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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2 日，中哈企业家委员会
第七次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办。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率中国企业家代表
团出席会议并致辞，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
理斯克利亚尔、萨姆鲁克—卡森纳国家基
金主席扎库波夫、“阿塔梅肯”国家企业家
协会主席巴塔洛夫以及中哈工商界人士
500余人与会。

中哈企业家委员会于 2013 年在两国
元首共同见证下成立，是中国同中亚国家
成立的首个双边工商界合作机制，中哈企
业家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由中国贸促会和哈
萨克斯坦外交部、萨姆鲁克—卡森纳国家
基金共同举办。

任鸿斌表示，哈萨克斯坦是共建“一带
一路”的首倡之地和先行先试地区，工商界
是中哈关系发展的建设者和受益者，也是
促进中哈经贸务实合作的生力军。今年是
中哈企业家委员会第二个十年的起步之
年，中哈企业家委员会已经成为推动中哈
工商界开展对话交流、凝聚发展共识、加强
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任鸿斌就中哈工商
合作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拓展贸易合作新
空间，两国企业应继续挖掘互利合作潜力，
做大共同利益“蛋糕”；二是激发投资合作
新动能，持续打造金融、人工智能、数字经
济、新能源等新质生产力合作亮点；三是打
造供应链合作新亮点，愿中哈企业和机构
用好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平台，不
断加强双方产业链供应链交流合作。

会议期间，中哈工商界代表围绕能源转
型、粮食安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中小企业
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研讨，中哈双方企业代
表签订合作项目或意向书44项。 （李文）

中哈企业家委员会
第七次会议举办

本报讯（记者 张伟伦）
记者从中国贸促会 6 月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日本大
阪世博会中国馆项目地下
基础工程近日已全面完工，
地上钢结构安装工程顺利
启动，取得了重大阶段性建
设进展。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
赵萍在会上介绍，2025 年日
本大阪世博会将于 2025 年 4
月 13 日至 10 月 13 日举办。
中国馆是大阪世博会用地
面积最大的外国自建馆之
一，也是第一个开工建设的
大型自建馆，自今年 2 月 2
日率先开工以来，备受国内

外各方关注。
赵萍表示，中国馆的建

设采用了可逆化的装配设
计方式，用通俗的话来形容
就是“乾坤大挪移”。中国
馆主体钢结构构件全部在
中国国内生产，所有构件均
在国内完成预组装、预搭建
后，拆分成不同种类、不同
数量的钢构件，以“集装箱+
散货船”方式分批运输至大
阪世博园区，现已开始分区
进行现场搭建。中国馆项
目设计、施工团队还专项研
发了智慧建造管理平台，采
用跨境远程数字可视化辅
助技术进行项目管理。

大阪世博会中国馆展现“乾坤大挪移”

本报讯（记者 周东洋）记
者从中国贸促会6月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早在2022年北
京冬奥会期间，中国贸促会就
充分发挥ATA单证册的通关
优势，为34个国家逾11.8万件
冬奥物资提供“高效、安全、顺
利”通关服务，得到北京冬奥
组委和国际商会的高度肯定
和赞扬，为北京圆梦冬奥贡献
了“贸促力量”。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
赵萍表示，2024 年巴黎奥运
会开幕在即，中国贸促会总结

经验、创新做法、积极作为，继
续发挥 ATA 单证册制度优
势，全力服务保障我国奥运代
表团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
华社等转播机构所属奥运物
资的高效便捷通关，近期已签
发相关ATA 单证册 14份，涉
及体育器材、转播设备、场馆
设备等奥运物资 2.49 万件。

“下一步，我们将履职尽责、精
益 求 精 ，以 更 优 质 高 效 的
ATA单证册服务助力我国奥
运健儿和相关团队征战巴黎
奥运会。”赵萍说。

ATA单证册服务保障法国巴黎奥运会

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
场合发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畅通的重要倡议，得
到国际组织以及世界各国工
商界的普遍认同，已经成为多
边舞台上的重要议题和多边
合作的重要内容。在中国贸
促会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赵萍
介绍相关情况，并在回答媒体
提问时介绍了国际组织参与

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
博览会（以下简称“链博会”）
链博会的相关情况。

“链博会顺应时代呼唤
应运而生，是贯彻落实习近
平主席这一重要国际倡议的
实际行动，也为世界各国共
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
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提供了中
国方案。” （下转第3版）

“链博会不仅是中国的链博会，也是世界的链博会”
■ 本报记者 张凡

当地时间7月2日中午，国家主席习近
平乘专机抵达阿斯塔纳，出席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
下简称“阿斯塔纳峰会”），应哈萨克斯坦总
统托卡耶夫邀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
访问。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日前在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阿斯塔纳峰会是今年上合组织框
架内最重要的活动。会议期间，习近平主
席将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各
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
入交换意见，就上合组织下一步发展作出
规划和部署。

上合大家庭不断扩容

上合组织是迄今唯一以中国城市命名
的国际组织，已成为中国与中亚及更广阔
的亚欧大陆国家增进合作的重要机制。目
前，上合组织拥有 9个正式成员国，3个观
察员国、14个对话伙伴。上合组织秘书长
张明透露，还陆续收到中东、北非、南亚、东
南亚等地区国家积极寻求加入“上合大家
庭”的申请。

“白俄罗斯将在阿斯塔纳峰会上作为
正式成员国加入上合组织，上合组织成员
国的数量将达到两位数，实现历史性突
破。”辽宁大学中国开放经济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教授崔铮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上合组织成立以来，树立了相
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
系典范。上合组织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
子”，而是开放包容的“大家庭”，是一个具
有生机和活力的新型国际组织。不断扩大
的“朋友圈”有助于上合组织在更大范围发
挥积极影响。

上合组织成立以来，成员国间贸易规
模持续扩大，投资合作积极推进。2022年
发布的《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年贸易发展
报告》显示，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总值 20
年间增长近 100 倍，占全球贸易总值的比
重 从 2001 年 的 5.4% 增 长 至 2020 年 的
17.5%，上合组织成员国全球贸易影响力持
续增强。

对于此次阿斯塔纳峰会，崔铮表示，安
全与稳定仍是首要议题，打击恐怖主义、极
端主义和有组织犯罪仍是重点。经济合作
是另一主要优先事项，改善运输和物流网
络以促进地区互联互通和经济增长将是重
点。如今，上合组织将面积超过欧亚大陆
65%、人口超过35亿的国家联合起来，这些
国家的 GDP 占全球 GDP 的四分之一以
上。在全球信任危机的背景下，上合组织
及其建立多边伙伴关系原则的吸引力正在
增加。

中国积极推动上合组织发展

“我期待聆听习近平主席此次对上合
组织在当前国际背景下如何发展提出新的
建议。”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对外政策研究所
所长、上合组织前秘书长博拉特·努尔加利
耶夫说，上合组织在政治、经济、文化、人文
等诸多领域得以快速发展，离不开中方的
关心和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所所长孙壮志指出，上合组织秉持的合作
理念特色鲜明，其中很多是中国的外交倡
议，中国在上合组织中的特殊作用受到赞
誉，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

崔铮告诉记者，从双边层面看，中国同
上合组织多个成员国就构建双边命运共同

体达成一致，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从区域
层面看，上合组织在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的
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成为世界范围内一支团结进步的力量。中
国同各方一道，在“上海精神”指引下，进一
步深化政治、安全、经贸、人文领域合作，促
进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更加紧
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为本地区人民
带来更多福祉，为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
荣贡献更多力量。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最早就是在上合
组织地区提出的。过去十多年来，随着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推进，中国不断加
强与其他上合组织国家务实合作。近日，
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
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签字仪式在北京举
行。中吉乌铁路是中国同中亚互联互通的
战略性项目，建成后将极大促进三国互联
互通，带动地区经济社会实现更快发展。

本次峰会后，中国将接任上合组织
2024—2025 年轮值主席国，这是时隔 7 年
中国再次担任主席国。

中国—中亚合作不断深化

习近平主席在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
访问后，还将对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
问。此次访问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元首的又
一次亲密互动。

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发挥互补优
势、深化战略对接，多领域务实合作结出累
累硕果。2023年 5月，首届中国—中亚峰
会在中国举行，对中国—中亚机制进行了
立柱架梁和全面布局，中国—中亚元首会
晤机制正式成立，充分发挥元首外交的战
略引领作用，加强对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

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
哈萨克斯坦是中国的友好邻邦和永久

全面战略伙伴，建交 32年来，中哈关系始
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成为邻国间睦
邻友好、互利共赢的合作典范。中国和哈
萨克斯坦经济互补性强，是天然的合作伙
伴。2023年，中国成为哈萨克斯坦第一大
贸易伙伴国，两国贸易额达410亿美元，同
比增长32%。哈萨克斯坦已连续六年参加
进博会，哈萨克斯坦西安陆港码头落成投
用，都为其优质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打开“机
遇之门”。

中哈重大合作项目有序推进，农业、新
能源、高科技等领域合作成果不断涌现。
从札纳塔斯风电场到阿克莫拉州风电场，
中哈合作不断刷新中亚风电项目发电量纪
录。从图尔古孙水电站竣工投产到卡普恰
盖 100 兆瓦光伏电站并网发电，中国企业
助力哈萨克斯坦能源转型进程。“未来，中
哈将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积极支持跨
境电商、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发展，加快实施
战略性合作项目，推动能源矿产、冶金化
工、基础设施、物流运输、装备制造、农业粮
食等领域合作全面发展。”崔铮说。

崔铮表示，塔吉克斯坦是最早支持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并同中国签署合作文件
的国家之一。近年来，中塔关系保持良好
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巩固，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穿梭帕米尔高
原的中塔公路、连接瓦赫达特铁路桥隧道、
提供就业机会的农业纺织产业园等成果助
力中塔经贸深化合作。中塔在未来将探讨
开展绿色技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
合作，为中塔关系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时代
动力。

携手共创上合组织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仲夏时节，万物荣华。
来自境内外的法律界专家学者相

聚于 2024 中国海事商事仲裁高级别
对话会，聚焦仲裁领域前沿问题，探讨
仲裁创新成果运用，探索区域仲裁合
作的先进理念和最新模式，以推动仲
裁在国际产业链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培
育中发挥更大作用。

本次高级别对话会由中国海事仲
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海仲委”）主
办，以“促进国际供应链发展，助力新
质生产力形成”为主题，深入探讨如何
发挥仲裁在推动国际供应链稳定畅
通，开放合作与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
上的价值。

中国贸促会会长、中国海仲委主
任任鸿斌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
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动能不足，国际
经贸合作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增多，各国工商界对高效、友好化解纠
纷的需求不断上升。全球海事商事仲
裁业界要健全协同机制，努力维护《纽
约公约》《华盛顿公约》等国际公约所
确立的国际仲裁秩序，以及联合国贸
法会等所倡导的国际仲裁规则，尊重

国际经济贸易领域长期形成的国际惯
例，秉持独立、公正、勤勉、廉洁等仲裁
基本理念，积极推动各方通过仲裁消
弭经贸分歧，减少法律纠纷对国际贸
易和供应链稳定性的影响，助力全球
经贸往来合作。

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方兴未艾、多点突破，绿色经济、数字
经济蓬勃发展，数据跨境流动、区块
链、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业态不断涌
现，对国际商事海事仲裁提出了新要
求、新任务。

任鸿斌表示，海事商事仲裁机构
一方面要加强对新兴领域行业企业需
求调研，拓展新兴领域细分专业仲裁
服务，助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另一
方面要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健
全完善网络仲裁等仲裁规则，提高仲
裁服务的智能化、数字化水平，优化仲
裁程序、提高仲裁效率，为当事人提供
更加便捷、高效的仲裁服务。海事商
事仲裁机构要树立世界眼光，对标国
际标准，通过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仲裁
案件推动形成国际规则，促成全球共
识，为全球仲裁理念的新突破和国际

仲裁制度的新发展建言献策，贡献更
多智慧和力量。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列表示，要充
分发挥仲裁职能作用，为信息技术、生
物技术等新兴领域产生的经济纠纷提
供更加专业高效的法律服务和保障，
促进新质生产力更好、更快发展。司
法部将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与国际
通行规则相融通的仲裁制度为着力
点，加快推动《仲裁法》修订，完善仲裁
制度规则。加强仲裁机构国际化建
设，培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创新涉
外人才培养模式，建设高素质人才队
伍。深化仲裁国际交流合作，提高中
国仲裁的国际影响力。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付绪银表示，
海事商事仲裁具有快捷、经济、灵活的
特点，已成为解决航运贸易纠纷的重
要途径，是现代航运服务业的重要内
容，也是提升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软实
力的重要载体。他就推动仲裁在促进
国际供应链发展、助力新质生产力形
成中发挥更大作用，深化政府部门与
贸易促进机构合作，协同推动航运高
质量发展，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携手优

化航运法治营商环境；二是携手提升
全球航运供应链韧性；三是携手推动
航运全球治理新实践。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
专职委员王淑梅表示，今年是海事法
院设立40周年，也是中国海事仲裁委
员会成立65周年。未来，希望着力于
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找
准仲裁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切入
点；准确把握司法与仲裁的关系，支持
国际商事海事仲裁中心建设；深度运
用科技赋能，助力形成公正、高效、便
捷、低成本的国际海事商事争端解决
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庭长沈红雨
表示，仲裁作为国际通行的经贸投资
争议解决途径，对于维护国际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服务保障国家高质量、高
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是统筹
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重要组成
部分。人民法院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支
持仲裁发挥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
作用，加大国际合作交流，健全便利裁
决跨境执行的机制，助力我国仲裁业
高质量发展。 （下转第7版）

高质量海事商事仲裁服务助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 本报记者 钱颜

今年以来，江苏省海安市丝绸纺织龙头企业围绕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实施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着力推
动传统产业从低技术、低附加值，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图为海安鑫缘茧丝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人在车
间赶制订单产品。 中新社发 顾华夏 摄

展望未来，中哈合作大有可为，
且必将大有作为。我希望通过这次
访问，同托卡耶夫总统一道，赓续传
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就中哈关
系未来作出新部署新规划，推动中哈
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
台阶。 （来源：新华网） 浏览全文请扫描二维码

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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