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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推动中缅“胞波”持续升温

文 _丁    工★

2020年 1月 17日至 18日，应温敏总统的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缅甸进行了为期 2天的国事访问。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参加了温敏总统举行的一系列

重大国事活动和交流项目，同包括昂山素季国务资政

在内的缅方主要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会谈，并见证签署

达成 29项各领域合作文件，双方还共同发表了联合声

明。时值中缅建交 7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新年伊始

对缅甸的出访，将在中缅关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

笔，进一步推动两国友好关系，以及合作空间更加广阔。

中缅“胞波”情谊新起点

中缅两国山水相连，共有 2200多公里漫长的边境

线，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以“胞波”（缅语指“一

母同胞”兄弟）相称。根据文献典籍记载，早在公元

前 4世纪，两国人民的先祖就打通了贯穿川滇缅印的

商贸通道，公元 8世纪，两国著名艺术家留下文化交

流的历史印记。中缅两国都曾创造过辉煌壮丽、悠久

灿烂的古代文明，也同样在近代都曾遭遇到严重的民

族危机，先后成为西方列强宰割、奴役的对象，两国

有着携手反抗殖民统治、一起反对霸权压迫的共同经

历，在赢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后，又共同努力探索

富强道路。

自建交以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各自国内

有何变化，中缅两国始终互视对方为国际政治舞台上

可以借助的重要力量，双方均一致认为，两国共同利

益广泛、合作基础深厚。上世纪 50年代，两国携手提

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妥善处理了复杂的边界问题，

不仅成为中缅交往史上的一段美好佳话，也开创了当

代国际关系的一项基本准则，为当今世界处理国与国

关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两国建交 70年的历史进

程中，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两国的前途命运早已紧

密相连、交融共生。目前，中国不仅长期保持缅甸第

一大贸易伙伴和最重要投资来源国地位，也是缅甸开

展外交活动和参与国际事务的主要合作伙伴。

如今，中缅都已进入国家发展的新阶段，两国战

略利益愈发契合更进一步推动彼此互为重要的发展机

遇和合作伙伴。

自 2015年缅甸政治改革后，新成立的政府将促进

经济增长、改善民生福祉作为国家建设的工作重心，

缅甸新政府非常清楚增强自主和永续发展能力需要与

中国展开深度合作。缅甸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印度洋的第一站，在中国外

交战略印度洋的战略布局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位

置。中缅同处发展新阶段让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站在了新起点，随着习近平主席成功访问，推动了

两国深厚的“胞波”关系在合作新平台上再出发。尤

其是，两国领导人就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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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实现中缅合作的广度、深度、

高度同步晋级填充新内容、注入新动能。

推进中缅合作的具体路径和实施方案

缅甸位于亚洲东南部、中南半岛西部，是通往南

亚、中东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国与东盟连接的交通枢纽。

缅甸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占有独特的地理位置，

是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关键节点之一。

2013年以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

缅两国形成以产能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

点、以金融投资和油气管线为新增长点的合作新格局，

规划中的中缅经济走廊也已显现雏形、初具轮廓。随

着中缅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深入发展，两国关系

呈现出政治上高度互信、经济上深度合作、文化上广

度交流，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

互支持，在多边机制框架内密切配合的鲜明特点。基

于此，习近平主席将缅甸作为新年首访国家，对两国

关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中缅交往史上堪称一次里

程碑式的外交活动。根据此次出访，双方共同达成的

协议，两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从如下方面用力。

第一，推动以基础设施合作为龙头的互联互通建

设。基础设施是当下缅甸发展中遇到的一个突出短板

和瓶颈，已经成为严重制约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例如，缅甸是东南亚国家中仅次于印度尼西亚的第二

大天然气出口国，共有 104个油气开采区块，约有 1.6

亿桶石油和 20万亿立方天然气。但由于缅甸的炼油厂

破败不堪，运输管道年久失修，油井设备正常维护以

及油气储运和炼制的成本节节攀升，导致产能无法满

足日常生产和居民生活需要，时常出现燃料供给短缺

的局面。虽然“一带一路”前期成果推动中缅在能源

管道、交通运输和产业园区等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取

得重要进展，但距离满足缅方实际需求还存在很大的

缺口。鉴此，中缅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统筹推进

皎漂经济特区、仰光新城三端支撑走廊、边境经济合

作区，协调推进公路铁路、电力能源等互联互通骨架

建设，既能够提升当地人民生活水平和增进双边互利

合作，又可以充分发挥缅甸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特

具独有的经济走廊作用。

第二，推动以产能对接为主线的经济发展建设。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中国在科技、资本、

1月 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内比都国际机场，开始对缅甸联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图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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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管理等方面都已具备较为雄厚的实力积累和技

术底蕴，中国在工业生产、技术创新和先进制造等领

域的综合实力，已经步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

链的中高端层次。缅甸自然资源丰富、先天条件优越，

农业和矿产采掘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但对外贸易

仍然是以初级工业制成品和低附加值的原料加工产品

为主体出口货物，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处

于较低的层次。中国与缅甸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

存在的客观差距，决定了两国在开展产能错位合作、

产业转移对接方面拥有巨大的互补优势和协同效应。

因此，中国和缅甸依托“一带一路”载体进行产

业对接，不仅有助于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惠及两国民众，

更有利于缅甸加快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推动大

规模、大力度的产业链、价值链重构，扭转长期依赖

木材、铜铁矿石、天然气等原材料出口的产业结构和

经济模式。

第三，推动以人文交流为抓手的民心相通建设。

“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的基础是各国人民之间的充分交流和相互了解，要

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

互尊重的人文格局，营造彼此欣赏而不是相互贬损、

彼此包容而不是相互排斥的良好氛围。因此，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既少不了政策对接、经贸合

作的“硬”支撑，也离不开人文交流、民

心相通的“软”助力。

历史上，中缅边民之间友好往来的源

远流长，促成边境沿线“两国一家”、“跨

境同族”的人文亲缘特色，铸就中缅“胞波”

情谊历经千年始终如一的内质品格。两国

跨越千年、绵延至今的“胞波”情谊，既

是维持民间往来高位运行的动力和源泉，

也是推动人文社会交流和双边关系发展的

活力和资源。中缅可以通过联合开发、经

营共有民族的文化产业资源，共同举办文

化艺术展演、体育赛事活动，进而涵养、

形塑两国合力共建“一带一路”的公众民意和舆情生

态。除此之外，双方还同意将 2020年确定为“文化

旅游年”，中缅可以借此共同规划开发旅游线路、用

好历史文化遗产，吸引两国人民通过旅游观光来增进

彼此间的情感联系和心灵沟通。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缅甸的访问时机特殊、意义重

大、成果丰硕，体现了对中缅胞波情谊和深化中缅关

系的高度重视，表达了在新起点、高平台上规划、部署、

实施中缅合作的深切愿望，标志着中缅关系开始步入

新阶段、迈入新时代。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在

中国爆发，缅甸全国上下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中国的支

持，捐赠防疫物资，捐物捐款。3月份以来，受到疫情

的影响，缅甸 400多家纺织企业面临原材料供应不足

的问题，有 27家企业濒临停工倒闭。当地时间 3月 17

日晚，15吨纺织原材料从中国广州包机运抵缅甸仰光，

缓解了缅甸企业的燃眉之急。与此同时，中国驻曼德

勒总领事馆还向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捐赠防疫物资。

中缅两国守望相助，共同对抗疫情，正是中缅命运共

同体的见证与写照。

（编辑  杨利红）

1 月 17日晚，习近平和缅甸总统温敏共同按下按钮，正式启动中缅文化旅游年

（图片来源：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