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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启运以来，亚吉铁路旅客发送量 68
万人次，货物发送量 950万吨，运输收
入年均增幅达39%……

950万吨

自启运以来，亚吉铁路旅客发送量68
万人次，货物发送量 950万吨，运输收入
年均增幅达 39%……亚吉铁路六年成就
和未来展望发布会暨交钥匙仪式 10日在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郊区拉布
火车站举行。这标志着埃塞俄比亚-吉布
提标准轨距铁路公司正式开始主导运营
亚吉铁路。

亚吉铁路是非洲首条跨国电气化铁
路，西起亚的斯亚贝巴，东至邻国吉布提
首都吉布提的港口，全长 752公里，由中
国铁建下属中土集团和中国中铁下属中
铁二局共同承建。

据中国土木埃塞俄比亚工程有限公
司统计，自 2018年 1月 1日开通商业运营
以来，亚吉铁路共开行旅客列车 2500余
列、货物列车 7700余列，实现商业运输收
入总计 113亿埃塞俄比亚比尔（约合 1.97
亿美元）。

这些收获，离不开中方团队的坚守，
离不开当地员工的努力。

内比尤·麦拉库今年34岁，2013年大
学毕业后加入亚吉铁路建设。他从人力
资源助理干起，目前已成为亚吉铁路所有
方埃塞俄比亚-吉布提标准轨距铁路公司
的人力资源主管之一，负责 3000多名埃
塞当地员工的管理和福利发放等工作。

“刚开始这里全是垃圾堆，我们那时
的主要工作是清理垃圾、平整土地，并协
助当地百姓搬迁。”内比尤指着亚吉铁路
始发站拉布车站说。

一大早，笔者在车站外的广场看到，
不少旅客已排队准备进站。广场外，当地
年轻人正迎着朝阳沿路跑步健身。

“现在这边环境美了，基础设施更完
善了。”内比尤介绍。

2018年亚吉铁路进入商业运营。按
照合同，中方企业向业主提供六年的铁路
运营维护服务。通过中方对当地员工的
系统培训和“传帮带”，当地业主逐步接管
铁路运营。

中国铁建董事长戴和根介绍说，中方
团队首先立足当地条件，在铁路沿线帮助
建设了6个理论培训点和4个集中实作培
训点。此外，团队还与西南交通大学、北
京交通大学等院校合作，为 320多名专业
技术人员提供现场培训；派送 62名电力
机车司机、77名中层管理人员、35名高层
经理赴中国进行培训。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六年来，
中方累计完成培训认证当地员工 2840
人，全面完成运营、维保、安全等各专业本
地化能力建设，为按时顺利移交夯实基

础。
过硬的能力建设，打造了过硬的本地

化团队。2024年1月1日，埃塞俄比亚-吉
布提标准轨距铁路公司全面接手亚吉铁
路运营，中、埃、吉三国员工用青春和汗水
浇灌的亚吉铁路这朵繁荣之花绽放。

对亚的斯亚贝巴车务段中方技术人
员王天涛来说，这六年是 2000多个与当
地同事并肩奋斗的日日夜夜。在这里，他
负责包括拉布车站在内的 10个车站旅
客、货物运输的管理协调，见证了埃塞同
事从对铁路一无所知到完全接手火车运
营的成长历程。

“刚开始运营时，我负责的车务段有
40位中方人员，目前已减少至 5位，而当
地员工已经从零增加到 450人。”王天涛
表示，交钥匙仪式后，中方团队主要进行
重点巡视和指导监督工作，并将在两年内
完全退出。

这条铁路不仅为很多当地人提供了
就业，还加强了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两国
的经济交流和人员往来，成为沿线各地经
济增长的“加速器”。

“亚吉铁路有力推动了埃塞俄比亚
和吉布提两国间的贸易和双边关系，这
条铁路将埃塞俄比亚和全世界联系起
来，对于促进埃塞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埃塞交通和物流部长阿莱穆·西梅在仪
式现场说。

亚吉铁路是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和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十
大合作计划”的早期收获。该铁路也被
称作埃塞俄比亚的“运输生命线”，在保
障民生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大量化肥、
小麦、钢材通过这条铁路进入埃塞，埃塞
生产的咖啡、芝麻、服装等则借助这条通
道出海。

据了解，752公里的运输里程，公路运
输需要3至7天，亚吉铁路通车后，货运只
需 20小时，运输成本也只有公路运输成
本的三分之二。接下来，中方团队将充分
发挥自身技术优势，继续对亚吉铁路现行
规范和标准进行归纳和提炼，逐步帮助两
国建立健全铁路行业标准。 刘方强

笔者在走访北京新发地市场的果品批发
市场精品一区发现，几乎每个水果摊位上都有
榴莲出售，价格集中在23元/斤—40元/斤范
围，但也有商家挂出榴莲特价15.9元/斤的牌
子，各个摊位边上都堆满了开过的榴莲壳子。

在新发地国际榴莲馆的榴莲价格仍保
持在30元/斤左右。对此，商户李先生说，榴
莲根据品质不同而价格有所差异。A类榴
莲可以保四房果肉，双A类榴莲则能保5房
果肉，而一些价位过低的榴莲可能是一些小
果、次果，品质和口感无法保证。

“今年榴莲很便宜，相比往年降价时间有
所提前，已经达到了历史同期最低水平。”李
先生表示，今年泰国受气候变化影响，榴莲保
存周期变短，因此供货商更着急出货，带动了
榴莲价格的下降。还有越南、国产榴莲的产
量日增，影响榴莲整体市场价格也开始下降。

榴莲价格下跌 国外果农犯愁

泰国是全球主要的榴莲生产和出口国
之一，每年都有大量榴莲出口到中国。中国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的鲜榴莲进
口量为142.6万吨，泰国鲜榴莲92.9万吨，占
中国鲜食榴莲进口总量的65.15%。

受限于运输、仓储等条件，产自东盟的
热带水果曾经难以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
但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
深入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全面生效，西部陆海新通道等一批
互联互通项目加紧建设，以及跨境冷链物流
体系和电商平台快速发展，各项通关便利条
件和措施不断出台，使得榴莲等东盟水果进
入中国市场更加高效便捷。

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凭祥友谊关口岸，
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重要陆路通道。连
日来，一辆辆满载泰国榴莲的大货车停靠友
谊关口岸查验平台，等待海关查验完成后，
即将进入中国水果市场。

据友谊关海关统计，2023年，中国经友
谊关口岸进口泰国榴莲28.2万吨，同比增加
162.4% ，价 值 101.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3.2%。今年一季度，中国经友谊关口岸进
口鲜榴莲4.8万吨，价值18.5亿元。其中，泰
国鲜榴莲进口1.3万吨，价值5.7亿元。

繁荣的进出口贸易得益于通关效率的
提升。友谊关海关监管一科科长黄菲菲介
绍说，海关部门不断升级优化智慧物流管控
平台、智能查验辅助管理系统、智能检疫处
理系统等智能化监管设施设备，深化进口榴
莲专用通道建设，实行进口水果绿色通道、
实验室快速检测等一系列通关便利化措施，
保障进口水果管得住、通得快。

在广西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南宁
市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一车车从泰
国进口的榴莲在这里卸货。近段时间，广西

优先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莫嘉铭每
天都有50吨左右的泰国榴莲运送到海吉星
市场，甲仑、托曼尼、金枕等品种一摆上摊
位，就吸引不少采购商。这些榴莲通过大型
商超、水果零售店、电商平台等销往全国。

在全球水果市场中，榴莲因其独特的味道
和香气而闻名，曾一度成为东南亚特别是泰国
和越南的“黄金果”。 近期，随着泰国东部地
区榴莲进入丰收季节，市场供应量大增，加之
中国国内榴莲产量预计将突破250万吨，导致
供应过剩。自4月初以来，榴莲的价格已经下
跌了约一半。这对于主要依赖榴莲出口的泰
国和越南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两
个国家的榴莲出口商和农民，面对价格暴跌和
收益减少的现状，情绪愁云密布。

榴莲价格下跌的直接原因是供需关系
的改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榴莲进口
国，其消费者对榴莲的热情曾推动了榴莲价
格的持续上涨。然而，随着中国国内榴莲种
植技术的提升和产量的增加，中国市场对进
口榴莲的依赖逐渐减少。这一变化使得原
本依赖高价出口中国的泰国和越南榴莲生
产者面临巨大挑战。

除了中国市场的需求减弱外，榴莲价格
下跌也与全球经济形势有关。随着全球经
济增长放缓，许多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对
高价水果的需求自然减少。此外，榴莲特有
的味道和香气，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
这限制了其市场的扩大。

对于泰国和越南这两个主要榴莲出口
国来说，榴莲产业是其重要的经济支柱之
一。因此，榴莲价格的大幅波动直接影响到
了这些国家的农业收入和农民的生活水
平。为了应对这一挑战，这些国家的政府和
相关机构正在寻求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寻
找新的出口市场、改进榴莲的贮藏和运输技
术以延长保鲜期，以及通过加工榴莲制成的
产品来增加附加值。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认为，榴莲价
格的“腰斩”现象与进口量的显著增加密切
相关。随着供应链的优化、物流效率的提升
以及产地丰收等因素，榴莲的市场供应量大
幅上升，打破了原有的供需格局，价格自然
应声而落。这不仅反映了市场的灵活性，也
体现了榴莲产业对市场变化的快速响应能
力。其次，中国作为全球榴莲消费大国之
一，其市场规模和消费能力对国际榴莲市场
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的快

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榴莲等高
端进口水果的需求日益增长，促使更多国家
将目光投向中国市场。为了满足中国消费
者的胃口，各国榴莲出口商纷纷加大对中国
市场的供应，这无疑加剧了市场竞争，为价
格下调提供了可能。

中国人“榴莲自由”要来了吗

近年来，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发展迅
速，水果、棕榈油等东盟特色农产品进入中
国大市场，深受消费者喜爱。榴莲，正是其
中的典型代表。

一方面，看总量。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9年，新鲜榴莲

进口量首超车厘子，成为我国的“进口水果
之王”。2020年，新鲜榴莲的进口额与2017
年相比翻了两番，达到23亿美元。2023年，
我国进口的新鲜榴莲超过142.59万吨，价值
约67.16亿美元，与2022年进口榴莲数量相
比，增长了72.87%。

来自汇丰银行 2023年公布的报告显
示，得益于中国消费者对榴莲的喜爱，全球
榴莲需求同比飙升400％，而中国占了全球
榴莲需求的九成以上。

面对如此庞大的消费需求，泰国、越南
等东南亚国家积极扩充产量，力求在中国大
市场“一决高下”。据了解，泰国政府部门预
测，由于果农不断扩大榴莲种植面积，全国
2023—2024 年 度 的 榴 莲 产 量 将 增 加
15.3%。加之果农不断对榴莲品种进行杂
交，新品种产量也正在迅速增加。

另一方面，看运输。得益于中老铁路的
“快车”，东盟国家“争鲜”中国大市场的运输
效率得到大幅提高。据了解，泰国榴莲过去
进入中国，海运需要约7天、公路运输需要约
5天，而如今只需3天。泰国媒体报道称，从
泰国玛达普站开往中国广州的“榴莲班列”，
已打破从泰国运输水果至中国所需时间的
最快纪录，运输途中损耗的概率也显著降
低，实现综合成本下降。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我国海南、广西、
广东等地积极试种国产榴莲，其中海南榴莲
的种植面积已接近4万亩，今年的产量较去
年已提升两至三倍，达到200吨左右。相信
伴随进口水果、国产水果继续同台互补、良
性竞争，更多消费者将享受到价格和味蕾上
的双重幸福感。看来，中国人离“榴莲自由”
真的不远了。 综 合

观 点

亚吉铁路六岁了

“授人以渔”的中国实践

观 察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近日发布的
《2023年外国企业在德国投资报告》显示，
2023年外国企业在德国投资总额再创新
高，接近348亿欧元，同比增长37,5%。其
中中国企业对德国的投资兴趣显著增加，
投资项目数量同比增长近 42%，为 2017
年以来的最高值。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总经理罗伯
特·赫尔曼表示，2023年多个外国大型项
目在德国投资彰显了跨国企业对德国作
为投资地的信心，大型项目的投资领域覆
盖了芯片、医药和可再生能源等关键行
业。

报告显示，2023年共有 1759个绿地
投资以及褐地投资在德国落户，大致与
2022年持平。按投资项目数量统计，美国
排名第一，项目数量为 235个；瑞士排名
第二，项目数量 202个；中国排名第三，项
目数量200个；排名第四的是英国153个。

中国企业对德国的投资兴趣显著增
加，投资项目数量同比增长近 42%，为
2017年以来的最高值。其中中国企业在

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大幅增长，占总项
目数量的 20.5%，是 2022年的 3倍多；其
他关键投资行业为机械制造 14.5%，同比
增长 52%；电子产品 11.5%，同比增长
100%。中国企业所从事的业务最多的领
域是市场和销售，占比 45%；生产和研发
占比22%，欧洲总部为12%。

该报告撰写人托马斯·波佐扬介绍，
“中国企业的投资涉及许多不同的行业，
这表明中国企业投资的行业范围非常广
泛。德国的经济也能为其提供大量多元
化的行业。”

该报告主要基于从德国 16个联邦州
收集到的信息，旨在提供德国外国直接投
资的全面概况。报告提供的数据包括新
建项目和扩建项目，但不包括兼并、收购
或接管项目。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是德国联邦
政府对外贸易和对内引资的机构。该机
构为进入德国市场的外国公司提供咨询
和支持，并协助在德成立的企业进入外国
市场。 刘仲华

中企对德投资意愿越来越强烈
关 注

笔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获悉，今年 1至 4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6184列，发送货物 67.5万标箱，同比分别
增长 10%、11%。截至 2024年 4月底，中
欧班列已累计开行超 8.9万列，通达欧洲
25个国家223个城市。

国铁集团货运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
来，国铁集团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落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
动关于中欧班列的部署，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发挥国内和国际合作机制作用，
持续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

一是通道能力持续扩充。持续开展
中欧班列西安、重庆、义乌至格鲁吉亚波
季、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南通道运输测
试，成功开行新疆乌鲁木齐至意大利萨
莱诺跨里海、黑海中欧班列，中欧班列

南通道运输组织日益成熟，1至 4月经南
通道累计开行中欧班列 12列，同比增长
71%。二是运输效能不断增强。与周边
国家铁路部门加强合作，优化中欧班列
跨境运输组织，提升口岸运输效率和通
关便利化水平，西（阿拉山口、霍尔果
斯）、中（二连）、东通道（满洲里、绥芬
河、同江北）口岸开行数同比分别增长
11%、14%、7%。三是服务品质进一步提
升。每周稳定开行 5列西安与德国杜伊
斯堡、成都与波兰罗兹间全程时刻表中
欧班列；中欧班列客服中心敞开受理客
户需求，面向境内外客户提供运单受
理、货物追踪、信息咨询等服务；优化铁
路箱境外还箱点布局，增加 16个境外还
箱点，较好地满足客户海外多样化用箱
还箱需求。 樊曦 韩佳诺

1至4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6184列

多国“争鲜”中国大市场

“榴莲自由”真的要来了吗

近日，第三十九届首尔国际旅游展在韩
国首尔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展会吸引
了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家旅游
部门和机构参加。以“你好！中国”为主题
的中国展区受到关注，吸引很多当地观众前
来观展。

走进展区，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展台格外
醒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
局组织来自辽宁、江苏、湖南等地的文化和
旅游主管部门、旅游企业等机构组团参展。
各个展台上展示着本地区的特色文旅产品、
旅游资料和图册，前来咨询旅游信息的观众
络绎不绝。中国驻首尔旅游办事处主任张

若愚介绍说，中国展区面积180平方米，设
置舞台区、拍照区、活动区、洽谈区四大区
域，多视角展示中国旅游形象，“无论是参展
人数还是展区面积都位居前列”。

湖南省张家界市在展会期间举办了文
化旅游推介会。集奇峰三千、秀水八百于一
地的张家界市，近年来受到很多韩国游客的
青睐。张家界市委书记刘革安介绍，今年第
一季度张家界共接待入境游客 26.12 万人
次。其中，韩国游客 10.51 万人次，比 2019
年同期增长27.07%，韩国成为张家界入境游
的最大客源地。刘革安表示，张家界将进一
步提高旅游品牌知名度，为增进中韩两国人

民相互交流和了解作出贡献。
展会期间，还举办了“诗画三峡”重庆游

轮旅游推介会、“水韵江苏”文化旅游推介
会、“茶和天下 苏韵雅集”茶文化体验等专
题推介活动，观众一边了解中国不同地域的
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情，一边品香茗、尝小吃，
进一步增加对中国文旅资源的兴趣。

韩国大学生金荣浩在中国展区的每个
展台都看得很仔细，不时向工作人员询问赴
华旅游相关事项。手捧厚厚一沓旅游资料
的金荣浩说：“我还没有去过中国，中国幅员
辽阔、景色壮美，希望能有机会去实地看一
看，亲身感受中国的发展脉动。” 莽九晨

随着榴莲进入采摘旺季，开始大量上市，“榴莲一斤跌破10
元 ”“广西榴莲100元5个”等话题的热度也在不断攀升，一向在中
国人心里的“贵族水果”卸下高贵的面纱，不免让大众好奇“水果之
王”为何会价格跳水，中国人的“榴莲自由”真的要来了吗？

“感受中国的发展脉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