拉多認為，與歷史上同歐美國家不對等的經貿關係相
比，中拉間的南南合作模式更加注重彼此的長遠發展

需要。

拉美設法擺脫美國主導
英國BBC引述中國國際與金融學會經濟學家趙昌

輝指出，中國需要該地區的大宗商品和資源；同時，
該區國家正設法擺脫美國主導的傳統地緣政治。
美國一直將拉美視為「自己的地盤」。

不過，知名評論員邱林撰文指出，作為當
事方的拉美國家並不認同中國進入拉美是
與美國「對抗」說法，它們希望與中國合
作，而不是過於依賴一個強大的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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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專家：輸出中國技術 提高拉美國家生產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多位海外專家

認為，中拉經貿合作實現跨越發展，中拉論壇
這一合作新平台將帶來新動能。
委內瑞拉經濟學家洛佩斯表示，中國有製造

和科技優勢，而拉美有豐富的自然和土地資
源，雙邊合作不僅迅速提高了拉美國家的生產
力，改善了當地人民生活，也實現了中國產品
和技術輸出，可謂雙贏。
厄瓜多爾博爾赫斯研究所所長法爾科尼認

為，當前國際油價大幅下滑對拉美產油國經濟
造成衝擊，在此背景下，拉美更應積極爭取中

國的資金和技術支持，增加同中國的貿易往
來。
歐洲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埃里克松則

稱，中國正在全面深化改革，產業鏈升級帶來
的利好將帶動拉美共同發展。
印度尼赫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國研究中

心主任瓦拉普拉薩德則指出，目前中拉合作呈
現出新特點，論壇討論基建、製造業、金融等
領域合作，既有助於中國企業和優勢產業打入
拉美市場，拉美各國也能借助中國強大的製造
能力和巨大的外匯儲備。

■■習近平出席中拉習近平出席中拉
論壇開幕式並發表論壇開幕式並發表
重要講話重要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1. 堅持平等相待的合作原則和友好協商、共同建設、共
享成果的理念，打牢整體合作的政治基礎。

2. 堅持互利共贏的合作目標，牢牢把握共同發展的主旋
律，爭取早期收穫，實現「1加1大於2」的效果。

3. 堅持靈活務實的合作方式，通過雙多邊渠道開展形式
多樣的合作，實現優勢互補。

4. 堅持開放包容的合作精神，充分考慮相關各方不同的
利益訴求。

■記者葛沖整理報道

習對論壇未來4點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