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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日前宣布，愿通过商签共同

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对 53 个

非洲建交国实施 100%税目产品零关税

举措，同时为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对华

出口提供更多便利。这不仅体现了中

国对非合作的提质升级，更成为落实

全球发展倡议的生动实践，将为非洲

国家带来宝贵的市场准入机遇和发展

动能。

近年来，中国持续面向非洲国家

扩大市场开放水平，推动非洲优质产

品对华出口，为非洲国家共同发展提

供广阔空间。这些举措大幅降低了非

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关税门槛，提

高了非洲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同时也

惠及广大非洲民众。自去年 12 月 1 日

起，中国给予包括 33 个非洲国家在内

的 所 有 同 中 国 建 交 的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零关税政

策自启动至今年 3 月，中国自非洲最不

发达国家的进口额达 214.2 亿美元，同

比增长 15.2%。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中非各领域

合作正在协同推进、相得益彰。今年 6

月发布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

落实清单》显示，自去年 9 月北京峰会

以来，中非间落实的成果涉及 10 大类、

35 项。多个领域内的合作呈现出新趋

势、新特点。

在农业领域，中国向不同国家提供

有针对性的作物种植项目，如启动刚果

（布）、肯尼亚、尼日利亚、加纳木薯绿色

高效生产加工技术示范，继续援助中

非、津巴布韦、坦桑尼亚、南苏丹等国菌

草技术项目，还向部分国家提供农机等

配套设备。这意味着中非农业合作进

一步提质升级，根据当地民众的具体需

求提供组合式支持，援助内容更加精

准。

在卫生健康领域，中方接力派遣

医务人员赴非为民众提供诊疗服务，

并加入霍乱疫苗与猴痘防疫物资的定

向援助。这在以往多聚焦疟疾等疾病

治理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拓展了应急

公共卫生援助的广度。此外，中国还

推动非洲“微创医学”计划，向津巴布

韦、坦桑尼亚推广，并筹备建立中非医

院联盟及中非联合医学中心。这些事

实充分表明，中非卫生健康合作正由

传统的“医院援建+医疗队支援”模式

转向“技术驱动、体系共建”的全面立

体合作。

绿 色 发 展 一 直 是 中 非 合 作 的 亮

点。近年来，中国持续推进非洲清洁能

源项目，设立了中非绿色产业链专项资

金，首批 7 个项目已获批。双方还积极

利用新技术赋能产业建设，大力推进约

600 个“小而美”项目，涵盖互联互通、

减贫惠农、医疗卫生、绿色发展、数字经

济、人文交流等主要领域。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当前，中非

合作正从“愿景蓝图”转化为“现实图

景”。中非各领域合作充分将发展优

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

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的理

念转化为具体行动，起到了全球性示范

作用。在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的道路

上，双方将共同打造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的样板，谱写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

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

非洲研究所）

上图：前不久，由中国土木和中铁

十五局联合承建的非洲最长矮塔斜拉

桥坦桑尼亚马古富力大桥项目正式建

成通车。

新华社发

中非合作打造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样板
■田牧野

新华社阿塞拜疆汉肯德 7月 19 日

电 （记者钟忠）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

19 日高度评价阿中关系，表示中国是阿

方重要战略伙伴。

阿利耶夫是在阿塞拜疆汉肯德市开

幕的第三届舒沙全球媒体论坛上回答新

华社记者提问时作出这一表述。他回顾

了近期双边关系中的重要事件，包括与

中方签署的两项关键文件，分别是 2024

年签署的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

声明和 2025 年签署的关于建立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标志着两国

之间相互信任已达到很高水平。”他说。

阿利耶夫强调，阿塞拜疆尊重中国

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一个中国

政策。

阿利耶夫谈及与中方官员在各层级

开展的积极对话，认为“两国合作前景广

阔”。他指出，阿中民间交流正在增加，

这得益于中国同阿塞拜疆签署互免签证

协定，“将促进学生、企业家和公民之间

的联系”。

阿利耶夫重申阿塞拜疆对“一带一

路”倡议的坚定支持，并表示阿塞拜疆已

建成必要的交通和物流基础设施以促进

互联互通。

他指出，阿中贸易和运输往来正在

迅 速 增 长 ，相 信 未 来 几 年 将 呈 倍 增 态

势。此外，包括“中间走廊”在内的新运

输通道将进一步增加经阿塞拜疆的货

物流量，并强化其作为东西方纽带的作

用。

他表示，阿中能源合作也在不断深

化，中国企业正积极参与阿塞拜疆太阳

能和风能等绿色能源领域的建设。

7 月 19 日，为期三天的第三届舒沙

全球媒体论坛在汉肯德市拉开帷幕，本

届论坛主题为“数字化转型：增强人工智

能时代的信息和媒体的持续力”。

阿塞拜疆总统：中国是阿方重要战略伙伴

7 月 15 日，日本正式发布 2025 年

版《防卫白皮书》，凸显其危险动向。

新版《防卫白皮书》不仅详细阐述构建

“能战机制”相关举措、着重展示与外

军进行联合演训情况，还大肆渲染“中

国威胁”，为其军事松绑寻找借口，引

发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

深切担忧。

构建“能战机制”。新版《防卫白

皮书》开篇就介绍了日本今年 3月新组

建的统合作战司令部。此前，日本自

卫队仅能临时根据任务需求成立较小

规模的多兵种联合部队。该司令部成

立后，不仅将在平时一元化指挥陆、

海、空自卫队以及外空、网络战力，还

能在战时根据情势变化迅速构建灵活

的军事态势、根据作战全局安排兵力，

以有效地开展大规模跨域作战。值得

关注的是，去年以来大幅扩权的驻日

美军司令部，也将成立专司与统合作

战司令部合作的部门，以提高美日两

军战时高效决策和应对能力。此外，

新版《防卫白皮书》还以相当篇幅介绍

了日本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计划。

2025 财年，日本将部署射程约 1000 公

里的改进型 12 式反舰导弹（陆基型），

并开始量产该导弹的海基型和新型潜

射导弹，继续生产超高速滑翔弹，进口

“战斧”巡航导弹、JASSM-ER 空射巡

航导弹和 JSM 联合打击导弹等。在短

期内计划装备如此多种武器，不难看

出日本发展远程攻击作战能力的野

心。

谋求“灵活威慑”。与以往不同的

是，新版《防卫白皮书》用更多篇幅介绍

了 2024财年日本自卫队与外军的联合

演训情况，并称“有效实施联合训练，可

展示日美一致的意志与能力，起到威慑

效果”。比如，2024 年 6 月和 11 月，日

美韩两次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多域演

习，演练内容涵盖海上反导、反潜作战、

防空作战、海上拦截、网络防御等；同年

12 月，日美澳开展“山樱 87”大规模指

挥所演习，演习内容为“岛屿防卫作

战”……日本突出展示这些联合军演，

意在对外展示“日美+X”多边军事合作

机制仍在正常运转，而且未来将继续强

化与“志同道合国”的军事合作，以谋求

对所谓战略对手进行“灵活威慑”。

渲染“中国威胁”。除老调重弹称

日本面临“二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安

全环境”、称中国为“前所未有的最大

战略挑战”外，新版《防卫白皮书》还诬

称中国“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编

造中国军力对日本的“危害”。更值得

警惕的是，日本罔顾台湾是中国一部

分的事实，企图在台湾问题上指手画

脚，妄称“台海局势稳定事关我国安全

和国际社会稳定”。日本大肆炮制虚

假叙事，不过是为其搞“以台制华”、鼓

动相关国家与中国对抗的行径进行辩

护，进一步凸显了日本干预地区事务

的险恶用心。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也是台湾

光复 80周年。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中国

和亚洲邻国带来深重灾难，如今其非但

不认真反省，反而再次表现出扩张军备

的危险态势，严重违背日本“和平宪法”

和“专守防卫”原则，严重破坏战后国际

秩序，给亚太地区和平安宁带来重大挑

战。日本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在军事

安全领域谨言慎行，并停止对华抹黑指

责，切实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和

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以实际行动推

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

究院）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暴露危险动向
■徐永智

墨西哥众议长塞尔吉奥·古铁雷斯

日前在首都墨西哥城接受新华社记者专

访时表示，墨中关系基于高度相互尊重

与深度互利合作，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

拓展在科技创新、旅游、教育、人文交流

等领域的合作。

今年 5 月，古铁雷斯率团访华。他

回忆说，访问期间双方立法机构代表进

行了富有成效的会晤。代表团还参访了

长城、兵马俑等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的名胜古迹，亲身感受中国悠久文明。

“尽管地理上相距遥远，但墨中两国

联系正日益紧密。”古铁雷斯说，“墨中都

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深厚的文

化底蕴赋予两国人民强烈的身份认同。

这种文化根基不仅增强民族自信，也为

两国发展成为受世界尊重的国家奠定基

础。”

古铁雷斯赞赏中国近年来在科技创

新领域取得的成就。他表示，从新能源

汽车研发到环保技术应用，从人工智能

突破到太空探索计划，中国在诸多领域

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这将为全人

类带来福祉。

谈及未来双边合作，古铁雷斯重点

提到教育交流。他期待更多墨西哥学生

能到中国学习交流，感受中国优质的教

学质量。

采访中，他还热情地向中国游客推

荐墨西哥海滩、历史遗址、美食文化等。

“墨西哥是全球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

我想邀请中国朋友们来墨西哥看看。”

7 月 18 日，由新华通讯社和墨西哥

联邦众议院主办的“国社之镜·世纪光

影 ”新 闻 摄 影 展 在 墨 西 哥 城 开 展 。 古

铁 雷 斯 表 示 ，墨 西 哥 众 议 院 非 常 欢 迎

举 办 此 次 展 览 ，并 积 极 邀 请 墨 各 界 人

士参观。未来希望与中国等各国举办

摄 影 、绘 画 、雕 塑 等 各 类 展 览 ，推 动 文

化交流。

（新华社墨西哥城 7月 19日电 记

者吴昊、翟淑睿）

墨中关系基于高度相互尊重与深度互利合作
—访墨西哥众议长古铁雷斯

本报北京7月 20日电 记者李姝睿报道：7 月中下旬，中国与越南将在广西举行“携手同行-2025”陆军联合训练。这是中越

双方首次开展陆军联训，以“边境地区联合执勤训练”为主题，加强边境执勤经验互学互鉴，进一步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中越将举行“携手同行-2025”陆军联合训练

近日，我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和快反分队与多国维和部队开展联合演练，有效检验了遂行联合行动能力。图为维和官

兵在演练中。 陆振宝摄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境外团组观展参会是上届 2 倍多、

首发首展首秀增长 67%……20 日闭幕的

第三届链博会带来强大“朋友圈”：75 个

国家和地区的 650 余家参展商与 4.2 万

家上下游企业建立合作联系。据不完全

统计，现场共签署合作协议、达成合作意

向超过 6000 项。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

来”为主题。2 年多来，链博会已成为中

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平台、全球

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国际范更足、创

新味更浓、链接度更高，透过链博会，中

国以持续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的

开放姿态，致力共建繁荣未来。

“链”上相逢，“手拉手”找朋友——

本届链博会上，172个境外团组观展

参会，是上届的 2.2倍；70多场专题活动助

力企业找朋友伙伴、应用场景、解决方案；

线上线下观众人数超过 21 万人次，比上

届增长 5%。各国展商谈生意、聊合作，供

应链上中下游企业携手谋求共同发展。

利用链博会平台，各国企业织密“合

作网”、拓展“朋友圈”。生物制药公司诺

和诺德携手国药物流优化药品供应链管

理；星巴克中国和远景科技集团将共同

构建供应链碳管理平台；湛江国联水产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同百胜中国签署罗非

鱼采购合作意向书……这些成为链博会

上开放合作的生动注脚。

“链”动创新，“肩并肩”聚动能——

创新是链博会的底色，也是生命力

所在。本届链博会上，参展商首发首展

首秀 152 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比上

届增长 67%。

在霍尼韦尔展台，一套由中国本土团

队研发制造的智能船舶解决方案受到关

注，这是企业在会上首发的自动化新品。

“扎根中国 90年、连续 3年参加链博会，中

国已成为我们企业创新和发展的核心引

擎。”霍尼韦尔中国总裁余锋说。

链博会上，创新成果如何“从知识到

技术”“从产品到市场”，真知灼见在这里

碰撞，产学研用实践探索在这里汇聚。

在首次设立的创新链专区，国家知识产

权局“专利盘活系统”、同方威视“带图入

企”模式、启迪控股“七步孵化法”等吸引

与会者驻足，寻求供应链创新合作的“最

优解”。

“链”通世界，“心连心”享机遇——

中国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互利共

赢，世界有目共睹。

参加链博会的每一个国家，都代表

着这个网络中一个关键链条。南方国家

的热情参展，生动展示中国“和合共生”

“同球共济”的共赢理念。

在南非国家展区，约 30 家企业推介

制造业、新能源等领域合作机会；塞尔维

亚工商会组织 13 家企业参展，涵盖软件

开发、智慧物流等应用场景；来自卢旺

达、莫桑比克等最不发达国家的机构和

企业展示当地特色产品……

“ 热 切 盼 望 着 明 年 继 续 参 加 链 博

会！”墨西哥驻华大使馆贸易和农业事务

专员阿兰萨苏·巴燕说，墨西哥和中国是

亲密的伙伴，在创新创造和技术研发等

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据悉，GE 医疗、西门子等 102 家企

业和机构已在 20 日上午签署参展协议，

提前拿到第四届链博会“入场券”。

架起合作之桥，凝聚创新之力。更

多期待正在链博会悄然生长，这方舞台

将持续联结世界，中国也将与各国伙伴

共赴发展新约。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20日电 记者

张晓洁、邹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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