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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通社24日電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前天結束對巴基斯
坦的訪問。中國外交部網站24日報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巴基
斯坦伊斯蘭共和國23日發表聯合聲明。聲明稱，雙方同意在政
治、經貿、互聯互通、海洋、航空航天、人文、防務和安全、
國際和地區問題8個領域深化全面戰略合作。巴方重申，巴方將
支持中方打擊「三股勢力」，並認為「東伊運」是雙方共同威
脅，將共同致力於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

深化海上合作

聲明稱，雙方認為，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對地區
和平、穩定與安全構成嚴重威脅，重申決心繼續在雙多邊框架
內開展實質合作，共同打擊「三股勢力」。中巴認為「東伊運」
是雙方共同威脅，巴方重申堅定打擊恐怖主義的決心，承諾將
繼續積極配合和協助中方打擊「東伊運」等恐怖勢力，共同致
力於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兩國又同意擴大和深化海上合
作，共同應對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切實維護國際航道安全。

聲明表示，雙方同意努力將中國西部大開發戰略與巴基斯坦
國內經濟發展進程更加緊密結合，把兩國高水平政治關係優勢
轉化為務實合作成果。

香港文匯報訊 李克強前日在巴基斯坦的演講中稱，中國願與
巴方一道，積極建設中巴經濟走廊。據《東方早報》引述巴基
斯坦媒體報道稱，由中方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修建的巴基斯坦
瓜達爾港運營權前日正式確認由三家中國公司接管，包括：中
國海外港口控股公司（China Overseas Port Holding Campany）、
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China Merchants Holdings）和中國遠洋
運輸集團（COSCO）。三家公司將負責瓜達爾港的日常管理。
中國還將幫助巴基斯坦修築連接該港口到該國海岸高速公路的
道路，以及為該港口的徹底完工提供進一步的資金援助。

分析：削弱美國影響力

瓜達爾港位於巴基斯坦俾路支
省西南部，為深水港。上世紀90
年代，美國曾兩次計劃開發該
港，不過胎死腹中。1999年以
後，巴政府請求中國援建瓜達爾
港。有分析認為，來自中東和非
洲的商船可以直接停靠在瓜達爾
港，將石油、天然氣和其他商品
經由巴基斯坦運抵中國，這將削
弱美國在阿拉伯海域的影響力。

巴媒：3中企接管瓜達爾港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據中通社報道，德國影響

力最大的周報之一《時代》周報
23日以整版篇幅刊登李克強總理的署名文
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見圖）。李克
強在文章中稱，中德兩國能夠越走越
近，因為雙方共同利益越來越大，相互
需求越來越強。李克強還稱，如果中德
之間出現不一致，需明白「求同存異」
的道理：國家間認識上存在差異並不奇
怪，如何對待差異才是關鍵。

李克強在文章中提到，近年中德各領域
合作發展迅速，兩國都把對方視作最重要
的經濟夥伴之一，聯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
使這種紐帶更加牢固。目前，中德合作已
成為中歐合作的龍頭，雙方貿易額佔到中

歐貿易總額的30%左右。李克強指出，中
國有句老話，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現在雙
邊貿易額為1600多億美元，只佔中國外貿
總額3.8萬億美元的4%左右。在中國日益
增長的對外投資中，德國所佔的份額也比
較低。中德相互促進、共同增長，是大有
可為的。

求同存異增進互信

李克強說，中德之間出現不一致怎麼
辦？一句話，求同存異。遇到分歧不以己
度人，不強加於人，而應設身處地，推己
及人。積極對話能夠加深了解，換位思考
能夠增進互信。擴大合作可以使彼此獲得
更多雙贏的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中通社報道，正在進行四
國訪問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今日到訪德國，這將是
李克強履新後首訪歐盟國家，也是他此訪的「壓軸大
戲」。默克爾將開啟梅澤貝格宮（見圖）這處只接待過極
少數國際政要的國賓館迎接李克強。這一舉動傳遞的信
息是：「中國與德國關係密切」。

料簽518億商務協議

有消息人士稱，這次李克強訪德相當務實，將簽11項
商務協議，總價值達518億人民幣。此外，在人文交流方
面，也會啟動「中德語言年」活動、簽署「萬名中小學
生十年交流計劃」協議、在德國建立當代中國研究所等
多項內容。

在經貿合作機制的建立層
面，李克強還會啟動中德財

長 及 央 行 行 長 對 話 機
制，加強中德金融方
面的交流。另外中德
製造業的對話機制也
將啟動，這為東西方
兩個製造大國建立了
交流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報道）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昨日乘專機由巴基斯坦轉抵瑞士

蘇黎世，展開其亞歐行的第三站訪問行程，外

界預計中瑞有望在自貿區及金融合作領域有所

斬獲。李克強昨日在出席經濟金融界人士午餐

會時表示，中瑞將建立金融對話體制，同時中國反對一切形

式的貿易保護，並堅決反對歐盟發起針對中國光伏產品和無

線通信設備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

促通過對話磋商解決經貿摩擦。

李克強亞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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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社德國曼海姆23日電

「很慶幸，我和李克強總理曾
有一段美好時光，一起思考德
中兩國人民相同的煩惱與福祉。
這一次，只要時間允許，我們
談論的還會是這樣的話題。」
德國斯圖加特德中友好協會主
席多爾德得知李克強總理即將
訪德後，激動地給老朋友博亨
爾和施泰因打電話，這三位年
逾六旬的德國老人隨即在自家
的資料室中找出一組珍藏多
年、從未公開過的老照片，照
片記錄了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
處書記李克強1990年秋率團訪

德，當時多爾德負責接待，博
亨爾和施泰因都參與陪同。

在這組照片中，有一張是李
克強正在斯圖加特與當地失業
青年交談。多爾德說，李克強
訪問時很關注當時德國所面臨
的現實社會問題，「不過，他
最關心的還是青年人的就業問
題。」李克強為此還特意跑了
好幾個鄉村去考察。「他一直
在思考如何能讓中國農村變得
對年輕人更有吸引力，這令我
深受觸動。」他形容李克強年
輕、聰明、非常友善，「我們
相處得很愉快。」

德國故友真情回憶：
他關心青年觸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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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瑞拓金融合作
將建對話機制
反對歐盟對華反傾銷調查 促磋商解決

李總德報撰文：
中德經合更進一步

據新華社瑞士蘇黎世24日電　正在瑞士訪問
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參觀了位於蘇黎世市
郊的古爾登貝格家庭農莊，與農莊主人和當地
官員茶敘。其間李克強品嚐了農莊自產的麵
包、奶酪和果汁，詳細了解當地農牧業發展狀
況。李克強稱瑞士擁有豐富的農牧業資源和先
進技術，注重食品安全和保護環境，中國擁有
潛力巨大的市場，雙方加強合作，促進中國農
業現代化，造福兩國人民。

在瑞士聯邦委員兼經濟部長施奈德－阿曼的
陪同下，李克強饒有興趣地參觀了農莊奶牛養

殖棚、奶牛生產設備和果品加工作
坊，詳細詢問農莊的養殖、種植品
種和生產經營情況。

中瑞發掘潛力 加強農合

當得知農莊只有6個人經營時，李
克強說，農牧業要提高效率和競爭力，就要走規
模經營、集約經營的路子，採用家庭農場、專業
合作等多種形式發展農業，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
一個大方向。中國要推進農業現代化，既要立足
國情，也要借鑒世界先進經驗和模式。

李克強說，瑞士擁有豐富的農牧業資源和先
進技術，中國擁有潛力巨大的市場，雙方互補
性強，完全可以進一步加強交流與合作，充分
發掘潛力，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造福兩國人
民。

李克強在抵達蘇黎世機場時發表書面講話，指瑞士不僅是最早同新
中國建交的西方國家之一，亦是中國在歐洲的一個重要經濟、技

術、金融合作夥伴，希望中瑞雙方能加強雙方高層往來，推動互利合
作取得新突破。

盼提升IMF話語權

當地時間24日上午，李克強出席經濟金融界人士午餐會並發表演
講。他稱中瑞將建立金融對話體制，中國看中蘇黎世作為「金融之都」
的美譽。據統計，中國現在有150萬億元金融資產，並且有3.4萬億美金
的外匯儲備。

「中國主張穩定國際金融政策和完善國際金融體系，中國認為應該
積極發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歐債危機中的作用，並提升發
展中國家在世界金融組織的話語權。」李克強在演講中還表示，中國
將堅持深化金融改革開放，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並將
穩步地推進股票、債券和保險市場化，拓展金融業的開放廣度和深
度。

「雙反」損人不利己

李克強還提到，歐盟對華「雙反」調查損人不利己，中國對歐盟發
起針對中國光伏產品和無線通信設備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高度重視，
亦堅決反對。

「在當前經濟環境下，各國應努力維護穩定、開放的國際貿易環
境，慎用貿易救濟措施。中國一貫主張通過對話磋商解決經貿摩擦問
題。」李克強表示，希望歐盟妥善處理光伏和無線通信設備兩案，維
護中歐經貿大局，維護貿易自由化的大局。　

中國一季經濟增幅合理

另據中新社報道，李克強在演講之後的答問環節中表示，中國一季
度經濟增長幅度7.7%，低於去年同期的水平，不過在合理運行區間，
因為中國預定的今年實現GDP增長目標是7.5%。「要實現2020年比
2001年人均GDP翻兩番的目標，未來的7年中，經濟增長只要6.9%就
夠。」

按照行程安排，李克強訪瑞期間，中瑞將簽署經貿、金融、人力資
源、教育等領域的多份合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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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家庭農莊 與主人茶敘

■李克強在蘇黎世參觀古爾登貝格

家庭農莊，身穿傳統服裝的居民用

悠揚美妙的歌聲歡迎他。 路透社

■瓜達爾港已建成一個擁有3個2萬

噸級泊位的多用途碼頭。 網上圖片

■李克強與農莊主一家

親切交談。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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