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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5 日 ，
法 國 總 統 馬
克 龍 、 歐 盟
委 員 會 主 席

馮德萊恩將聯袂訪華，隨同到
訪的還包括一支陣容龐大的商
務文化代表團。而幾天前，新
加坡總理李顯龍、馬來西亞總
理 安 瓦 爾 、 西 班 牙 首 相 桑 切
斯、科特迪瓦總理阿希以及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
耶娃等剛剛結束他們的中國之
行。接下來，因病推遲訪華的
巴西總統盧拉，也將在康復後
很快來華。

這陣子，中國外交官們格外忙
碌，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
俄羅斯，到多國政要密集接踵訪
華，中國外交拉開一波近年罕見
的春季攻勢。翻看一場場高峰會
晤新聞稿可以發現，加強對華合
作是各國政要會談的重要話題之
一。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疫情後，中國經濟正全面快速復
甦反彈。正如李顯龍在會談中所
言，「我看到中國各地都在迅速
恢復經濟活力，我對中國經濟的
韌性抱有堅定信心。」

如今，全球經濟面臨疫後企穩重
振難題，而這顯然離不開蓬勃向上
的中國動力。各國普遍相信，加強
對華合作將分享到更多中國發展的
新機遇。這一點，可以從馬克龍帶
來的龐大代表團中一家家全球知名
企業高管名單中窺見端倪。訪華期
間，馬克龍還將南下有改革開放橋
頭堡美譽的廣東，屆時相信他將有
機會身臨其境感受中國式現代化和
新一輪高水平改革開放給世界帶來
的合作紅利。

上月中旬，在中國的積極斡旋
下，斷交多年的沙特和伊朗在北
京達成協議，同意恢復雙方外交
關係。這讓外界再一次看到中國
負責任大國形象。而在烏克蘭問
題上，傾聽中國方案，亦是多國
政要訪華的重要目的之一。當
前，21世紀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
衝突——烏克蘭危機已持續一年
多時間，且仍在繼續蔓延發酵，
危機不僅對歐洲多國帶來諸多負
面影響，亦牽動和波及全球各
國。

面對烏克蘭危機，中國主張勸
和促談、政治解決的立場是一貫
的、明確的。而摒棄冷戰思維和
陣營對抗，放棄極限制裁施壓，
希望有關各方通過對話協商，政
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重要性，也
逐漸被世界各國所意識到。中方
為政治解決烏危機發揮的建設性
作用，得到了很多國家的支持與
讚賞。外界普遍相信，中國在地
區和國際熱點問題上發揮積極作
用，會為動盪的世界注入更多和
平力量。

春季外交高潮拉開了今年中國
外交序幕，接下來首次「中國+中
亞五國」元首峰會和第三屆「一
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兩大
主場外交還將陸續登場，相信還
會有一大波的外國領導人接踵來
華，也注定今年將是中國外交濃
墨重彩極不平凡的一年。而各國
政要爭相來華的背後，是無數的
歷史和事實早已證明的一個真
理，即中國越發展，就越有能力
與各國分享合作紅利，就越有能
力為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

香港文匯報訊 法國總統馬克龍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5日展開對中國的訪問。綜合法媒報道，在戰略層面，針對俄

烏衝突，馬克龍訪華前提出把雙方重新帶回「談判桌前」的目

標，鼓勵中國繼續發揮促談的積極作用。在經貿層面，法國和

歐盟計劃在強化其經濟和政治主權的基礎上，與中國實現平衡

的商貿關係。

在務實合作領域，法國各界期盼馬克龍對華訪問助力新突破。歐洲電視
一台報道稱，60多名法國著名企業家將陪同馬克龍訪華，他們希望能

與中國簽訂大量合約，尤其是在生態轉型領域達成合作。日前，中國和法
國能源公司敲定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筆以人民幣結算的液化天然氣
（LNG）交易。

中方氣候承諾對歐至關重要
此外，法國和歐洲對攜手中國應對全球挑戰充滿期待。法國國際廣播電

台指出，鑒於中國的發展及全球影響力的上升，中國在氣候和生物多樣性
方面的堅定承諾對歐洲和世界至關重要。報道提及2014年簽約啟動的中法
武漢生態示範城項目，稱其「已成為現代城市建設的典範」。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崔洪建分析稱，中法雙方此次討論

的議題將非常廣泛，不僅包括雙邊問題，也包括國際和地區問題。由於3年
沒有類似的正式訪問，歐洲方面的形勢也發生了一些變化，當前不論是法
國還是歐洲，它們的對華政策都處於調整時期，因此中法雙方首先要進一
步鞏固政治互信。同時，現在雙方都面臨經濟復甦、維護供應鏈產業鏈安
全等挑戰，因此雙方也要繼續深化經貿合作，推進新領域的合作項目。除
此之外，雙方人文社會方面的交流也可能成為這次馬克龍訪華的亮點。

學者：助歐樹立更客觀對華認知
另據路透社報道，馮德萊恩的發言人3日在Twitter發文說，馮德萊恩訪
華前，會到巴黎與馬克龍先舉行工作會議，就俄烏衝突、能源業務以及訪
華做準備工作。崔洪建認為，馬克龍邀請馮德萊恩同行，是希望體現歐盟
外交的一致性。法國一方面認為其外交有獨立自主的一面，另一方面，法
國也清楚它的外交是歐盟外交的一部分，要反映目前歐洲內部在政策上的
變化和調整。他補充說，馮德萊恩作為歐盟執行機構的負責人，此次訪華
和中方交換意見後，可以幫助歐方樹立一個更全面客觀的對華認知，給歐
盟正進行的對華政策討論，作出更積極、更有建設性的指導。
法國《十字架報》稱，馬克龍邀請馮德萊恩一同訪華，旨在協調一致發

出「歐洲聲音」，並在中美之間尋找一條平衡的外交道路。報道還稱，馮
德萊恩日前公開表態，呼籲繼續對話並「重新平衡」中歐關係。報道認為
今次訪問有望幫助中歐在一些此前缺乏溝通和互信的問題上實現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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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時：美招手難阻歐領袖赴華

外國政要接踵訪華
凸顯全球合作和平渴望

香港文匯報訊 對於歐洲領
導人相繼訪問中國，外媒分析認

為背後有兩個原因，分別是經濟因素
的推動，以及對安全問題的關注。
在疫情、俄烏衝突等因素衝擊下，歐洲經

濟困難重重，通脹率居高不下。根據歐盟統計
局3月初發布的數據，歐元區2月份通脹率達

8.5%，其中作為歐盟「三頭馬車」的德法意三國，
通脹率分別為9.3%、7.2%和9.9%。價格上漲最嚴重
的是食品類，法國食品價格2月按年上升15.8%，德國
升幅更達到20.8%。
經濟問題也進一步引發

政治危機，法德兩國都爆發
大規模抗議示威或罷工。雖
然起因並不相同，但這些活動
的出現，歸根究底還是由於經
濟上的困難。受到這一系列因
素影響，投資者對歐洲經濟的信
心持續下滑，大量產業開始向北
美等方向轉移。在這一背景下，
加強中歐經濟聯繫就顯得至關重
要。

畢竟在經過多年發展後，中國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歐盟第二大貿
易夥伴，即使去年全球經濟下行，中歐貿易額仍逆勢增長5.6%。在
中國經濟強勢復甦的背景下，歐洲方面自然會選擇加強與中國的合
作，增強市場信心。

中歐貿易額去年逆增長5.6%
除了經濟因素，安全問題特別是持續至今的俄烏衝突，也是歐洲
領導人紛紛訪華的主要原因。歐洲其實已成為俄烏之外，烏克蘭危
機最大的受害者。雖然表面上歐洲還與美國保持着一致，但歐盟內
部要求盡快促成俄烏停火、讓歐洲恢復和平的聲音已經出現。

原本由於俄烏在和談底線上分歧極
大，歐盟和德法等國家也清楚，在跟隨
美國制裁俄後，自己沒有能力真正做到
調停衝突。但現在中國明確發布了12
條主張，俄烏雙方也對此表示歡迎，這
無疑讓歐洲看到烏危機在中國斡旋下最
終和平解決的希望。在此情況下，才有
了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法國總統馬克龍
等領袖來華探討俄烏問題。

烏危機高通脹
推動歐加強對華聯繫

香港文匯報訊 當前歐洲大陸不但要承受俄烏衝突
反噬，還面臨因危機外溢與「盟友」捅刀而導致的經
濟困境。歐洲政要在此時訪華，背後有什麼考量？中
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金玲表
示，新冠疫情發生前，中歐一直保持頻繁交流與合
作。雖然近年中歐之間出現一些負面聲音，但隨着安
全危機、經濟危機、政治亂象等多重危機逼近，歐洲
方面意識到中歐合作與對話是必要的。中國優化調整
防疫政策後，今年將是中歐對話合作的重啟之年，無
論是維護自身利益、應對全球性挑戰，還是在地緣政
治變局中重新進行自我定位，歐洲都必須與中國加強
溝通。

對話化解俄烏衝突具戰略共識空間
金玲認為，當前國際社會面臨包括烏危機在內的諸
多共同挑戰，結合此前德國總理朔爾茨和歐洲理事會
主席米歇爾訪華的情況來看，歐洲領導人紛紛訪華旨
在就重大戰略問題與中國進行溝通，增進共識。歐盟
一直有通過對話和外交來解決危機的傳統，在烏克蘭
問題上，中歐之間的戰略共識有兩方面：一是中國強
調核戰爭不能打也打不得，在這方面，歐洲和中國具
有深厚的戰略共識；二是中國強調通過合作和對話化

解危機，歐洲是受到俄烏衝突影響最深重的地區，在
這方面也和中國具有達成戰略共識與合作的空間。
今次馮德萊恩與馬克龍一起訪華，是在各種聲

音之中尋找平衡。自上台以來，馬克龍多次強
調歐洲應「用同一個聲音說話」，體現歐洲
內部的團結；對馮德萊恩而言，去年米歇
爾已曾訪問中國，她作為歐委會主席，
也要使歐盟機構在對華關係中不缺
席，因此這次馬克龍邀請馮德萊恩
一同訪華，雙方可謂一拍即合。
金玲還指出，當前歐洲經濟狀
況持續惡化，通脹居高不下，
在高價能源和美國「綠色補
貼」的雙重因素驅動下，製
造業相繼轉移到美洲和其他
地區。歐洲領導人此輪訪
華，有助向歐洲企業傳遞戰
略層面的清晰訊號，增強
企業的投資信心，推動加
快歐洲的能源轉型和數字
轉型，對改善歐洲經濟形
勢將有一定作用。

專家：歐意識到與中方對話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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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右）於3月31日與到訪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會面。 新華社

紐時紐時 美招手難阻歐領袖赴華美招手難阻歐領袖赴華美招手難阻歐領袖赴華
香港文匯報訊 《紐約時報》指出，在成功挑起

俄烏衝突，利用安全問題加強北約內部凝聚力後，
美國正繼續行動，試圖讓歐洲各國在中美之間「選
邊站隊」。但隨着中國經濟進入復甦期，並在和平
解決俄烏問題上給出一條不一樣的道路，美國方面
驚訝地發現，歐洲國家領導人正排隊訪華，美方對
於這種風向的變化已無法掌控。
美媒梳理中歐關係的走向後發現，中俄雙邊會晤

結束後，原本預想的中歐關係遇冷、大批國家倒向
美國的情況並沒有出現，中歐關係反而出現高速發
展勢頭，不少歐洲政要都將訪華提上日程。
繼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後，法國總統馬克龍也訪問

中國，並邀請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同行，加上去年
冬季訪華的德國總理朔爾茨和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
爾。中歐之間的外交往來頻率，已不弱於美歐之

間。《紐時》就此稱，「儘管美國不斷招手，歐洲
領導人們還是直奔北京而去。」

美輿論對歐領袖訪華反應激烈
美國輿論對歐洲國家領袖訪華反應激烈，主要由

於感受到美國在外交上的一種「失利」。自美國總
統拜登政府上台以來，修復與歐洲傳統盟友的關
係，推動歐洲各國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就是美方
在美歐關係中的一個重要議題。
但事與願違，情況沒有完全按美方所想的發展。

在因俄烏問題陷入經濟、政治、安全三重危機後，
愈來愈多歐洲人已反應過來，有些事不能完全跟隨
美國的步伐行動，進而在對華問題上表現出一定的
外交定力，此前朔爾茨和米歇爾訪華就是一個典型
的代表。

◆在烏問題上，中歐之間存在戰略共識。 資料圖片

◆ 歐盟內部出現要求盡快促成俄烏
停火的聲音。圖為法國民眾舉行反
北約示威。 網上圖片

◆馬克龍及馮德萊恩在訪華前舉行工
作會議。 美聯社

◆ 通脹高企下，法國冀加強與華經濟
聯繫紓困。 網上圖片

5 國 際 新 聞
東南亞版

◆責任編輯：李吉欣 2023年4月6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