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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钧 首席记者 申晓佳

9月25日，万国数据重庆数据中心在重庆两江
新区开工建设，拉开了重庆与新加坡在互联网数据
中心、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全面合作的大幕。

11月6日，212盏可接入物联网、辅助无人驾驶
生态系统的智慧路灯在仙桃国际大数据谷亮起。这
是新加坡科技电子旗下公司——新钶电子的杰作，
以探索智慧城市建设应用新场景。

以上成果都由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
项目（简称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催生。

今年是中新建交30周年。
10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新加坡总统哈

莉玛的贺电中指出，“过去30年，面对国际形势风云
变幻，中新两国相互理解支持，与时俱进推进双边关
系发展。两国合作超越双边范畴，在地区和国际层
面发挥示范效应。”

今年是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实施5周年。
经过5年实践探索，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框架

下，中新双方签署各类协议68份，签约项目230
个、总金额逾322亿美元，金融服务、航空产业、交
通物流、信息通信及教育、医疗、旅游等领域一大
批项目落地，有效推动了现代互联互通和现代服
务经济发展，为新时代国际合作，书写多方共赢新
范本。

纽带
突破空间局限的国际合作新尝试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诞生于2015年11月7日，
中新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全力支持在
中国西部地区设立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并确
定项目名称为“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
项目”。

与之前的中新政府间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天
津生态城不同，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不受地域限制，明
确将“现代互联互通和现代服务经济”作为项目主
题，并将重庆定位为项目运营中心。

重庆高度重视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建设，市委书
记陈敏尔、市长唐良智作出部署，要求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抢抓发展机遇，强化责
任担当，坚持高起点、高水平、创新型方向，推动中新
互联互通项目高质量发展，打造共建“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新名片。

“不受地域限制，给了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广阔的
舞台。”市中新项目管理局局长韩宝昌表示，不受地
域限制，意味着不围绕某个具体区域、园区或城市而
建。5年来，重庆准确把握“现代互联互通和现代服
务经济”主题，围绕金融服务、航空产业、交通物流、
信息通信等领域，与新方一起探索推动中国西部地
区各省区市之间，中国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之
间，中国西部地区与东南亚地区之间，实现高水平互
联互通。

5年来，双方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紧紧抓
住互联互通这根“纽带”，相继谋划开辟“五条通道”。

第一个是引导开辟了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简
称陆海新通道）。

2018年11月，中新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中新
（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
通道”建设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陆海新通道基于

“一带一路”框架，利用铁路、海运、公路等运输方式，
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
来，带动新加坡等东盟国家地区共建共享、互惠互
利。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陆海新通道
铁海联运班列开行3174列，同比增加1657列，开行
列数已超去年全年。

第二个是空中通道。重庆和新加坡开辟“渝新
快线”，搭建了便捷的空中走廊，航班数量从每周5
班增至14班，2019年旅客吞吐量增至19万人次。

第三个是“云端”通道。2019年7月，中新（重

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简称中新国际数据通
道）开通。

目前，重庆和新加坡已签署《关于共建中新（重
庆）国际互联网专用通道战略合作备忘录》，共同设
立了应用推广和政策创新2个工作组，并推动通道
接入重庆7个产业园区，为跨境数据传输安全、远程
医疗等提供服务。

第四个是跨境融资通道。为帮助西部地区企业
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项目建立并不断扩展中新
金融跨境融资通道。通道涵盖国际商业贷款、跨境
发债、不动产投资信托等多种形式，覆盖制造、医疗、
物流、旅游等行业，基本满足西部地区企业多样化跨
境融资需求。

第五个是人才通道。推动各种通道建设，优秀
人才必不可少，为强化项目人力资源保障，渝新人才
培训交流通道应运而生。

重庆和新加坡签署合作协议，分批开展重庆高
级职业技能人才赴新培训，还借助新加坡（重庆）青
年人才成长驿站项目，积极邀请新方在校学生来渝
实习交流。5年来，我市累计选派1000余名高校教
师及管理人员赴新访学研修、攻读学位、参加学术会
议等。新加坡230余名专家学者赴渝开展讲学、合
作科研，双方共同建设新加坡（重庆）青年人才成长
驿站项目，组织新加坡国立大学等高校学生赴重庆
实习。

通过开辟“五条通道”，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用行
动践行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的“五通”理念，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新亮点。

合力
为中国西部地区对接世界搭建“新舞台”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5年来，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立足重庆，积极响应

“一带一路”倡议，与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形成合力，为中国西部
地区对接世界搭建了“新舞台”。

中国西部地区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
11月 23日，2020中新金融峰会将在重庆举

行。邀请嘉宾包括东盟10国央行副行长以上领导
和国际金融机构高管，西部12省区市政府、企业领
导和全国大型金融机构领导等。这也是中新金融峰
会第三次在重庆举行。

这些成果，都离不开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支持。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9月底，在中新互
联互通项目框架下，累计落地跨境融资项目137个、
金额折合约123.8亿美元。其中，四川、陕西、新疆
等西部7省区企业跨境融资逾42.35亿美元，跨境融
资通道不断扩展。

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同样表现活跃。

今年以来，市中新项目管理局主动对接商务部
成都特派办、四川省商务厅等部门和广安市、南充市
等地市，围绕中新（重庆）多式联运示范基地、中新农
产品贸易合作等重点项目，正在探索推动与川渝合
作示范城市、川渝毗邻区开展合作。

在“新舞台”上携手共舞的，不仅有西部地区兄
弟省区市，还有东南亚国家。

陆海新通道牵线搭桥，重庆和越南关系日渐紧
密。截至目前，仅去程方面，重庆已通过陆海新通道
向越南发送集装箱6122箱，货值超12亿元。

越走越近的，不仅仅是重庆与越南。如今，贵州
已首发陆海新通道外贸出口定制化专列，甘肃已实
现陆海新通道沙特阿拉伯班列常态化运行。青海首
次通过陆海新通道，将纯碱售至泰国曼谷。

货物行天下，高朋聚重庆。
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推动下，新加坡成为智博

会主宾国。
首届智博会，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组织

政企代表团参会。代表团成员包括40家新加坡科
技企业的200多位代表，是有史以来由新加坡资讯
通信媒体发展局牵头组织的规模最大的赴华访问
团。

第二届智博会，新加坡再次作为主宾国参会，不
但布置了3000平方米的专题展区，还在智博会期间
举办了论坛、专场发布会、创新应用大赛、合作项目
签约等一系列活动。

2020线上智博会，新加坡更是成为主办方，虽
然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不能派代表团来渝，但新加坡
设立了智博会首个海外分会场，并与主会场联动，举
办了新加坡专场媒体发布会、中新国际数据通道发
展论坛等重要活动。

通过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在智博会上寻觅中国
西部地区的巨大商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黄山
忠称赞：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架设了新加坡和中国西
部区域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

共赢
各方共享互联互通和现代服务经济发展成果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5年来，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的“蛋糕”越做越大，

越来越多的参与方，享受到互联互通和现代服务经
济发展成果。

首届智博会上，新加坡、巴基斯坦及国内贵州、
四川、安徽、湖北等地借助组委会专门搭建的合作平
台，达成项目签约185个，总金额450亿元。

第二届智博会上，89个重大项目参加现场集中
签约，合计投资2313亿元。这些项目覆盖5G、集成
电路、智能终端、人工智能、物联网、工业互联网、新
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涉及英国、德国、新加
坡等国家和我国四川、浙江、广东等10余个省区市。

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深度互联互通，让中
新双方情谊更浓，信任更深。

中新友谊，心心相印。守望相助，共同战疫！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借助中新互联互通项

目，新资金融机构积极发挥跨境业务优势，累计为重
庆医药集团及其湖北、甘肃等地子公司提供1亿元
短期流动资金。新方各界积极开拓国际渠道，在全
球帮助重庆采购防疫物资。

重庆则向新加坡捐赠了25万只一次性使用医
用口罩和“忠橙”等食品，并帮助20余家新加坡在渝
企业复工复产，协助新资企业申请租金减免累计20
余万元。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也顶住了疫情对全球供应链
的冲击。参与陆海新通道运营的新加坡公司反馈，
货运流量在2020年上半年同比增长。防疫所需的
许多医药用品和食品都是通过陆海新通道运输的。

互信，带来更加坚实的合作。
今年9月15日上午，2020线上智博会新加坡海

外分会场与主会场连线同步开启。开幕式上，新加
坡人力部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莉明通过视频连
线致辞。当日下午，中新企业在中新国际数据通道
论坛上连线签署17项谅解备忘录，拟合作领域涉及
国际供应链金融、智慧旅游、智慧居家养老、智慧工
地与智慧建造等。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

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各国面临抗击疫情和复苏经济
的双重挑战。

中国与新加坡建交30年来，两国关系蓬勃发
展，务实合作持续推进，人文纽带日益密切。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两国互施援手，共同促进经济复苏、维
护贸易畅通和供应链稳定，开辟了许多新的合作领
域。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必将乘着两国建交30年的
“东风”，继续展翅高飞，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探索
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为推动西部大开发、长江
经济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实施，贡献新能
量！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书写新时代国际合作共赢新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