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要闻编辑部 责任编辑：李智勇 美编：郑伟

2023年9月11日 星期一

扩大双向投资扩大双向投资 共促全球发展共促全球发展
——聚焦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农业投资贸易合作，一直是投洽会的重
头戏之一。20 多年间，投洽会见证着农业跨
境合作，在“走出去”和“引进来”之间，不断
向着更高、更深、更广的方向迈进。

寻求更高水平农业合作

近年来，一种被称为“恐龙蛋”的甜瓜走
俏中国市场。

投洽会上，主宾国巴西揭示“恐龙蛋”原
产地的秘密。原来，这种圆滚滚、淡绿色的甜
瓜，产自巴西东北部。当地阳光充足、空气湿
润，造就了其香甜的口感。2019 年底，巴西
东北部甜瓜获中国市场准入。这种淡绿色、
圆滚滚的甜瓜迅速成为中国水果界新宠。

今 年 是 中 国 与 巴 西 建 立 战 略 伙 伴 关
系 30 周 年 。去 年 中 巴 双 边 贸 易 额 超 1700
亿美元，中国已连续 14 年成为巴西第一大
贸易伙伴。农业合作是中巴合作的重要领
域之一。

就在不久前，厦门市海联会客厅——走
进巴西暨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
新基地推介会在巴西圣保罗举办。推介会
上，建发股份农产品集团与巴西第二大国际
贸易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预计采购金额达 1
亿美元。2020 年以来，建发与该公司在巴西
棉花出口业务上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如
今，双方计划将合作范围扩展到粮食、谷物、
食糖和咖啡等产品。

本 届 投 洽 会 上 ，主 宾 国 巴 西 设 置 450
平方米的国家馆，巴西朗多尼亚州、阿拉
戈斯州等多个州共同参展。它们不约而同
地将本地优质农业资源，作为招商的重要
内容。

为深入对接洽谈经贸合作项目，吸引和
利用外资发展我省现代农业，9月 5日，投洽
会开幕之前，省农业农村厅、省侨联在福州
联合举办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
谈会现代农业项目对接洽谈活动。活动围绕
预制菜、设施农业等主题，推出 128 个农业
招商项目，计划总投资 476 亿元。荷兰、意大
利、美国、日本等 10 个国家和地区客商应邀
参加。活动现场达成一批合作意向。

全产业链深度融合

投洽会期间举行的中国投资·智慧农业
跨境合作交流会上，中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海外事业管理部经理高健，讲述了 10
年海外农业投资的经历。

2012 年，该公司进驻柬埔寨，在蒙多基
里省开辟生态农业开发区，开发一片 9000
公顷的森林。

10 年间，采伐林木 3 万多立方米。采伐
后的林木去哪里？在林区开办木材加工厂和
家具厂，生产出来的规格材销回国内，家具
供应当地市场。采伐迹地上，如何调整产业
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农业？种橡胶树，当
地土壤并不适宜，以失败告终。从我国山东
引进数十个花生品种，到了收获环节遭遇野
猪侵害。屡试屡败后，将腰果作为当地主导
品种。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当地缺乏腰果
加工能力。为此，高健现场寻找腰果加工产
业合伙人。

“农业境外投资，并不是跑马圈地那么
简单，应当从全产业链的角度考量，当地适
合发展什么，市场在哪里，上下游产业配套

如何完善。”深耕柬埔寨 10 年，高健对农业
跨境合作有了新的见解。

无独有偶，佳沃北大荒农业控股有限公
司乘“一带一路”东风“走出去”的过程中，也
选择了全产业链路径。该公司对俄农业投资
总监夏尔介绍，“我们公司近年来专注于俄
罗斯及独联体地区的农业资源综合开发，全
力建设以农业种植为主，涵盖生资供应、农
产品加工、粮食贸易等产业链上下游核心环
节的综合园区”。

从农产品贸易，到产业链、供应链、价值
链深度融合，农业国际合作正不断走向纵
深。“两国双园”，则为农业全产业链国际合
作提供了新的平台。投洽会上，中印尼“两国
双园”特色展首次亮相。

今年 1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中国-
印度尼西亚经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标志着
中印尼“两国双园”正式落地。海洋渔业是中
印尼“两国双园”产业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自建设以来，一批批产自南太平洋海域
的渔获，被运回福建精深加工，再源源不断
分销到全球市场。

在投洽会期间举行的中印尼“两国双
园”推介会上，又一批农业国际合作项目现

场签约。其中，印尼海洋渔业开发项目计划
总投资 5000 万美元，将由印尼开展捕捞业
务，并探讨建立渔业基地等项目；由福州华
海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投资，在中国新造渔
船，并在当地建立渔业基地，开展水产品加
工，为捕捞渔船提供货物装卸等服务。

不断拓展合作边界

投洽会上，厦门市海沧区带着“花田喜
事”亮相第二届乡村振兴产业展。

当地花企厦门爱垦园艺有限公司，与德国
育种企业班纳利合资成立棠潮园艺科技（厦
门）有限公司，并在海沧区建设育种中心。去年
6月，总投资2亿元的项目一期正式投入运营。

“我们正与全球同步开展花卉育种，着
重选育适应亚热带气候、耐高温高湿、抗病
性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花卉新优品种。”
爱垦园艺花种事业部经理曾苗真说，希望通
过国际合作，打造中国花卉种苗“芯片”。

秋海棠、长春花、鸡冠花、矮牵牛……在育
种中心，一系列育种材料已投入测试中。去年
投产至今，该公司已生产各类优质花卉种苗
2063万株、盆花93万盆，产值2234万元。二期
项目建成后，这里将打造国家级的草花种质资
源库，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工厂化育苗中心。

从投洽会上不难看出，当前农业国际合
作不再局限于投资贸易领域，正向农业科
技、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农业可持续发展等
更广泛的空间拓展。

全球农产品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面临
着气候变化、土地资源、生态环境、食品安全
等方面的诸多挑战。方兴未艾的智慧农业，能
够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数智化解决方案。

当前，世界各国都将智慧农业视为农业
转型的重要方向。如何在智慧农业领域，推
动跨境合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
所党委书记刘继芳建议，打造智慧农业关键
技术的全球跨境协作大平台，在全世界范围
进行智慧农业的技术、产品和模式的共享和
创新；搭建面向全产业链的跨境协作网络，
在区域间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各环节
建立战略协同机制。

更高 更深 更广

从投洽会看农业跨境合作新趋向
□本报记者 张辉

继 2019 年成为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
谈会主宾国后，塞尔维亚今年又成为第二
十三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主宾
国之一。“通过推动新兴领域发展，中塞两
国的合作具有可持续的巨大潜力。”塞尔
维亚科学、技术发展和创新部部长耶莱
娜·贝戈维奇说。

对于中塞两国的合作前景，耶莱娜·
贝戈维奇表示乐观，“在生物技术方面，双
方共同努力可以带来医学研究和药物开
发的突破；在绿色能源领域，合作可以加
快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应用，减少碳排放。
合作为两国和全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技
术创新和更光明的未来铺平了道路”。

塞尔维亚是最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的国家之一，通过开展跨境合作，塞尔维亚
获得了丰富的融资机会和尖端技术。“‘一
带一路’对塞尔维亚的学术界和工业界具
有重要意义。”耶莱娜·贝戈维奇说，在学术
上，打开了知识交流的大门，为塞尔维亚的
大学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科研机构联合

研究项目、技术转让，促进了塞尔维亚科技
交流和技术进步；在工业方面，扩大了塞尔
维亚作为地区创新和合作中心的作用，吸
引了外国投资，加强了技术转让，刺激了经
济增长。多层面的合作描绘了一幅引人注
目的塞尔维亚向知识型经济转型的图景。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共同抗击新冠
疫情，体现了国际合作在艰难时期的韧
性。”耶莱娜·贝戈维奇说，“这种合作可以
延伸到不同的科学领域，包括科学研究、
医疗设备供应和知识共享。通过分享专业
知识和最佳做法，加强了大流行病的防备
和应对能力，加强了双边关系，还展示了
科技在应对紧迫的全球卫生挑战和加强
国家间联系的力量。”

中塞合作具有可持续的巨大潜力
——访塞尔维亚科学、技术发展和创新部部长耶莱娜·贝戈维奇

□本报记者 林智岚

“今年是我第五次参加投洽会，每年
参加投洽会，都是一次对行业发展的深度
了解。”厦门大学能源学院副院长、福建省
新能源产业技术开发基地主任郑志锋是
多年来投洽会“常驻”演讲嘉宾，但他认为
投洽会对自己而言，亦是一个学习课堂。

今年投洽会，他感受最深的是能源领域
的投资回暖。“近两年，尽管受到疫情冲击和

经济下行影响，但伴随着欧美国家能源转型
的步伐，全球在这一可再生能源领域，尤其
是储能产业的投资与热度是持续高涨的。”

储能，简单理解就是将风电、光伏、火
电等电能以各种形态存储起来，在需要时
将能量转化为电能释放出来，相当于一个
大型的“充电宝”。“储能作为‘双碳’目标
下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支撑，在 2019 年

后，全球的总装机容量快速增长，而中国
在发电侧、电网侧、用户侧储能上都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郑志锋说。

据郑志锋介绍，福建储能产业已聚集
了包括宁德时代、海辰、科华等头部企业，
厦钨新能、紫金矿业等产业链企业，加上
厦门建发、厦门国贸这样的供应链企业，
具有很好的产业基础。“同时福建也集中

了包括厦门大学嘉庚创新实验室、中科院
物构所等这些在储能领域长期进行研究
开发、人才培养的机构，能够为产业提供
有力支撑。加之福建良好的投资环境，因
此已经构建起面向全球的产业窗口，是绝
佳的产业投资目的地。”

对于产业的人才需求，郑志锋表达了
自己的忧心。“储能产业仅从去年到今年，
便迅速成长了几万家企业，对人才的需求
量非常大。目前全国设置有储能专业学科
的高校有 62 所，还远远不能满足产业快
速发展需求。鉴于产业对高素质人才的迫
切需求，急需加大产学研融合创新的力
度，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
链、供应链有机融合，从而更好更快地促
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投资福建储能产业正当时
——访厦门大学能源学院副院长、福建省新能源产业技术开发基地主任郑志锋

□本报记者 林侃

访谈

本报讯（记者 廖丽萍） 9 日，第二届金砖国家数字经济对
话会在厦门举行，围绕“深化数字领域合作，共享数字经济机
遇”主题，聚焦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生态体系搭建、产
业数字化转型的经验与实践等重点议题，共享前沿观点、共谋
合作发展。

对话会以推动金砖国家共同营造公平开放的数字发展环
境，构建各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高质量伙伴关系为目标，深入研
讨金砖各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及战略规划。与会嘉宾建议，金
砖国家间开展贸易单证数字化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有效提升贸
易便利化水平，加快数字领域标准互联互通，加强基础设施领域
投资合作，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规则标准制定，维护发展中国
家的共同利益。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产业变革加速发展，数字经济已成
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金砖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具
有巨大潜力和丰富经验，以此次对话会为契机，将进一步深化金
砖国家之间的对话交流，加强产业、科技、经贸等各领域的深度
合作，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更多的战略主动。

第二届金砖国家数字经济
对话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游笑春） 10 日，由省商务厅主办、厦门国贸
云展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AI 赋能产业招商”论坛在厦门举办，
论坛邀请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产业界领军人物，分享人
工智能领域行业洞察，探讨如何训练AI 大模型助力招商引资数
字化转型。

在论坛设置的主题演讲环节，来自百度、腾讯、国投、飞
书、厦门大学等企业和单位的相关负责人，结合自身实践分享
了人工智能推动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的案例。论坛发布了基
于大语言模型技术及产业大数据的 AI 招商工具“云合·AI 产
业顾问”。

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传统招商引资模式创新求变成为必
然。当前，全国各地政府部门积极探索云上招商引资的对策举
措，不少专业化、可视化的数字招商平台涌现。与会嘉宾认为，用
人工智能赋能招商引资，将提高招商引资的效率和质量，通过系
统的开发，大模型能够成为招商引资出色的数字工具，甚至推动
行业整体变革。

“AI赋能产业招商”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 陈挺） 作为第二十三届投洽会在数字经济
领域重要的平行活动，10 日上午，第三届数字金融科技大会在
厦门举行，会上，社会化风险减量公益服务项目启动，《厦门金融
科技实践（2019—2023年）》报告同时发布。

本次大会主题是“科技驱动 风险减量”，以“数字科技助力
普惠金融，产业融合共创发展引擎”为宗旨，深入研究数字经济
交流方式与合作模式，聚焦金融保险产业的数字发展路径，加快
项目合作及产业融合，优化数字金融发展体系。

在主题发言环节，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院长洪永淼作了《人工智能与数字金
融》的报告，他认为，以ChatGPT为代表的AI深度学习算法的迅
速发展和大数据模型的发明应用，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治理方式。

与会嘉宾围绕科技赋能风险减量、高质量推进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风控等实践成果进行交流分享，大会由厦门市科学技术
局主办。

第三届数字金融科技大会
举行

本报讯（记者 陈挺 林梓健） 9 日上午，2023 年度电子信
息企业竞争力报告及前百家企业在厦门发布。电子信息百强企
业发布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 37 届，已成为本土大公司和自主品
牌培育的重要平台。

目前，全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总体收入规模已扩大到 5.6万
亿元，质量效益明显提升，以不到全行业 0.5%的数量比重，创造
了占全行业三分之一以上的收入和超过半数的利润及纳税。记
者注意到，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厦门宏发电声
股份有限公司入选了 2023 年度榜单。厦门电子信息产业经过多
年快速发展成果显著，厦门已成为国家光电产业集群试点城市、
全球最大的触控屏组研发和生产基地。

电子信息企业竞争力报告
及前百家企业发布

第二届乡村振兴产业展在投洽会期间举办。我省300多家农产品企业、农文旅融合发展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业基地、家庭农场等报名参展。 本报记者 施辰静 摄

▲在新能源及绿色创新展区，参会企业相关负责人向客
商介绍氢能源汽车。 本报记者 游庆辉 摄

◀客商在中国外资展区了解新款咖啡机性能。
本报记者 游庆辉 摄

在主宾省甘肃省展馆内，参展工作人员向客商介绍新型
铝制汽车零件。 本报记者 游庆辉 摄

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