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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交流架起共同繁荣之桥

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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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在京举行——

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新动力
本报记者 徐 胥 杨啸林 王一伊

沙 特 与 印 尼 经 贸 关 系 持 续 升 温
本报驻利雅得记者 罗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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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

罕默德·本·萨勒曼接见了到访的印度

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双方共同主持

召开了沙特—印尼最高协调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两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了双

边经贸关系的紧密性，并一致认为应

进一步加强合作，特别是在两国共同

优先发展的重点领域，支持私营部门

建立伙伴关系，充分对接沙特“2030

愿景”与“黄金印尼 2045”愿景，推动

多领域合作深入开展。

本次访问期间，两国签署总价值

270 亿 美 元 的 合 作 协 议 与 谅 解 备 忘

录，涵盖清洁能源、石化、医疗保健、能

源供应链、制药及健康技术等领域。

其中，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

（ACWA Power）与印尼主权财富基

金“达南塔拉”、印尼国家石油公司签

署了谅解备忘录和合作协议，内容包

括清洁能源项目的投资和开发等。项

目总资金达 100 亿美元，助力印尼实

现能源转型目标，即到 2034 年使可再

生能源在总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提升至

34% ，到 2060 年 使 该 比 重 提 升 至

87%。ACWA Power 副董事长兼董事

总经理拉阿德·萨阿迪称，该合作体现

了对印尼的承诺，支持印尼实现能源

和水资源长期安全目标，建设可持续

的、更加绿色的未来。

近年来，沙特与印尼经贸关系持

续升温。据统计，2024 年两国非石油

贸易额约为 33 亿美元，较 2020 年增长

14.5%，过去 5 年两国双边贸易总额约

315 亿美元，沙特已经成为印尼在该

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此外，沙特

在印尼的 113 个发展和人道主义项目

中投资了超过 6.69 亿美元。去年 9 月

和今年 2 月，沙特所参与的海湾合作

委员会与印尼举行了两轮自由贸易协

定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根据两国领导人发表的联合声

明，沙特和印尼下一步将加强数字经

济、司法、教育、劳务、旅游、工业、农业

及航空互联等领域的合作。在经贸领

域，双方认为深化以下合作至关重要：

在能源产业方面，一是继续拓展

传统能源合作。加强原油及其衍生

品、石化产品的供应，开发炼油和石化

领域的投资机会，开展创新应用合作，

实现环境可持续性，推动在下游应用

和技术方面具有环境和经济优势的项

目。加强能源领域供应链的开发，促

进两国企业间合作，以最大程度地利

用两国资源，提升能源供应的灵活性

和效率，支持相关产业发展，构建更具

韧性和包容性的供应链体系。二是积

极探索清洁能源合作。加强可再生能

源及储能项目的开发，推动双方企业

参与项目实施，鼓励技术转移、能力建

设及联合研究，以支持两国的能源转

型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

在节能环保方面，一是加强能源

效率与节能合作，通过交流和借鉴最

低能耗性能标准（MEPS）和能源管理

的实践经验，鼓励双方企业开展联合

节能项目，并通过培训和研讨会加强

能力建设。二是加强国际气候政策合

作，以“聚焦排放而非聚焦能源来源”

为原则，推动碳循环经济（CCE）模式

的应用，以实现经济可持续的减排目

标，并通过交流跨境碳运输系统方面

的专业知识与信息，在碳捕集、利用与

封存（CCUS）及相关技术领域确定合

作方向。

在矿产资源方面，开展地质勘查、

采矿、加工、矿石评估以及与矿产资源

相关的其他科学课题的经验交流。

此外，双方同意在能源领域推动

创新与新兴技术应用合作，如人工智

能，并致力于营造有利于相关技术发

展的环境。双方还强调了通过经验交

流、知识共享和实践推广，共同合作开

发碳循环经济和清洁氢能的应用和技

术的重要性。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国际舆论场

中“文明隔阂”“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观

点论说不一。7 月 10 日，在全球文明对话

部长级会议上，各国嘉宾通过分享践行全

球文明倡议的生动故事，共同传递出清晰

而坚定的信号：所有文明成就都是人类社

会的共同财富，深化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

鉴，将为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实现共同繁荣

架起桥梁。

文明交流促进发展相通。“这是一条

‘幸福路’，也是一条‘文明路’。”北京交通

大学肯尼亚留学生卡里乌在会上介绍中企

承建的蒙内铁路时这样表示。2017 年蒙

内铁路通车后，中肯铁路合作并未止步。

在“一带一路”国际人才联合培养项目支持

下，包括卡里乌在内的 100 名肯尼亚学生

得以赴华交流学习铁路技术与管理经验，

把中肯“授人以鱼”的合作升级为“授人以

渔”的能力建设。当前，在共建“一带一路”

框架下，鲁班工坊等人才与教育交流机制

日益完善，类似的交流通道不断向共建国

家开放。这些文明交流合作不仅帮助发展

中国家打破了关键技术与知识壁垒，实现

了经验与能力的共享，更让发展成果直接

惠及更多人民，助力他们的人生也驶入发

展的“快车道”。

文明交流带来机遇共享。中国丹麦商

会全国创始会长李曦萌在中国生活了 30

多年，是一位“中国通”，也是中丹友谊使

者。多年来，李曦萌和中国丹麦商会一直

致力于架起一座了解中国的桥梁。李曦萌

表示，文明之间存在差异，但中国丹麦商会

与中国政府保持积极沟通，既反映会员企

业 发 展 诉 求 ，也 为 促 进 双 方 合 作 建 言 献

策。“我亲身参与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

践。”李曦萌表示，中国始终以开放态度听

取来自广泛群体的声音和想法，其中也包

括外资企业。李曦萌的经历表明，当不同

文明背景的企业家能在开放包容的环境中

深入交流，了解彼此的发展理念、市场规

则、商业文化，巨大的发展机遇便随之涌

现。这种基于规则和互信的文明交流，极

大降低了跨国合作的交易成本，激发了市

场活力，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注入

了文明的力量。

文明交流奠定共同繁荣。美国“鼓岭

之友”召集人穆言灵在会上介绍了延续百

年的“鼓岭之友”故事。1992 年，一位

美国遗孀在中国政府帮助下实现了丈夫梦

回故土的心愿。如今，中美青少年以此情

为寄托，通过共绘画卷、合唱和平歌曲等

活动延续两国友谊。穆言灵表示，尊重、

关爱与和谐共处，是鼓岭精神的真谛。这

也正是全球文明倡议所倡导的，通过交流

理解建立友谊，通过民心相通铸就和平。这样的故事在中美两国人民中

间，乃至世界不同国家人民中间还有很多。在当下冲突与对抗加剧的世

界中，这种源自民间的共情，让各国人民友谊像鼓岭上的千年柳杉一样

茁壮成长，生生不息，为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提供了最深厚、最持

久的精神支撑。

一段段文明交流互鉴的佳话，正汇聚成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磅礴力

量。不久前，世界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迎接和庆祝首个联合国

“文明对话国际日”。2024 年，第 78 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等 83 个国

家提出的决议，将每年 6 月 10 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这不仅彰显

了世界各国人民推动文明对话、促进人类进步的普遍愿望，也是中国提出

的全球文明倡议的又一重要实践。

本次会议再次以务实对话，凝聚起文明交流互鉴的广泛精神共识。

以此为契机，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人类文明进步一边的中国，将继续与世

界携手同行，焕发文明的光彩，涌动发展的活力，赓续和平的伟业，书写人

类社会共同繁荣的崭新篇章。

7 月 10 日至 11 日，由中共中央宣传

部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共同主办的全

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本

次会议主题为“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 共

促世界和平发展”，来自约 140 个国家和

地区的政界、文化界、教育界人士等 600

余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共议和合共生之

道，共绘和平发展图景。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在当前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不确定不稳

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本次会议的举行架

起了融通中外的文明之桥，开启了交流互

鉴的团结之窗，彰显了中国方略、中国方

案的胸怀与担当，将推动全球文明倡议落

地落实，也将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澎湃

动力。

构建开放包容世界

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

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对推动平等

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

球化具有积极意义。

在论坛开幕式上，印度尼西亚民主斗

争党总主席、前总统梅加瓦蒂忆及 1955

年亚非会议时语气激昂，“今年是标志着

亚洲和非洲各国在印尼万隆市以团结和

独立精神凝聚在一起的 70 周年，这一历

史 性 时 刻 即 大 家 熟 知 的 1955 年 万 隆 会

议。万隆会议不仅是印尼民族历史的一

部分，更是至今仍深刻影响世界文明进程

的重要篇章”。

“我将中国视为值得效仿的典范。”梅

加瓦蒂坦言，这个曾参与亚非会议的国

家，如今已崛起为全球政治经济强国。其

发展历程印证了全球南方国家——那些

曾被视作“边缘地带”的群体完全有能力

成为世界格局的核心力量。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表示，当前部

分国家回归零和思维，世界各地战争与对

立不断重复上演，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

高举和平发展旗帜，通过共建“一带一路”

联通世界，以各种全球性倡议推动各国实

现发展，增进相互理解，特别是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超越霸权逻辑，承认文明多样

性，为全球治理注入可持续的东方力量。

“莱索托有句古话：‘智慧不存在于一

个家庭中，而在所有家庭之中。’莱索托高

度赞扬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以及推

动联合国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的举动。

文明交流对话不仅是一个概念，也是人们

生存的必需品。”莱索托外交部常秘波利

卡普表示，当今世界依然存在分裂和不平

等现象，推动文明对话交流在当今世界极

为必需。经济全球化不仅是商品、人力等

资本的交换，也应当是思想价值和文化的

交流，各国应该凝聚起更多包容发展的共

识，接纳世界上的不同智慧和文明成果，

而不是强加单一的模式。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总书记

本穆巴拉克表示，开展文明对话的条件是

承认他者，这里的承认并不代表完全一

致，而是尊重差异性、合理性。文明对话

应基于创造性的互动，以开放态度探索共

识。古丝绸之路架起了世界人民交流的

桥梁，如今中国又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以及三大倡议，为构建多极化的世界提

供了智慧和方案。

巴勒斯坦人民斗争阵线政治局秘书

长阿卢什表示，不同文明始终是人类创新

的重要源泉，文明对话是人们互相理解的

支柱。要推动实现世界和平，最重要的目

标就是在不同文化人民之间搭建起桥梁，

破除误解，增进互相理解。“联合国大会通

过中国提出的决议，把每年 6 月 10 日定为

‘文明对话国际日’，这体现了国际社会超

越分歧的真诚意愿。中国倡导并提出全

球文明倡议，我们期待中国能够发挥更大

作用。”

促进全球发展繁荣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如何以

文明互鉴促进全球更好的发展是与会嘉

宾普遍关心的问题。

“不同国家之间的文明对话活动，无

论何时都是实现世界繁荣发展的强大力

量。”马里手工业、文化、旅馆业和旅游部

部长马穆·达飞介绍，公元 8 世纪到 15 世

纪，撒哈拉地区已经形成庞大的商贸网

络，该地区的人们依托这一网络开展频繁

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如今是全球化

时代，世界是一个“地球村”，全球经济的

繁荣理应让所有人受益。在这方面中国

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像中国提出的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连接起了众多国家和人

民，让包括撒哈拉在内的广大区域都获得

发展机遇，全球需要以开放心态实现合作

共赢。

保加利亚国民议会教育和科学委员

会主席、前副议长安德雷伊·乔尔巴诺夫

表示，技术创新对各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

要，各国间需要互相学习并且分享实践案

例，当前也需要建立一个开放的平台供各

国间共享和交流，这就像在不同文明之间

架起桥梁。开放交流是现代文明繁荣发

展的基础，文明的多样性是繁荣发展的基

础。各个政府应当建设更具包容性的发

展环境，共同塑造一个基于彼此尊重的

未来。

“中安双边贸易非常繁荣，2024 年，

中安双边贸易额 208.8 亿美元。”安哥拉人

民解放运动党总书记保罗·庞博洛对中安

合作数据信手拈来，对中安合作更是赞不

绝口：“中国是安哥拉的重要伙伴，尤其在

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在安哥拉，中方合

作项目涵盖很多领域，包括交通、人力资

源培训、铁路、电力等，这些合作符合

安哥拉的现实发展需要。可以说，中安

合作已经成为中非合作的典范。”这样的

双边合作在当今世界面临多重挑战和深

层变革的背景下更显弥足珍贵，庞博洛

表示，希望未来有更多可以促进中安、

中非交流交往的活动举办，“如同过去我

们曾携手并肩，未来我们也将迈向更加

美好的未来”。

推进科创交流合作

“在全球科技飞速发展与地缘政治日

益复杂的背景下，加强不同文明间的交流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其中，科学

技术的交流合作正是最重要的文明交流

渠道之一。”马来西亚科技与创新部部长

郑立慷表示，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绿色

生物技术等正深刻重塑社会形态与文明

根基，必须确保各国能平等地获取这些技

术与知识，使科技进步成为联结不同文明

的桥梁。

郑立慷表示，近年来马中双边关系持

续深化，双方已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人

工智能等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中国正深入践行国际科技合作倡议，致力

于构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共同体，将进

一步促进各国技术交流、共享繁荣和可持

续发展。

“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着气候变化、能

源转型等全球性挑战，没有国家可以独善

其身，交流合作不可或缺。”多米尼加高等

教育与科学技术部部长富兰克林·加西

亚·费尔明表示，“当前中国在多项前沿科

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多中两国通过中

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科技创新论坛等

平台，不断深化创新技术领域的交流。我

们希望未来进一步加强中多学术合作、师

生交流、联合研究等项目，架起理解、合

作与进步的友谊桥梁。”

人工智能（AI）技术的迅猛发展，成为

与会嘉宾共同关注的焦点。世界工程组

织联合会（WFEO）执委纳文·瓦索亚表

示，人工智能改变世界的速度远超以往任

何技术革命。在此进程中，亟需建立包容

性的多边治理框架，对人工智能的研究与

开发进行有效监管，尤其要重视提升 AI

技术的可及性。为此，WFEO 正实施“非

洲工程能力建设计划”，通过“人工智能助

力工程师”等强化培训课程，弥合发展中

国家面临的技术鸿沟。

近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中国提出的

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

“这将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合作的重要指

南。”联合国经社部政策协调助理秘书长

比约格·桑德凯尔表示，决议聚焦 AI 能力

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国际合作的务实

举措，将通过实际行动帮助发展中国家提

升 AI 能力，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

77 月月 1111 日日，，在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在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文明交流互鉴与科技创新发展文明交流互鉴与科技创新发展””分论坛上分论坛上，，

嘉宾正在进行交流研讨嘉宾正在进行交流研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啸林杨啸林摄摄

参会嘉宾在阅读参会嘉宾在阅读““文明交流互鉴与建设包容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与建设包容世界””分论分论

坛外展台上展示的书籍坛外展台上展示的书籍。。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一伊王一伊摄摄

20242024 年年 1212 月月 33 日日，，人们参加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人们参加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

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大会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大会。。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东震王东震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