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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深化政治互信 加強互利合作
同匈牙利總統舒尤克舉行會談 指出中匈關係正處於歷史最好時期

習近平強調，過去75年裏，中匈關係保持平穩發展。雙方要總結寶貴
經驗，指明未來之路。一是堅持平等相待，走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

道路，把前途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匈世代友好既不針對第三
方，也不受制於第三方。二是堅持互信互助，始終相互理解並堅定支持
維護彼此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三是堅持合作共贏，在共建「一帶一
路」框架內拓展各領域合作，推動各自發展戰略對接。四是堅持公平正
義，站在歷史正確一邊，努力為人類和平和發展事業作出積極貢獻。

冀匈推中歐關係平穩健康發展
習近平強調，中國正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
偉業，這將給世界帶來巨大機遇。中方歡迎匈牙利朋友搭乘中國式現代
化的發展快車，願同匈方繼續深化政治互信，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同匈牙
利「向東開放」戰略更緊密對接，深挖務實合作潛力，持續擴大各領域
交流。中方願同匈方繼續引領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和中國－中東歐國
家合作正確方向，推動合作走深走實。希望匈方以今年下半年擔任歐盟
輪值主席國為契機，推動中歐關係平穩健康發展。

匈方期待同中方加強發展戰略對接
舒尤克表示，今年是匈中建交75周年。建交以來，兩國始終秉持相互

尊重、相互信任的精神發展雙邊關係。2017年兩國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
係以來，雙邊各領域合作取得積極成果。感謝習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
帶一路」倡議，使匈方從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合作中受益匪淺。習近平
主席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主張加強國際
對話合作，這對於解決當前世界面臨的各種挑戰、防止陣營對抗至關重
要，匈方高度讚賞。加強同中國的合作是匈牙利既定方針。匈方期待同
中方密切交往，加強發展戰略對接，推動匈塞鐵路等重點合作項目更多
造福人民。相信習近平主席這次歷史性訪問，必將把匈中全面戰略夥伴
關係提升至新的更高水平。中方在綠色轉型、清潔能源等方面擁有先進
技術和經驗，匈方歡迎更多中國企業來匈牙利投資合作。希望雙方繼續
合作辦好匈中雙語學校和孔子學院，加強兩國文化語言交流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

社報道，當地時間5月9

日上午，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布達佩斯總統府同匈牙

利總統舒尤克舉行會談。

習近平指出，匈牙利是

最早承認新中國的國家之一。建交以來，中匈兩國始終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贏，兩國關係經受住了國際風雲變幻考

驗，實現了從跨越大陸的朋友、友好合作夥伴到全面戰略夥伴

的持續深入發展。當前，中匈關係正處於歷史最好時期，傳統

友好深入人心，各領域合作成果豐碩。今年是中匈建交75周

年，中方願同匈方一道，賡續傳統友誼，深化政治互信，加強

互利合作，引領中匈關係不斷邁向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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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匈牙利投資促進局負責人
約．伊什特萬日前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
說，匈牙利2023年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總額
130億歐元，比上年翻了一番。其中，來自
中國的投資發揮積極作用，正助力匈牙利
經濟加速發展。
據匈牙利投資促進局發布的數據，中國

去年對匈牙利直接投資為76億歐元，佔
匈牙利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58%，創
造就業崗位超過一萬個，這也是繼 2020
年後中國再次成為匈牙利最大外資來源
國。
約．伊什特萬說，經過多年努力，匈牙

利「向東開放」戰略已開花結果。在這一

政策引領下，匈牙利與東方國家的經貿往
來愈加緊密，特別是與中國的合作逐步加
深。得益於匈中友好關係，越來越多的中
國企業來匈牙利投資興業。

助力西方汽車和中國電池實現協作
約．伊什特萬強調，匈牙利良好的營商
環境為中企發展提供了便利，匈牙利的公
司稅在歐洲是比較低的。同時，匈牙利作
為東西方技術交匯的橋樑，助力西方汽車
製造商和中國電池製造商實現協作，各展
所長。匈牙利在地理位置、物流網絡發展
和布局以及勞動力等方面的優勢，都在企
業投資決策過程中發揮着重要作用。

約．伊什特萬說，汽車製造業以及與之
相關的整個供應鏈在匈牙利經濟中具有舉
足輕重的地位，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對
匈牙利經濟發展有着深遠影響。

匈方樂見比亞迪選擇匈南部城市設廠
他強調，匈牙利投資促進局的重要職能

之一就是引導新投資者到匈牙利仍有大量
勞動力儲備的地區投資。因此，匈方非常
高興地看到，比亞迪最終選擇在匈南部城
市塞格德投資設廠。
約．伊什特萬說，他相信中國經濟將繼
續蓬勃發展，「我們期待中國進一步加大
對匈牙利的投資」。

中國去年投資佔匈牙利外資總額58%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由石家莊國際
陸港始發的中歐班列（河北石家莊—匈牙利—
塞爾維亞）9日鳴笛啟程，標誌着京津冀地區通
往匈牙利和塞爾維亞的中歐班列實現常態化運
行。此後，該線路將實現每周一班常態化開行
的穩定班期。

滿載汽車配件等 共110個標準櫃
本次班列滿載機械設備、碳鋼管件、汽車配

件等京津冀區域貨物，共計110個標準貨櫃，貨
值3,200萬元人民幣，將從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
境，預計18天後抵達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經
短暫中轉分撥後，部分貨物將繼續搭乘班列運
抵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
河北省國際陸港有限公司總經理劉瑞領表
示，此次中歐班列線路的常態化開行是推進共
建「一帶一路」及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的具
體舉措，有助於推動汽車、光伏組件、機械設
備等京津冀優勢產能更好走出去，將互信和友
好合作轉化為實在的成果，為中歐產能等領域
合作提供有力支撐。
石家莊國際陸港作為京津冀地區最大和唯一
實現中歐班列常態化開行的國際陸港，率先在
京津冀開行通往匈牙利、塞爾維亞等中東歐國
家的中歐班列。近年來，石家莊國際陸港不斷
擴容「朋友圈」，17條國際線路聯通八個出入
境口岸，輻射亞歐50多個國家和地區。截至目
前，累計開行中歐班列超過1,500列，有力推動
了京津冀地區高水平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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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一如此前各界所
預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塞爾維亞期間，
中塞自貿協定取得新進展。中方宣布，在雙方共
同努力下，該協定將於今年7月1日正式生效。
在中國自貿區網絡中，中塞自貿協定引人注
目之處有二：從區域看，它是中國與中東歐國
家簽署的第一個自貿協定；從歷程看，從2023
年4月該協定談判正式啟動到全部完成，再到協
定簽署進而正式生效，總共耗時不到一年半，
這在中國所簽署的自貿協定中並不多見。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所長劉作奎接
受記者採訪時稱，中塞自貿協定事宜進展順
利，得益於兩國領導人的戰略引領，充分凸顯
了雙方高度的政治互信，也是中塞高水平互利
合作的體現。

中方汽車塞方發電機等納入零關稅
據中國商務部國際司負責人介紹，中塞自貿

協定生效後，雙方將分別對90%的稅目相互取
消關稅，其中，超過60%的稅目將在協定生效
後立即取消關稅。雙方最終零關稅稅目的進口
額比例都達到95%左右。
具體而言，塞方將中方重點關注的汽車、光
伏組件、鋰電池、通訊設備、機械設備、耐火
材料、部分農水產品等納入零關稅，有關產品
關稅將從目前的5%—20%逐步降至零。中方則
將塞方重點關注的發電機、電動機、輪胎、牛
肉、葡萄酒、堅果等納入零關稅，有關產品關
稅也將從5%—20%逐步降至零。
這意味着，今後中國的汽車、光伏組件、鋰

電池等優勢產品對塞爾維亞的出口將進一步擴
大，塞爾維亞的牛肉、葡萄酒、堅果等主要出
口產品也將以更加優惠的價格進入中國市場。
「這是一種雙贏。」劉作奎說。
此外，中塞雙方還在協定中相互作出具有法
律約束力的承諾，包括原產地規則、海關程序

與貿易便利化、衞生與植物衞生措施、技術標
準等多個方面。這將為兩國企業開展合作提供
更加穩定、透明的營商環境，進一步提升兩國
間貿易便利化水平。

助力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
該商務部負責人稱，中塞雙方推進貿易自由
化便利化，不僅有利於擴大雙邊貿易，也有利
於促進雙方投資合作和產業鏈融合，更好發揮
各自比較優勢，共同提升國際競爭力。
除雙邊經貿合作外，共建「一帶一路」也將
因中塞自貿協定生效而受益。
劉作奎表示，考慮到塞爾維亞是中國共建

「一帶一路」的重要合作夥伴，中塞自貿協定
生效將從制度性安排的層面使雙方貿易聯繫更
加牢靠、經貿合作提質升級，「就像給燒得正
旺的火焰再添一把新柴」，助力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路」。

中塞自貿協定7月1日生效 95%稅目零關稅

5月8日，海關總署發布關於進口

塞爾維亞鮮食藍莓植物檢疫要求的

公告。公告稱，根據我國相關法律

法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與

塞爾維亞共和國農業、林業和水利部關於塞爾

維亞鮮食藍莓輸華植物檢疫要求的規定，即日

起，允許符合相關要求的塞爾維亞鮮食藍莓進

口。

另據央視新聞報道，當地時間5月8日中午，

中方宣布包括「中方願擴大進口塞爾維亞特色

優質農產品，雙方已經完成李子乾、藍莓輸華

手續，並解除對塞爾維亞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禁令」在內的中方支持新時代中塞命運共同體

建設的首期六項務實舉措。

由於氣候條件適宜，春季沒有明顯的霜凍災

害，塞爾維亞藍莓產業前景看好，藍莓種植園

呈爆炸式增長，是歐洲最大的藍莓生產國之

一。塞爾維亞藍莓種植除了面積不斷擴大，還

引入新品種等提高藍莓質量，將最新技術融入

了生產和貿易，助推藍莓產業發展，主要出口

市場為荷蘭、德國、英國、波蘭和俄羅斯等歐

洲市場，此外還出口馬來西亞、新加坡、中國

香港和沙特阿拉伯等。

◆綜合央視新聞及海關總署官網報道

塞爾維亞藍莓要來中國了

特稿特稿

◆塞爾維亞藍莓產業前景看好，藍莓種植園呈
爆炸式增長，是歐洲最大的藍莓生產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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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由石家莊國際陸港始發的中歐班列
（河北石家莊—匈牙利—塞爾維亞）鳴笛啟
程。 中新社

◆當地時間5月9日上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布達佩斯總統府同匈牙利總統舒尤克舉行會談。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