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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三國首腦 力推中國高鐵匈塞鐵路年內開工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4
日上午在蘇州分別會見出席第四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
導人會晤的愛沙尼亞總理羅伊瓦斯、波蘭總統杜達和斯
洛文尼亞總理采拉爾。另據新華網報道，結束與羅伊瓦
斯會談後，李克強當即對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表示，
要迅速與泛波羅的海鐵路聯盟對接，加快推進波羅的海
高鐵項目建設。
新華網報道說，在會見愛沙尼亞總理羅伊瓦斯時，李
克強表示，中方願在波羅的海地區鐵路、港口等交通基
礎設施建設上同愛方開展合作，加強互學互鑒，把握互
聯網的資源和聚集潛力，助力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增
強中愛經貿關係發展後勁，打造新的增長點。

愛方歡迎中國投資
羅伊瓦斯表示，愛方歡迎中國投資，願發揮地理優
勢，成為中歐互聯互通的重要樞紐，並加強雙方在信息
技術、農牧業、旅遊等領域合作。

會見杜達時，李克強指出，中方願同波方對接發展戰
略，擴大經貿投資，開展產能合作，拓展在基礎設施建
設、交通物流、清潔能源等領域的合作。中方提出開展
「三海港區合作」的新倡議，希望波方支持並積極參與。
杜達表示，波方願成為中國與中東歐合作的重要夥
伴，推動雙方在波蘭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
合作，助力波蘭再工業化進程。進一步加強經貿、科
技、文化、教育等領域的合作，擴大農產品貿易。波方
願為中國企業投資提供便利。
會晤采拉爾時，李克強表示，中方願積極參與斯方科
佩爾港升級改造和鐵路建設項目，並以中方提出的「三
海港區合作」倡議為依托，同斯方開展貿易園區、物
流、裝備製造和交通基礎設施等合作。
采拉爾表示，斯方願響應中方「一帶一路」倡議，加
強互聯互通合作，歡迎中方企業參與科佩爾港等合作項
目建設，擴大經貿務實合作。願加強旅遊合作，結合北
京舉辦2022冬奧會進行交流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據光明網報道，新中國成
立伊始，中東歐國家的寶貴支持幫助我們度
過了百廢待興的崢嶸年代。20世紀90年代
以來，雖然國際形勢、中國和中東歐國家的
國情都發生了不同變化，但雙方友情歷久彌
堅。2012年首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
晤掀開了雙方深化合作新的一頁。
3年多來，在雙方共同努力下，經貿投資

合作碩果滿盈。「16+1」專項貸款、投資
合作基金等金融槓桿撬動馬其頓高速公
路、塞爾維亞跨多瑙河大橋、波黑火電
站、波蘭風電等多個基建、能源項目。連
接貝爾格萊德和布達佩斯的匈塞鐵路，更
將成為中國—中東歐合作的標誌性項目。

影響遠超雙邊範疇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為中國和中

東歐國家深化產能、交通、基建、金融等領
域合作，運籌「16+1合作」提供了重要機
遇和嶄新平台。中東歐國家位於「一帶一
路」倡議同歐洲投資計劃的對接區，是亞歐
交流與合作的紐帶。匈塞鐵路已成為中歐陸
海快線的重要組成部分。「16+1合作」持
續推進，為中歐雙方實現經濟戰略深度融
匯、在全球和區域經濟治理中開展更多務實
合作提供了有益嘗試和重要實踐。
「16+1合作」意義重大，其影響遠遠超

出雙邊範疇。「16+1合作」是推動中歐合
作的重要創新，讓佔歐盟面積三分之一、人
口四分之一的中東歐板塊煥發出強勁活力。
中東歐國家欣欣向榮不僅有利於緩解「多速
歐洲」局面，打造歐盟單一市場升級版，而
且為中國與西歐大國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開
闢寬廣空間。16國對華合作日益成為中歐合
作新引擎和增長點，必將推動中歐關係全面
均衡發展，有效促進中歐和平、增長、改
革、文明四大夥伴關係建設。
「16 + 1 合作」順時應

勢，早期收穫碩果纍纍，第
四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
人會晤必將成為「16+1合
作」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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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
2012年4月 波蘭華沙（首次會晤）
成果：中方宣佈促進與中東歐國家友好合作的12項舉

措，並就推進雙方關係提四條原則建議
2013年11月 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第二次會晤）
成果：李克強提出三大原則和六點建議，雙方共同發

表《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綱要》，其中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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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2月 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第三次會晤）
成果：《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貝爾格萊德綱要》從9

個領域列出未來一年中國—中東歐合作的計劃。
■資料來源：中新社

記者會規格「超強」
14國領導人台下坐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
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日前對辦好北京冬奧會
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辦好2022年北京冬奧會，是我們
對國際奧林匹克大家庭的莊嚴承諾，也是實施京津冀
協同發展戰略的重要舉措。要堅持綠色辦奧，提升全
社會環保意識，加強環境治理和污染防控，把綠色發
展理念貫穿籌辦工作始終。堅持共享辦奧，積極調動
社會力量參與辦奧，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和社會文明程
度，加快冰雪運動發展和普及，使廣大人民群眾受
益。堅持開放辦奧，借鑒北京奧運會和其他國家辦賽

經驗，弘揚奧林匹克精神，加強中外體育交流，推動
東西文明交融，展示中國良好形象。堅持廉潔辦奧，
嚴格預算管理，控制辦奧成本，強化過程監督，讓冬
奧會像冰雪一樣純潔乾淨。要加強組織領導，統籌推
進各項工作，確保把北京冬奧會辦成一屆精彩、非
凡、卓越的奧運盛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出批

示指出，籌辦好2022年北京冬奧會，對於促進奧林
匹克事業發展、進一步提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意
義重大。相關地方和部門要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部

署，把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貫
穿籌辦全過程，主動對接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有
序高效抓好重點設施、重點項目建設，積極借鑒各
方經驗，廣泛動員社會力量，節約用好寶貴資金，
確保工程優質安全，把這一屆冬奧會辦好辦精彩，
推動冰雪運動普及、體育產業發展、生態環境改善
和城市治理水平提升，讓更多群眾參與體育健身，
共享美好生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第24屆冬奧會

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張高麗24日主持召開領導小組第一

次全體會議並講話。
張高麗強調，習近平總書記關於辦好2022年冬奧會
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克強總理的重要批示要求，為做
好冬奧會籌辦工作指明了方向。冬奧會工作領導小組
和有關省、市、部門單位要認真學習領會，堅決貫徹
落實，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認真履行
職責，不折不扣完成中央交給的光榮任務，實現對國
際奧林匹克大家庭的莊嚴承諾，為實現「兩個一百
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
貢獻。

習近平指示辦好北京冬奧會
綠色共享 開放 廉潔

李克強倡中東歐對接「一帶一路」
盡快落實互聯互通項目 拓寬渠道解決投融資問題

該場經貿論壇是第四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
晤的系列活動之一。此次會晤是今年中國主場外

交的重要活動，主題為「新起點新領域新願景」。會晤
有中東歐16國領導人出席，歐盟、奧地利、希臘和歐
洲復興開發銀行代表作為觀察員與會。會晤後，中國同
中東歐16國共同發表《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中期規
劃》和《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蘇州綱要》。

就全面合作提四點看法
未來五年，中國將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邁
進，也是落實《中歐合作2020戰略規劃》的重要時
期。李克強就進一步深化中國—中東歐全面合作提出以
下看法：
第一，盡快推動互聯互通項目落地。加強區域交通基
礎設施建設，同「一帶一路」倡議更好對接，是「16+

1」合作的重點之一。中方願與相關國家全力推動匈塞
鐵路這一旗艦項目，確保年內開工、兩年完成。中方願
在互利共贏基礎上，與有關各方共同推進中歐陸海快線
建設，使中東歐成為中國同歐洲貿易聯繫的快捷通道。
中方願投資中東歐國家的港口和港區建設，開展互聯網
基礎設施建設合作，加強同地區國家陸上、海上、網絡
互聯互通。
第二，發揮產能合作的引領作用。中國在汽車、鋼

鐵、造船、化工、港口設備、工程機械等領域擁有優質
產能，產品性價比高，綜合配套和工程建設能力強，符
合中東歐國家環保要求。把中國的優勢產能同中東歐國
家的發展需求、西歐發達國家的關鍵技術結合起來，開
展三方合作，不僅可以支持中東歐國家以低成本加快發
展、擴大就業，促進中國產業轉型升級，也有利於歐洲
東西部平衡發展、加快一體化進程。

第三，打造農產品特色貿易新亮點。雙方在農業可持
續發展、農產品深加工以及畜牧業育種、養殖、加工等
方面合作頗具潛力。中國將進一步擴大中東歐國家有競
爭力的商品特別是農產品進口，中方願與中東歐國家加
強檢疫檢驗合作。

將實施更高層次對外開放
第四，拓寬渠道解決投融資問題。中方尊重歐盟相關

標準，願與16國政府共同探討開闢更多渠道，以更靈
活方式對大項目合作予以優先政策支持。充分發揮100
億美元專項貸款等渠道的作用，探討籌建「16+1」多
邊金融公司，鼓勵通過多種形式，降低合作融資成本。
中方支持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開展本幣互換、本幣結算、
金融監管等合作。
李克強介紹了當前中國經濟形勢，他表示，中國正在
制定經濟社會發展「十三五」規劃，將堅持創新、協
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新理念，着力實現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的宏偉藍圖。這也將為包括中東歐國家在內的
世界各國提供更多發展機遇，為世界經濟復甦與和平、
穩定、繁榮作出新的貢獻。中國將實施更高層次的對外
開放，推動裝備、技術、標準、服務走出去，放寬金
融、教育、醫療、養老等領域市場准入。中國開放的大
門將越開越大，也樂見中東歐國家分享中國繁榮發展的
紅利。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4日在江蘇蘇州舉行的中國—中東歐國家

第五屆經貿論壇開幕式致辭中說，中國和中東歐國家不僅有高度的政治互信，也有巨大的貿

易和投資潛力。在全球經濟低迷、貿易不景氣的大背景下，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務實合作仍保

持良好勢頭。雙方貿易規模連創新高，雙方投資穩步增加，重大項目合作穩步推進。當前，

中國正加快「一帶一路」建設，中東歐16國佔沿線國家總數的四分之一，雙方完全可以進一

步做好發展戰略對接。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24日下午，第四次中
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與上次東道主塞爾維亞總理武契奇、明年東道主拉
脫維亞總理斯特勞尤馬共見記者。其
他中東歐14國領導人台下就坐。現場
一外交官驚嘆道，這場記者會出席領
導人級別、規模堪稱「史無前例、史
上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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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央廣網報道，中國—中
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後，李克強和匈牙利、塞爾維亞兩
國總理共同見證16+1合作「旗艦項目」匈塞鐵路兩個
合作文件簽署。文件分別涉及匈塞鐵路匈牙利段和塞爾
維亞段，意味着這一項目將確保年內開工，兩年完成。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表示，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
會晤機制已取得豐碩成果，在中國舉行第四次會晤具
有里程碑意義。中國為維護世界和平發展發揮着重要
作用，我們充分感受到，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開展合作
不是權宜之計，而是相互尊重、面向未來；不是只顧
自身利益，而是平等互利，共同發展。我深信，中國
與我們是長久的合作夥伴。

「16+1」
中國—中東歐領導人會晤始於2012年，一方是

來自波蘭、捷克、匈牙利、阿爾巴尼亞、波黑、
保加利亞、克羅地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黑
山、馬其頓、立陶宛、塞爾維亞、
斯洛伐克、羅馬尼亞、斯洛文尼亞
等 16 個中東歐國家，另一方是中
國，因此也被稱為「16+1會議」。

■資料來源：央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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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月月2424日下午日下午，，李克強主持第四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李克強主持第四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 中新社中新社

■■李克強會見愛沙尼亞總理羅伊瓦斯李克強會見愛沙尼亞總理羅伊瓦斯。。 新華社新華社
■■李克強對徐紹史李克強對徐紹史（（左左））表示表示，，要迅速與泛波羅要迅速與泛波羅
的海鐵路聯盟對接的海鐵路聯盟對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李克強出席中國—中東歐國家第五屆經貿論壇李克強出席中國—中東歐國家第五屆經貿論壇
開幕式並致辭開幕式並致辭。。 中新社中新社

■中東歐14國領導人在台下就坐。 中新社

■李克強與匈牙利及塞爾維亞總理共同見證合作文件
簽署。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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