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协调和可持续的工业化是发
展经济、 减少贫困的重要路径，
是各国实现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动力。

由于历史原因， 非洲工业化
进程起步较晚， 曾长期沦为原材
料和低附加值产品输出地。 进入
21世纪， 非洲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力不断提升， 开始更积极探索独
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 工业化水
平不断提升 。 在共建 “一带一
路” 倡议、 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等
推动下， 中国和非洲在工业化合
作方面成果丰硕， 为非洲工业化
进程增添助力。

漫长曲折的工业化探索
多年以来， 多数非洲国家把

实现工业化作为争取经济独立、
实现经济多元化的重要战略， 但
诸多因素制约着该战略取得的实
效 。 据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 ，
2023年非洲制造业增加值仅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约10%， 低于15%
的全球平均水平。

20世纪60年代， 工业化成为
众多非洲国家独立后的首要目

标。 这一时期， 非洲国家大多实
施了 “进口替代工业化” 战略，
一度取得成效， 但因市场狭小而
后劲不足。 70年代， 国际石油危
机对刚有起色的非洲工业化带来
沉重打击。 80年代，西方打着“维
护市场规律”的旗号，在非洲强推
结构调整计划， 严重阻滞了非洲
工业化进程。 80年代， 非洲国家
国内生产总值平均下降8.3%， 非
洲经历 “失去的十年”。

非洲自然资源丰富， 但受殖
民统治影响， 许多非洲国家形成
单一的经济结构， 长期沦为原材
料和低附加值产品输出地。 联合
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贸发会议）
发布的 《2022年非洲经济发展报
告》 显示， 83%的非洲国家依赖
大宗商品出口， 在全球大宗商品
出口依赖国家中占比45%。 按照
贸发会议定义， 当一个国家的大
宗商品出口占其商品出口总额的
60%以上， 则认为该国依赖大宗
商品出口。

有学者指出， 西方主导的经
济全球化使非洲受缚于单一经
济， 无法建构起外部资金技术、

劳动力收益和国内外市场需求之
间的良性循环， 这是非洲工业化
进程迟缓的底层逻辑。

非洲工业化新态势
进入21世纪， 随着世界格局

日益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非洲的
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非
洲人民开始更积极探索独立自主
的工业化道路。

在区域层面， 非盟出台 《加
速非洲工业化发展行动计划 》
《2063年议程》 等战略， 均将工
业化作为促进非洲发展的关键动
力。 2022年， 非盟第17届特别峰
会暨非洲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峰
会对实现包容、 可持续的工业化
和经济多元化作出承诺， 凸显非
洲国家推动工业化进程的决心。

作为 《2063年议程》 的旗舰
项目， 由非盟推动的非洲大陆自
贸区建设正在加速， 非洲大陆正
向着成为一个人口众多、 规模巨
大的统一市场迈进。 联合国非洲
经济委员会指出， 非洲大陆自贸
区 协 定 可 以 通 过 规 模 经 济 来
促 进 包容性和可持续工业化发

展， 还有助于提升非洲制造业的
竞争力。

中国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朴
英姬认为， 非洲国家始终致力于
实现非洲经济一体化的长期愿
景， 且事实证明大力投入往往能
取得成效， 如近年来推出支持中
小企业参与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
的相关计划和优先产业区域价值
链发展的支持战略等。

非洲开发银行、 非盟等机构
2022年联合发布的 《非洲工业
化指数》 报告显示， 对52个非洲
国家进行评估后发现 ， 37个国
家工业化水平在过去11年间获得
提升。

中非合作助力非洲工业化
在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

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等推动下， 中
非在工业化合作方面优势互补 、
成果丰硕。 中国是对非投资规模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连续15年保
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基础设施领域是中非合作共
赢的一个缩影。 多年来， 中非合
作新建和升级公路近10万公里，

铁路超1万公里 ， 桥梁近千座 ，
港口近百个， 为非洲工业化发展
夯实基础。 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
所所长彼得·卡格万加认为， 通
过与中国的合作， 非洲大陆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水平进一步提升，
如 今 非 洲 国 家 间 开 展 贸 易 合
作 更 为便利 ， 促进了资源和生
产要素在非洲大陆更合理地流动
和配置。

中国企业在非洲建设、 运营
的工业园区， 在部分国家和产业
环节发挥着聚集作用， 也为当地
提供大量就业岗位 。 乌干达贸
易、 工业和合作部工业国务部长
戴维·巴哈蒂认为， 中国企业和
投资者在乌干达经营的工业园利
用当地资源发展制造业， 助力非
中工业化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与 《2063年议程》 目标相呼应。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背景下， 近年来， 中非
双方合作正在向数字、 绿色、 航
空航天、 金融等新兴领域延伸，
为非洲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发展
注入新动能。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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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蛟龙号” 载人
潜水器1日完成2024西太平洋国
际航次科考的第11次下潜作业，
潜航员傅文韬、 下潜科学家许学
伟和陈旭光在西太平洋皮加费塔
海盆完成5572米大深度下潜， 顺
利完成深海羽流絮凝实验。

本次下潜的亮点是开展深海
羽流絮凝实验。 来自中国海洋大
学的陈旭光表示， 深海海底布满
结核和沉积物， 当潜水器、 深海
矿车等装备在海底作业时， 会引
发烟雾状的深海羽流， 对海洋环
境和生态系统造成一定影响 。
“我们自主研发了羽流抑制装置，
通过喷洒以藻类为主要成分的絮

凝剂， 加速深海颗粒物的絮凝和
沉降， 减少对深海的环境扰动。”

潜航员傅文韬说：“我们在不
同环境条件下进行了3次实验，喷
洒絮凝剂后羽流絮凝形成大颗粒
的絮团， 并在数分钟后沉降至海
底。对比以往的下潜作业，对海底
环境的观测效果有了不少改善。”

航次首席科学家、 国家深海
基地管理中心副主任许学伟表
示， “蛟龙号” 顺利完成了当天
的羽流絮凝实验， 取得了良好的
实验效果。 后续 “蛟龙号” 还将
持续开展深海多金属结核矿区生
态修复等实验， 为海洋保护提供
更多技术支撑。

新华社电 9月4日农历八月
初二 ， “天幕剧场 ” 将上演与
“龙抬头” 对应的天象： “龙收
尾”。 感兴趣的公众可于当日晚8
点左右举头一观。

什么是 “龙收尾”？ 弄清这
个问题 ， 要先了解这条 “龙 ”。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
管王科超介绍， 我国古人为观天
象， 将天球赤道和黄道一带的恒
星分为二十八个星组， 称二十八
宿。 二十八宿中，每七宿为一组：
东方为苍龙， 南方为朱雀， 西方
为白虎 ， 北方为玄武 。 “龙收
尾” 中的 “龙” 即为东方苍龙。

“东方苍龙由角、 亢、 氐、
房、 心、 尾、 箕七宿组成， 勾勒
出一条龙的形象： 角宿作龙头，
亢宿为脖颈， 氐宿为胸膛， 房宿
为龙腹， 心宿是龙身， 尾宿和箕

宿共同代表龙尾 。” 王科超说 ，
“龙收尾” 描述的是农历八月初
二晚8点左右， 代表 “龙头” 的
角宿刚好位于地平线附近； 由尾
宿和箕宿共同组成的 “龙尾” 仍
在天空之中， 其中箕宿处正南方
位置 ， 尾宿在天空接近正南方
向； 代表 “龙身” 的心宿来到天
空西南方向， 整个东方苍龙呈逐
渐沉没的景象。

“如果持续观察 ‘东方苍
龙’， 你会发现它每天晚上同一
时间出现在天球上的位置以一年
为周期移动一周 。” 王科超说 ，
每年冬季， “苍龙” 会 “蜷缩”
在地平线下， 我们看不到它； 春
季晚上 ， 它会从东方地平线出
现， 即民间常说的 “二月二， 龙
抬头” ———农历二月初二， 代表
“龙头” 的角宿在天黑后从东方

地平线上升起； 到了夏季， “龙
头 ” 角宿在下午就从地平线升
起 ， 晚上整条 “龙 ” 横亘在天
空 ， 即 “飞 龙 在 天 ” ； 秋 季 ，
“龙头” 开始西沉， 到了农历八
月初二天黑后， 只能在西方地平
线到南方天空这块区域看到 “龙
身” 和 “龙尾”， 即民间所谓的
“龙收尾”。

王科超解释说，从“龙抬头”
这一天象到“龙收尾”这一天象，
东方苍龙要在天球上“走”180度。
因此，在“二月二，龙抬头”的半年
后， 即农历八月初二我们会看到
“龙收尾”的天象。

大约2000年前， 中国古人看
到的 “龙收尾” 是在农历八月初
二的黄昏后。 由于存在岁差， 如
今人们一般在农历八月初二晚上
8点左右才能看到 “龙收尾”。

新华社电 卡塔尔能源公司
1日宣布计划将其尿素产能提升
一倍多， 着力打造 “世界尿素生
产之都”。

卡塔尔能源事务国务大臣、
卡塔尔能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萨阿德·卡比当天在多哈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卡塔尔能源
公司将在乌姆赛义德建设世界级
尿素生产综合体， 为提升全球粮

食生产和安全发挥积极作用。
该项目完成后， 卡塔尔尿素

年产量有望从约600万吨增加至
约1240万吨。

乌姆赛义德是卡塔尔重要工
业城市， 石油化工和肥料工业方
面的基础设施完善。 位于乌姆赛
义德的出口港是中东和北非地区
最大的肥料和石化产品出口设施
之一。

9月1日12时， 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结束， 所涉渔区迎来 “开海”， 各渔港码头渔船出海进
行捕捞作业。 图为渔船驶离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岚山渔港， 开展捕捞作业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伊朗武装部队总
参谋部1日发布有关前总统莱希
及其随行人员坠机遇难事件的
最终调查报告 ， 确认直升机坠
毁的主要原因是浓雾等恶劣天
气状况， 没有发现蓄意破坏的
迹象。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
1日报道， 这份最终报告确认了
此前的调查结果， 即事发时伊朗
西北部包括浓雾在内的恶劣天气
状况， 是导致直升机坠毁的主要
原因。

根据报告， 有关专家仔细审
查了直升机保养和维修的所有文
件， 确定所有重大维修和更换关

键部件都是按照标准条例进行。
专家们对出事直升机的剩余部件
和系统进行了测试， 没有发现可
能导致坠机的缺陷。 调查确认直
升机在预定路线上飞行， 没有偏
航。 此外， 调查排除了蓄意破坏
的可能性， 也排除了直升机成为
“攻防系统、 网络攻击、 磁场和
激光” 目标的可能性。

今年5月19日， 莱希等人所
乘直升机在伊朗西北部山区坠
毁， 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随后，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多份
调查报告， 排除直升机在飞行过
程中以及与山腰相撞前发生因蓄
意破坏造成爆炸的可能性。

4日晚8点可赏“龙收尾”

黄渤海“开渔”千船竞发

“蛟龙号”顺利完成深海羽流絮凝实验

伊朗军方调查报告：

恶劣天气导致前总统坠机事件

卡塔尔计划打造“世界尿素生产之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