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克龍結束訪華後在返回法國的專
機上，通過與隨行媒體記者的訪

談發表上述評論。法國《回聲報》和政
治新聞網站Politico分別刊登相關訪談文
章。根據《回聲報》的文章，馬克龍在
訪談中表示，歐洲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沒
有建立起戰略自主性。他認為，建立戰
略自主性對防止歐洲國家成為附庸國來
說至關重要，歐洲可以成為兩個「超級
大國」之外的「第三極」力量。
馬克龍表示，歐洲面臨的「巨大風
險」是其陷入「並非屬於我們的危機當
中」，這些危機阻礙歐洲建構戰略自主
性。他呼籲歐洲人「必須醒來」，其首
要任務不是在世界各地的議程上配合其
他國，歐洲不應陷入陣營對抗。

須專注提升自身國防工業
談及台灣問題時，馬克龍指出，歐洲

人需要回答的問題是，「台灣問題的危
機加劇是否符合我們的利益？」答案是
否定的。如果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矛
盾加劇，我們將沒有時間或手段來提升
戰略自主權。
馬克龍還表示，歐洲在武器和能源

領域已增加對美國的依賴性，現在歐洲
必須專注於提升自身的國防工業。他
說，烏克蘭危機加速了對防務裝備的需

求。但是歐洲的國防工業無法滿足所有
需求，這使某些國家臨時轉向美國甚至
亞洲供應商，「我們要面對這個現實，
必須推動國防工業發展。」

就烏危機與華建立基本共識
在烏克蘭危機方面，馬克龍表示與
中方建立了多項基本共識，其中包括
支持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明確
表明反對使用核武器；明確呼籲遵守
國際人道法並保護兒童；以及通過談
判實現持久和平的意志。
據Politico指出，「歐洲戰略自主」

的概念於2016年被正式提出，時任美
國總統特朗普在當選後，頻頻威脅只
要歐洲國家不增加軍費開支，將降低
對歐洲的軍事支持，同時也抬高了歐
洲進口商品的關稅，促使歐盟將「歐
洲戰略自主」的落實提上日程，2017
年新上任的馬克龍成為其最強烈的推
動者。
這一概念實際上得到本屆美國政府
和美國學界的一定支持，不過美國認
為歐洲的「戰略自主」意味着後者應
加大軍事開支，尤其是滿足北約的
「軍費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GDP）
2%」基準，幫助美國分攤一定軍事開
支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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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龍：
歐須加強戰略自主
免隨美陷陣營對抗

香港文匯報訊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結

束訪華後表示，歐洲必須加強戰略自主

性，頂住避免成為「美國追隨者」的壓

力。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10日在例行記者會上，介紹
法國總統馬克龍訪華的成果，表示馬
克龍總統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是中
國對外交流全面重啟、全國兩會成功
召開後，歐洲國家元首首次訪華。訪
問期間，兩國元首在北京、廣州兩地
進行友好深入、高質量的交流，達成
一系列戰略共識，為中法在雙邊、中
歐和全球層面的合作指明了方向、擘
畫了藍圖。
汪文斌表示，兩國元首一致認為，
中法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
獨立自主大國，有能力、有責任超越
分歧和束縛，堅持穩定、互惠、開
拓、向上的中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大
方向，共同促進世界和平、穩定與發
展。雙方同意保持密切元首溝通和高
層交往，在年內舉行中法戰略、經濟
財金和人文交流三大高級別對話機制
新一次會議。雙方同意在優勢互補基
礎上，深化航空航天、農食、綠色等
領域互利合作，助力兩國發展振興，
中方歡迎法方擔任2024年中國國際
服務貿易交易會和第七屆中國國際進
口博覽會主賓國。雙方將以慶祝
2024年中法建交60周年暨中法文化
旅遊年為契機，全面重啟兩國文化、
教育、旅遊、體育、藝術等各領域交
流合作。雙方同意深化中歐全面戰略
夥伴關係，全面重啟各層級交往，激
活各領域互利合作。

攜手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
中法雙方還將相互支持對方提出的

多邊理念和倡議，攜手應對氣候變
化、保護生物多樣性、糧食安全等全
球性挑戰，共同完善全球治理。兩國
元首並就烏克蘭危機深入交換意見，
一致同意繼續加強溝通，為勸和促
談、政治解決危機發揮建設性作用。
汪文斌說，訪問期間，雙方簽署了近
40項政府間協議和商務合同，涵蓋
航空、科技、教育、農業等多個領
域。雙方並發表中法聯合聲明，為兩
國下階段各領域合作作出規劃。
對於馬克龍9日受訪時表示，歐洲
必須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並避免捲入
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對抗。汪文斌表
示，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一個中
國原則是國際社會普遍共識和國際關
係基本準則。當前台海和平的最大威
脅是「台獨」分裂活動和美方對其的
縱容支持。中方希望各國認清台灣問
題的實質，繼續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堅定反對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
動。

香港文匯報訊 法國總統接
受訪問時，還呼籲歐洲應減少
對「美元治外法權（extraterri-
toriality）」的依賴。他警告
說，美元的「治外法權」可能
會迫使歐洲公司放棄在第三國
的業務，或面臨違反美國制裁
的風險。
治外法權通常指一國或一個
國家內的單獨法區如自治區，
對發生在境外的行為主張其法

律管轄權。俄羅斯、中國、伊
朗及其他國家近年都成為美國
制裁的目標，全球金融系統以
美元為主導，而制裁它們的其
中一個方法，就是令它們失去
准入。有些歐洲國家已投訴
美 國 政 府 將 美 元 「 武 器
化」，迫使歐洲企業放棄在
一些國家的業務，以及與一
些國家斬斷聯繫，否則將面
臨美國的二級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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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紐約時報》稱，在中
美關係陷入冰點之際，法國總統馬克龍在今
次訪華之行，表明了獨立自主的歐洲立場，
兩國領導人都多次稱讚「多極世界」，意思
就是一個不由美國主導的世界，此行明顯削
弱美國遏制中國的努力。

打「戴高樂主義牌」
《紐約時報》指出，總體而言，此次訪問

對美國主張的經濟「脫鉤」，即通過全面的
出口管制和重新安排供應鏈來降低安全風險
大聲說「不」。最重要的是，如今美國將中
國視為自己成為世界主導力量以來最強大的
競爭對手，在這個新的歷史階段，馬克龍接
受與中國的夥伴關係，這表明維護戰後秩序
中的自由體制。

通過多次提到需要「重塑和平與穩定的國際
秩序」，馬克龍似乎讓法國更貼近中國的觀
點，就是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分析指出，在美國與中國的冷戰不斷加深的背
景下，這表明馬克龍肯定想逆勢而行，「馬克
龍打的是『戴高樂主義牌』，這是指戴高樂在
二戰勝利後堅決主張獨立於美國。」
馬克龍接受了中國就「政治解決烏克蘭危

機」的12點建議中提出的幾個條款。該建議
於今年2月發布，但美國未予理會，其中包括
需要「推動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
安全架構」，以及需要防止「陣營對抗」，
中方認為對抗反映的是「冷戰思維」。由於
歐洲目前的安全架構是圍繞北約建立，因此
需要新的平衡的安全架構，這樣的主張隱含
着對大西洋聯盟的質疑。

香港文匯報訊 法國外貿顧問、法
企中心聯席主任邢國樑指出，在中美
博弈長期化，全球經濟大環境受通脹
壓力、地緣衝突持續影響的情況
下，法國總統馬克龍這次訪華至少
釋放出兩大訊號，首先是法國應在
中美之間保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
策，第二是法國尋求與中國的經
濟貿易合作。邢國樑表示，法國
奉行獨立自主，能為中法合作帶
來更多空間。
邢國樑指出，法國是一個大
國及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
之一，也是一個誕生了戴高
樂將軍的國家，所以法國
在外交上有獨立自主的
基因。馬克龍到中國的
訪問，政治上首先體
現了這層意思。此
外，馬克龍訪華意

味着法國不會也不願意跟中國經貿脫
鉤，貿易投資合作是中法之間最緊密
的利益紐帶，馬克龍有多年投行工作
經驗，對經濟問題非常了解，是作為一
位經濟問題專家進入政府工作的。他當
選法國總統後，就推出《2030振興計
劃》，通過重振法國工業「提高法國經
濟通過創新實現增長的能力」，他最需
要的是法國進一步復興。
然而法國目前國內有一系列問題，
近期法國街頭出現許多遊行，「黃背
心」運動再次抬頭，主要是因為兩個
問題，一是要面對退休金問題，這與
另外一個問題，由於俄烏衝突導致的
急劇通脹交織在一起，造成較重大的
社會矛盾。
要解決這問題需要三個要素，一方
面需要法國政府推進的《2030振興計
劃》成功；第二方面，需要抓住中國
的市場，法國政府清楚地知道，中國

這麼大的市場在全世界獨一無二，放
棄中國市場對法國政府或企業來說是
不可能的事情；第三方面，需要俄烏
衝突盡早解決。

中歐金融合作備受看好
邢國樑提到在目前全球金融形勢動盪
不安的大背景之下，他對中歐之間金融
領域上的合作相當看好，認為在多個層
面上具有合作空間。首先在碳金融和應
對氣候變化方面的一些投融資領域，便
有很大的合作空間。此外，歐元和歐洲
金融市場是國際金融體系重要組成部
分，所以他們並不希望被美國聯儲局或
美元完全主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
們尋求跟人民幣和中國金融的合作，可
減少自身風險。從中國的立場來看，跟
歐洲金融合作可分散持有大量美元外匯
的風險。
歐元的國際化進程當中也碰到過一

些坎坷，中國進行相關的交流借鑒，
可以研究人民幣國際化的最佳策略。
目前全球仍然主要使用SWIFT結算系
統，中國同時也推進人民幣跨境支付
系統，在這方面可探索更好的架構和
國際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金融時報》9日發表
文章，指出法國總統馬克龍和歐盟委員會主席
馮德萊恩一同訪問中國，表明在地緣政治現實
與經濟利益發生衝突的當今世界，中國和歐洲
正試圖找到共同點。
文章指出，法國認為中國在解決烏克蘭危
機方面能發揮關鍵作用，「中國可以在幫
助界定結束衝突的條件方面，扮演重要角
色」，例如對保證中國不會向俄羅斯提供
致命武器肯定會有所幫助。
儘管歐洲領導人承認，就歐盟

2019年對中國作出的「合作夥伴、競
爭對手和制度性對手」三重官方定性
而言，如今競爭在很大程度上蓋過了夥
伴關係，但德國、法國和歐盟方面希望
對華關係「去風險」，而不是與中國
「脫鉤」。歐盟正在構建工具以保護
自己免受境外干涉。它還在學習如何
表現得像世界強大的一極。
馬克龍今次有50多名大型企業行政
總裁隨同他訪問中國，而中國是歐盟
最大的貿易夥伴，一個更加自信的中
國和一個更加自信的歐洲，正試圖在
地緣政治現實與經濟利益發生衝突的
當今世界找到共同點。

籲減少對美元治外法權依賴
免誤違美制裁令

《金融時報》：
中歐圖找共同點

專家：法奉行獨立自主有利中法合作

馬克龍逆勢而行《紐約時報》：削美遏華努力

◆馬克龍接受中國就「政治解決烏危機」建議中的幾個條
款。圖為烏軍在訓練中發射火箭。 法新社

◆近期法國街頭出
現許多遊行，「黃
背心」運動再次抬
頭。 美聯社

◆部分歐洲
國家已投訴
美政府將美
元 「 武 器
化」。圖為
俄途人經過
一塊匯率電
子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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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左）於
4月6日在人民大會堂歡迎馬
克龍。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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