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14日，在刚果（布）黑角，刚
果（布）国防部长蒙乔检阅南宁舰仪
仗队。

中国海军第 43 批护航编队 14
日抵达刚果（布）黑角，开始对刚果
（布）进行为期 4天的友好访问。

吴亢慈 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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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发展中国家不相信美国炮制的“债务陷阱”谎言
新华社记者 刘天 田栋栋 韩冰

一些美国媒体日前再度翻炒所
谓“债务陷阱论 ”的陈词滥调 ，企图
把一些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甩锅给
中国。 但经采访调查，美方诋毁中国
的言论根本站不住脚。 广大发展中
国家根本不相信美方谎言， 而且高
度认可中方为帮助发展中国家经济
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

中国贷款占比不高

西方媒体近年来反复翻炒的所
谓“债务陷阱论”是诋毁中国向发展
中国家提供大量贷款，这些国家无力
还贷后便落入“陷阱”，其资源乃至主
权被中国控制。美联社最近就抛出这
样一篇文章， 宣称非洲的肯尼亚、赞
比亚， 以及南亚的巴基斯坦和斯里
兰卡，都是“债务陷阱”的“受害者”。

事实果真如此吗？
巴基斯坦经济事务部向新华社

提供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 4 月，巴
外债总额为 1257.02 亿美元，其中来
自中国的贷款为 203.75 亿美元 ，占
巴外债总额的 16.2%。 巴外长比拉瓦
尔本月初访问日本期间对日媒表示，
有关巴基斯坦陷入中国 “债务陷阱”
的指责是“政治宣传”，巴方既接受中
国的贷款，也接受其他国家贷款。 中
国向巴方提供的帮助大部分都是投
资或条件优惠的软贷款。比拉瓦尔强
调，巴基斯坦债务问题不会导致其重
要基础设施被他人掌控 。

斯里兰卡央行数据显示， 截至
今年 3 月，斯现有外债 276 亿美元，
其 中 私 人 债 权 人 占 比 最 大 ， 为
53.6%，多边债权人占比 20.7%，中国
占 10.9%。斯外长萨布里多次驳斥中
国“债务陷阱论 ”，指出中方尊重斯
方请求，从来没有强迫斯贷款；没有
中国的帮助，斯不可能实现发展。

再来看非洲。肯尼亚财政部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 3 月，该国外债总额
为 366.6 亿美元， 其中 46.3%的债务
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等多边金融机构，来自中国各种实体
的债务占 17.2%。 赞比亚情况与肯尼
亚相似。 根据非洲政策研究所 2022
年的一份报告，2011 年以来，撒哈拉
以南非洲国家约四分之三的偿债资
金支付给了债券持有人和商业贷款
人。 它们才是非洲最大的债权人。

今年 4 月， 时任尼日利亚副总
统奥辛巴乔在伦敦国王学院发表演
讲时说：“在我看来， 大多数非洲国
家对同中国的密切关系无怨无悔 。
中国在西方不愿出现的地点和时间
出现，非洲需要贷款和基础设施，而

中国提供了它们。 ”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

尔斯·奥努纳伊朱说，所谓中国制造
“债务陷阱 ”是一种 “政治污蔑 ”，被
用来转移注意力， 以免除西方理应
承担的责任。 “我们希望外界关注到
非洲债务更多来自西方国家机构和
民间金融机构”。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 2020 年 5
月在一份关于“一带一路”的报告中
也指出， 多项研究显示，“没有任何
例证表明中国故意使另一个国家债
务缠身， 以此获取某种不公平的优
势或采取没收债务国资产等行动”。

西方高息才是问题

美联社报道称， 巴基斯坦等 10
多个 “对中国负债最重 ”的国家 “发
现偿还债务正在消耗越来越多的税
收收入 ”，“这些收入是维持学校开
放、 提供电力以及支付食品和燃料
所需的”。 “在巴基斯坦，数百万纺织
工人被解雇，因为该国外债过多，无
力维持电力供应和机器运转。 ”

巴基斯坦纺织厂协会秘书长沙
希德·萨塔尔驳斥了这一毫无根据的
指责。 他表示，现阶段巴纺织业面临
的流动性短缺问题有几个原因，包括
巴基斯坦卢比对美元汇率大跌导致
电厂难以购买燃料发电、 消费税退
税延迟以及棉花歉收等。 将纺织业
遭受的重挫归咎于中国 “荒谬可
笑”，“中国一直在与巴基斯坦合作，
持续地帮助我们解决经济问题”。

巴基斯坦亚洲生态文明研究与
发展研究所首席执行官沙基尔·拉
迈说：“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来自西方
金融机构的外债。 这些外债现在给
我们造成了真正的问题。 巴基斯坦
没有能力偿还这些债务， 因为这些
贷款的利率很高。 ”

巴基斯坦前规划、 发展与特别
项目部长阿萨德·奥马尔 2021 年曾
表示， 中巴经济走廊能源项目贷款
的平均利率低于世界银行、 亚洲开
发银行和其他西方机构给出的平均
利率。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与
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很大关联。发展中
国家自身经济“造血”功能较弱，要发
展离不开借外债。 为追求高回报，西
方金融机构经常鼓动发展中国家
发行大量短期高息债券 ，让一些债
务国面临巨大偿债压力 ，不得不举
新债还旧债，“雪球”越滚越大。

英国“债务正义”组织去年发布
报告说，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测算，非

洲国家政府外债中 12%来自中国 ，
35%来自西方尤其是私营机构。中方
贷款的利率为 2.7%， 而西方贷款则
为 5%，几乎是中方的 2 倍。

赞比亚就是一例。 赞比亚中国
友好协会副会长奇贝扎·姆富尼指
出，在赞比亚外债中，来自西方和多
边金融机构的债务占比远大于中
国， 而且西方和多边金融机构的贷
款利率高于中国提供的贷款利率。

“非洲各国长期疲于支付西方
金融机构贷款的利息。 ”姆富尼说。

“西方国家才是非洲每一次‘债
务陷阱 ’的制造者，”津巴布韦执政
党津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信息
与宣传书记克里斯托弗·穆茨万古
瓦最近在北京参加活动时对新华社
记者说，“在中国（提供帮助 ）之前，
对于非洲来说，如果想要资本，去巴
黎，那里的资本很贵 ；去纽约 ，那里
的资本更贵；如果去伦敦，那里的资
本‘贵翻了天’。 ”

美国金融霸权也是一些发展中
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 美
国利益集团和金融机构联手， 数度
在新兴市场国家制造债务危机 ，从
这些国家巧取豪夺巨大经济利益 。
上世纪 90 年代，阿根廷利用国际低
利率环境大幅举债， 还被美国灌下
“新自由主义”迷魂汤，到 2001 年金
融危机爆发时负债额高达千亿美
元 ， 因无法还债被迫于 2005 年和
2010 年两次进行债务重组， 至今仍
受债务问题困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 、非
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叶剑如指出 ，
美国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是发展中
国家债务问题集中爆发的导火索 。
美国先是实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
让低息美元大量涌入非洲及新兴市
场国家，然后激进加息，吸引美元回
流美国， 导致发展中国家流动性不
足、资金链断裂 、货币贬值 ，以美元
计价的偿债压力飙升。

中国是摆脱“贫困陷阱”的伙伴

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本质是
发展问题。 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
题不仅要通过债务处理等手段治
标，也要治本，提升其自主可持续发
展能力。 中国在“一带一路”合作中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 主要用于
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和产业建设 ，
有利于其改善发展经济的基础条
件，增强经济“造血能力”。

有关统计显示，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 10 年来， 拉动近万亿美元

投资规模，形成 3000 多个合作项目，
为沿线国家创造 42 万个工作岗位，
让将近 4000 万人摆脱贫困。 这些项
目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
益：中老铁路让老挝从“陆锁国”变成
“陆联国”；斯里兰卡普特拉姆电站点
亮了万家灯火 ；蒙内铁路拉动肯尼
亚经济增长超过 2 个百分点……

中国对外合作项目是否有助于
当地发展、改善民生，当地民众最有
发言权。 去年 6 月，南非黑尔堡大学
一项研究定量分析了中国贷款对 15
个非洲国家发展的影响， 认为中国
帮助非洲发展基础设施的努力切实
促进了非洲经济增长， 中国一直是
帮助非洲发展的重要力量。

南非驻华大使谢胜文最近在参
加第三届中非经贸博览会时说：“南
非自 2015 年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
以来，基础设施得到很大提升，这对
我们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他
表示， 越来越多中资企业加大对南
非各领域投资， 不仅帮助南非改善
交通基础设施， 还创造大量就业岗
位， 对推动南非经济现代化发挥重
要作用。

此外， 中国还履行职责有效执
行缓债措施 。 世界银行研究指出 ，
2008 年至 2021 年，中国对低收入国
家债务进行 71 次重组。 2020 年，中
国积极响应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 ，
仅当年缓债额便超过 13 亿美元，占
二十国集团缓债总额近 30%， 是二
十国集团中贡献最大的国家。

“事实是中国没有令任何人陷
入所谓的 ‘债务陷阱 ’，我们非洲大
陆知道自身需要什么，”加纳智库非
中政策咨询中心执行主任保罗·弗
林蓬今年 6 月在一个媒体论坛上说，
“以基础设施领域为例，中国总是给
我们提供效率更高、 成本更低的替
代选项，这使非洲人民受益无穷。 ”

“我们期待获得更多来自中国
的投资，”曾担任津巴布韦驻华大使
的穆茨万古瓦说，“因为来自中国的
投资正在使非洲实现现代化， 将非
洲带入全球经济舞台， 这是西方国
家之前从未做到过的。 ”

今年 4 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曾就非洲债务问题回应说：“中国不
是非洲国家 ‘债务陷阱 ’的源头 ，而
是帮助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
‘贫困陷阱’的伙伴。 一些美西方政
客编织各种话语陷阱， 企图干扰破
坏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合作， 他们的
伎俩已经被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国际
社会看穿，越来越没有市场。 ”

（新华社北京 7 月 16 日电）

茶文化交流加深中俄人民友谊
———记 2023年莫斯科茶业博览会

新华社记者 耿鹏宇

“茶叶起源于中国。随着两国文化
交流深入， 越来越多俄罗斯人不仅爱
上了中国茶， 也开始对中国的茶文化
感兴趣。 ”在 2023 年莫斯科茶业博览
会上， 俄罗斯茶馆尼特卡的创始人安
德烈·科尔巴辛诺夫对新华社记者说。

2023 年莫斯科茶业博览会 13 日
至 15 日在全俄展览中心举行， 超过
50 家中国和俄罗斯茶企参展。 据了
解，此次活动重点展出茶叶 、再加工
茶 、茶具 、茶食品等 ，并通过专题讲
座、文化展演、现场品茗等形式，展现
中国茶文化魅力，促进中俄茶文化交
流，提升中国茶品牌影响力。

活动期间，参观者可了解乌龙茶、
红茶、绿茶、白茶、花茶等各类茶品的

区别和制作过程， 学习泡茶的原则和
技巧。莫斯科市民娜塔莎说，俄罗斯人
传统上喜欢红茶和绿茶， 中国茶的品
种更丰富，冲泡时间和方式也更考究。

在俄罗斯知名茶企 Moychai 的展
台，品茶的参观者络绎不绝。负责接待的
马克西姆介绍说，“我们会选取中国茶叶
作为基茶，添加俄罗斯草本植物进行创
新，使之更贴近俄罗斯民众的口味。 ”

Moychai 品牌合伙人谢尔盖·舍
韦廖夫是俄罗斯最受欢迎的茶博主之
一。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他讲述参观中
国茶园的经历，讲解茶叶生产过程、如
何正确饮茶、中国茶文化的魅力等。舍
韦廖夫说， 自 300 多年前中国茶沿着
万里茶道进入俄罗斯以来， 喝茶已经

成为俄民众生活重要的一部分。
万里茶道兴盛于 17 世纪， 是继

丝绸之路后在欧亚大陆兴起的又一
条重要国际商道。 南起中国福建武夷
山 ，途经江西 、安徽 、湖南 、湖北 、河
南、山西、河北 、内蒙古等地 ，穿越蒙
古高原， 最终抵达俄罗斯圣彼得堡，
全程 1.3 万公里。

在舍韦廖夫看来，万里茶道至今
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跨文化对
话的重要纽带。

科尔巴辛诺夫说，无论是在俄罗
斯，还是在中国，茶文化都强调人与
人之间的联系，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
们虽然说不同的语言，住在不同的城
市，吃不同的食物，但我们都爱喝茶，

这就为我们紧密相连提供了可能。 ”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莫斯科，希望

以后能把更多的福建茶、中国茶带到这
里，为万里茶道复兴出一份力。”参展商
福建省盛世大祥茶业公司经理陈竟成
说。 本次展会期间，该公司的花果茶备
受好评，众多俄罗斯顾客纷纷购买，还
有一些俄茶企代表表达了合作意向。

“中国茶在俄罗斯有着广阔的发
展前景 。 虽然俄部分地区也种植茶
树，但毋庸置疑 ，最好的茶叶依然来
自中国。 ”科尔巴辛诺夫说，中俄两国
都有自己的茶文化， 寻找共同话题、
加强茶文化交流对于促进两国人民
相互理解、 加深友谊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莫斯科 7 月 15 日电）

������中国是刚果 （布 ）农业发展可
靠、值得信赖的伙伴 ，刚果 （布 ）农
业、 畜牧业和渔业部长保罗·瓦朗
坦·恩戈博日前在首都布拉柴维尔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恩戈博表示，自 1964 年建交以
来，刚中两国农业合作不断发展并
取得丰硕成果。 多年来，中国的粮
食援助为刚果 （布 ）大量家庭雪中
送炭，中国生产的农用机械在刚果
（布）田野上运作忙碌，中国品种作
物连年丰收帮助刚果 （布 ）许多农
户摆脱贫困。

恩戈博高度重视刚中农业培
训合作，对位于布拉柴维尔市郊的
中国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赞不绝口。
他说：“物资总会损耗报废，培训得
来的知识却会永远流传。 ”

自该中心 2012 年 9 月正式启
动以来， 中国农业专家定期在这里
举办培训班， 将先进农业技术传授
给当地农民及农业官员，实现了“科
普、培训、研究”一体化，为推动当地
农业可持续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记者在示范中心看到，苦瓜挂
满藤架，空心菜准备破土 ，辣椒颜
色鲜艳。 示范中心种植的 “华南 5

号” 木薯每公顷产量达到 51 吨，是
当地品种产量的 5.6 倍。 示范中心
种植的无籽西瓜、大棚番茄等也进
入当地菜市场。

恩戈博说，示范中心在当地家
喻户晓，不少人上门找工作或询问
培训机会。

今年 4月，恩戈博为示范中心小
型高品质木薯粉加工厂揭牌。他告诉
记者，木薯是很多刚果（布）民众的主
食，与传统制法工艺相比，加工厂大
大缩短了木薯晾晒和发酵时间。 “类
似的加工厂将为木薯种植户创收，
更能生产出物美价廉的木薯粉。 ”

“中国的种植业、 畜牧业及渔
业等经验丰富，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打开了中国向刚果 （布 ）传授农业
知识的大门。 ”恩戈博表示，他希望
借助中国在水稻等作物种植方面
的成功经验，为刚果（布）农业发展
拓宽路径。

恩戈博还说，农业高质量发展离
不开良好的经营管理理念。 除农业技
术外，刚果（布）还期待中国农业专家
继续分享成功管理经验，帮助刚果
（布）农业发展实现提质升级。
（新华社布拉柴维尔 7 月 15 日电）

中国是刚果（布）农业发展的可靠伙伴
———访刚农业、畜牧业和渔业部长恩戈博

新华社记者 史彧

�7月 12日，在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郊区的中国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工作人员在种植园作业。 基蒂纳 摄（新华社发）

中中国国海海军军第第 4433批批护护航航编编队队抵抵达达刚刚果果（（布布））进进行行友友好好访访问问

�7月 15日，在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参赛者展示舞蹈。
当日，一场民族舞蹈比赛在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举行。

任科夫 摄（新华社发）

白俄罗斯举办民族舞蹈比赛

期待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访华
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速发展

———访阿中友好协会主席德贝什
新华社记者 吴天雨

阿尔及利亚-中国友好协会主
席、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中央
委员、 阿尔及尔第三大学教授伊斯
梅尔·德贝什日前在阿尔及利亚首
都阿尔及尔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表示，阿中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在核
心问题上立场一致， 各领域合作潜
力巨大。 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即将
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将成为两国
各领域合作加速发展的新起点。

德贝什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担
任阿中友好协会主席，曾于 2016 年
被授予“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
奖”。 他刚刚结束对中国为期 4 周
的访问，其间获颁第十六届中华图
书特殊贡献奖。 他说， 时隔 3 年的
访华之旅让他认识到，中国没有停
下发展脚步，而是在绿色经济和科
技领域取得突破，成为卫生健康领
域国际合作的中坚力量。

德贝什说，阿尔及利亚同中国
的深厚友谊根植于阿独立革命时
期。 建交 65 年来，双方在涉彼此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
互支持，对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持
一致立场，在诸多领域开展互利合
作，成为携手同行的战略伙伴。

德贝什期待， 在两国元首引领
下，阿尔及利亚同中国加强农业、科
技、新能源、基础设施、资源开发、高

等教育和科研等领域合作， 聚焦经
济多样化和可持续发展。 希望阿中
关系成为中国-阿拉伯国家关系和
中国-非洲国家关系发展的典范。

德贝什高度评价“一带一路”倡
议带来的互利共赢。 他说，中国帮助
参与国发展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
推动这些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 同
时， 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国家不
再只是进口中国产品， 而是通过与
中国合作，开始生产这些产品。

德贝什在采访中强调， 发展至
关重要， 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主要
途径。 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消
除了绝对贫困。 全球发展倡议将推
动各国跨越分歧，取得经济发展。

今年是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
遣医疗队 60 周年。 60 年来，中国共
派出援阿医疗队 27 批次，接诊患者
2700 多万人次，接生约 207 万新生
儿， 赢得当地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
誉。德贝什指出，中国医疗队的到来
对阿尔及利亚来说是雪中送炭。 当
时的阿尔及利亚刚刚走出残酷的
战争 ，迫切需要医疗援助 ，中国医
疗队给人们带来了获得救治的希
望。 中国医生在阿不仅救治病人，
还为本地医生开展培训。 两国医疗
卫生合作已成为中阿合作的典范。

（新华社阿尔及尔 7 月 16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