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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5 月 17 日至 20

日，巴基斯坦总理吉拉尼首次对中国

进行了正式访问。此次访问正值中巴建交

60 周年之际。吉拉尼在抵达上海前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是巴基斯坦“最好和最值得信

任的朋友”。

近年来，中巴两国领导人都格外重视中巴贸易的发

展，两国贸易快速增长，并已全力扭转巴基斯坦在两国贸

易中的绝对逆差地位。过去 3 个财年的数据显示，中国

一直是巴基斯坦第二大货物进口来源地，而中国也成

为巴基斯坦第四大出口目的地，与 3 年前第七位

的排名相比，有了较大地提升。回顾过往，我

们不难发现，中巴间各领域的合作可谓

硕果摇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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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难见真情 中巴经贸合作全天候全方位

今年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 60 周年，诚

如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马苏德·汗先生所言，“无

论国际环境如何轮转，巴中两国关系的持久性和

坚定性从未发生过变化。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们两国的关系越来越好。更让人惊叹的是，两国的

关系从一个顶峰迈向另一个顶峰，没有波谷。”

巴基斯坦是将“中国是巴基斯坦的坚定盟友”写在

小 学 课 本 上，将“ 破 坏 中 巴 友 谊 罪”写 入 本 国 法 律 的 国

家。在巴基斯坦的国语乌尔都文里，“中国人”和“糖”是一

个词，中国是巴基斯坦天然的“蜜友”。“你得亲自到巴基斯

坦去，才能明白巴基斯坦人对中国的深厚情谊”，马苏德·汗

大使对记者说。

“2010 年，对巴中贸易而言是很好的一年，两国贸易总量

为 87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8%。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我们

将很快达到 150 亿美元的目标。当然，这不是终极目标，我

们希望能将双边贸易额拓展到现在的 5 倍。”马苏德·汗大

使说，“今年，第一个巴中经贸合作五年计划即将成功完

成。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共有 61 个项目，现在已经完成

了大约 30 个，双方积累了许多合作经验。巴中双方准

备启动 2012 年至 2016 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在新的

五年计划中，双方已经制定了 36 个项目，涵盖教育、

医疗、水利、农业、交通、能源、信息和通信技术、工

业以及环境保护。”

据了解，目前，巴基斯坦主要从中国进

口纤维、轮胎、机械、电子和通信设备等，

向中国出口棉纱、家用纺织品、皮革

制品、矿石、金属、石材制品及

医疗器械等。马苏德·
汗 大 使 认

为，中巴两国应调整双边投资贸易结构，在

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第一，欢迎中国加大对

巴基斯坦制造业的投资，提高其制成品，尤其是纺

织业成品的出口附加值；第二，巴基斯坦希望接到更

多的中国政府采购订单；第三，巴方将鼓励巴基斯坦

人多参加中国投资和出口方面的展会，比如西安、成都、

厦门、昆明和乌鲁木齐等地的贸易类展会。巴方也希望

中国投资者关注巴基斯坦的相关展会；第四，简化中巴商

业签证的办理手续；第五，鉴于巴基斯坦去年遭遇了特大洪

水，希望中方考虑给予巴方一些直接的贸易让步。

此外，能源和金融也一直是中巴合作中最重要的两大

领域。据马苏德·汗大使介绍，中巴已经建立了相应的能

源合作机制，并配合该机制组成了相应的工作团队，保证

双方都能按计划实施项目，包括传统项目、备用项目和核

能 项 目 等 等 。 而 在 风 能 和 太 阳 能 等 方 面，双 方 也 有 着 巨

大的合作潜能。

马苏德·汗大使指出，在金融领域，巴基斯坦和中国

在货币互惠信贷上一直保持对话。为确保跨国投资项

目 顺 利 进 行，中 巴 已 经 在 巴 基 斯 坦 成 立 了 中 巴 联 合

投资公司，中巴联合投资公司由中国发展银行和巴

基 斯 坦 财 政 部 联 合 支 持 。 而 且，巴 基 斯 坦 国家银

行、哈比卜银行及另外一家著名银行——巴基斯

坦 联 合 银 行（UBL）先 后 在 北 京 设 有 代 表 处 。

中 国 工 商银行也准备在伊斯兰堡和卡拉奇

建 立 分 行 。 随 着 两 国 经 贸 联 系 更 加 紧

密 、合 作 形 式 更 加 多 样 ，两 国 经 贸

合作的深入发展必将进一步

巩固两国之间的友好

关系 。

中巴并非“政热经冷”

奥巴马宣布本·拉登死讯之时，油价跳水，银价

暴跌，本就波诡云谲的中亚局势，也蒙上了一层浓重

的阴影。

本·拉登之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虽然此

事对于国际经济的长期影响尚不可知，但处在这场

风暴中心的巴基斯坦，却不得不面对后拉登时代充

满未知的动荡时局。

巴基斯坦的安全局势，已经成为影响其经济发

展的重要因素。2009 至 2010 财年，由于巴基斯坦国

内安全形势恶化和电力短缺等因素，外商对巴投资

总额仅为 22.1 亿美元，同比降幅高达 40.7%；其中，发

达国家对巴投资更是下降 21.79%。

然而，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合作却更为紧密，动荡

之中，机遇不时闪现。

从地缘政治角度讲，后拉登时代的到来意味着

反恐斗争的核心从阿富汗全面转移到巴基斯坦。作

为反恐战线前沿国家的巴基斯坦，在打击恐怖主义、

稳定地区局势方面与中国有着深刻的共同利益。虽

然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国际政治经济充满未知与动

荡，但对中国与巴基斯坦这对坚不可摧的盟友而言，

机遇永远不会消失。

中国建筑企业在巴发展空间大

巴基斯坦的建筑产业比中国起步晚，到 2010 年，

巴基斯坦的建筑和房地产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从

巴基斯坦建筑和房地产发展的内在需求来看，巴基

斯坦建筑市场是一个待开发的低风险、高收益的大

市场。依托两国的传统友谊和良好的中巴经贸合作

关系，中国企业进入巴基斯坦建筑市场的发展空间

很大。

近几年，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承担的建筑项目

不断增多。截止到 2009 年，中国在巴基斯坦承担重

大项目的施工企业有 70 多家。凭借成熟先进的建

筑技术、物美价廉的建筑材料，中国建筑企业在巴

基斯坦获得了各种荣誉。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经商参处建议，中国企业

应该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融资实力。近年来，巴

基斯坦政府为了减轻财政负担，逐步将大中型建筑

项目抛向市场，实行私有化操作。在投标过程中，企

业的融资实力往往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同时，中国

企业也应该深入研究当地的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

这是因为，巴基斯坦政政府目前正对建筑行业的技

术标准和行业规范进行修订。为此，相关企业应及

时掌握，认真研究，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失误和损失。

此外，要避免恶性竞争，做到有序共同发展。面对市

场巨大而大项目不多的巴基斯坦建筑市场，中国企

业应有明确的目标、防止出现蜂拥而上、恶性竞争的

不利局面。

中巴纺织业合作互补性较强

纺织贸易是中巴两国经济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虽然两国同为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大国，

存在竞争的一面，但由于发展水平和产品结构不同，

双方在纺织领域有很多合作机会。

中巴两国在纺织领域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巴基

斯坦棉纺工业基础雄厚，拥有丰富劳动力，对中国的

纺织机械十分熟悉，这使得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扩

大中国纺织机械的出口有了较强的可行性。

近几年，巴基斯坦从中国进口了超过 40 亿美元

的 纺 织 机 械 ，是 中 国 纺 织 机 械 出 口 的 重 要 市 场 。

2011 年 4 月，第八届巴基斯坦亚洲纺织机械展览会

在卡拉奇举办，来 自 中 国 大 陆 的 各 类 纺 织 机 械 成

为展会的主角，占展会纺织机械的 80%左右。由于

中国生产的纺织机械设备价格约是日本机械设备

的 1/3，比中国台湾地区同类产品价格也要低 30%，

而三者的性能差异并不明显，所以，中国生产的纺织

机械设备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今年，巴基斯坦政府的目标是将纺织服装工业

的年出口额提高到 100 亿美元，预计下一个财政年度

纺织机械进口将增长 66.29%。这对促进中巴纺织业

合作无疑是个利好消息。

据了解，巴基斯坦纺织业发展格局比较单一，印

染和服装加工业发展相对滞后，服装占纺织出口的

比重不到 30％，探讨包括印染及服装加工在内的多

种形式的合作同样具有可行性。

巴基斯坦纺织工业部部长拉纳·法鲁克·赛义

德·汗认为，中巴纺织业应该在产品开发、技术提升、

标准制定、信息化、行业整合和物流等方面进行合

作，提高生产率，创造更多的价值。

中巴将继续进行民用核合作

近日，日本首相菅直人宣布，中止日本政府以前

制定的能源发展计划。中国也已宣布暂停审批核电

站项目包括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并着手调整完善

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此前，中国援建的巴基斯坦

恰希玛核电站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综合性最

强、科技含量最高的出口项目。那么，中国是否应当

继续在巴基斯坦推进民用核能工程呢？

“福岛事件不会影响巴中的民用核合作”。巴

基斯坦驻华大使马苏德·汗说，“ 原因有很多。其

一 ，中 国 已 经 向 巴 基 斯 坦 提 供 了 故 障 安 全 技

术。日本核泄露事件发生后，中国也进行

了压力测试。其二，巴基斯坦的核电站

项目已经宣布了最高安全标准，以后

也会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学习最好的

核安全经验。”

马苏德·汗指出，从全球看

来，通过核能发电已经是大势

所 趋，中 巴 能 够 在 这 一 领 域

继续合作是顺势而为。

据 巴 基 斯 坦《每 日 时

报》报道，中国援建巴基斯

坦的民用核电站，将帮助

巴基斯坦部分解决能源严

重不足的问题。而巴基斯

坦 前 外 长 库 雷 希 也 曾 对

《华尔街日报》表达过他对

中巴核电合作的信心。

据报道，2008 年，巴基

斯坦的供电系统就曾受到

过 国 际 油 价 高 涨 的 巨 大 冲

击。国际油价一度触及每桶

147 美元的高点，巴基斯坦的

外汇储备因为石油进口费用的

暴涨而迅速减少，最后不得不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申请了一

笔 76 亿美元的贷款以渡过难关。在这一年，火电厂

的燃料告罄，让巴基斯坦电力短缺问题雪上加霜。

巴基斯坦未来 15 年的能源需求巨大，至少相当

于 2.5 亿吨原油的能源消耗量。但 2008 年的高油价

梦魇，让巴基斯坦认识到能源供应多元化的迫切性，

发展民用核能成为巴基斯坦的必然选择。

“核电是绕不开的选择，但别急功近利。”中国援

建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站项目总设计师、“中国核电

之父”欧阳予院士说。他表示，近年来，中巴两国一

直在民用核能领域开展合作。有关合作符合两国各

自承担的国际义务，完全用于和平目的，并接受国际

原子能机构（IAEA）的监督。

中国电信业巨头会师巴基斯坦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巴基斯坦政府就着手

电信市场的开放和私有化。但是由于历史原因，

巴 基 斯 坦 电 信（PTCL）仍 然 居 于 垄 断 地 位 。 2005

年，为了加快电信业发展的步伐，巴基斯坦政府将

原 本 持 有 的 26% UFONE（PTCL 的 移 动 通 信 子 公

司）股份向国际投资者进行拍卖。此后，中国一批

有实力的电信企业纷纷加入到巴基斯坦的电信业

务之中。

早在数年前，中国最大的通信设备供应商华为

就已经进入巴基斯坦，并在辛勤耕耘之后迎来收获

季。2005 年，华为在巴基斯坦的销售额是 2.7 亿美

元。而 2006 年，华为在巴基斯坦的销售额已经超过

7 亿美元，并稳居巴基斯坦第一大通信设备供应商

之位。

在 中 国 移 动

进 军 巴

基斯坦前，中国设备制造商已经占据了巴基斯坦的

电信市场，包括移动网络和下一代网络的建设基本

都掌握在华为、中兴等企业手中。在某种意义上，这

些设备制造商为中国移动进军巴市场打下了良好的

“硬件基础”。

不过，任何“走出去”的进程，文化差异是必须迈

过的一道“坎”。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的

通信环境与国内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电信企业为此

付出了许多努力，实现了不同文化间的和谐相处、共

同发展。

根据官方数据，目前，中国移动巴基斯坦公司

（ZONG）已经在巴基斯坦建立了 5000 多座基站，基

站数量在巴基斯坦所有移动运营商中排名第三位，

且仍在迅速增长。根据巴基斯坦电信管理局（PTA）

公布的数据，本财年第一季度，ZONG 的用户数增加

748，746，总数达 745 万，增量位居巴基斯坦所有移动

运营商之首。

巴 基 斯 坦 市 场 虽 然 ARPU 值（通 信 业 务 收

入 / 平 均 用 户 数 ，它 注 重 的 是 一 个 时 间 段 内 运 营

商 从 每 个 用 户 所 得 到 的 利 润）不高，但是，中国公

司在巴基斯坦运营的成本也不高。作为中国的传

统友好邻国，巴基斯坦与中国是“全天候兄弟”，有

着适合中国企业发展的土壤。正因为如此，中国

的电信企业在巴基斯坦的投资依然被看好。作为

中国移动首家海外分 公 司，ZONG 不 仅 令 全 球 移

动 业 瞩 目 ，也 受 到 了 国 际 金 融 专 家 和 投 资 公 司

的 广 泛 关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