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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完工体现中国速度 带动发展承载埃及愿景

非洲最高楼成中阿友谊新象征
本报驻埃及特派记者 黄培昭 本报记者 潘晓彤

泰国与中企阿里巴巴共建的
首个数字自贸区于8日开始

试运营，这也是泰国第一个通过
数字化方式建立的自贸区。泰国
数字自贸区的建成，标志着中国
的跨境电商保税模式在泰国完成了一次
复制。就在不久前，据中国商务部新闻
网站消息，中国与泰国签署《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务部和泰王国商业部关于电子
商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建立电
子商务合作机制，加强物流、配送、电
子支付等领域合作。近年来，在中泰两
国数字经济合作的大框架下，越来越多
的中国企业进入泰国市场。

在泰国经济中心地带“东部经济走
廊”的廉差邦港，无人驾驶货车和人工
驾驶货车穿梭往来，搭载着来自世界各
地的集装箱驶向目的地。据了解，廉差
邦港是泰国最大的集装箱深海港口和物
流枢纽，无人驾驶货车是港口和上海西
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一起进行的数字港
口项目。一辆无人驾驶货车可承担 4名
司机的工作量，不仅比燃油车节省能源
费用，还能大大减少碳排放量。尤其在

疫情期间，无人驾驶货车不仅提高了效
率，还缓解了运力短缺问题。自2020年
4月第一批无人驾驶货车试运行后，截
至 2022年 8月，无人驾驶货车队已累计
作业超15万标箱。未来随着港口自动化
比例越来越高，无人驾驶货车的工作效
率将高于人工驾驶货车。在廉差邦港工
作了十多年的运营经理苏提拉说：“中国
的无人驾驶技术，很高效、很环保。”

不仅来自中国的无人驾驶货车成为
港口远程操控作业的重要部分，来自中
国的5G技术也将帮助廉差邦港实现港口
的“智能”和“绿色”。今年 10月，华
为泰国和泰国港务局签署谅解备忘录。
华为将在 3年内支持泰国港口业向数字
时代的转型，包括共同努力研究和建立
港口数字化、5G港口和绿色港口，并通
过各种学习和培训活动提升人才技能。

为了建设“数字泰国”，泰国政府一

直致力于推动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
经济发展，以提升国家竞争力。早在
2016年，泰国政府就提出“泰国4.0”战
略，旨在将该国转变为东南亚创新和知
识型数字中心。据泰国《曼谷邮报》报
道，预计到今年年底，泰国的数字经济
价值将超过3600亿美元。

随着中国企业从“中国制造”到
“中国智造”的积极转变，中泰双方合作
的领域日益拓宽，中国企业也在积极参
与泰国数字经济方面的投资。阿里巴巴
面向柬老缅越泰国家的智慧数据中心项
目和华为的宽带物联网计划，将为“东
部经济走廊”引入中国高科技企业基
因。中国科学院曼谷创新合作中心、华
为公司开放实验室等可以为双方更高水
平和更高质量的合作提供科技、人力资
源支持。中兴通讯为泰国数字社会转型
量身定制了智慧社会解决方案。

“来自中国的高科技让泰国
民众真切地感受到数字经济给生
活带来的改善，”泰国高等教育
与科研创新部部长阿内·劳塔玛
塔说，“泰国和中国已经开展了

非常多的科技领域合作。在东南亚国家
中，我们是最早应用5G通信技术的国家
之一，使用的正是中国的技术。”

今年是中泰建交47周年和中泰建立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中泰两
国的合作，尤其是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
作也将不断扩大。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
长白明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在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升级版和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的双重利好情况下，中泰两国合作机会
将进一步增加，合作空间也会进一步扩
大。更重要的是，泰国是重要的“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也是推动数字丝绸之
路的关键地区。“今后，随着服务贸易的
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将促成中泰两国贸易开拓更多的应
用场景”。▲

“数字泰国”中活跃着哪些中企？
本报驻泰国特派记者 孙广勇 本报记者 刘依琳

站在接近建设尾声的埃及新行政首都
（以下简称“新首都”） 74层标志

塔上，四周空旷辽阔，景色宜人。只见
一片黄褐色戈壁中，高385.8米的“标志
塔”在午后的阳光下巍然矗立，与周围
新建的建筑形成强烈的对比，给人以

“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中企建设的埃及新首都，代表了

埃中、阿中友谊的新高度、新景观！我
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现在，站在这么高
的标志塔，我的这种体会更加强烈和深
刻了，这也是我们所有埃及人的共同感
受。”首届中阿峰会召开前夕，埃及中国
友好协会主席艾哈迈德·瓦利在考察埃及
新首都，乘电梯登顶中央商务区的标志
塔时，情不自禁地这样由衷赞叹道。

中国兄弟的责任与汗水
作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旗舰项

目，埃及新首都项目的标志塔由中国建
筑 （以下简称“中建”） 承建，于 2016
年 1月与埃及政府签署框架协议，2017
年10月签署总承包合同，2018年５月初
正式动工。4年前，当 《环球时报》 记
者第一次去奠基仪式采访时，吉普车上
的GPS都找不到新首都的位置；4年后
的今天，高大、气派、时尚、现代的非
洲第一高楼已经拔地而起，屹立在沧桑
的埃及土地上，成为埃及的新地标和开
罗新的天际线。当地媒体评论说，这背
后彰显出的，是中国速度、中国质量和
中国效率，也被公认是中埃、中阿友谊
的新象征、新标识。

负责施工技术的埃及工程师希夏
姆，已经与中国同事一起在施工现场奋
战了近 5个寒暑，他见证了新首都项目
的日新月异。“该项目从2018年5月2日
勘察第一钻，到 2021年 8月 8日主体结
构封顶，只用了不到 3年的时间。进入
标准层后，基本上保持平均 5天一层的
速度，最快的一层仅仅用了 100 小时，
相当于4天时间”。埃及《金字塔报》更
是在报道中称，即使在疫情最严峻之
际，这里的施工也没有停止，中国兄弟
不畏疫情，用责任和汗水托举起埃及境
内的非洲第一高楼。

“不亚于再凿一条苏伊士运河”
埃及新首都是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

来，该国进行“沙漠造新城”运动的最
新探索活动之一，也是埃及“2030 愿
景”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寄予缓解首都
压力、创造就业、吸引外资以及提升国
家形象等多重期望。埃及总统塞西说：

“建造新首都的意义，不亚于再凿一条苏
伊士运河。”他还强调，新首都是“埃及
未来发展的火车头”。

埃及首都开罗目前人口已经达到
2200 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5，被视
为全球人口密度最大、交通最拥堵的城
市之一。为缓解首都人口压力，埃及先
后在开罗周边建设了 10月 6日城、斋月
10日城、扎耶德城、新开罗等卫星城，
但收效不彰，开罗人口仍在急剧膨胀，
交通拥堵不断加剧。2015 年，
埃及政府开始在开罗以东约 45
公里的沙漠地带规划一座新行

政首都，占地
约 700 平方公
里，建设进程
共分三期：一
期包括政府办
公区、商务区
和 外 交 使 馆
区，其中政府
办公区包括 10
座综合体，内
阁、议会和 34
个部委将搬迁
至此；二期和
三期主要是住
宅区，建成后
预计容纳超过

650万居民。
由中建埃及分公司承建的埃及新首

都标志塔，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
埃及总统塞西的共同见证下签署的合作
项目，也是目前中国企业在埃及签订的
最大金额的项目合同。中央商务区建筑
群中最核心的一个项目就是“标志塔”，
近 400米的总高度，使它成为非洲迄今
的最高建筑。埃及媒体报道说，中国企

业负责建造的非洲第一
高楼引进了先进的设计

理念，是真正的“绿色
智能化建筑”。记者在
采访中了解到，为了减
轻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埃及一直致力于推广环
保可持续性的交通，并
在近年来启动多个项目
发展清洁能源。埃及正
在计划逐渐用清洁能源

电动大巴替代现有的燃油大巴，同时考
虑在新首都建设新能源汽车的基础设
施，推广新能源车的使用。

属地化发展
《环球时报》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

中埃员工和谐相处，亲密无间，气氛很
融洽。在生活区，有许多个食堂，还有
专门为埃及人做的可口饭菜。中企充分
尊重当地的风俗、宗教和生活习惯的做
法，给希夏姆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中
国人与当地人情同一家，为了实现新首
都梦共同奋斗。

中建埃及分公司党工委书记、总经
理常伟才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
时说，一直以来，中国建筑在埃及始终
坚持属地化发展战略，追求与当地公司
实现互利共赢，并致力深化中埃两国传
统友谊。“站在中埃、中阿友好新的历史
起点，中建埃及将与埃及各方精诚合
作、携手同行，推动双方务实合作。”

“埃及是最早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
系的阿拉伯国家，中埃之间的友谊深厚
且长远。中埃间的友好关系也是中国与
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一个缩影和代表。”中
国中东学会副会长刘中民告诉《环球时
报》记者，“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埃

及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热情，埃及的新
首都建设正是与“一带一路”倡议相
对接的成果之一。以标志塔项目为代
表的中埃合作，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中

埃传统友谊，更是对新
时期下的中埃两国有着
深远影响。▲

埃及新首都概念图埃及新首都概念图

施工中的埃及新施工中的埃及新
首都首都。。（（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