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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领航，合作更趋紧密

“匈牙利的羽绒服也能如此轻薄又

保暖！”“不用去保加利亚就能体验玫瑰

精油带来的愉悦。”24 日上午，中东欧

博览会宁波国际会议中心内摩肩接踵、

好不热闹。开馆不一会儿，就有大批观

众涌入“精品中东欧”展区，彼时，宁波

贝宏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叶微微忙介绍、

忙洽谈，不亦乐乎。

“展会是中东欧商品‘试水’中国

市场的平台，我们已经连续四届参加中

东欧博览会。”叶微微告诉记者，“本届

展会带了 30 多种日

化产品，备了两三百

箱的货，还有不少新

老朋友将特色产品委

托给我们参展，希望借

此打开新市场。”

搭乘中东欧博览会

的快车，中国与中东欧

国家经贸合作拾级而上，

更趋紧密。

数据显示，自 2012 年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

制成立以来，中国与中东

欧 国 家 贸 易 年 均 增 长

8.8％，中国自中东欧国家进

口年均增长 7.4％，均高于同

期中国对外贸易增速。截至

目前，中东欧 14国已有 126种
农食产品获得对华准入，累计

注册 3430 家境外农产品企业，

“合作之花”结出累累硕果。

“斯洛文尼亚有句谚语，叫作‘分享

的喜悦是双倍的喜悦’。”本届博览会主

宾国之一的斯洛文尼亚国民议会副议

长霍特表示，中东欧博览会不仅是一场

商品交易会，更是共同成长的催化剂。

希望以此为契机，开放对话、互学互鉴，

进一步拓展商品及服务领域贸易往来，

共同构建充满韧性与创造力的未来。

科技赋能，引力更加强劲

近年来，我国与中东欧国家以科技

为“钥”，创新合作日益深化，呈现出多

领域、多层次的特点。

走进本届中东欧博览会重点打造

的全新展区——“数智中东欧”，奥地利

的钻石飞机、塞尔维亚的海上安全传感

器、斯洛伐克的医疗设备以及中国的人

形机器人等一批人工智能、低空经济、

新能源等领域的“高精尖”“黑科技”成

为观众“打卡”、体验的热门。

拟人行走、闻香识物、迎宾递水……

人形机器人旁，斯洛伐克商人托马日·多

伦茨正向工作人员详细了解机器人的技

术性能以及适用场景。

“我新成立了一家科技企业，特地

来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和发展机遇。”多

伦茨告诉记者，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

科技发展令他印象深刻，双方在数字化

转型等方面投资合作空间广阔。

科技进步带来的惊喜，不只出现在

展台上。22日举行的2025中国—中东欧

国家青年科技人才交流活动，聚焦加强科

技创新合作、双多边青年科技人才交流合

作等内容，为各国携手共同应对全球性挑

战、实现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应凝聚合作共

识，共同把握新兴技术发展机遇，以开放

包容的态度深化科技创新合作。”中国外

交部欧洲司副司长常健表示，双方要充

分发挥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和生物医

药等领域的互补优势，通过技术转移、项

目孵化和人才培养等务实举措，促进产

学研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文化添翼，交融更具魅力

雪菜黄鱼的鲜香与匈牙利牛肉汤

的浓郁交织，红膏炝蟹的咸鲜与巴尔

干肉肠的醇厚碰撞……21 日，一场在

宁波老外滩的百人长桌宴，带来了“舌

尖上”的相遇，也拉开了博览会人文交

流的序章。

人文艺术是构筑不同国家间民心

相通的桥梁。在中东欧主题图形印特

展上，一位来自波黑的参观者一眼就认

出了印章上刻的是他们国家的莫斯塔

尔古桥。“我们国家的标志性建筑通过

中国的篆刻艺术呈现，真的太神奇了！”

这位参观者说。

特展展位负责人蔡思超介绍，将中

东欧的文化元素融入中国传统的金石篆

刻，既展现了当代审美意味，又激发了观

众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多元文化的感

知，助力双方交流交融更具独特魅力。

不同文化间的共鸣也在催生着经

贸机遇。水晶玻璃工艺品是捷克最负

盛名的传统产品之一，作为中东欧博览

会的“全勤生”，捷克水晶品牌欧若拉又

带着 100多个品种前来参展。

“今年我们打造了一批将中国传统

吉祥纹饰与捷克水晶质地结合的产品，

以‘中西合璧’的方式，吸引更多中国消

费者。”欧若拉水晶代理商翟利娟说。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未来，还

深植于一次次文明互鉴的成果之中。

博览会期间，宁波—中东欧国际文化与

艺术交流中心正式启动，100 多所院校

和单位参加了一系列教育合作交流、青

年科技人才交流活动……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中国和

中东欧国家正用更加开放宽广的胸怀，

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共同发展和互利

共赢。 新华社宁波5月24日电

新华社北京 5月 26日电《经济参

考报》5月 26日刊发记者郭倩采写的文

章《国常会部署推进制造业绿色低碳发

展》。文章称，5 月 23 日召开的国务院

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制造业绿色低碳

发展行动方案（2025—2027 年）》，并就

推进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作出部署。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全面推动制

造业绿色低碳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根本要求，相关部署

将加大对重大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及应

用支持力度，加快重点行业绿色改造升

级，持续提升产业绿色低碳竞争优势。

会议指出，推进制造业绿色低碳发

展是大势所趋，要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

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强化新型工业

化绿色底色。

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新经

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认为，会议作

出的系列部署着眼全球产业变革与国

内经济转型的双重逻辑。全球气候治

理深化要求制造业必须走绿色化道路，

国内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也需要通过绿色技术重塑产业竞争力。

会议对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绿

色低碳发展均作出要求，提出“要推进

传统产业深度绿色转型，结合大规模设

备更新等政策实施，积极应用先进装备

和工艺，加快重点行业绿色改造升级”

“要引领新兴产业高起点绿色发展，加

大清洁能源、绿色产品推广，提升资源

循环利用水平”。

“传统产业并非落后的代名词，可

以通过工艺革新、装备升级、管理优化

实现存量焕新。”朱克力认为，传统产业

转型的着力点在于以系统性思维推动

生产全链条的绿色再造。其中，大规模

设备更新政策是撬动绿色改造的关键

杠杆。政策落地需注重靶向性，聚焦高

耗能行业优先更新低效设备，配套财税

政策激励降低企业成本。同时，设备更

新需要与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融合，实

现能效提升的边际收益最大化。

围绕引领新兴产业高起点绿色发

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科研信息部

副部长刘向东认为，在当前绿色低碳发

展大趋势下，发展新兴产业要避免走

“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要求新兴

产业在规划和发展中将绿色技术、工艺

和标准贯穿始终，进而带动整体经济系

统的低碳化，培育参与国际竞争的产业

新优势。建议下一步积极推进清洁能

源、绿色产品的推广应用，建设区域性

再生资源交易平台，运用物联网技术实

时监控重点企业固废产生、运输、处置

全流程等，切实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

济，提高资源循环利用水平。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

持续深入。以新能源产业为例，今年 4
月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新能源产

品产量分别增长 38.9％和 43.1％。同

时，我国扎实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

造，加强先进绿色低碳技术装备推广应

用，重点行业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

能耗持续下降。

此外，会议还提出，要加强共性技

术攻关，完善重点领域标准，优化相关

政策，健全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更好

支持和帮助企业转型升级。

刘向东认为，当前企业在绿色转型

升级中仍面临资金、标准、产业链协同

等制约，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绿色转型步

伐不一致。建议强化技术攻坚与标准

引领，聚焦钢铁、电解铝、锂电池、新能

源汽车等重点产品，明确能效标杆值，

加快研制一批碳足迹核算标准，加快绿

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

用。推进产业链协同转型，引导龙头企

业披露供应商碳足迹数据，推动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实施节能低碳改造。创新

绿色金融工具，扩大碳中和债券发行规

模，破解企业转型的融资难题。

绘就发展“同心圆”打造交融新范式
——在中东欧博览会感受跨区域开放合作新气象

新华社记者 邹多为 朱涵 唐弢

东钱湖畔，奔“甬”而来。当捷克水晶
闪烁着璀璨光芒、波兰红酒啤酒摆满了货
架、匈牙利舞者跳起欢快的民间舞蹈……
以“向新 向实 向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中
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正在浙江宁波如火如荼进行。

来自中东欧14国和其他9个国家的
展商以及众多国际机构的嘉宾汇聚一堂，
在交流对接、参观采购中绘就中国—中东
欧跨区域发展“同心圆”，透过其中，经贸
领航、科技赋能、文化添翼的合作交融新
范式加速形成，一个个逆势奋楫、聚力共
赢的故事不断书写。

国常会部署推进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