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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

報道）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將於下
周出席在俄羅斯海參崴舉行的亞太
經合組織（APEC）第二十次領導人
非正式會議。與會期間，胡錦濤將
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等舉行雙邊高峰
會晤。這將是中俄兩國元首時隔3個
月再次舉行會晤。
外交部部長助理馬朝旭、商務部

部長助理俞建華昨日舉行吹風會，
介紹胡錦濤出席峰會相關情況。馬
朝旭表示，胡錦濤將於9月6日至9日
赴俄羅斯。期間，胡錦濤將出席領

導人非正式會議及APEC工商領導人
峰會、領導人與APEC工商諮詢理事
會代表對話會等活動。

行程緊密 出席多場活動
在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胡錦濤

將闡述中方對推動世界和亞太地區
經濟發展的看法主張，以及關於今
年亞太經合組織重點議題的觀點立
場，回顧20年來亞太經合組織發展
歷程，展望亞太經合組織發展未
來。
在工商領導人峰會上，胡錦濤將

圍繞「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實現持續
發展」主題發表演講，闡述在當前穩
增長、促復甦背景下，中方關於加強
基礎設施建設的看法和主張，介紹中
國經濟形勢及經濟政策。

峰會議題 不涉島嶼爭端
在與工商諮詢理事會代表對話會

上，胡錦濤將與工商界代表就推動
多哈回合談判、深化區域經濟一體
化、加強供應鏈聯接、加強糧食安
全、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加強創新
增長合作等問題交換看法。

馬朝旭稱，中方希望此次峰會能
在四方面取得積極成果：一是扎實
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二是共
同維護世界糧食安全；三是推動商
品、服務、人員更便捷流動；四是
促進亞太經濟創新增長。
在當前日俄、日韓島嶼爭端持

續，中日關係因釣魚島問題陷入緊
張之際，外界普遍關注峰會期間的
雙邊會晤安排。馬朝旭表示，峰會
議題不涉及島嶼爭端，而胡錦濤的
雙邊會晤安排目前只確定了和普京
一場，其他均仍在協商。

■出席APEC期間，胡錦濤將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雙邊高峰會晤。

圖為兩人曾於今年6月會面。 資料圖片

胡總下周赴APEC峰會 隔三月再晤普京

溫總：對解決歐債感擔憂
中德總理會晤 冀歐努力落實救市措施

中方擲逾270億 購德50架空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

國總理溫家寶與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北京會晤

後表示，中國願意購買更多歐洲各國的國

債，但歐債問題持續惡化，他心裡也有擔

憂，解決主要問題的前景取決於有關國家自

身推進改革的決心和實效。此外，中德雙方

決定加強金融政策對話和協調。國家主席胡

錦濤在會見默克爾時指出，歐洲早日走出債

務困境有助世界經濟復甦。

中德政府磋商結束後，

溫家寶總理同默克爾總

理出席了兩國合作文件

協議的簽字儀式並共同

會見記者。溫家寶表

示，人走，機制要繼續堅

持下去。

中德磋商 陣容龐大
昨日上午的人民大會堂東大

廳，四長排桌椅，坐滿中德高

官。記者現場不完全統計，中方

出席者就包括：外交部部長楊潔

篪、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教育

部部長袁貴仁、科技部部長萬

鋼、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

財政部部長謝旭人、住房和城鄉

建設部部長姜偉新、環保部部長

周生賢、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

川等。而德方也派出包括外交部

長韋斯特韋勒、財政部長朔伊布

勒等在內的眾多高官參加。

兩國總理 私交甚篤
除北京外，溫家寶今日還將親

自陪同默克爾前往天津訪問。默

克爾說，「天津是溫總理的家

鄉，我對能到天津去訪問感到格

外高興。」

去年，溫家寶曾陪同訪華的默

克爾飛往西安參觀兵馬俑，為她

歡度56歲生日，而溫家寶幾次訪

德，默克爾也曾專門抽出時間，

全程陪同，中德兩國總理看來已

不僅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係，也

有 不錯的私人友誼。

中德政府磋商機制是中德40多

個對話機制中級別最高、規模最

大、議題最廣泛的政府間對話。

該機制是中國與西方大國建立的

第一個政府間機制。

目前，德國已連續30餘年保持

中國在歐洲最大貿易夥伴的地

位，是歐洲對華技術轉讓最多的

國家，中國則是德國的第四大出

口市場和第三大進口來源地。

在昨日磋商開始時，溫家寶指

出，此次政府磋商也是本屆中國政

府同德方舉行的最後一次磋商，具

有承上啟下的重要意義。

在隨後共見記者時，溫家寶又

笑 對記者們說，雖然人會走，

但中德間的機制還要繼續堅持下

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溫總：人走機制仍繼續

昨日上午，中德兩國總理先後舉行小範圍會談和
大範圍政府磋商，歷時超過兩個半小時。

推動改革 歐盼減少債務
會談期間，默克爾介紹了歐債的最新情況和應對

考慮。她感謝中國對歐洲的支持和幫助，表示歐債
問題的解決取得一些積極進展，但仍面臨錯綜複雜
局面，德國正同其他歐洲國家一道，推動進行內部
改革，以減少債務，提高競爭力，維護歐元穩定和
歐洲一體化建設。
溫家寶表示，「最近歐債問題繼續惡化，引起國

際社會強烈擔憂，坦誠地講，我心裡也有擔憂。」
他認為問題主要是在兩個方面：一是希臘是否會退
出歐元區？二是西班牙、意大利是否會提出全面的
救助申請？解決這兩個問題的前景取決於希臘、西
班牙、意大利等國自身推進改革的決心和實效，也
取決於德、法等歐盟大國和三駕馬車採取行動的意
願和時機。
溫家寶表示，中方同德方以及歐盟機構保持了密

切接觸，在參與解決歐債問題方面採取了具體行
動。希望歐方在落實歐盟峰會出台的一系列重要措
施方面取得實質性成效，這有助於增強國際社會對
歐債問題解決前景的信心。
中德雙方決定，加強金融政策對話和協調，支持

兩國金融機構和企業在雙邊貿易和投資中使用人民
幣和歐元，積極討論金融領域面向未來的合作。雙
方歡迎德國金融機構投資中國的銀行間債券市場，
促進兩國金融機構開展人民幣業務及在德國發行人
民幣金融產品。

兩國合作 反對保護主義
兩國總理就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通過對話協商解

決包括光伏產業在內的貿易摩擦，避免採取反傾
銷、反補貼措施達成一致，認為中德、中歐要進一
步發揮各自優勢，加強和深化企業合作，攜手開拓
市場，實現共同發展。
此外，在本輪磋商中，中德還就加強先進製造業

合作、成立中德經濟顧問委員會、建立可再生能源
戰略夥伴關係、拓展海洋極地合作、「舉辦中德語
言年」等達成一致，將共同制定具體舉措。
昨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長吳邦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國務院副總理李
克強，昨日下午分別在京會見到訪的德國總理默克
爾。胡錦濤表示，歐洲早日走出困境，有助於世界
經濟穩定復甦，也有助於中國經濟發展。
今天，默克爾將轉往天津繼續訪問。 中埃聯合公報

支持巴勒斯坦建國
據新華社北京30日電 中國和埃及30日在一份

聯合新聞公報中表示，中埃雙方重申支持巴勒斯
坦人民建立以1967年邊界為基礎、以東耶路撒冷
為首都、擁有完全主權的獨立的巴勒斯坦國，支
持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
8月28日至30日，埃及總統穆爾西應中國國家

主席胡錦濤邀請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訪問結束
後，中埃發表了聯合新聞公報。
公報說，中埃支持國際社會進一步加大勸和促

談力度，推動巴以雙方通過和平談判最終實現巴
勒斯坦問題的全面、公正解決。中方對埃方為促
進巴以和平、推動巴勒斯坦人民內部和解所作貢
獻表示高度讚賞。埃方對中方在支持巴勒斯坦人
民正義事業、維護中東地區和平穩定方面所作努
力予以高度評價。

香港文匯報訊 據英國媒體報道，默克爾此次
訪華「陣容龐大」，7名德國內閣部長和20多名
高級商務人士隨行，包括空客母公司歐洲宇航
防務集團的首席執行官湯姆．安德斯、西門子
公司總裁和大眾公司總裁。

此外，訪華期間默克爾將遊覽故宮，並且乘坐高
鐵前往天津，參觀「空客」組裝廠。

默氏訪華團 陣容龐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年內第二度訪
華的德國總理默克爾昨日在北京收穫頗豐，她所攜帶
的龐大代表團與中方共簽署了多達18份合作文件，其
中商業協議就有5份之多，涉及金額約67億美元（約
港幣519.67億元），包括中方50架空中巴士A320系列飛
機的採購協議，涉及金額約35億美元（約港幣271.47億
元）。
中德雙方昨日在政府磋商後，在兩國總理見證下，密

集簽署了18份合作文件，內容涉及生物技術、能源合
作、半導體照明、電動汽車、環境保護、汽車燃料、公
共衛生應急、投資、海洋與極地合作等諸多方面。
其中，在商業協議方面，雙方成果頗為引人注目，而

空客公司此次更可謂是滿載而歸。當天，中國工銀租賃
公司與空中客車公司簽署空客A320系列飛機採購協議，
中方向德方訂購50架飛機，合同金額大約35億美元（約
港幣271.47億元）。同時，中德還簽署了空客中國總裝

線二期框架協議，合同金額16億美元（約港幣124.10億
元）。

中德簽18協議 涵蓋多個範疇
此外，德國大眾汽車集團與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

會也簽署了關於在天津建設環保型生產設施以及工具和
模具技術職教培訓能力中心的聯合聲明，項目金額2.9
億美元。 中興通訊和德國IET控股公司簽署了固網寬帶
項目協議，涉及金額13億美元。另外，中德還達成了有
關歐洲直升機公司民用直升機客戶化中心投資項目框架
協議，協議金額為1,250萬美元。

深化經貿合作 保護知識產權
中德雙方昨日還一致表示，願繼續深化全面的經貿合

作，歡迎兩國企業進一步擴大貿易與雙向投資合作，並
擬探討建立先進製造業對話。雙方同意加強在現有的能
源、循環經濟和環保技術、生物技術和醫藥經濟工作組
框架內的合作，以及在能源效率、核安全、垃圾處理、
環境技術、循環經濟技術、生物及醫藥技術、智能電
網、特高壓電網和新能源等領域的合作。
兩國政府同意將加強在知識產權保護、標準化、食品

安全、計量和產品質量安全等領域的成功合作，繼續拓
展農業領域的合作，並要致力於在汽車燃料經濟性領域
加強合作，以及加強在鐵路運輸領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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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國家主

席胡錦濤會見德國總

理默克爾。 法新社

▲昨日，中國總理溫家寶和來訪的德國總理默

克爾在簽字儀式後交談。 法新社

▲

■昨日，溫

家寶與默克

爾共同出席

兩國18項雙

邊合作協議

簽字儀式。

中新社

■溫家寶與默克爾共同主持中德政府磋商。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