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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一帶一路」構想 拉動亞歐30億人市場
第十屆亞歐首腦會議將於16日至17日

在意大利米蘭舉行，令世人矚目。中國總
理李克強以及眾多亞歐國家領導人將出席
會議，一起商討亞洲和歐洲兩個大陸共同
積極參加全球經濟治理，推動國際金融體
系改革，促進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維護
世界和平與安全的良策。

亞歐首腦會議是兩大洲之間級別最
高、規模最大的政府間論壇，其宗旨是通
過加強亞洲和歐洲間的對話與合作，為兩
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本屆會議東道國意大利，把會議主題

定為「構建負責任夥伴關係，促進可持續
增長與安全」，體現了亞歐對全球面臨的
經濟和安全挑戰的關注，對亞歐建立互利
共贏的新型夥伴關係有着重要意義。

世界多極化中充當「平衡器」
亞歐攜手合作之所以重要，是由本身

特殊地位和作用決定的。
首先，亞歐穩定發展是世界和平、穩定

的「壓艙石」。亞歐大陸是人類文明的發
祥地，在當今世界，兩大洲加強政治和經
濟合作，不僅關乎兩大洲未來的前途和命

運，而且有利於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其次，在世界多極化進程中，成為新

的力量格局形成的「平衡器」。歐盟作為
世界一極，努力在國際舞台上發揮重要作
用；亞洲新興力量崛起，國際地位和作用
迅速上升。兩個大陸的合作，無疑對多極
世界的形成發揮重要的平衡作用。

最後，亞歐合作給世界以信心、勇氣
和希望。目前，亞歐會議成員經濟總量約
佔世界的56%，對外貿易額超過世界貿易
總額的60%。兩個如此龐大的經濟體真正
攜手合作，對促進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國對世界經濟復甦至關重要
亞歐會議從當初的26個成員增加到現

今的51個，而且還將繼續擴大，可見它
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

亞歐之間經濟互補性很強，合作潛力
巨大。亞洲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市場廣
闊，是當今世界最具發展活力的地區，尤
其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對
世界經濟復甦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歐
洲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健全的市場體系

和雄厚的科技力量，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不
可逆轉。亞歐只要攜手合作，完全有能力
擔負起促進世界經濟增長的重任。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去年9月提出了「絲綢之路經濟帶」構
想，開闢從太平洋到大西洋，從波羅的海
經中亞到印度洋的亞歐交通運輸大動脈。
「一帶一路」宏偉藍圖一旦實施，將會
使得亞歐各國逐步實現互
聯互通，涵蓋亞歐30多億
人口的巨大市場，前景十
分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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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訪俄 簽近40合作大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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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能源高鐵金融等領域 將會普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麗丹 北京報道）正在歐洲訪

問的中國總理李克強12日抵達此行第二站——俄羅斯，

開啟他就任總理後的首次訪俄行程。李克強同俄羅斯總

理梅德韋傑夫共同主持中俄總理第十九次定期會晤後簽

署聯合公報，並見證經貿、投資、能源、金融、高科

技、人文等領域近40項重要合作文件的簽署，包括經東

線對華供氣的政府協議，合共1,500億元人民幣的貨幣

互換協議，還就避免雙重徵稅、全球衛星導航系統、高

速鐵路、核能、旅遊、

金融、海關等領域簽署

合作備忘錄。訪俄期

間，李克強還將與普京

會見。 ��		 ���.����.�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當地時間13日下午在莫斯科同俄羅斯總理梅
德韋傑夫共同主持中俄總理第十九次定期會晤。兩國總理舉

行了務實深入的會談，聽取中俄人文合作委員會、中俄總理定期
會晤委員會、中俄投資合作委員會、中俄能源合作委員會四個合
作機制的工作匯報，共同規劃兩國下一階段全面合作。

中方參建莫斯科至喀山高鐵
李克強表示，中方願與俄方加強經貿合作，實現2015年雙邊貿
易額達1,000億美元的目標，促進貿易合作不斷增量提質；加強採
礦、化工、農業、基礎設施等領域重大投資項目合作，推進構建
北京至莫斯科的歐亞高速運輸走廊，優先實施莫斯科至喀山高鐵
項目；增加雙向投資，推動經貿、投資兩個輪子一起轉；深化核
能和能源上中下游一體化合作，開展更多聯合研究開發、推廣運
用、生產製造等戰略性大項目合作，推動中俄務實合作升級；在
金融合作領域開展本幣互換；密切人文交流，開展聯合辦學，共
同發展文化產業，重點舉辦好明年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共同慶
祝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70周年活動，為兩國關係深入發展奠定更
加堅實的社會和民意基礎。

西線對華供氣力爭明年拍板
梅德韋傑夫熱烈歡迎李克強訪俄並舉行兩國總理第十九次定期
會晤。梅德韋傑夫表示，當前俄中關係的水平非常高，兩國是關
繫緊密的朋友和夥伴，雙邊合作取得豐碩成果。俄方願同中方共
同努力，發揮兩國經濟發展的巨大優勢和潛力，推動雙方相互開
展大規模投資，加強聯合研發與生產，推進交通基礎設施、航空
領域等合作，努力使俄中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在更高水平上發
展。
梅德韋傑夫表示，俄羅斯希望在明年就西線對華供應天然氣事
宜達成協議。
會晤後，兩國總理簽署《中俄總理第十九次定期會晤聯合公
報》，並見證經貿、投資、能源、金融、高科技、人文等領域近
40項重要合作文件的簽署。
據克里姆林宮消息，俄聯邦總統普京還將會見李克強。兩國總

理今日將參加第三屆「開放式創新」莫斯科國際創新發展論壇。
中國是今年論壇的官方合作夥伴國。

香港文匯報訊 經中國國務院批
准，中國人民銀行與俄羅斯聯邦中
央銀行13日簽署了規模為1,500億
元人民幣/8150億盧布的雙邊本幣
互換協議。

護金融穩定 促雙邊投資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央行表示，

此舉旨在便利雙邊貿易及
直接投資，促進兩國經濟
發展。互換協議有效期三
年，經雙方同意可以延
期。
不同於發達經濟體間簽

訂旨在應對危機的貨幣互換協議，
中國人民銀行與境外貨幣當局簽訂
本幣互換協議的目的不僅包括維護
區域金融穩定，還包括促進雙邊貿
易和投資。
2009年至今，中國人民銀行先

後與27個境外貨幣當局簽訂了總
規模約2.9萬億元人民幣的雙邊本
幣互換協議。
今年以來，中國央行已經相繼

與瑞士、阿根廷、斯里蘭卡、俄
羅斯等國央行簽署了規模超過
3,800億元人民幣的雙邊本幣互換
協議。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 5 月 30

日，中國人民銀行使用中韓本幣
互換協議下4億韓圜（約合240萬
元人民幣）資金支持企業貿易融
資，這是中國人民銀行首次在雙邊
本幣互換協議下動用對方貨幣。5
月至今，尚未有其他雙邊本幣互換
協議下的資金動用對外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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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13日向為紀念反法
西斯戰爭犧牲者而建的俄羅
斯無名烈士墓獻花圈。他表
示，這些長眠的烈士為人類
和平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不僅是俄羅斯人民的驕傲，
也是全世界熱愛和平人民的
驕傲。中國人民不會忘記兩
國並肩作戰、攜手抗擊法西
斯的歷史。願與俄方共同辦
好慶祝紀念二戰勝利70周年
活動，共同維護二戰成果和
戰後國際秩序。 ■新華社

中俄部分合同
■俄羅斯電網股份公司（Rosseti）同中國國家電網公司（SGCC）
簽署合作改造和建設新電網協議，成立年投資額近10億美元合資
企業，東西伯利亞貝加爾湖地區的項目將是企業投入運作的首個項
目。
■俄羅斯和中國簽署經東線對華供氣的政府間協議，規定每年通過
「西伯利亞力量」管道從俄羅斯向中國出口天然氣380億立方米。
■中國人民銀行與俄羅斯聯邦中央銀行簽署了規模為1500億元人
民幣/8150億盧布的雙邊本幣互換協議。
■中俄簽署關於避免雙重徵稅及防止逃稅協議。

根據俄新網資料整理

向俄烈士獻花
共護二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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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外交
部長王毅12日應約與美國
國務卿克里通電話。雙方一
致表示，要共同努力，為奧
巴馬總統北京之行尤其是兩
國元首重要會晤做好準備，
進一步充實中美新型大國關
係內涵。

據新華社報道，克里與王
毅討論了伊朗核問題談判進
程。雙方願保持密切溝通，
推動各方相向而行，爭取如
期達成全面協議。
雙方還就共同幫助西非國

家抗擊伊波拉疫情交換了意
見。

日媒：中方開會談條件 安倍不會接受
香港文匯報訊 11月在北京舉

行的APEC峰會召開在即，據日
本共同社報道，有日本外交人士
稱，中方已經提出首腦會談的前
提條件，包括互相承認釣魚島存
在主權爭議，安倍晉三明確承諾
不參拜靖國神社，但安倍呼籲無
條件會談，相信不會接受中方開

出的前提條件。
日本自民黨副總裁高村正彥

12日在NHK電視節目中說，
「一方提出條件，另一方要接
受，這樣的首腦會談不可能實
現」。日本時事通訊社評論
說，高村的發言是反對中國將
安倍不參拜靖國神社作為條

件。
共同社評論說，中國想使日

本在會談前就釣魚島及參拜靖
國神社問題作出讓步，而安倍
則呼籲無條件會談，雙方仍存
在較大分歧。今後，雙方交鋒
無疑將愈發激烈，幕後交涉或
進展艱難。

王毅克里通話 預熱「習奧會」

■■李克強上前整理花圈緞帶李克強上前整理花圈緞帶。。 新華社新華社

■■安倍晉三

■■李克強向俄羅斯無名烈李克強向俄羅斯無名烈
士墓獻花圈士墓獻花圈。。 中新社中新社

■■李克強與梅德韋李克強與梅德韋
傑夫在簽約儀式上傑夫在簽約儀式上
握手握手。。 法新社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一涵 北京報道）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展開對俄羅斯國事訪問。專家
指出，中俄雙方簽署的能源方面系列協議，推
動兩國經濟發展，對緩解俄羅斯因烏克蘭問題
面臨的被動局面，起到積極作用。但要更好發
展兩國關係，需進一步從法律上明確雙方的權
利和義務。

裝備製造對俄出口上升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中亞
研究室主任吳宏偉向本報表示，對中國而

言，隨着兩國經濟合作的深入開展，裝備製造
業產品對俄出口呈現明顯上升趨勢，改變了中
國對俄出口以輕工業為主的格局。這一現象，
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利好。
對外經貿大學中國世貿組織研究院副院長

屠新泉表示，中俄兩國之間的合作基礎是非
常良好的，在天然氣、能源、鐵路等方面的
合作都已取得非常大的進展，
現在的任務一是要進一步鞏固
已有的合作，另外還要開拓新
的空間。

鞏固既有合作 開拓嶄新空間

■■王毅應約與克里通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