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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俄羅斯總統普京周四（5月16
日）訪華，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中俄
兩國蓬勃發展的經貿聯繫備受關注。英國《金
融時報》引述專家分析，強調中國積極打造全
球化貿易，對全球地緣政治局勢有相當影響
力，這一重塑的地緣政治局勢將不再以美國霸
權為核心。
報道引述統計稱，中國是全球120多個國家的
最大貿易夥伴，與多數國家展開貿易往來，不
論政治立場。中俄兩國去年雙邊貿易額達2,400
億美元（約 1.87 萬億港元），按年增幅達
26%。智庫「亞洲政策協會」中俄事務專家伊
凡諾夫認為，「中國預見了其與西方陣營的長
期競爭，為了抵消這種影響，中國正在投資與
全球各地非西方國家的經濟關係。」
伊凡諾夫認為，中俄旨在透過多領域合作，
推動建立全球多極化，「這個世界最重要的特
徵，就是稀釋美國的力量。」

西方對俄經濟制裁未全數奏效
報道也指出，俄羅斯與多國仍維持良好經貿
關係，包括印度進口俄產石油、阿聯酋協助俄
國完成跨國金融交易、土耳其等國家為俄羅斯

的平行進口提供中轉樞紐等。總部位於柏林的
智庫「卡內基俄羅斯歐亞中心」研究員烏馬羅
夫表示，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並未全數奏
效，俄羅斯與中國經貿往來密切，與許多國家
亦有務實合作，「這凸顯了西方經濟實力的限
制。」

專家：中俄金融業合作機制還需完善
專家也指出，中俄還需在金融業完善合作機
制。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教授王文指
出，中俄貿易以本幣結算比例從 2022 年的
45%，增至現時的95%，但中國對俄羅斯年均
直接投資現時還不到 10 億美元（約 78 億港
元），「中俄之間金融合作機制缺乏市場風險
緩釋工具，還需進行更充分的資訊交換、建立
完善的監管機制，以及高效的支付結算渠
道。」
印度班加羅爾塔克沙什拉研究所印太研究員
凱瓦爾拉馬尼稱，在巴以衝突問題上，中國和
俄羅斯堅定批評以色列與盟友美國的做法，在
全球發展中國家對以色列軍隊做法的反對日益
強烈之際，中俄立場與之一致，「中俄料會互
相提升彼此在中東的地緣影響力。」

英《金融時報》：
中俄多領域合作推動建立全球多極化

為中俄友好世代傳承注入新動力
習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中俄關係四分之三個世紀的風雨歷

程表明，不斷鞏固和發展中俄永久睦鄰友好、全面戰略協作、互利合作共
贏，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順應國際社會期待和時代發展潮流，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互辦主題年已經成為中俄人文交流的優良傳統，
也是兩國關係發展史上的特色和亮點，受到兩國人民普遍歡迎。去年，我和
普京總統商定2024－2025年舉辦「中俄文化年」。今天，雙方正式啟動這一
文化盛事。雙方將舉辦一系列豐富多彩的文化交流項目，進一步釋放兩國文
化合作潛力，共同開創中俄文化交流的新未來。相信這將為中俄友好的世代
傳承、為兩國人民的相知相親注入新動力。

攜手前行共創中俄友好新的美好未來
習近平指出，高山流水遇知音。中國素有以琴會友、以樂寄情的傳統，俄

羅斯音樂文化底蘊深厚，富有感染力。兩國民族音樂都是世界文明百花園中
的絢麗花朵。今晚，中國中央民族樂團和俄羅斯奧西波夫樂團的藝術家聯袂
呈現的曲目中既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在中國家喻戶曉的
俄羅斯名曲，也有《漁舟唱晚》、《花好月圓》等獨具東方韻味的中國名
樂。我們相信，這場音樂盛宴必將成為中俄文化交流互鑒的精彩華章。
習近平指出，中俄兩國民族音樂都是世界文明百花園中的絢麗花朵。今晚

這場音樂盛宴必將成為中俄文化交流互鑒的精彩華章。讓我們以「中俄文化
年」為契機，以慶祝建交75周年為新起點，弘揚友好，攜手前行，為中俄新
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增光添彩，共同開創中俄友好新的美好未來！

普京：俄中關係正處於歷史最好時期
普京致辭表示，我完全贊同習近平主席關於俄中關係的積極評價。俄中兩

國人民親如兄弟。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俄羅斯人民為中國人
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取得的偉大成就感到由衷高興和欽佩。俄中建交75年
來，雙方關係積累了很多寶貴經驗，當前正處於歷史最好時期。俄中關係基
於相互尊重、平等互信，促進了各自國家發展，造福了兩國人民，樹立了國
際關係典範。在俄中慶祝建交75周年之際舉辦「俄中文化年」活動具有重要
象徵意義。俄方願同中方深化人文交流，增進彼此了解，推動兩國合作不斷
提質升級。
兩國元首共同欣賞由中俄兩國藝術家聯袂呈現的精彩文藝演出。
中俄各界友好人士約1,000人出席。
蔡奇、王毅、諶貽琴等參加。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央視新聞報道，5月16日下午，國
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北京國家大劇院共同出席「中俄
文化年」開幕式暨慶祝中俄建交75周年專場音樂會並致辭。
習近平和普京在熱烈的掌聲中一同步入會場。
習近平首先發表致辭。

◆專場音樂會指揮、中國音樂學院院長李心草（右）和俄羅斯人民
藝術家、俄羅斯奧西波夫國立模範民樂團藝術總監弗拉基米爾．安
德羅波夫在舞台上。 中新社

習近平：高山流水遇知音
「中俄文化年」開幕 兩國藝術家聯袂呈現俄名曲華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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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凌晨 4 點多，俄羅斯

總統普京的專機就迎着清晨

的第一道曙光，抵達首都國

際機場。2012年以來，中俄

元首在雙邊和多邊場合會晤超過40次，

引領着高水平、高質量的中俄關係。

建交75年來，中俄關係走過了不平凡

的發展歷程，兩國共同找到了大國相處

之道，攜手走出了一條大國、鄰國相互

尊重、和睦相處、合作共贏的嶄新道

路，成為當今世界大國和互為最大鄰國

關係的典範。75年來，中俄雙邊關係定

位不斷提升，達到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

夥伴關係這一歷史最高水平。中俄關係

的發展並非權宜之計，也不受一時一事

影響，而是具有強大的內生動力和獨立

價值。

政治經貿文化全方位合作
在政治安全上，中俄長遠戰略利益、

發展利益一致，對以聯合國憲章和國際

法為基礎的世界秩序和地區穩定具有相

同和相似立場，雙方政治互信持續深

化，兩國全面戰略協作不斷加強。

在經貿領域，中俄互利合作優勢互

補，雙方經濟結構互補、市場互補、技

術互補、勞動力互補，2023 年，雙方貿

易額達到創紀錄的2,400億美元，提前超

額實現兩國元首確定的貿易目標。中國

連續13年穩居俄羅斯最大貿易夥伴國地

位，俄羅斯在去年中國貿易夥伴國的排

名升至第4位。

在人文交流方面，如今民間交往早已

是熱情高漲。在中俄邊境，俄羅斯民眾

「組團」逛早市，包子配啤酒，品嘗豆

漿、茶葉蛋、雞蛋漢堡……接連衝上熱

搜。同時，去年中國赴俄遊客數超過47

萬人次，在俄入境遊所有國家中名列首

位。

始終視彼此為優先合作夥伴
中俄關係具有獨立自主的價值，建立

在「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

基礎之上，不受第三方的影響。當前，

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衝擊，地緣政治持

續緊張，各種干涉、制裁、「脫鈎」之

風興起，但中俄始終視彼此為優先合作

夥伴，始終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合作共贏，始終恪守《聯合國憲章》、

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兩國合作在各領域取得的成就，折射

出的是中俄兩國互利合作的強大韌性和

廣闊前景。正如習近平主席在共見記者

時所言，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經

過75年堅實積累，中俄兩國世代友好和

全方位合作已經匯聚成雙方不畏風雨、

不斷前行的強大動力。

今年7月，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將在北

京召開，全會將重點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今年初，

俄羅斯也發布了今後六年俄羅斯的發展任

務和舉措，普京不久前也公開表示要建設

一個嶄新的俄羅斯，使國家變得更加強

大、更具吸引力、更加高效。站在建交75

周年的新起點上，相信中俄未來一定會繼

續攜手，互利合作，更好造福兩國和兩國

人民，為世界繁榮穩定貢獻更多正能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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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北京國家大劇院共同出席「中俄文化年」開幕式暨慶祝中俄建交75周年
專場音樂會並致辭。習近平和普京在熱烈的掌聲中一同步入會場。 中新社

◆5月16日下午，「中俄文化年」開幕式暨慶祝中俄建交75
周年專場音樂會在北京國家大劇院舉行，中俄兩國藝術家聯袂
呈現精彩文藝演出。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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