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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當地時間9日下午在中
國駐德國使館會見了駐德使館工作人員、中資機構、華僑華人
和留學生代表並講話。李克強用了「三句話」概括目前中國經
濟情況。
據中新社報道，李克強首先向使館工作人員、中資機構、華

僑華人和留學生代表致以誠摯的問候。然後，他談到了即將與
默克爾的會面，談到了中德合作以及此訪預期成果。
說到中國經濟時，李克強用了「三句話」概括。
他首先說道，到目前為止，中國經濟的就業，居民收入，

CPI等主要指標「都在預想區間內」。

有底氣和德談創新夥伴關係
其後，他又表示，中國政府正在採取一系列促改革，調結
構，惠民生的措施，促進經濟長期健康運行。
最後李克強談到，中國經濟本身這是最可以依靠的，有巨

大的潛力、韌性和迴旋餘地，「中國有13億勤勞的人民，
中國的創造力在不斷迸發」。
「所以，來到德國，我們是有底氣和德國人談創新夥伴關係

的。」李克強說。

總理「三句話」概括華經濟

李克強於當地時間9日下午乘專機抵達柏林泰格爾軍用機
場，德國政府高級官員和中國駐德國大使史明德等到機場迎
接，禮兵在舷梯下紅地毯的兩側列隊。

離開機場後，李克強來到中國駐德國使館。一路上，有許
多當地人向中國代表團的車隊揮手致意，歡迎中國總理的來
訪。使館門前也有不少華人華僑和留學生揮動着國旗，拉起
橫幅歡迎李總理到來。

進入駐德使館，李克強首先與使館「陽光學校」的師生交流
互動。中國駐德國使館「陽光學校」是中國外交部、文化部等
在繼美國、法國、英國和俄羅斯之後開辦的第五所中文學校。

李克強笑着詢問孩子們的年齡，又跟老師
聊起孩子們的學習情況，與大家一起合影，
鼓勵孩子們做「中德交往的橋樑」。

■中新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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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學子做中德交往橋樑

據中新社報道，李克強表示，中德同為世界上有重要影響
力的國家。今年兩國建立起全方位戰略夥伴關係，雙邊

關係的戰略性和長遠性不斷增強。中德關係不是簡單的買賣
關係，而是高水平的合作共贏關係，有廣闊前景。

雙方擬啟動外交和安全對話
李克強指出，此次兩國制定並發表《中德合作行動綱
要》，內容廣泛深入，對規劃指導雙方中長期合作具有重要
意義，雙方要共同做好落實工作，並眼長遠，共謀發展，
將中德關係推向新高度。中方願與德方啟動兩國外交和安全
戰略對話，加強在國際事務中的溝通協調，共同促進世界和
平與繁榮。
李克強表示，兩國要發展創新夥伴關係，本交流互鑒、
公平開放的精神，重點開展工業、科技、農業、教育、環
保、城鎮化、醫療和社會保障等領域創新合作，創新合作模
式、機制和舉措，打造更多引領未來合作方向的新亮點，推
動中德務實合作向更高層次發展。

華盼德為中企投資提供便利
李克強表示，中方願與德方深化經貿、投資合作，加強技

術合作力度，希望德方向中國出口更多高技術產品，為中國
企業赴德投資提供便利。雙方要繼續推進電動汽車、航空航
天等製造業合作，推動產業技術升級；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
調，充分發揮中德高級別財金對話機制作用，推進人民幣在
歐洲離岸業務，希望德方盡早解決對在德中資銀行監管過嚴
等問題；以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為契機，加強基礎設施
建設合作，充分挖掘中歐國際貨運班列潛力，拓寬陸上貿易
走廊；密切人文交流，將2016年確定為中德青少年交流年，
推進簽證互惠，採取更多便利措施促進兩國人員往來。
李克強表示，中方對德方支持中歐投資協定談判表示歡
迎，希望德方支持啟動中歐自貿區可行性研究，推動歐盟放
寬高技術產品對華出口。雙方要加強協調配合，共同維護世
界經濟開放性，推進全球貿易自由化。

默克爾指華是可靠合作夥伴
默克爾表示，中國是德國重要和可靠的合作夥伴。德中政府
磋商為兩國合作提供了高效平台，有力促進了雙邊關係發展，
應繼續辦好。德方願與中方拓展合作領域，擴大合作規模，密
切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協調配合，推動德中和歐中關係繼續
向前發展，共同維護和促進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
磋商後，兩國總理共同見證簽署多項政府間合作文件和商

業合同。此訪期間，兩國簽署雙邊貿易與相互投資及技術合
作協定總額為181億美元。
磋商前，默克爾在總理府前廣場為李克強舉行了隆重的歡

迎儀式。
據悉，當地時間10日上午，李克強還在柏林會見德國總統
高克。李克強說，在中德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兩國合作的深
度和廣度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中方願同德方一道，充分理
解對方國情，築牢中德友好的基石，開闢兩國全方位戰略夥
伴關係更加美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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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簽1404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綜合報道）中國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當地時間10日下午在柏林總理府

與德國總理默克爾共同主持第三輪中德政府磋

商，規劃雙方中長期合作。中德兩國政府26位部

長參加磋商。兩國總理聽取了雙方部長各自領域

對口磋商成果匯報，並分別發表講話。磋商後，

兩國總理共同見證簽署多項政府間合作文件和商

業合同。據悉，兩

國簽署雙邊貿易與

相互投資及技術合

作協定總額為181

億美元（約 1,404

億港元）。

大大單單
李克強默克爾主持政府磋商 規劃中長期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紫晨 北京報道）
「創新」是現階段中德關係發展關鍵詞，
2015年確定為中德「創新夥伴年」。中國國
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崔洪健認為，
中德兩國建立創新夥伴關係包含四層含義。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專家邢驊則向本報指
出，中德成熟的雙邊關係將促進中國同歐盟
的整體關係。中德兩國政府間磋商不僅加深
了兩國政治間的相互信任，同時在處理大國
關係上，兩國政府間磋商給整個國際社會起
到了一個「引領性」作用。

創新夥伴關係具四層含義
崔洪健表示，今年上半年習主席訪問德國

期間，中德雙方共同提出中德要建立「全方
位戰略夥伴關係」，這體現了中德雙方不僅
期望將現有的雙邊關係進一步鞏固和發展，
同時希望在更多領域作出創新並開拓新的發
展領域。
崔洪健指出，創新夥伴關係共有四層含

義。首先，中德雙方要進一步提升經貿合作

質量，要將經貿合作領域盡可能拓寬，加深
相互合作程度。

雙方盼拓展新合作領域
第二，中德雙方不滿足於已獲成就，希望
將合作領域向新的領域拓展，如加深兩國在
新能源、環保及金融等領域的合作。崔洪健
認為，中德在這些領域的合作創新有利於穩
定世界經濟和政治形勢。
第三，崔洪健指出，中德雙方都有值得對

方學習和借鑒的方面，共同達到創新境界。
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雙方在如何處理
社會問題，建立一個健全的社會體系方面，
實際上也會有更多的合作和一些創新想法。
另外，在今年習主席訪德期間，中德雙方

已建立起一個外交和安全對話的磋商機制。
崔洪健認為，作為歐洲大國，德國在國際事
務中有很多關切，而中德雙方
在目前這個領域的合作相對於
此前的中德關係來說，是一個
非常新的創新領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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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政府間磋商起引領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金融時報網10日
報道稱，投資者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愈
演愈烈之際紛紛撤資，但中國企業卻反
其道而行之，大量來自中國的資金進入
那些遭受危機衝擊最嚴重的歐元區外圍
國家。相關分析師表示，這股投資熱潮
可以說標誌中國對外投資模式的轉
變。預計中國對外投資將在今後10年穩
定增長。

對歐投資存量兩年增4倍
德意志銀行的數據顯示，2010年，中
國對歐盟的直接投資存量略高於61億歐
元，落後於印度、冰島和尼日利亞。但
到2012年年底，中國對歐投資存量已增
長4倍，達到近270億歐元。
研究中國對外投資的專家、榮鼎諮詢

研究總監韓其洛表示，我們看到中國在

歐洲的投資大幅增長，尤其是在債務危
機最嚴重時期（展開併購活動）。「這
在一定程度上是基於機會主義的收購，
因為那時資產價格低廉，但也是中國對
外投資的長期結構性轉變，從確保獲得
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轉向收購發達
國家的品牌和技術。」

被稱「第二次馬歇爾計劃」
另據《環球時報》報道，對於中國資

本大量湧入歐洲，花旗集團歐洲執行主
席路易吉將這一現象形容為「第二次馬
歇爾計劃的序曲」，他說，二戰後馬歇
爾計劃有力地支持了歐洲，特別是意大
利。而現在這一平衡被歐元區經濟危機
打破了，隨美國資本從歐洲逃離和中
國資本注入歐洲，「歐美關係歷史性地
改變了，尤其是意大利和美國，如今意
大利政府更多地向東看，向中國敞開懷
抱。」
但中國國際貿易學會中美歐研究中

心共同主任何偉文則表示，中國在歐
洲投資增長很快，一個原因是歐洲企
業目前比較便宜，也比較有前景和盈
利預期，並非一些外媒說的「第二次
馬歇爾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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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中德領袖高頻互訪
2014年3月：
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德國，與默克爾會談，雙方一致決定

將兩國關係提升為全方位戰略夥伴關係。

2014年7月：
默克爾訪華，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李克強總理陪同默克

爾參觀天壇公園，並和中德兩國中學生代表見面。

2014年10月：
李克強任內第二次訪問德國，中德雙方將簽署20餘份政府

間合作協議和有分量的商業合同。

■記者張紫晨整理

■■旅德華人華僑和留學生在中國駐德大使館門外旅德華人華僑和留學生在中國駐德大使館門外
揮舞中德國旗歡迎李克強訪德揮舞中德國旗歡迎李克強訪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李克強抵德國訪問李克強抵德國訪問，，總理默總理默
克爾舉行歡迎儀式克爾舉行歡迎儀式。。 法新社法新社

■李克強在柏林會見德國總統高克。 中新社

■李克強和默克爾共同會見記者。 法新社

■■中國資本近年對歐洲中國資本近年對歐洲
投資大增投資大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李克強和默克爾見證兩國合作協議簽署李克強和默克爾見證兩國合作協議簽署。。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