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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德两国领导人再次
提出要加强“中国制造2025”同德
国“工业4.0”战略对接，释放两国
制造业优势同互联网结合的巨大
创新潜力。专家认为，这为相关
企业间的合作提供了更多机遇。

“‘中国制造 2025’和德国
‘工业 4.0’的战略对接，是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在德国的一项具
体实施。这将更加有利于中国与
沿线国家‘互通互联’，实现工业
产能合作以及其他各个方面更
广、更深的区域经济合作，促进沿
线国家产业升级。”中国社会科学
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黄群慧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
持续深化
当前，世界各国正面临新一轮

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冲击，存在
诸多机遇和挑战。加快技术升级、
产业升级和全球价值链升级，重构
国家竞争优势，成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共同发展方向。

黄群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阶
段的差异性非常大，涵盖了从低
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例如，
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区域，大
部分东南亚国家工业化发展起
步较晚，在工业发展进程中，缺
乏足够的资金、科学的产业政
策、先进的技术与经验等关键环
节，进而影响其工业特别是制造
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黄群慧
认为，整体来讲，东南亚国家与
我国展开产业对接，加速自身工
业化进程，提升工业制造业核心
竞争力已成为现实的迫切需
要。核心需求主要在三个方面，
即加速工业化进程、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吸引技术投资与扩大双
边贸易。具体表现在铁路、电子

设备制造、信息通信、计算机软
件等高新产业。

事实上，中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正持续深
入。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
中国已与 20 多个相关国家开展
了机制化的产能合作，与27个国
家签订了国际产能合作文件。

“强强联合”将助推
沿线国家产业升级

“德国工业4.0”旨在融合信息
技术与制造技术，实现生产灵活
化与智能化，而中国是制造业大
国，现阶段目标是转型升级成为
制造业强国，实现智能化生产。
专家认为，双方合作可以实现“强
强联手”，优势互补，提升双方技
术和经济实力。

“两大战略进行对接有其必
要性、必然性，一方面，‘中国制造
2025’与德国‘工业4.0’的主攻方
向都是智能制造，二者发展方向、

趋势及目标基本一致；另一方面，
德国高端制造业在全球处于领先
水平，其技术优势突出，而中国则
在市场和资本等方面有着很大优
势，两国合作互补性很强。”商务
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
主任张建平认为。

国务院国资委机械工业经济
管理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
长、副研究员吕汉阳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按
照“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加速推进
西进计划，加强与中亚合作与中
东欧国家合作，德国也正把工业
向东部国家转移，双方将沿着陆
路计划，实现欧亚大陆经济对
接。“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
4.0”将造福“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
国际产能合作中，中德两国制造
业对接实现优势互补，将带动接
受产能转移的国家的工业转型升
级。

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

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赵刚在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

“中德两国工业战略的深度对接，
对中国来讲可以学习德国的一些
经验和长处，发挥其优势，同时通
过这种对接能够最直接、最容易
把德国的先进工艺、先进工业、先
进技术及先进理念学习到手。两
国共同合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产业升级也有着非常重要的
意义和价值。”

中铁六局相关部门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
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的深
度融合，将会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更为有效地打造命运共同
体。据介绍，在“一带一路”版图
上，中铁六局建设的昆玉铁路、玉
磨铁路连接起越南、柬埔寨、老
挝、缅甸、吉隆坡、新加坡等东南
亚国家，同时他们也参与了国内

“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省份的重点
工程。

虽然战争尚未宣告结束，但
热爱和平的叙利亚人民已然在着
手进行重建，并且期待着中国企
业的发力。

“现在叙利亚已经做好了重
建的准备。”叙利亚驻华大使伊马
德·穆斯塔法在中国阿拉伯交流
协会和叙利亚驻华大使馆联合主
办的“首届叙利亚重建项目洽谈
会”上表示，随着战乱进入尾声，
叙利亚已经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
的机遇期。

叙利亚重建机遇
超出预期
据悉，该洽谈会是首次在国

内举行的叙利亚重建项目洽谈
会，伊马德·穆斯塔法在致辞中表
示，希望通过洽谈会，搭建一个中
国企业了解叙利亚、参与叙利亚
重建的重要平台。

叙利亚是世界古老文明的发
源地之一。2000多年前，古老的
丝绸之路就将中国和叙利亚紧密
相连。1956年8月1日，中叙建交
后，两国长期保持着友好关系。

“当然，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维
护的是国际关系准则，是中东地
区的和平稳定，是阿拉伯国家人
民的长远利益。”中国阿拉伯交流
协会副会长秦勇在会上表示，正
是基于这种友好的感情，应叙利
亚政府方面邀请，协会代表团于
今年4月、6月先后两次对叙利亚

进行了访问。
据秦勇介绍，4月 14日至21

日，协会一行人对叙利亚大马士
革和霍姆斯进行访问，会见了叙
利亚财政部、工业部、电力部、公
共建设部、经济与外贸部、通讯与
技术部等部部长及国际计划与合
作署、总理府投资署署长，霍姆斯
省长，中央银行行长等叙高级官
员。6月12日至16日，中国阿拉
伯交流协会再次率领中国企业代
表团一行对叙利亚进行访问，安
排随团企业分别会见了叙利亚各
部、署的高级官员，并再次走进霍
姆斯省考察霍姆斯工业区，双方
深入探讨了叙利亚战后重建的合
作项目。

秦勇表示，通过这两次访问，
不仅对叙利亚的相关情况有了更
清晰直观的判断，同时也更加确
信了对于中国以及中国企业而
言，参与叙利亚重建的意义。

“叙利亚的安全形势、政府和
人民重建的信心和热情都超出了
预期。叙利亚政府和人民邀请中
国企业参与重建的愿望比我们预
期得还要强烈、还要积极，而且中
国企业在叙利亚重建中的地位比
我们预期得还要高。”秦勇提到。
叙利亚总统在早前接受媒体采访
时即明确表示，叙利亚重建将主
要仰仗中国、俄罗斯和伊朗。而
在访问期间，所有会见过的叙利
亚政府部门部长们也都明确表
示，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重建方
面享有优先权。

“叙利亚重建的机遇比我们
预期得还要多。”秦勇介绍道，过
去六年的战争期间，叙利亚某些
地区的基础设施包括桥梁、道路、
电站、油田、住宅、学校、医院等都
基本上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
据不完全分析与统计，叙战后重
建至少将需要上万亿美元的资金

投入。而访问期间，叙公共建设
部、工业部、总理府投资局、经济
和外贸部等政府部门已经把各种
重大的重建项目推荐给了协会，
这对中国企业而言将是一次难得
的重大历史机遇。

参与重建
既有机遇又有挑战

“参与叙利亚重建，既有机
遇，也有挑战。”秦勇表示。

与会的多家企业告诉记者，
目前企业有在叙利亚投资的意
向，但由于对当地的实际情况了
解得不是很到位，也出于对当地
相关的安全、社会风险的考虑，一
直没有采取行动。

对此，伊马德·穆斯塔法表
示，我们并非希望中国企业在叙
利亚冒着生命危险投资，或者让
其资产处于不安全的状况。目
前，叙利亚有很多地方是安全的，
并且是处于长时间的安全状态。

而据记者了解，叙利亚经济
重建的最大难题在于缺少资金。
在资金缺口方面，战争给叙利亚
国内造成了至少2000多亿美元的
直接损失。秦勇也提到，叙战后
重建至少将需要上万亿美元的资
金投入。这对于当前的叙利亚政
府来说，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

对此，伊马德·穆斯塔法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现在正在
邀请亚投行来参与叙利亚的重
建，因为叙利亚重建会涉及很多
基础设施建设，而且我们需要大

量的融资和投资。目前正在洽谈
当中，并且已经有一些纸质的文
件，我们已经开始申请成为会员，
同时也写了一封信给亚投行，表
达了想要成为会员的意愿。”

不仅如此，当前中国阿拉伯
交流协会也正致力于促成中国
企业参与叙利亚重建。 其中包
括设立叙利亚重建金融工作委
员会，成立中叙银行，解决重建
当中的金融结算问题；设立叙利
亚重建投资与法律工作委员会，
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了解叙利
亚重建政策和投资法规；成立安
保公司，充分挖掘国内安保公司
的巨大潜能服务于叙利亚重
建。“我们正联合国内战略投资
者在叙利亚国内投资建立涵盖
加工制造、物流、保税、技术开
发、商贸和现代服务等主要产
业，融居住、商业、金融等功能区
为一体的中叙产业园。预计该
产业园建成后首期将吸引150家
企业入驻，投资金额预计将达20
亿美元，可为叙利亚创造约4万
个就业机会。”秦勇强调。

“中国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去产能等举措，与叙
利亚的重建进程可以实现对
接。同时，中国提出了伟大的

‘一带一路’倡议，和巴萨尔总统
提出的‘向东看’战略高度契合，
这种相向而行的战略完全符合
中叙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我
们希望通过重建，进一步扩大中
叙友好合作。”伊马德·穆斯塔法
表示。

叙利亚力邀中国企业参与重建
中叙产业园筹建中

中德工业战略深度对接
助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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