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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龍：「歐洲需要中國」
籲重設對華經濟關係 冀實現更多互惠

馬克龍在訪問中表示，「我們需要中
國，無論是在氣候問題還是安全問題

上」，他認為法國和歐洲的作用在於充當
平衡力量，可以吸引中國參與這些重要問
題的國際討論。

「須盡可能進行接觸」
關於經濟領域方面，馬克龍贊成在加強
歐洲主權的同時，保持與中國合作，他
稱，「我不建議疏遠中國，但我認為，我
們應當更好地保衛國家安全和主權。」他
認為歐洲應「現實地看待事物，捍衛己方
利益」。
儘管馬克龍據稱在去年底支持歐盟對中
國電動汽車展開調查，但他也積極試圖吸
引來自中國的投資。英國《經濟學人》雜
誌上周四（5月2日）發表對馬克龍的長篇
專訪，馬克龍表示，他歡迎習近平主席來
訪，「我們必須盡一切可能與中國就全球

重大問題進行接觸，並就我們基於
互惠的經濟關係進行交流。」

他強調，歐洲目前與中國打交道時，「要
以維護我們的利益、互惠互利和促進國家
安全的方式進行。」

冀中國推動解決俄烏衝突
彭博社則稱，儘管馬克龍在經濟問題上
態度強硬，但他仍在捍衛歐洲作為平衡力
量的作用，使中國能夠繼續參與全球討
論。路透社則報道，馬克龍將要求習近平
減少貿易不平衡，並希望中國在俄烏衝突
中，對俄羅斯施加影響力。
報道引述愛麗舍宮一名顧問說，法方
將繼續推動中國政府在貿易問題上提
供更多保證，而在俄烏衝突方面，該
名顧問稱中國是俄羅斯的主要合作夥
伴之一，「我們的目標是利用中國對
莫斯科的影響力，幫助解決俄烏衝
突。」法國政府消息人士則稱，法國還
將尋求中國在法國農產品開放進口方面
取得進展，並解除法國化妝品業對知識
財產權的擔憂。

香港文匯報訊 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抵達法國，展開歐洲訪問行程的

前夕，法國總統馬克龍接受當地《星期日論壇報》訪問時，呼籲重設法

國與中國的經濟關係，並且表示歐洲希望在與中國的經濟關係中有更多

的互惠，以更好地保障自身經濟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 法國戴高樂基金會成員拉
謝瓦勒里上周六（5月 4日）在媒體撰文
稱，中國領導人此次訪問法國，有助深化雙
邊關係，進而緩和全球緊張局勢、促進經濟
合作、應對氣候危機。
文章指出，當前首要問題是透過完善集體

安全機制來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中法兩國一
致認為，和平是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先決條
件。具體來說，相較於戰爭，透過外交途徑
解決問題能獲益更多。歷史一再證明，持續
的衝突對所有人而言都是有害無益的，因此
是時候召開一場國際會議，「正如法國已故
政治家讓莫內所說，我們必須圍坐在桌旁，
將問題擺在中間。兩個實行不同政治制度、
位於不同地理位置的國家所發起的倡議，更
可能獲得國際社會認可。」
文章進一步表示，解決經貿領域的問題同

樣至關重要。一段時間以來，貿易保護主義
日益抬頭、關稅壁壘措施頻繁、濫用補貼等
對貿易暢通構成嚴重威脅。法國可以發揮重
要作用，促進中國與歐盟的貿易往來。中法
兩國應創造商業機遇，這是雙邊關係的重要
一環。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電動車領域遙遙領

先。而法國地理位置優
越，汽車製造業歷史悠
久，堪稱中國設立汽車
工廠的理想選擇。同
時，法國在農業領域和
確保食物鏈安全方面具
有豐富經驗，中國可以
進行農場試辦工作，進而
推動本國畜牧業發展。此
外，中法兩國應鼓勵獨特的
創新方案，進而促進合作，建
構務實夥伴關係。
文章最後強調，應對氣候變化可謂迫

在眉睫。中法兩國攜手推動聯合國氣候變
化巴黎大會達成《巴黎協定》。中法
透過技術創新從根本上改變生產
過程，進而推動能源轉型。兩
國正透過建構多元化電力格
局和提升能源效率來推動
再生能源的應用，並健全
資源回收系統。此外，兩
國也透過落實相關機制
來減少燃料消耗、降低
二氧化碳排放。

中法務實合作大有可為
法專家指促進全球和平與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展開訪歐行程，
復旦大學法國研究中心主任
張驥發表評論，指出戰事重
回歐洲、對美安全外交依賴等
加深法國焦慮感，在法國正尋

求歐洲戰略自主的大背景下，中
法若能找到「求同存異」相處方
式、共推戰略穩定，將可為國際秩序
注入和平與穩定。

法戰略焦慮加深
評論提到，法國總統馬克龍
4月 25日在巴黎梭爾邦大學
的演講內容，顯示法國的戰
略焦慮，這種焦慮來自戰事
重回歐洲、對美安全外交
依賴加深、地緣政治競
爭、歐洲經濟競爭力下滑
等狀況。動盪和變革是目前

世界特徵，冷戰結束以來的國際秩
序、國際體系顯示疲態，歐洲、中東
戰爭相繼爆發，代表原有國際秩序維
護者的政策成為不穩定來源。另一方
面，美國和歐洲國家在內部民粹主義
與外部世界競爭等雙重壓力下，背離
了開放、自由和相互連接的原則，政
治化、安全化手段不斷地侵蝕多邊主
義和國際制度基礎，「世界需要新的
秩序，需要提供和平與穩定的力
量」。
評論指出，中國和歐洲是世界新秩
序的關鍵，中法兩國若能推動戰略穩
定，將可為國際秩序注入和平、穩
定。這些推進包括「推進中歐實現新
的戰略穩定」、「推進戰略自主和國
際力量平衡」、「推進地區熱點問題
的戰略溝通」、「推進多邊主義和國
際制度改革」，以及「推進文化多樣
性和文明交流」。

「求同存異」共推戰略穩定
可為國際秩序注入和平

香港文匯報訊 匈塞鐵路連接塞爾
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和匈牙利首都布
達佩斯，是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共建
「一帶一路」的標誌性項目，也是中
國鐵路技術裝備與歐盟鐵路互聯互通
技術規範對接的首個項目。匈塞鐵路
貝諾段兩年前開通後，為中歐地區南
北交通帶來革命性變化，項目已成為
中國和歐洲之間務實合作關係的典
範。
匈塞鐵路全長341.7公里，其中塞爾
維亞段境內長183.1公里。貝爾格萊德
至第二大城市諾維薩德段已於2022年3
月開通營運，兩地通行時間由90分鐘大
幅縮短至36分鐘。塞爾維亞工程師巴諾
維奇參與這段鐵路的建設，現在他每天
搭乘這段鐵路列車上下班。既是建設
者，也是體驗者，巴諾維奇有着更深切
的感受，「可以說匈塞鐵路貝諾段帶來
革命性的變化，時速200公里高速鐵路
開通，市民滿意、使用率高，人潮也不
斷增加。」

發送旅客逾700萬人次
匈塞鐵路貝諾段開通以來，累計發送
旅客超過700萬人次，在巴爾幹半島樹
立了「中國鐵路」的品牌形象。從2018

年6月正式動工到現在，中塞雙方克
服了一系列技術及事務性難題，實
現多次工程攻堅，在新建的鐵路
上再添「鋼鐵情誼」。
匈塞鐵路專案塞爾維亞工

程師米洛薩夫列維奇表示，
中國工程師帶來新技術，
例如中國的鋪軌技術。觀
察這個過程，從中學習，成
為其中一分子十分有意義。
另一名工程師科斯蒂克稱，
他希望共建「一帶一路」計
劃愈來愈多。
至於在位於布達佩斯以南20多公

里的匈塞鐵路匈牙利段中國中鐵建設
段上，可看到緊張有序的施工正火熱進
行。到今年底，接觸網、通訊訊號、電
力變電，這些體現電氣化鐵路特色的專
業設備的施工安裝將接近尾聲。
馬蒂亞斯．科維努斯學院國際關

係學院院長莫爾迪茨說，匈塞鐵
路的建成，將有助增強南北交
通聯繫，「中匈雙方也將繼續
發展更多經濟合作，這是我
認為中匈合作前景廣闊的原
因，因為一切都建立在雙贏
的前提上。」

匈塞鐵路促進交通便利民眾
成中歐合作典範

香港文匯報訊 塞爾維亞各界人士
對習近平主席時隔8年再次訪問塞
爾維亞充滿期待。他們表示，
中塞兩國還有很多合作可能
性，希望兩國能進一步拓
展合作，誕生更多新的合作
計劃。
塞爾維亞建設、交通和
基礎設施部長韋西奇說，
塞爾維亞和中國之間的合
作，最多、最顯著的是在基
礎建設領域，「8年前，習主
席上次造訪塞爾維亞後，中
國對塞爾維亞的高速公路、高
速鐵路及其他基礎建設項目，例
如污水處理等方面的投資進一步深

化。我們也期待此次習主席對塞爾維亞
的訪問，將為兩國在基礎建設領域的合
作注入新動力。塞爾維亞在觀察中國經
濟發展的方式，尤其是中國如何透過
對基礎建設的投入，來進一步推動
經濟發展，我們堅信兩國可以進
一步拓展合作。」
塞爾維亞亞洲問題研究所
所長米特羅維奇稱，共建
「一帶一路」倡議進入第二
個10年，「我相信將有更
多開放包容，互聯互通，

綠色發展及許多其他領域的合作。中國
和塞爾維亞之間的合作還有非常多的可
能性，我們相信習主席此訪在促進經濟
合作方面也會非常成功，誕生許多新的
合作計劃。」

「是機會而非威脅」
另一方面，今年是中國和匈牙利建交
75周年，近年兩國各領域合作持續深
化。匈牙利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帕平表
示，匈牙利與中國建立牢固的合作關
係，兩國合作促進了雙方經濟發展。
帕平說，匈牙利和中國的傳統友誼源

遠流長，兩國在旅遊、教育、科技等領
域的合作日益密切。他說，兩國人文交
流擁有巨大潛力，雙方可以拓展交流方
式，深化各方面合作。智庫交流是人文
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匈牙利國際事務
研究院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國際問
題研究院、上海社會科學院等機構建立
了合作關係。
帕平認為歐洲和中國的經濟聯繫非常
緊密，「亞洲尤其是中國的巨大發展是
機會而非威脅。『脫鈎斷鏈去風險』不
符合歐洲利益。」帕平表示，匈牙利和
中國密切高層往來，不斷深化雙邊合
作，「中匈合作成果值得自豪，前景值
得期待。」

中塞基建合作成果顯著
中匈人文交流潛力巨大

◆在法國巴黎國際博覽會上，民眾一邊參觀「遇鑒中國」中華文化主題展，一邊
拍照。 新華社

▶匈塞鐵路貝諾段累計發送旅客逾700萬人次。 新華社

◆中聯重科產品亮相巴黎工

程機械展。 中新社

◆中企在歐承建的第一座大

橋位於塞首都。 中新社

◀ 在匈首都的匈中雙語學校，中國教師指導學生學習書法。 新華社

◆◆法國總統馬克龍法國總統馬克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