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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中東歐 投資
華設30億美元基金

香港文匯

報 訊 （ 記

者 劉凝哲

綜 合 報

道）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

當地時間16日下午在貝爾格萊德出席第三次

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中東歐16國

領導人與會。李克強在會晤時表示，中方將設

立30億美元規模投資基金，以多種方式推動

中東歐地區國家股權投資。同時，中國將啟動

第二期10億美元的中國－中東歐投資合作基

金，支持對中東歐投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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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指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
家，中東歐是歐洲新興市場國家集中的地

區，雙方互補性強，合作發展潛力巨大。李克強還透
露，將啟動制定《中國－中東歐國家中期合作規
劃》，以基礎設施建設為牽引，以產能合作為抓手，
以金融合作為支撐，推進合作不斷取得新進展。

倡構建互聯互通新走廊
針對中國與中東歐的發展，李克強提出五方面建
議：
首先，要打造中國與中東歐合作新亮點。中東歐
國家經濟基礎扎實，自然資源稟賦好，科技教育水
平高。中國13億人口市場巨大，工業尤其是裝備
製造業體系完備，資金充足。雙方完全可以實現優
勢互補、產業對接、共同發展。
第二，構建互聯互通新走廊。中東歐國家自身抵
禦危機影響，需要擴大有效投資，改善民生也需要
加強公共產品投入。中東歐國家擁有天然良港，與
鐵路、公路等交通幹線連接起來，可以發揮巨大的
綜合效應。中國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歡迎中東歐國家
積極參與。

願在中東歐建廠生產先進裝備
第三，拓展產業合作新空間。中國願將先進產

能、裝備在中東歐國家就地建廠開展生產，也可以
帶動中東歐國家的就業。中方還願擴大從中東歐國
家進口，促進貿易在動態增長中更加平衡，盡早實
現雙邊貿易額達到1,000億美元的目標。
第四，搭建投融資協作新框架。中方決定建立中

國－中東歐協同投融資合作框架，包括三大舉措：
一是鼓勵中東歐國家繼續充分利用100億美元專項
貸款，中方將適時擴大貸款規模。二是中方鼓勵本
國企業和金融機構積極參與中東歐國家的PPP合作
和私有化進程；中方將設立30億美元規模投資基
金，以多種方式推動本地區國家股權投資；同時，
中國將啟動第二期10億美元的中國－中東歐投資
合作基金，支持對中東歐投資項目。三是中方歡迎
中東歐國家企業及金融機構在中國境內發行人民幣
債券，探索設立人民幣中東歐合作基金。

獎學金留學生名額再翻一番
第五，擴大人文交流新領域。中方每年對中東歐國
家提供的政府獎學金留學生名額將在現有的基礎上再
翻一番。同時，加強科技、文化、衛生、青年、婦
女、媒體等領域交流，支持組建學者智庫中心等。
李克強最後指出，中國與中東歐16國傳統友誼

深厚，政治互信牢固，務實合作日益深化。進一步
密切雙方合作，不僅有利於中國和中東歐國家，也
有利於整個歐洲，對促進歐洲內部平衡發展具有重
要意義。
與會各國政府領導人在發言中對李克強提出的建

議表示贊同。塞爾維亞總理武契奇表示，中國選擇
很多中東歐項目進行投資是非常明智的決定，中東
歐國家應該把握機遇，進一步推進中國和中東歐國
家未來的合作。
會晤後，中國與中東歐16國共同發表《中國－

中東歐國家合作貝爾格萊德綱要》。李克強當天還
出席了中國—中東歐國家第四次經貿論壇開幕式等
一系列活動。

李克強與李克強與1616國領導人會晤國領導人會晤 籲打造合作新亮點籲打造合作新亮點

中美商貿聯會會議 研擴大互利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當地

時間16日抵達美國芝加哥，他將出席16日至
18日舉行的第二十五屆中美商貿聯委會會
議。

華盼公平對待中企赴美投資
中新社報道稱，本次會議是北京「習奧會」
後兩國再次對話，也是今年中美最後一次高層
對話，會議將由汪洋與美國商務部長普里茨
克、貿易代表弗羅曼共同主持。美國農業部長
維爾薩克也將與會。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介紹，會議期

間雙方將就各自關注的重要經貿議題深入交換
意見，探討擴大互利合作途徑。中方希望美方
在放寬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管制政策、公平對
待中國企業赴美投資、市場經濟地位、農產品
檢驗檢疫、中國人員赴美簽證、中美運輸類飛

機雙邊適航拓展及其他與貿易投資相關的問題
採取切實措施，並取得積極進展。

美冀推進兩國建設性互動
據美方稍早前通報，會議還將花一天時間為
私營部門參與對話創造更多機會，美方希望通
過會議推進兩國合作與建設性互動。
中美商貿聯委會是兩國政府在經貿領域最早

建立的對話機制之一，1983年舉行了首屆聯委
會，對話對擴大雙邊經貿合作、維護中美經貿
關係穩定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會議舉辦地芝加哥是美國第三大城市，這是

25年來在美舉行的聯委會會議第二次挪到首都
以外的城市舉行。對芝加哥所在的伊利諾伊州
而言，中國是其僅次於加拿大的第二大貿易夥
伴，該州希望通過參與本屆會議提升芝加哥作
為美國中西部經濟引擎的地位。

張德江晤韓議長 商加強議會間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長張德江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
堂與當天到訪中國的韓國國會議長鄭義
和舉行會談，商討加強兩國議會間合作
等事宜。
綜合媒體報道，隨着中韓關係發展進
入新階段，中國全國人大與韓國國會應
與時俱進，積極參與落實兩國元首達成
的重要共識，密切友好往來，擴大務實
合作，推動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邁上
新台階。雙方應深化治國理政經驗交
流，在依法治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等方面開展互學互鑒，服務各自國家發
展需要。積極支持雙邊自貿協定早日簽
署生效，共同維護雙方投資者、留學人
員等在對方國家的合法權益，為兩國各
領域合作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充分發

揮立法機關交流平台作用，積極支持中
韓人文交流共同委員會機制框架下的交
流合作項目，推動地方合作和民間交
流，夯實兩國合作的社會和民意基礎。

鄭義和今拜會習近平
鄭義和表示，近年來，韓中關係日益

鞏固和發展，這不僅為兩國和兩國人民
帶來了實惠，也有利於本地區的穩定與
發展。韓國國會願進一步加強與中國全
國人大多層次、多渠道的友好交往，推
動兩國各領域務實合作取得更大成果。
據了解，鄭義和今日（18日）將拜會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韓中自貿協
定、韓朝關係、東北亞和平等問題交換
意見。在結束對中國訪問後，鄭義和21
日將轉往印度尼西亞訪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李克強總理
在第三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時提出，應鼓
勵本國企業和金融機構積極參與中東歐國家的PPP合
作和私有化進程。對此，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盟研
究部主任崔洪建對本報表示，中國國內面臨着部分產
能過剩、市場飽和的現狀，而中東歐國家則面臨着效
率低下企業的私有化調整問題，兩者之間的合作有利
於實現產業轉移，能夠更好地滿足雙方需求。中方也
已經出現持股或參股形式參與中東歐基礎設施合作的
案例。他認為，這符合中國和歐洲合作的大方向，即
從貿易夥伴向產業夥伴轉變，「不僅要合作做生意，
還要做項目、做創新。」

匈塞鐵路料實現海陸聯運
李克強還提到，中、匈、塞三國已達成協議，將合

作建設匈塞鐵路。對此，崔洪建認為，匈塞鐵路去年
已有合作意向，今年在「一帶一路」的新背景下，將
有望實現海陸聯運，打通中東歐之間的互聯互通，進
而推動中國與歐洲從貿易夥伴向產業夥伴轉移。
崔洪建表示，匈塞兩國均需要提升本國的基礎設施、

道路交通及港口聯運方面的能力，「國際貿易的大部分
還是通過海上進行的，對中東歐，尤其是像塞爾維亞
這樣沒有出海口的內陸國家，匈塞鐵路建成後，最終
實現的海陸聯運將使得整個中東歐實現貫通，好處顯
而易見。」同時，他也認為，倘若匈塞
鐵路項目成功落實，也將發揮很好的示
範作用，助推中國鐵路技術在中東歐、
乃至整個歐洲實現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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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中國發力中東歐投資項目

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6日在塞
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參加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
人會晤，並在會上宣佈設立30億美元規模投資基
金，引發外媒熱議。有評論指出，中國正加大「魅
力攻勢」，發力中東歐投資項目。
路透社評論稱，中國認為，中東歐是獲利潛力極
大的市場。中國尋求在該地區站穩腳跟，把這裡當
做通往歐盟的門戶。

美聯社就中東歐領導人峰會評論稱，這是中國在
當地發動的一場「魅力攻勢」，這次峰會在中國被
視為是一次加深與該地區關係並促進與歐盟關係的
機會。
美聯社說，這次中歐領導人峰會是三年來的第三

次，舉行的時機「意義重大」，因為此時正值俄羅
斯經濟因油價大跌和西方制裁而陷入困境。西方公
司不願在東歐和中歐冒險，中國則希望加大對該地

區投入。
法新社報道稱，為期兩天的中東歐領導人峰會首

要議題是基礎設施和交通。中國希望將希臘港口比
雷埃夫斯打造成向歐洲出口的新樞紐，並修建貝爾
格萊德至布達佩斯的高速鐵路。報道指出，中國願
在中東歐加大對能源、農業、工業及基礎設施建設
的投資。擴大貿易也提上議事日程，2003年以來中
國和中東歐16國的貿易額擴大了5倍。

逐個晤16國首腦 克強「強」節奏外訪
一國領導人與16國領導人分別會晤是什麼節奏？試

想，即使每個人只會見15或20分鐘，16個人加起來
就是四五個鐘頭，這還不包括與每個領導人會晤間隙
留給工作人員更換國旗、茶杯等物品的15個5分鐘。
這就是正在塞爾維亞出席第三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
導人會晤（1+16合作機制）時，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實際要面對的情形。

在這裡李克強必須要在一天半的時間內見縫插針完成
上述事務。如此一來，他高強度的工作節奏再度開啟。

上洗手間時間都沒擠出來
根據日程，當地時間16日至17日上午，在不足一

天半的時間內，李克強要主持第三次中國—中東歐領
導人會晤、出席中國—中東歐國家第四次經貿論壇開

幕式等一系列活動，日程非常緊湊。
這無疑是一項高強度的工作。為了節省時間，提高

效率，除會晤採用同聲傳譯方式外，每場會見間的間
隙也只留出五六分鐘。

每場會晤剛一結束，工作人員都是一路小跑抓緊替換
下一場會晤國家的國旗、更換茶杯、擺放桌籤等。

就在這短短五分鐘左右的會議間隙，李克強也沒有
歇着。當他送走每一位剛剛結束會談的領導人匆匆趕
回座位時，隨行的國務院各部部長旋即圍攏到他身旁
進行會商，商討上場會晤涉及的措施哪個部門落實，
討論下場會晤如何提出新的合作舉措
和建議。一位現場的外交人員感嘆，
連上個洗手間的功夫都沒擠出來。

■中新社

■張德江與韓國國會議長鄭義和舉行會
談。 中新社

中東歐16國包括：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
亞、克羅地亞、波黑、塞爾維亞、黑山、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
爾巴尼亞、馬其頓、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脫維亞。中國－中東歐
國家領導人會晤因此又稱「1＋16」領導人會晤。
2012年4月，首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在華沙舉行。會

晤規劃與拓展了中國與中東歐16國互利合作的前景與未來。2013年
11月26日，第二次「1＋16」領導人會晤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舉
行。會晤後，雙方共同發表《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綱
要》。根據《綱要》，中國－中東歐國家每年舉行領導人會晤，梳
理合作成果，規劃合作方向。
自首次會晤以來，特別是布加勒斯特會晤以來，中國同16國貿易

額顯著增長。今年前10個月，雙方貿易額達500億美
元，同比增長10.1%；中國企業在中東歐國家投資超
過50億美元，涉及機械、化工、電信等多個領域；基
礎設施建設合作方面，一批橋樑、電站、高速公路項
目進展順利。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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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李克強送走每一位領導人返回座位時，隨
行各部部長旋即圍攏到他身旁會商。 中新社

■■李克強和中東歐李克強和中東歐1616國領導人集國領導人集
體合影體合影。。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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