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新德里到伊斯兰堡，从伯尔尼到柏

林，5 月 19 日至 27 日，中国新一届政府总理

李克强首次出访选择了印度、巴基斯坦、瑞

士和德国四国。

这四国远近并举、亚欧并重，既有新兴

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有欧洲传统发达

国家；既有中国的近邻，也有中国的远朋。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龙兴春评

价说，展开世界地图，习近平主席自俄罗斯

而入非洲的出访路线，仿佛一记“右勾拳”，

李克强总理此次自印度而向欧洲的旅程，则

恰似“左勾拳”，中国的外交拳路日渐明晰，

体现了对地区平衡的高度重视。

龙兴春还指出，正在崛起的中国，在外

交上需要经济与政治的“组合拳”方能真正

打开局面。

而据中国外交部在总理出行前的媒体

吹风会上发布的消息，在李克强总理出访期

间，中国不仅会从增进政治互信方面与上述

四国同时发力，还将与有关各方签署经贸、

文化、教育、金融等领域的多份合作协议，推

动双边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取得务实突破。

对于李克强访印期间举行的经贸活动，

商务部副部长蒋耀平介绍说主要有 4 项，分

别是双方将签署有关经贸合作文件，举办首

届中印企业首席执行官论坛和中印商务合

作峰会晚餐会，中方投资贸易促进团也将同

期访问印度。

蒋耀平介绍说，近年来，中印经贸合作成

效显著。2012 年，中印贸易额达 665 亿美元，

中国成为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印度是中国

在南亚最大贸易伙伴。中印有望如期实现两

国领导人确定的到 2015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1000 亿美元的贸易目标。两国在工程项目合

作领域合作良好，印度已成为中国重要的海

外工程合作市场，双向投资稳步增长。

巴基斯坦在中国的外交语境里被称为

“全天候”伙伴。这种历久弥坚的传统友谊

为中巴扩大务实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巴

基斯坦是南亚国家中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

经济地位并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

家。目前，巴基斯坦是中国在南亚地区第二

大贸易伙伴、最大的投资目的地和海外主要

工程承包市场。近年来，中国和巴基斯坦的

双边贸易增速均保持在 20％以上。

据蒋耀平介绍，中巴在基础设施建设、能

源、水利、农业、矿产、电信等领域的合作仍在

不断推进，双边经贸合作 5年发展规划项目实

施进展顺利。李克强总理访巴期间，双方拟

签署 3个政府间有关经贸协议，中方投资贸易

促进团也将同期赴巴开展经贸促进活动。

关于访问瑞士，外交部副部长宋涛指

出，瑞士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具有独特作

用，中瑞建交 60 多年来，双方高层互访频

繁，经贸合作水平不断提升。瑞士也是最早

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与中国启动自贸

区谈判的欧洲国家之一。他透露，5 月 9 日

至 11 日举行的中瑞第九轮自贸协定谈判取

得突破性进展，两国关系面临新的发展契

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双方将签署一系

列合作文件，涉及经贸、金融、教育、文化及

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

宋涛还表示，中方欢迎瑞士在加强国际

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等方

面向中国提供有益经验，并愿与瑞士一道为

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

作为欧盟经济的“发动机”之一，德国因

成为李克强总理此访的最后一站而备受关

注。根据行程，访德期间，李克强总理将会

见德国总统高克，并与默克尔总理举行会

谈，双方将就中德、中欧关系及共同关心的

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两国总理

还将共同宣布中德语言年开幕。此外，李克

强总理还将出席中国商务部与德国经济部

共同举办的中德工商界午宴并发表重要演

讲。中德企业还将签署涉及汽车、机械、化

工、船舶等领域的经贸合作协议。

德国是欧盟大国，也是中国在欧洲最大

的经济合作伙伴，中德关系发展走在欧盟前

列，两国各领域合作显示出蓬勃生机。中国

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指出，德国实体工

业发展良好，尤其是研发能力和制造业发展

均衡。当前，中国正面临经济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和加快推进城镇化的任务，德国在这些

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中德在许多领域的合

作也值得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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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赴中国探商机：孑身以速达 群聚以致远

投资印巴特刊

详细报道见第 13—16 版

总理首访亚欧四国 务实合作有新突破

本期关注

新 闻 速 递

“非洲有句谚语：孑身以速达，群聚以致

远。如果你想走得快那就自己走，如果你想

走得远那就一起走。”5 月 19 日，纳米比亚共

和国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顾万德在郑州召

开的中国（中部）与非洲合作发展研讨会上

向中国企业邀商。

19 日，作为第八届中博会重要专项活动

之一的中国（中部）与非洲合作发展研讨会

在河南郑州举行，来自非洲国家的驻华使

节、5 位非方省部级官员以及从事中非经贸

服务的机构在此间聚首，探寻合作商机。

“在场各位中方企业家可能会问：为什

么要投资纳米比亚？”顾万德说，“在此，我可

以自豪地回答：纳米比亚政局稳定，和平的

环境很适合贸易投资。”

“我传递的信息是，纳米比亚已敞开双

臂并做好准备与中国朋友共谋商机。”顾万

德说，纳米比亚和中国一直维系着稳定发展

的经济纽带。过去的一年里，有更多纳米比

亚的企业来到中国，也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到

纳米比亚寻求商机。

南非约翰内斯堡议会副议长恩塔士·保

卢斯·恩索则直言：“到该投资的时候了。”他

明确表示，如果投资南非，首要目标应该是纺

织工厂，其次就是在当地买入好的农业用地，

当然，在当地进行农业生产也是可持续的。

针对非洲方面的邀商，中国贸促会经

济信息部副部长贾槐指出，非洲地区各国

之间在投资环境、政策法规、商业风险等方

面差别较大，如何选择合适的投资目的地

和投资项目，对中国企业而言是个不可忽

视的挑战。

而就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地走向南非，南

非约翰内斯堡市议会经济顾问兰斯洛特·塞

罗·祖玛表示，南非有很多可供中国公司投

资的项目和机会，中国企业值得一试。比如

约翰内斯堡的房地产项目急待中国的投资

商去投资，他们也需要建一些城市的管网系

统来促进城市发展。

华裔南非中华工商联合会会长陈裔桥

更是以自己在非洲生活 30 多年的经历现身

说法。他认为，非洲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就南非而言，有很多领域是值得中国人去投

资和开发的。“在我的眼里，那里可以说是遍

地黄金，只存在怎样弯下腰去捡的问题。”

■ 本报记者 静 安

经贸看台

贸易推广的专业媒体平台

官方微博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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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展会审批项目

仅涉及少数行业

港口库存高企 煤炭行业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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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度将成世界最大投资者

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全球发展展

望》报告显示，发展中国家有望在全球投

资中扮演重要角色。在 20 年内，一半的

全球股市资本将会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到 2030 年，中国和印度将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投资者。届时，发展中国家将会在

全球资本流动中占 47%至 60%的比重。

相比于现在 23%的比重，这是一个了不

起的转变。

日本提出经济增长新蓝图

近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了以

扩 大 企 业 设 备 投 资、农 副 产 品 出 口 倍

增、文化相关产业出口等为主的经济增

长新战略部分举措。根据他的设想，日

本政府将加大对企业投资的政策和资

金支持力度、鼓励农地集约化经营、增

加外国访日游客、促进日本文化产品和

产业出口等。

希腊出售机场港口铁路

作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最严重的

成员国之一，希腊正试图通过出售国有

资产走出窘境。刚刚结束访华行程的希

腊总理萨马拉斯不断呼吁中国企业参与

希腊国有资产私有化进程。据悉，2013

年，希腊计划启动 16 个项目的私有化程

序，私有化重点领域包括机场、水处理、

港口、铁路、电力等。

银行结售汇连续8个月顺差

人民币持续升值已经让不少外贸企

业“有单不敢接”，但这一轮升势还未结

束。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披露的数据显

示，4 月，国内银行代客结汇 1340 亿美

元，售汇 997 亿美元，结售汇顺差 343 亿

美元，这是自去年 9 月份以来银行代客

结售汇连续第 8 个月出现顺差，表明热

钱涌入压力不减。

699万毕业生冲击最难就业年

今年，全国毕业生数量达到历史最

高的 699 万人，比 2012 年增加 19 万人。

但是，据社会调查机构麦可思研究院对

近 500 家用人单位的统计，今年计划招

聘岗位数同比平均降幅接近 15% 。另

外，部分行业的起薪有所下调，行政管

理 、文 秘 等 专 业 的 起 薪 已 经 从 每 月

2200 元降到 1800 元。随着大学毕业生

就业季的到来，“最难就业年”的话题逐

渐升温。 （本报综合报道）

服务外包面临风雨洗礼

行业门槛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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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集中试水生鲜配送

冷链宅配市场前景可期

■ 师红垒

记 者 从 中 国 轻 工 业 信 息 中 心 发 布 的 数 据 获 悉 ，今 年 一 季

度，全 国 眼 镜 行 业 累 计 完 成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54.55 亿 元，同 比 增

长 16.43%；利 润 总 额 4.6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7.04% 。 其 中 ，外 资

企 业 、大 型 企 业 的 利 润 增 幅 较 大 ；出 口 额 10.58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29.35% ，美 国 和 中 国 香 港 仍 然 是 中 国 眼 镜 的 最 大 出 口

地 ；进 口 额 1.99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35.76%，意 大 利 是 中 国 眼 镜

最 大 的 进 口 国。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

“龙象之争将成龙象共舞？”随着中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踏上新德里的土地，这

种可能性正在增加。李克强总理履新后

的首访选择印度，密集的行程涵盖政治、

经济等各个领域。随着议程的推进，总理

访印话题不断在微博平台上引起热议。

@人民网：【辛格两天两次与李克

强总理会见会谈】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

不到 24 小时，印度总理辛格与李克强总

理举行了两次长时间会见会谈，这在国

事访问中是罕见的安排，双方都强调加

强中印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李克

强总理表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是

亚洲之幸、世界之福。

@中国新闻网：【中国总理们的印

度故事】中印关系曾经可以用“亲密”来

形容，但之后即陷入为时不短的紧张状

态。当前，两国建立起了较为良好的外

交和经济关系。这种局面的形成，离不

开两国高层的共同努力，其中自然包括

中国历任总理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新国际：【李克强：中印播下的共

识种子一定会结出硕果】在出席印度总

理辛格举行的欢迎仪式后，李克强对中

外记者说，我到印度访问已过了近 1/3

的时间，成功的开始预示着访问必将成

功，更重要的是，中印两国在这里达成

的共识、播下的种子将会发芽壮大，成

为硕果。

@中国日报：【中印打造亚洲合作

新亮点】在会见辛格总理后见记者时，李

克强总理说，中印两国拥有超过世界 1/3

的人口，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两国互补

给亚洲和世界带来繁荣和发展的巨大动

力。我们希望中印合作能成为亚洲合作

的新亮点、世界增长的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