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冷戰結束後的格局中，中法都努力謀
求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對美蘇的控制不
滿意。上世紀60年代初期，法國和中國先
後試爆原子彈，並拒絕在美、蘇、英達成
《部分禁止核子試驗條約》上簽字。出於
共同戰略利益的考慮，1964年，中國正式
與法國建交。法國成為最早同中國建立
全面外交關係的西方大國。

戰略利益一致 共抗美蘇

1965年，法國總統派遣文化部長馬爾羅
訪華，雙方就進一步發展兩國關係以及反
對美蘇霸權主義取得共識。其後，兩國的
經貿關係迅速發展，文化、教育和科技交
流也全面展開並蓬勃發展。
1973年，蓬皮杜成為第一名訪華的法國

總統。1975年，時任領導人鄧小平訪法。
1978年，法國總理巴爾訪華。由此可見兩
國領導人互訪頻繁。

過橋抽板 對台售武惹華不滿

1991年，蘇聯解體，法國不再需要借助

中國來抗衡蘇聯，中法共同合作的戰略目標消失。
因此，法國對中國外交中的人權因素逐漸抬頭，並
開始在售台武器、人權、西藏等問題上與中國出現
不協調聲音。1991年和1992年，法國先後批准該國
企業向台灣出售護衛艦和戰鬥機。此舉遭到中國的
強烈反應，中法關係降至建交以來的最低點。1993
年，法國新任總理巴拉迪爾開始謀求兩國關係正常
化。1994年，兩國發表聯合公報，法國承諾今後不
再批准法國企業對台售武，並確認不與台灣建立任
何官方關係和進行官方接觸。中法兩國領導人互
訪，兩國關係開始正常化，並迅速得以改善。

希拉克反台公投 薩科齊接見達賴
1997年，中法兩國領導人簽署聯合聲明，把兩

國的全面夥伴關係提升到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有
關聯合聲明規定，建立雙方交往和磋商機制化制
度，兩國設立高層熱線聯繫。2004年，中國國家
主席胡錦濤出訪法國，時任法國總統希拉克高調
反對台灣公投，給予中國很大支持。此次訪談還
促使歐盟考慮解除對華武器禁運。
但在2005年後的薩科齊總統時期，中法因奧運

聖火傳遞等問題而發生衝突，特別是2008年12月，

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會見達賴喇嘛，導致中法關
係陷入僵局。中法兩國的經濟貿易、文化等交流
出現阻礙，中國因此取消第十一屆中歐峰會。

不計前嫌 助法抗金融海嘯
由於2008年金融海嘯的爆發，法國經濟面臨困

境，急需中國的援助，中法關係開始回暖。2009
年4月，中法兩國外交部共同發布《中法新聞公
報》，決定適時舉行高層接觸與戰略對話，促進雙
邊各領域的合作。2010年，胡錦濤與薩科齊進一
步提出建設互信互利、成熟穩定、面向全球的新
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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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上文，解釋法國為甚麼成為首個與中國建交的西方大國。

2. 分別說明中法經濟合作取得甚麼成效和存在甚麼問題。

3. 你認為中法文化交流具有甚麼特點？試舉3項加以討論。

4. 你認為孔子學院在中法關係上可發揮甚麼角色？試舉例加以討論。

5.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中法經濟合作和文化合作將進一步加強」？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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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關係文化交流 經濟合作

發展歷程

•法國成為中國學生的第五大留學意向國
•法國掀起「漢語熱」
•商定互辦「語言年」
•互派員交流博物館工作
•天津京劇院演出團在法巡迴演出
•首屆中法文學論壇在巴黎成功舉辦

•中國成為法國在亞洲
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

•法國是中國在歐盟的
第四大貿易夥伴

•兩國互佔雙方貿易總
額比例仍小，發展潛
力巨大。

1960's至1970's
戰略利益一致，

共抗美蘇，兩國正
式建交。

1990's
蘇聯解體，共同戰略目標

消失，法國企業對台售武，
中國強烈反對，兩國關係跌
至最低點。經過多次互訪，
兩國關係回復正常化，並提
升到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2000年2005年
時任法國總統

薩科齊接見達賴
喇嘛，兩國關係
再陷僵局。

2006年至今
金融海嘯爆發，

中國援助法國，兩
國關係回暖。

編按：法國總統奧朗德當選後，海內外媒體都對中法關係的未來發展表示

高度關注。本欄會以系列形式，一連兩集，先探討中法建交的背景和進程，然

後再就奧朗德當選後的中法關係發展作出分析和展望。

中法同是歷史悠久的文化大國，兩國的接觸可追溯到13世紀中葉法國使者訪華。中

國老一輩革命家周恩來、鄧小平都曾在法國勤工儉學。新中國成立後，法國是西方大國中

第一個與中國建立全面外交關係的國家，這對中國打破西方封鎖起到重要作用。

■葉淑蘭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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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中法關係進程二之二」
將於下周三（4/7）刊登。

中法經濟具有很大的互補性。中國可為法國提供巨大的市
場，法國在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上具有優勢，為中國帶來
航空航太、鐵路交通、核電、汽車等領域的先進技術。
早在1973年法國總統蓬皮杜訪華時，中法已展開經濟合

作。雙方簽訂遼陽化纖廠的合作協定，為「文革」期間中國
對外簽訂的最大工業合作專案。

雙邊外貿額比例皆小
目前，中國已成為法國在亞洲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根據

中國海關統計，2010年，中法雙邊貿易額達448億美元，中方
順差為105億美元。儘管如此，中法貿易額僅佔中國外貿總
額的1.5%，佔法國外貿總額的3.2%，比例仍小，中法貿易未
來的發展潛力很大。

華從法引進大量高技術
至於法國已成為中國在歐盟的第四大貿易夥伴。截至2010

年底，法國在華投資項目達4,121個，合同(即合約)外資達
168.6億美元，實際投資額為107.5億美元。法國在華投資的涵
蓋範圍很廣，遍布電力、汽車、航空、通訊、化工、水務及
醫藥等各大領域。中法之間有不少大型合作專案，如大亞
灣、嶺澳核電站及武漢神龍汽車等。法國一些大企業，如阿
爾卡特、阿爾斯通、空中巴士及家樂福等世界著名公司，也
先後進駐中國。但法國對華投資只佔中國吸收外資總量的
1.02%。
中國的對法投資取得快速發展。根據法國國際投資署(AFII)

的統計，中國對法各類投資累計近15億美元，主要分布在化
工、電子資訊、電訊、物流、貿易、金融、農產品加工及旅
遊等領域。另外，法國還是中國在歐洲的第二大技術引進來
源國。截至2010年底，中國從法引進技術4,303項，合同金額
達197.2億美元。

經合步伐迅速
潛力巨大

中國駐法國使館文化處公使銜參贊蒲通曾說：
「中國和法國都是文化大國，兩國的交往始於文化
交流。無論是從傳播文化、分享文化建設經驗的角
度，還是從雙方對彼此文化欣賞的角度而言，中法
文化交流都是兩國關係中的重要內容。」事實上，
兩國已建立46對友好城市，而雙方的經常性文化交
流項目每年保持在200個以上。
中法文化交流活躍，主要體現在中國「文化

周」、「文化季」、「文化年」的舉辦上。1999年，
中國在法國開始舉辦「文化周」。2000年到2001
年，中國在法國又舉辦「文化季」。2003年到2004
年，中國在法國進一步舉辦「文化年」。

法掀漢語熱 紛建孔子學院
此外，中法教育領域的合作發展很快。早在1921

年，中國學生已遠赴法國留學。現在，每年約有一
萬多名中國學生赴法留學。法國已成為中國學生的
第五大留學意向國，非英語國家的第一大留學意向
國。目前中國在法留學生超過3萬人。自2004年開
始，中國留法學生以每年超過30%的增幅迅速增
長。中法已有120多對高校及20多對中學建立校際
交流關係。兩國還簽署「互相承認學歷」協定，大
力加強在培訓人才方面的合作。
2010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時任法國總

統薩科齊共同商定互辦中法「語言年」。目前中國
有10萬人在各類機構學習法語，法語聯盟已在中國
建立15個分支機搆，有27,000名學生。在法國，也
掀起一股「漢語熱」；據統計，學習漢語的大中小
學生達到48,000人。中國在法國開辦15所孔子學
院，累積接收學員近9,000人。

派員互訪 聯辦博物館展覽
中法還在文化遺產及博物館相關領域加強交流

合作。2009年，中國赴法訪問的遺產保護和博物
館方面的代表團有所增多。例如：中國國家博物館
兩次派代表團訪法，天津自然歷史博物館與法國國
家自然歷史博物館簽署合作舉辦展覽和進行人員交
流，上海阮儀三城市遺產基金會代表團在巴黎舉辦
以中國城市文化遺產保護為主題的講座和展覽。目
前，中法兩國的合作還從單純的互換展覽、合辦展
覽，向技術交流與人員培訓合作方面深入發展。
中法在藝術創作和文化產業領域也開展許多合

作，如中央芭蕾舞團與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的合
作、天津京劇院演出團在法國的巡迴演出等。
中法也加強文化的合作交流，如三聯書店參加巴

黎圖書沙龍、首屆中法文學論壇在巴黎成功舉辦
等，其中中法文學論壇還有望機制化，每年輪流在
中法定期舉辦。

文化交流蓬勃 彼此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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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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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進程二之一中法現代中國＋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