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www.chinatradenews.com.cn

2025年2月6日 星期四

编辑/张凡 实习编辑/傅志辰 制版/高志霞

电话/010-64664888-2041 chinatradenews@ccpit.org 商贸

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
表示，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打造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2024年
2月，普拉博沃·苏比延托当选为印度尼西
亚（以下简称“印尼”）新任总统，此时恰逢
中印尼两国元首就深化务实合作达成重
要共识。普拉博沃支持“全球海洋支点”
愿景，积极推动印尼基础设施和互联互
通建设，对中国企业展现出开放合作的
态度。

随着雅万高铁于 2023 年 10 月建成
通车，中印尼铁路合作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2025年是中印尼建交75周年，印尼
政府将发布《2025—2029年国家中期发
展规划》，极有可能同时出台新一轮基建
投资计划。在此背景下，如何把握战略
机遇，在雅万高铁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
一步深化双方在铁路领域的合作，成为
中国企业面临的重要课题。

印尼是一个由 17500多个岛屿组成
的群岛国家，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爪哇
岛。目前，印尼铁路网络主要分布在爪
哇岛和苏门答腊岛，全国铁路运营里程
约 6700公里，与其国土面积和经济发展
需求极不匹配。在“全球海洋支点”愿景
和迁都计划的双重驱动下，印尼政府正
加大铁路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根据印尼
国家发展规划署的数据，目前，印尼铁路
建设投资需求达到1850万亿印尼盾（约
合831亿元人民币）。

近年来，中印尼铁路合作已取得显
著成果。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
旗舰项目，雅万高铁的建成通车和安全
运营树立了双方合作的新标杆。这条连
接印尼首都雅加达与第四大城市万隆的
高铁线路，将两地通行时间从原来的 3
小时以上缩短至30分钟。

至2024年10月开通运营一周年时，
雅万高铁已充分展现基础设施的积极效
应与安全化管控的成功实践，一年内累计
发送旅客579万人次，单日旅客上座率最
高达99.6%，带动万隆游客数量增长15%，
显著提升了区域经济社会效益；同时，通
过中印尼联合培训600名本地运营人员、
建立全方位技术保障体系等措施，项目安
全化风险有效降低，使雅万高铁成为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典范项目。
此外，印尼国铁旗下印尼通勤列车

公司（PT KCI）从中国中车采购的 11列
电动车组项目、雅万高铁延长线雅泗高
铁的磋商论证，以及印尼新首都努山塔
拉的胶轮车ART项目，都显示出中印尼
铁路装备合作的广阔前景。

电动车组采购项目是继雅万高铁动
车组项目后，中国铁路装备业在印尼市场
的又一新突破，也是中国首次向印尼出口
通勤电动车组，标志着中印尼交通运输业
能源转型合作进一步深化，反映着中国轨
道交通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强大竞争
力。2025年1月，第一列电动车组运抵印
尼，随后在现场进行一系列型式试验，充
分展现中国铁路装备制造的“又好又快”。

可见，在普拉博沃新政府时期，中国
铁路企业在印尼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从印尼国内需求来说，以下三点积极因
素格外凸显：第一，印尼新首都建设正加
速推进，作为绿色智慧城市的新首都努
山塔拉需要建设现代化、数智化的城市
轨道交通系统。第二，印尼政府计划推
进跨岛铁路网络建设，包括加里曼丹岛、
苏拉威西岛等地的铁路项目。第三，随

着印尼经济的持续增长，城市化进程加
快，雅加达等大城市的轨道交通升级改
造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首先，印尼
政府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本地化要求日益
提高，中国企业需要加强本地化经营，除
了人员的本地化外，还要把在印尼投资建
厂的计划提上日程。其次，日本、韩国等
国家的铁路企业也在积极参与印尼市场，
竞争日趋激烈，中国企业应在技术发力的
基础上增强竞争优势。再次，大型基础设
施项目的融资模式和退出机制需要创新，
以适应印尼政府的财政状况和市场需求。

面对这些机遇与挑战，中国铁路企
业需要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策略。在深
耕本地市场方面，企业应加快建立培训
中心，培养本地技术人才，提高本地化采
购比例，深化与印尼本土企业的产业链
合作。在技术方面，中国企业可发挥自
身优势，提供更多适应性的技术方案，满
足印尼不同地区的建设需求。在商业模
式创新方面，可探索 BOT、PPP 等多元
化融资方案，降低项目融资压力。

同时，中国企业还应注重与印尼方
面开展联合研发，建立技术创新中心，推

进技术本地化进程。这不仅有助于提升
企业在印尼市场的竞争力，也能为未来
开拓其他东南亚市场积累经验。此外，
企业还要加强与印尼政府、企业的沟通
协调，及时了解政策变化和市场需求，提
供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雅万高铁作为中印尼合作的标志性
项目，不仅是一条连接雅加达与万隆的快
速通道，更是两国共同迈向现代化的重要
纽带。普拉博沃新政府时期，印尼正着力
推进新首都建设和跨岛互联互通，这为中
国铁路企业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放
眼未来，中印尼铁路合作的深化将超越单
纯的基建项目，通过技术转移、人才培养、
产业协同等多维度合作，助力印尼实现工
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目标。这既是落实两
国元首共识的务实行动，也是共建中印尼
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海洋
支点”战略对接的新阶段，中印尼两国携手
同行，必将为地区互联互通和共同现代化
注入强劲动力，谱写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

（作者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
侨华人研究院副研究员兼印尼研究中心
副主任）

中国铁路企业出海印尼：普拉博沃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 潘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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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已成
为中企出海热土。五
菱自2017年进入印尼
市场以来，已陆续推
出 9 款车型，吸引 17
家供应商组团落地印
尼，创造2万多个本地
就业岗位。图为五菱
印尼工厂。
中新社发 李志全 摄

中国是世界梨的起源中心。梨
作为一种古老而美味的水果，已经
陪伴中国人走过三千多年的悠悠岁
月，从湖北荆门的古老梨干，到湖南
长沙马王堆的珍贵梨核，再到新疆
吐鲁番的甜蜜梨香，梨的身影无处
不在。纵观全球，中国更是世界最
大的梨生产国，鲜梨产量占到世界
总产量的七成。

中国梨产业发展情况如何？在
国际市场上的贸易表现又如何？

中国具有丰富的梨种质资源，
现存品种资源约 3000 种。传统栽
培品种以酥梨、鸭梨和雪花梨为
主。近年来，我国围绕果实品质、抗
病、抗逆、不同熟期等目标进行遗传
改良，相继育成了“早酥”“皇冠”“玉

露香”等180余个新品种，早、中、晚
熟品种结构逐步改善，梨鲜果采收
期延长了近两个月，结合贮藏保鲜，
梨鲜果已基本实现周年供应。

中国梨的种植分布广泛，主要
产区包括河北、新疆、河南、安徽、山
西、辽宁、山东和陕西，占全国梨总
产量的七成以上。

2000年到2023年间，由于结构
调整等原因，中国梨种植面积总体
呈现逐年小幅下降态势，从101.5万
公顷下降到 91.0万公顷，但得益于
科技的发展、品种的优化以及管理
水平的提高，梨的总产量持续增长，
从841.2万吨上升到1985.3万吨，年
均增长率4.7%。

中国梨不仅在种植规模和产量

上长期位居全球第一，更是世界第
一大梨出口国。2023年，我国梨贸
易总额 6.6亿美元，其中出口额 6.3
亿美元，进口额 0.3 亿美元，顺差 6
亿美元。2000年至2023年，中国梨
出口额总体稳步上升，2020年达到最
高值7.5亿美元，随后小幅回落；中国
梨进口额呈波动上升趋势，近三年涨
幅较大，年均增长率39%，主要原因
是进口品种调剂满足市场需求。

中国梨产品深受世界各国消费
者欢迎，远销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
地区，鲜梨是主要出口品类。2023
年，我国鲜梨出口前五大市场依次
为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中国香
港和马来西亚，出口额分别为1.4亿
美元、1.2 亿美元、5336 万美元、

3950.3 万美元和 2437.2 万美元，占
出口总额的70.1%。

中国鲜梨进口来源较为集中。
2023 年，中国鲜梨主要进口自 7 个
国家和地区，比利时是中国最大的
鲜 梨 进 口 来 源 国 ，进 口 额 达 到
1007.4万美元，占进口总额的 30%；
其次是智利，进口额为 917.5 万美
元，占进口总额的 27.4%；南非、荷
兰和新西兰分别以 800.4 万美元、
242.2万美元和233.8万美元位居第
三至五位。

中国梨产业在过去二十多年中
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和进步，无论是
生产规模还是出口规模均稳居世界
第一。但出口量与生产规模相比还
有较大增长空间，未来出口潜力巨

大。今后，可以从产业提升、市场开
拓和品牌建设等方面发力，争取更
大的国际贸易市场。

一是提升梨产品品质。技术应
用与品质提升息息相关，目前我国
果园的平均综合机械化率不超过
30％，梨果机械分级商品化处理能
力占果品总产量不足 5%。建议进
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引导资金投入
现代化农机研发与推广，提高生产
效率、推动产业升级，同时增强梨精
深加工技术创新能力，逐步推出功
能型饮品、调味品、保健品等受国际
市场欢迎的梨产品。

二是拓展多元化出口市场。我
国梨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市
场，建议进一步加大国际市场开拓

力度，瞄准巴西、西欧、中东等果蔬
需求较大的国家和地区，以中国国
家农业展团形象“组团出海”，参加
境外展览展会、推介活动等，加强与
国际市场的交流对接，提高中国梨
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三是打造梨果国际品牌。目
前，国内已成功打造“隰县玉露香
梨”“砀山酥梨”“库尔勒香梨”“莱阳
梨”等多个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
下一步，要深入挖掘品牌优势特色、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产品质量和包
装水平，主动与国际农产品市场接
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梨
品牌。

［来源：中国贸促会农业行业分
会（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万“梨”挑一：中国梨有多受欢迎？
■ 尤星宇 刘淑慧

◎推广◎

亚马逊全球开店近日发布《2025年
度全球电商消费趋势及选品洞察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从技术发展、
情绪变迁和生活演变三大维度，揭示全
球消费新趋势，为跨境电商卖家更有针
对性地制定选品方案提供有价值借鉴。

创新科技应用赋能工作生活

趋势一为“AI智感空间让居住空间
提供更多情绪价值”。报告表明，在情绪
经济时代，AI赋能的智能家居产品因能
提升安全感、增添仪式感和带来幸福感，
而受到消费者的喜爱。调研显示，美国
有76%的受访消费者愿意为添置智能家
居设备增加额外预算，这个数字在欧洲
为65%，在日本接近50%。

趋势二为“睡眠科技助力修复身
心”。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和高压力导致
全球睡眠障碍情况加剧，推动了睡眠科
技产品市场的发展。据统计，2024 年，
全球睡眠技术设备市场规模达到 246.8
亿美元，预计到 2037年将增至 1964.4亿
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7.3%。

趋势三为“多元化工作模式下的办
公新需求”。近年来，工作场景从传统的
商业办公，拓展至居家办公、餐饮娱乐、
教育培训、医疗养老等更为丰富的空

间。在这一趋势下，人们需要更加灵活
多变的模块化办公空间，打造充满活力
和创造力的工作场景。这也驱动了全球
办公家具市场的增长，据预测，2024 年
全球办公家具市场规模将达到 661亿美
元，到2032年将增至约993亿美元。

情绪经济成为消费新亮点

趋势四为“把隐逸与科技相融合”。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消费者对科技家居
产品的需求从功能转向兼具精神和家居
属性，希望借助科技的力量，在快节奏的
生活里打造宁静、平和的生活状态。这
使得科技产品与自然的家居生活深度融
合，进而打破对科技的“疲劳感”，提升亲
和力和宁静感。例如，全球智能室内园
艺系统兼顾消费者“希望家里有植物带
来自然的感觉”和“没有额外精力养植
物”的需求，市场规模显著增长。

趋势五为“愿意投入更多资源提高
宠物生活品质”。宠物逐渐从动物伙伴
转变为家庭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它们的
健康成长和幸福成为人们幸福的延伸，
消费者愿意为其投入更多资源和时间。
过去十年，宠物行业从基础护理扩展到
多元化需求，突破了传统的食品和玩具
等范畴，还融入了宠物主的生活方式和

爱好。据预测，到 2030 年，全球宠物产
业规模将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

趋势六为“户外露营厨房和橱柜产
品受热捧”。户外空间成为社交和放松
的重要场所，消费者对户外烹饪和消费
的需求增加。调研显示，欧美分别有近
50%和 63%的受访者在过去一年里的户
外做饭频率变高。在这一趋势下，各种
便携式和多功能的户外烹饪设备商机
凸显。

趋势七为“移动百宝箱给驾行提供
更舒适的体验”。融合温馨、便捷、多功
能和智能化于一体的车内环境，不仅展
现了创新和灵活性，而且满足了消费者
对驾行便利和舒适体验的需求。据统
计，39%的美国受访者在过去一年购买
过汽车配件，这个比例在欧洲为36%，在
日本为31%。同时，车载宠物用品、车内
空间配饰出现了全新需求，电动车、无人
驾驶的发展预计也将带来更多面向未来
驾驶的创新商品需求。

年轻人引领新生活方式之变

趋势八为“摩登Z世代追求高颜值
与高价值感兼备的产品”。Z世代将成
为未来 5 年增速较高的消费群体，且其
越来越倾向于根据自己的兴趣、价值观

和独特需求进行购买决策。以拉美地区
为例，当地年轻人在厨房、美容、时尚产
品上花费占比较高，尤其是高颜值小家
电。据预测，拉美小家电的年销售规模
预计将从 2024年的 251亿美元，增长至
2029年的321亿美元。

趋势九为“科技与健康相结合提升
运动体验”。消费者对健康和健身的日
益关注，以及技术的不断进步，推动了可
穿戴设备市场的增长。以澳大利亚为
例，过去一年，46%的受访者购买过运动
健康相关设备，平均花费约为 524 美
元。据统计，2024年澳大利亚可穿戴设
备市场规模预计超过33亿美元，预计到
2029年将超过62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
达13.4%。

趋势十为“电子竞技持续升温”。
以中东地区为例，当地的高互联网普
及率和人口年轻化为电竞消费的高速
增长提供了先决条件。调研显示，中
东地区有 79%的受访消费者在过去一
年购买过电竞相关产品，平均花费 665
美元。随着电竞和游戏产业的繁荣，
能够增强玩家体验、带来沉浸感和成
就感、提升技能和团队协作的相关产
品因实现了科技与情感的互动，正在
成为消费新趋势。

亚马逊揭晓十大全球线上消费新趋势
■ 本报记者 毛雯 实习记者 傅志辰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的柳叶刀综合医院内，一名护士熟练地
为患者输液，随着药物逐渐起效，患者
症状也得以缓解。这名患者使用的药
物来自一家中国企业设在当地的工厂。

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医药企业奔
赴非洲投资设厂，既帮助非洲国家提升
本土制药能力，也为当地培养更多行业
人才，长效赋能“非洲药、非洲造”，搭建

“健康丝绸之路”，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
示，非洲99%的疫苗、70%至90%的药品
和医疗设备需要进口。不少非洲国家
一直为药物短缺所困，即便是每日使用
的生理盐水也常依赖进口。医疗卫生
合作是中非合作重点领域，中国药企为
非洲患者带来福音。

2018 年 10 月，三圣药业有限公司
在埃塞俄比亚投产。三圣药业总经理
江智文介绍，企业目前年产大输液
1000万袋、小水针 3亿支、固体制剂 50
亿片。其中大输液以氯化钠、葡萄糖等
基础输液为主。柳叶刀综合医院的大
输液药品，很多都来自三圣。

“公司生产的都是埃塞俄比亚市场
需要的药品。以前当地药品大部分靠
进口，现在减少了进口采购，不仅节约
外汇，也有利于当地基础医药工业发
展。”江智文日前接受采访时说。

三圣药业技术经理卡萨洪·阿莱穆
告诉记者，去年他的妹妹产后大出血，
医生给她用了中国药企生产的药品，把
她从“鬼门关”里拉了回来。

许多中国药企走进非洲，扎根当
地。在西非国家马里，人福非洲药业于
2015 年在巴马科建成投产，成为马里
第一家本地化药厂，也是西非地区建设
标准最高的现代化药厂。时任总统易
卜拉欣·凯塔曾评价说：“这个中国药企
让马里人民受益，帮助我们获得自主生
产药品的能力，结束马里不能生产药品
的历史。”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2024 年世界疟疾
报告》，2023年全球疟疾病例中，约 95%的死亡病例发生
在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在西非国家科特迪瓦最大城市阿
比让附近，集药品研发、制造及物流配送为一体的复星医
药科特迪瓦园区正在加紧建设，一期项目预计2025年竣
工，将主要生产抗疟疾药物和抗生素。

除了药品，医疗器械也是非洲所急缺的。2024年 3
月，中企投资建设的福凯医疗（肯尼亚）工厂在肯尼亚塔
图工业园正式投产，主要生产医用一次性手术衣和外伤
护理产品。

新冠疫情期间，华大基因在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加
蓬、多哥、坦桑尼亚等国建设“火眼”实验室，中非技术人
员共同操作，识别病毒毒株、检测核酸样本，为非洲抗疫
贡献力量。2024年，华大基因还在卢旺达开展宫颈癌筛
查项目，帮助当地降低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

要实现医药生产本地化，人才培养是必要环节。“我们
和当地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选拔药学系学生去成员企业
实习、接受培训，他们回国后再到科特迪瓦园区工作。”复
星医药副总裁苏莉表示，园区预计将为大巴萨姆地区带来
近1000个就业机会，有效促进科特迪瓦制药工业发展。

在三圣药业位于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的厂房里，
现代化的生产线有序运转，非洲员工身着制服，一丝不苟
地操作机器、配置和检验药品。阿莱穆加入三圣前曾在
本地制药行业从业多年，他认为中企先进的制药技术和
工艺流程进一步提高了他的专业能力，为职业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持。

江智文介绍，目前三圣有约 300名埃塞俄比亚本地
员工。“刚毕业的学生进入公司后要进行专门培训，考核
通过才能上岗，这也为埃塞俄比亚的基础医药工业和卫
生系统培养了一批人才。”

在 2024年 9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
方宣布了未来3年同非洲携手推进现代化的十大伙伴行
动，其中的“卫生健康伙伴行动”提出，推动中国企业投资
药品生产，对非洲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024年8月，中企非洲生物化学公司与坦桑尼亚桑给
巴尔政府签约，项目聚焦于研发和生产针对非洲地区常见
疾病及新型传染病的创新药物和疫苗；9月，江苏艾迪药
业、中非发展基金、南京药石科技与尼日利亚菲森药业共
同签署合作备忘录，推进尼日利亚新建合资药厂项目。

2024年10月，极嘉（北京）国际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与
赞比亚工业发展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合作建设霍
乱疫苗生产厂。赞比亚总统希奇莱马在签署仪式上表示，
公共卫生领域合作是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体
现。建设疫苗厂不仅提升赞比亚公共卫生能力，预防控制
传染病，而且惠及周边国家，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从生理盐水到疫苗，从药品到器械，从设备到技术……
中企在中非医疗卫生合作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显著提
升非洲国家的药品生产能力、降低进口依赖、培养医药人
才，未来更多合作项目将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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