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克強籲「16+1」深化基建合作
中方成立金融控股公司 重點支持互聯互通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當地時間5日下午在里加國家圖

書館出席第五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

（簡稱「16+1」峰會）。中東歐16國領導人

出席，歐盟、奧地利、瑞士、希臘、白俄羅斯、歐洲復興開發銀行作為觀

察員與會。李克強就「16+1合作」未來發展提出四點建議，包括深化基礎

設施和互聯互通合作、發揮好金融合作的支撐作用、開拓綠色經濟合作新

空間和進一步密切人文領域交流合作。

此前，李克強與中東歐16國領導人共同出席第
六屆中國－中東歐國家經貿論壇並發表主旨演

講。李克強在論壇上宣佈，正式成立「16+1」金融
控股公司，重點支持「16+1」框架下採購中國裝備
和產品的互聯互通和產能合作項目。

盼各國相互擴大市場開放
李克強在出席「16+1」峰會時表示，今年9月的

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圍繞「構建創新、活
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達成廣泛共識，為擺
脫世界經濟困局和深化國際合作提供了新思路。
「16+1合作」是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友好合作的創新
舉措。
李克強強調，「16+1合作」應堅持經濟全球化大

方向。積極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相互擴
大市場開放，深化區域經濟合作，共同反對貿易和
投資保護主義，既為自身發展提供動力，也為世界
經濟復甦貢獻力量。

歡迎中東歐國參與金控公司
李克強表示，本次會晤以「互聯、創新、相融、
共濟」為主題，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現實意義，並
就「16+1合作」未來發展提出建議：

一是深化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合作。中方鼓勵國
內信譽好、實力強的企業以工程承包、政府與社會
資本合作等多種形式，參與中東歐國家高速公路
網、港口網、電網、互聯網等建設。願推動匈塞鐵
路和中歐陸海快線建設，支持亞歐之間運輸通道建
設，在中東歐國家設立更多物流中心，進一步提升
中東歐國家在亞歐大陸橋中的樞紐作用。
二是發揮好金融合作的支撐作用。剛才，我在經

貿論壇上宣佈「16+1」金融控股公司正式成立。中
方已同波蘭、捷克簽署出資備忘錄，歡迎中東歐各
國積極參與。中方支持擴大本幣結算合作，支持絲
路基金等金融機構通過股權、債券等多種方式為
「16+1合作」項目提供金融支持。
三是開拓綠色經濟合作新空間。願積極探討農產

品加工基地等示範項目，鼓勵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地
方省市之間開展綠色農業合作。加強生態環保領域
合作，擴大風電、太陽能等清潔能源的聯合開發。

支持盡早設立文化協調中心
四是進一步密切人文領域交流合作。充分發揮好

教育、文化、旅遊、衛生、地方、青年等合作機制
的作用。今年是「16+1」人文交流主題年，中國同
中東歐國家舉辦了豐富多彩的活動。中方支持盡早

設立「16+1」文化協調中心，邀請中東歐國家青年
來華培訓。希望中東歐國家出台更多面向中國遊客
的簽證便利化措施和特殊安排。中方支持2017年舉
辦「16+1」媒體年。
與會的中東歐國家領導人表示，「16+1合作」穩

步推進，富有活力，成果顯著。願與中方一道，挖
掘合作潛力，加強機制能力建設，堅持經濟、人文
合作並進，深化基礎設施、產能、貿易、金融、農
業、科技等領域合作，開拓電子商務等新的合作模
式，擴大地方合作和科技、文化、教育、衛生、旅
遊等人文交流，實現互聯互通和互利共贏，推動中
東歐與中國關係同歐中戰略夥伴關係相互促進，持
續發展。
會晤後，中國同中東歐16國共同發表《中國－中
東歐國家合作里加綱要》和關於開展三海港區基礎
設施、裝備合作的聯合聲明。各國領導人共同見證
了中國與16國簽署合作協議，涵蓋互聯互通、產能
合作、基礎設施建設、人文、人力資源、民航合作
等多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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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峰會期間

簽署的合作文件（部分）
■匈塞鐵路（塞爾維亞段）商務合同

■匈塞鐵路（塞爾維亞段）融資備忘錄

■匈塞鐵路（匈牙利段）建設合同

■匈塞鐵路（匈牙利段）融資備忘錄

■中國政府和塞爾維亞政府互免持普通護照人員簽

證的協定

■中國政府與捷克政府在「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

的雙邊合作規劃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拉脫維亞交通部關

於開展港口和臨港產業園區合作的諒解備忘錄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保加利亞交通、信

息技術和通信部關於開展港口和臨港產業園區合作

的諒解備忘錄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克羅地亞經濟、中

小企業和手工業部關於開展港口和臨港產業園區合

作的諒解備忘錄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匈牙利外交與對外

經濟部關於開展產能合作的框架協議

■世福資本管理有限公司、愛沙尼亞Richmond

Capital公司、中國鐵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關於愛沙

尼亞北海岸物流園項目的合作備忘錄

■波黑圖茲拉火電站項目融資合作條件清單協議

資料來源：新華社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當地時間5日下午
在里加國家圖書館會見前來出席中東歐國家
漢學研究和漢語教學研討會的漢學家代表，
與他們交流互動。

當李克強抵達時，中東歐的老中青三代漢學家在門口列隊，
表達對中國總理的熱情歡迎。李克強同大家一一握手交談。

著名漢學家、拉脫維亞大學孔子學院院長貝德高向李克強
贈送了他編纂的《精選漢拉拉漢詞典》，表示希望這本辭典
能夠促進拉中兩國人民的友好交往。李克強愉快地接過詞
典，稱讚這份禮物「沉甸甸的」。李克強說，語言是溝通的
橋樑，漢學家就是中國和中東歐文明交流互鑒的「架橋
人」。希望能夠看到更多促進中國和中東歐國家語言文字溝
通交流的工具書出現。

李克強指出，「16+1合作」機制誕生以來，中國同中東歐
國家政治、經濟、人文等各領域合作快速推進，各方參與合
作的積極性更加高漲，加深相互了解的願望更加迫切，這對
中國和中東歐國家專家學者既是巨大的機遇，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祝願漢學家們多著新作、多出佳品，為深化彼此交
流合作作出更大貢獻。

會見結束時，李克強和中東歐國家領導人一起同漢學家們
合影留念。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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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語中東歐漢學家：
做交流互鑒「架橋人」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
道，應俄羅斯聯邦政府總理梅德韋傑夫邀
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當地時間6日上
午乘專機抵達聖彼得堡普爾科沃國際機
場，出席中俄總理第二十一次定期會晤並
對俄羅斯進行正式訪問。分析人士認為，
李克強此番訪俄有望在政治、經濟和人文
交流等三大領域取得成果。
俄羅斯政府高級官員到機場迎接，並為

李克強舉行隆重歡迎儀式。李克強檢閱了
儀仗隊。先期抵達聖彼得堡參加中俄總理
定期會晤的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汪洋以
及中國駐俄羅斯大使李輝也到機場迎接。

深化兩國政治和戰略互信
在俄羅斯期間，李克強將會見普京總
統，同梅德韋傑夫總理舉行會晤、共同會
見記者、見證兩國合作文件的簽署並出席
有關人文活動。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中俄政治關係處於

歷史最好水平，李克強訪俄無疑將鞏固和
深化中俄間政治和戰略互信，使兩國從全
面戰略協作中受益。此外，雙方發表聯合
公報，將向外界釋放中俄維護世界和地區
和平穩定、構建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的信
號，展示中俄將繼續保持在國際重大問題
上相互協作和支持的態度。

料探尋經濟合作新路徑
除政治領域外，俄羅斯各界還十分關注

李克強訪俄期間雙方可能達成的經濟領域
合作成果。有數據顯示，中俄兩國貿易額
正在扭轉去年以來的下滑勢頭，逐步企穩
回升。今年1月至9月，雙邊貿易額達502
億美元，實現正增長。
分析人士認為，當前俄羅斯外部面臨西

方國家制裁，經濟環境嚴峻，內部則急需
推進產業升級政策。而中國正在加快轉移
過剩產能，同時為國內產品尋找海外市
場。因此兩國間的合作具有互補性。中俄

高層會晤必然將商討如何擴大兩國全要素
合作規模，在產能對接和產業結構現代
化、基礎設施改擴建等諸多領域探尋合作
新路徑，從而實現兩國經濟合作全面、穩
定地發展。

人文領域交流可獲新進展
除政治、經濟外，被視為「中俄關係三

大支柱之一」的人文領域交流也有望在李
克強訪俄期間取得新進展。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中俄間人文領域合

作交流頻繁，兩國相繼舉辦了「國家
年」、「旅遊年」、「青年交流年」等大
型人文活動，2016年至2017年則是「中俄
媒體交流年」。這樣頻繁地互辦人文領域
的大型交流活動，在世界任何兩國之間都
是罕見的。可以看出雙方人文合作機制已
十分成熟。李克強訪俄期間將推進中俄人
文領域合作，其成果有望在中俄教育、媒
體類的合作協議中得以體現。

抵俄訪問 料在三大領域獲成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馬來西亞
貿工部長穆斯塔法．穆罕默德在此間接受中
新社記者專訪時表示，在馬中兩國頻密的高
層互訪和重大倡議推動下，馬中經貿合作未
來將更加強勁。
「我們希望達成『雙贏』的局面。」穆斯
塔法說，隨着馬中雙方近期一系列合作諒解
備忘錄的簽署，未來兩到三年內，中國在馬
來西亞製造業、服務業、電力、基礎設施建
設、旅遊業等領域的投資將大幅提高，馬來
西亞企業也將與更多中國企業建立緊密的商
業關係，雙方貿易投資將會大幅增長。

盼雙方加強電子商務合作
根據中方數據，2015年中馬貿易總額為
972.9億美元，2016年1月至8月雙方貿易額
為542.8億美元。對此，穆斯塔法表示，過
去多年來，馬中兩國的貿易和投資關係進展

順 利 。 到 2015 年
末，中國已經連續七
年成為馬來西亞最大
的貿易夥伴，2008
年以來馬來西亞是中
國在東盟國家中最大
的貿易夥伴。同時，
中國也是馬來西亞最
大的進口來源地。
穆斯塔法表示，電

子商務是馬來西亞關注的另一個重點領域。
「電子商務在中國發展迅速，馬來西亞希望
更多地參與到這一領域的發展中。很多馬來
西亞產品已經通過電子商務在中國獲得了很
好銷量，我們將制定新的促進電子商務發展
的戰略，增加馬來西亞產品的銷量。」
穆斯塔法說，「我們有合作潛力的項目非

常多，未來值得期待。」

大馬貿工部長：馬中經合將更強勁
近期，中國企業海外併購接

連受阻的案例引發了海內外密
切關注。例如，日前福建宏芯
收購德國愛思強案便遭遇審查
危機。對此，商務部新聞發言

人沈丹陽指出，中國對德投資雖增長較快，但總量依然不
大，德國一些政府官員和民眾擔憂中國企業赴德投資併購會
把德國的技術和工作崗位轉移走是不必要的。

據德媒報道，德國經濟部正在努力推動歐盟修改法律，
強化對外商投資的審查，以便成員國政府在特定情況下阻
止非歐盟資本收購本國企業。個別德國政界人士近來也一
再強調，中國對外資有所限制，而德國和歐洲是開放經濟
體，有必要防止歐洲核心工業利益受到不公平競爭手段的
威脅。

「顯然，這些所謂的『擔憂』『威脅論』根本就站不住
腳。部分中企海外併購的確開始走向中高端，並涉及到一些
技術層面的併購，但這些併購涉及的更多只是一些對我們而

言相對先進的技術，而完全沒有涉及到德國的關鍵、核心技
術。其實，真正涉及安全、核心利益的技術德國本身已早有
限制，也是買不來的，自然也就談不上威脅他們的核心工業
利益。」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陳鳳英說。

不過，人為設障的小動作更多時候只是部分人的一廂情
願，德國各界人士大多對此並不「買賬」。德國《柏林日
報》報道稱，政府的干預加劇了愛思強這一虧損企業的危
機。同時，德國經濟界也發出警告：不要在德國提高針對中
國進行企業收購的門檻。

當前，針對併購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中德雙方還需要加強
溝通與協調。陳鳳英指出，理性是雙方當前都需要的，不要
把一些小問題放大。就中企自身而言，「走出去」要根據自
身需要加強規劃與市場調查，提前做好風險應對機制，市場
選擇要多元化，不應跟風「湧向」某個國家投資。同時，做
好真實信息傳播，擴大歐洲在華企業家關於在華投資感受到
及對中國實際情況了解的聲音，以及被併購企業對合作需求
的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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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海外併購「威脅論」站不住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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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
與中東歐
國家漢學
家交流互
動。
新華社

■第五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後，李克強與16國領導人合影留念。 新華社

■馬來西亞貿工部長
穆斯塔法。 中新社

■李克強在「16+1」峰會上發言。 新華社

■李克強於當地時間6
日上午乘專機抵達聖彼
得堡普爾科沃國際機
場。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