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近平
談中法精神
為世界注入正能量

當前，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
期。作為世界多極化格局中的兩支
重要力量，中法、中歐應該堅持獨
立自主、開放合作的精神，推動雙
邊關係在正確軌道上行穩致遠，為
世界注入穩定性和正能量。
─習近平會見法國總統馬克龍

2022年11月15日

推動中法關係提至新高度
我們在中法、中歐關係以及

很多國際和地區問題上有很多相同
或相似看法，這體現了中法關係的
高水平和戰略性。我願同你繼續保
持密切戰略溝通，推動中法全面戰
略夥伴關係提升至新高度。
─習近平同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廣州
非正式會晤 2023年4月7日

獨特歷史塑造「中法精神」
中法關係的獨特歷史塑造了

獨立自主、相互理解、高瞻遠矚、
互利共贏的 「中法精神」 。面對新
時代的風雲際會，中法應當秉持建
交初心、積極面向未來、敢於有所
作為。
─習近平向中法建交60周年招待會
發表視頻致辭 2024年1月25日

資料來源：新華社

兩國貿易穩步增長
•2019年至2023年，中國對法
國進出口年均增長5.9%。今年
一季度，中國對法國進出口
1272.2 億 元 （ 人 民 幣 ， 下
同）。

農產品領域
•2023年，中國自法國進口農
產品469.5億元，較2019年增長
50.5%；今年一季度進口值接近
100億元。

消費品領域
•5年來，中國自法國進口消費品年
均增長12.3%，中國產品也越來越受
到法國民眾喜愛。5年來，中國對法
國出口消費品年均增長3.9%。

高技術產品領域
•5年來法國飛機和航空器零部件佔
中國同類產品進口比重保持在3成左
右。5年來，中國自法國進口材料技
術產品、生物技術產品、集成電路年
均分別增長38.8%、13.9%、14%。

資料來源：新華社

數讀近年中法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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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5月5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
乘專機抵達巴黎，應法蘭西共和國總統

馬克龍邀請，對法國進行國事訪問。習近平
乘坐專機抵達巴黎奧利機場時，法國總理阿
塔爾等法國政府高級代表熱情迎接。

習近平發表書面講話。習近平指出，60年來，中法關係始終走在
中國同西方國家關係前列，為國際社會樹立了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
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典範。習近平表示，我希望通過這次訪問，鞏
固兩國傳統友誼、增進政治互信、凝聚戰略共識、深化各領域交流合
作，用歷史的火炬照亮前行的路，創造中法關係更加美好未來，為世
界和平、穩定、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
習近平表示，應馬克龍總統邀請，我
很高興開啟對法蘭西共和國的第三次
國事訪問。2014年、2019年，我曾兩
次在春天到訪法國，同法國人民一道
慶祝中法建交50周年和55周年。值此
中法建交60周年之際，我再次踏上美
麗的法蘭西土地，倍感親切。藉此機
會，我謹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
向法國政府和法國人民致以誠摯問候
和良好祝願。

作為東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中
國和法國長期以來相互欣賞、相互吸
引。法國啟蒙思想家很早就開始研究
中華文化，中國人民也對伏爾泰、狄
德羅、雨果、巴爾扎克等法國文化巨
擘耳熟能詳。60年前，中法兩國突破
冷戰藩籬，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60
年來，中法關係始終走在中國同西方
國家關係前列，為國際社會樹立了不
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和平共處、合作
共贏的典範。

近年來，中法關係保持高水平發
展，航空、航天、核能、農食、綠色
等領域合作不斷取得新成果。兩國在
應對氣候變化、保護生物多樣性、完

善全球治理等方面密切協調和配合。
中法文化旅遊年各項活動正在全面展
開。中法關係發展不僅給兩國人民帶
來了福祉，也為動盪不安的世界注入
了穩定性和正能量。

訪問期間，我將同馬克龍總統就
新形勢下中法、中歐關係發展，以及
當前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
見。我希望通過這次訪問，鞏固兩國
傳統友誼、增進政治互信、凝聚戰略
共識、深化各領域交流合作，用歷史
的火炬照亮前行的路，創造中法關係
更加美好未來，為世界和平、穩定、
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習近平主席夫人彭麗媛，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辦公廳主任
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
部長王毅等陪同人員同機抵達。中國
駐法國大使盧沙野也到機場迎接。
習近平乘車從機場赴下榻飯店途中，
華人華僑和中國留學生自發等候在道
路兩旁，高舉 「中法友誼萬歲！」
「祝習近平主席訪問法國取得圓滿成

功！」 等紅色橫幅，揮舞中法兩國國
旗，敲鑼打鼓，舞龍舞獅，熱烈歡迎
習近平主席到訪。

習近平：中法關係為國際社會樹立合作共贏典範
對法國進行第三次國事訪問 將晤馬克龍凝聚戰略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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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央視新聞報道：
5月5日，在赴巴黎對法國進行國事訪
問之際，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法國《費
加羅報》發表題為《傳承中法建交精
神 共促世界和平發展》的署名文
章。文章表示，2024年是個有特殊
意義的節點。我此時來到法國，帶來
來自中國的三個信息。

─中方願同法方傳承建交精神，
推動中法關係承前啟後、繼往開來。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60年
來，中法關係始終緊跟時代。在中國
同西方國家關係中，兩國率先建立全
面戰略夥伴關係，開啟機制性戰略對
話；率先開展航空、核能、第三方市
場等合作；率先互設文化中心、互辦
文化年，為全球文明互鑒發揮引領作
用。兩國合作促成應對氣候變化《巴
黎協定》、 「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
物多樣性框架」 ，有力推進全球氣候
議程。歷史是最好的老師。當今世界
很不安寧，再次面臨重重風險。中方
願同法方一道，弘揚建交精神，推動
中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不斷發展，為
促進世界加強合作作出新的貢獻。

─中國將擴大高水平開放，同
包括法國在內的世界各國深化合作。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年。75
年來，依靠全體中國人民艱苦奮鬥，
中國從一窮二白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
濟體，數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的奇跡。中國發
展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毫不動搖堅
持對外開放。我們歡迎包括法國在內

的世界各國企業赴華投資興業，已經
全面放開製造業准入，將加快放寬電
信、醫療等服務業准入。我們還給予
法國等多個國家普通公民15天免簽政
策，制定了便利外籍人員在華旅遊、
支付的新舉措。中國的對外開放也包
括鼓勵企業走出去開展合作。中國政
府支持更多中國企業到法國投資，也
希望法方為他們提供公平公正的營商
環境。

─中方願同法方加強溝通協
作，維護世界和平穩定。

今年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70
周年。中國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忠
實實踐者。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從
未主動挑起過一場戰爭，從未侵佔別
國一寸土地。中國也是世界上唯一將
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寫進憲法的國
家，是核大國中唯一承諾不首先使用
核武器的國家。近年來，我先後提出
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
文明倡議，為完善全球治理、破解人
類發展難題貢獻中國方案，已經得到
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支持。

孔子說， 「君子和而不流，強哉
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 。法國作
家羅曼．羅蘭說， 「放棄獨立思考，
是一切不幸的核心」 。中法作為兩個
有獨立自主精神的大國，在歷史長河
的每一次相遇都能迸發出巨大能量，
影響世界行進方向。站在新的歷史交
匯點上，讓我們攜手再出發，推動中
法關係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造福兩國
和世界！

傳承中法建交精神
共促世界和平發展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2024
年5月5日，立夏。習近平主席乘坐的專
機從北京起飛，穿雲破霧，飛往萬里之
外的法國首都巴黎。應法國總統馬克
龍、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匈牙利總統
舒尤克和總理歐爾班邀請，5月5日至10
日，習近平主席對上述三國進行國事訪
問。

今年以來，習近平主席外事日程十
分繁忙，元首外交活動精彩紛呈、成果
豐碩。為民族復興盡責，為人類進步擔
當。2024年春天，在習近平主席擘畫引
領下，朝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光輝
遠方，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譜寫下濃墨重
彩的新篇章。

3月27日，北京人民大會堂再次見證
大國外交忙碌的景象。習近平主席在這

裏分別會見美國工商界和戰略學術界代
表、荷蘭首相呂特、斯里蘭卡總理古納
瓦德納──面對同時來訪的近20位美方
重量級人士，習近平主席深刻闡釋中美
相處之道： 「只要雙方都把對方視為夥
伴，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
中美關係就會好起來」 ；會見荷蘭首相
呂特，習近平主席再談經濟全球化：
「你輸我贏、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思維

早已過時，真正安全的世界應該是深度
交融、相互依存的世界」 ……

彰顯大國外交風範
今春以來，習近平主席的外事活動

多達數十場。緊湊的元首外交日程，凝
結成一個收穫滿滿的春天，彰顯出一個
東方大國以人類前途為懷、以人民福祉

為念的外交風範。
4月26日下午，習近平主席會見美國

國務卿布林肯。回顧中美關係45年風雨
歷程，習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兩國應該
做夥伴，而不是當對手；應該彼此成
就，而不是互相傷害；應該求同存異，
而不是惡性競爭；應該言必信、行必
果，而不是說一套、做一套。自去年11
月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以來，中美關係
出現企穩態勢，但兩國關係中的消極因
素也很突出。今年是美國大選年，中美
關係發展面臨更多雜音。

4月2日，習近平主席應約同拜登總
統通電話，提出處理今年中美關係要堅
持的幾條大的原則──以和為貴、以穩
為重、以信為本。 「中美這樣兩個大
國，不能不來往、不打交道，更不能衝

突對抗，應該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
作共贏，繼續沿着穩定、健康、可持續
的道路向前走，而不應該走回頭路。」
習近平主席的話既是對過去的總結，也
是對未來方向的指引。

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2024年春
節前夕，兩國元首互致新春問候。習近平
主席指出，回首走過的路，我們一起經
受了諸多風浪考驗。展望未來，中俄關
係面臨新的發展機遇。3月18日，普京總
統勝選連任當天，習近平主席即致電祝
賀。4月9日，習近平主席在北京會見俄
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元首外交的戰略引
領，為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
係穩步前進注入強勁動力。

4月16日，釣魚台國賓館，習近平主席
同來華正式訪問的德國總理朔爾茨會

晤。會見、散步、午餐……圍繞中德關
係發展、務實合作、國際和地區熱點問
題，雙方深入交流3個多小時。中德作為
世界第二、三大經濟體，都以實業立
國，都支持自由貿易和經濟全球化。針
對全球貿易近年來的新情況新變化，
習近平主席態度鮮明，指出 「雙方要警
惕保護主義抬頭」 「發揚互利共贏的鮮
明特色，彼此成就」 。

歐洲是多極化世界的重要一極。從歐
盟多國領導人先後訪華，到中德領導人漫
步釣魚台，再到習近平
主席應邀赴法國、塞爾
維亞、匈牙利進行國事
訪問，一系列重要高層
互動，讓人們對中歐關
係發展充滿期待。

以人類前途為懷 以人民福祉為念
2024年春季中國元首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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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5月5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乘專機抵達巴黎，應法蘭西共和國
總統馬克龍邀請，對法國進行國事訪問。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