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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媒：特朗普催生中德外交「蜜月期」

中華詩詞學會成立30年 倡設「全國詩人節」

中德料簽系列合作文件
李克強晤默克爾 就加強全球經濟治理等交換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

新社及外交部網

站報道， 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於當

地時間5月31日下午抵達德國柏林，開始對德

國進行正式訪問。李克強發表抵埗聲明，強調

在當前逆全球化及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中

德加強溝通與合作的重要性更加凸顯。他此行

是為提升中德合作而來，期待同德方推動深化

雙邊關係，並將同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多場會

晤，見證雙方代表簽署合作文件。外交部副部

長王超日前透露，雙方將就推進中德務實和創

新合作、加強全球經濟治理及共同關心的一系

列國際、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

中德交流成果
■2016年雙邊貿易總額達

1,512.9億美元。

■人員往來年均120萬人
次。

■已建立逾70個雙邊合作
機制。

資料來源：中新社

王超表示，中德建交45周年以來，兩國關係取得長足
發展，特別是2014年中德建立全方位戰略夥伴關係

後，雙方政治互信和務實合作均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如今，中德已建立了包括政府磋商在內的70多個雙邊磋
商合作機制，有近百對省州市結好，且每年人員往來已超
過120萬人次。

政治互信高水平 雙向投資速發展
中國前駐德國大使梅兆榮表示，定期會晤機制是中德交往
的特點之一，反映出雙方對發展雙邊和多邊關係的重視。
「可以說，定期會晤機制對增進雙方政治互信、深化務實合
作及推動中德關係不斷向前具有非常積極正面的作用。」
據中方統計，2016年中德雙邊貿易額達1,512.9億美
元，德國繼續保持中國在歐盟最大貿易夥伴地位。今年第
一季度，中德貿易額達369.8億美元，同比增長10.5%。
兩國雙向投資加速增長，成為雙邊經貿關係的重要支柱。
在訪問德國前，李克強總理表示，期待雙方共同發出中
德、中歐支持經濟全球化和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維護
地區和平穩定及促進發展繁榮的強烈信號。中國現代國際
關係研究院副院長馮仲平指出，當前全球經濟增長乏力，
保護主義和反全球化思潮上升，經濟全球化面臨嚴重挑
戰。李克強總理提出這一願景，就是希望中德之間能夠加
強合作，維護雙邊貿易，不僅可以實現互利共贏，還可以
在世界格局中發揮積極作用。

專家：「中國製造2025」對接德「工業4.0」
馮仲平續指，維護自由貿易體制、促進經濟全球化一直
是中德政府間的共同主張。特別是去年中國首次成為德國
第一大貿易夥伴後，該主張進一步推動了中德的緊密合
作。除了傳統的貿易和投資合作外，中德在「一帶一路」
建設、智能製造、第三方市場以及節能環保等領域的合作
也日趨緊密。特別是在日前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
高峰論壇上，30位國家元首、政府首腦與3位國際組織領
導人共同通過《聯合公報》結下廣泛共識，來自130多個
國家的1,500位代表留下凝結智慧的建議，論壇期間共簽
署了270多份合作協議。
馮仲平進一步指出，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讓「中國製
造2025計劃」和德國的「工業4.0計劃」可以在「一帶一
路」倡議下深度對接，凝聚更大共識，並實現共同跨越式
發展，料成為李克強總理訪德的一大看點。對於「一帶一
路」建設，德國以及歐盟亦非常期待能給自身帶來的多種
機遇。

李 克 強
總理昨日啟
程訪歐，參
加中德總理
年度會晤和

第十九次中歐領導人會晤，並訪問比利
時。李克強總理的歐洲之行恰逢美歐剛
剛在北約峰會、七國集團（G7）峰會上
圍繞貿易、氣候變化等問題齟齬不斷，
因此為世界所關注。從多極化到全球
化，從全球治理到多邊主義，中歐關係
有新的共同使命，中歐關係的全球意義
日益凸顯。
中歐全球層面的共同價值觀在增

加，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同

為全球化的推動者。李克強5月24日會
見德國副總理兼外長加布里爾時說，期
待通過此訪共同發出中德、中歐支持經
濟全球化和貿易投資自由化及便利化、
維護地區和平穩定、促進發展繁榮的強
烈信號。德國總理默克爾日前公開表
示，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短期或有些許
甜頭，但中長期將削弱本國創新能力和
發展潛力，逆全球化將把包括德國在內
的所有國家引入發展的「死胡同」。歐
盟發佈的《駕馭全球化反思報告》白皮
書也強調全球化積極作用，認為全球化
趨勢不可逆轉，並明確反對保護主義。
全球化做大、做強了中歐共同利益。
2004年以來，歐盟連續位居中國第一

大貿易夥伴，中國也多年保持歐盟第
二大貿易夥伴地位。
第二，同為全球治理的促進者。特

朗普首訪歐洲就告訴七國集團的夥
伴，他需要更多時間思考是否堅持他
的競選誓言，是否使美國退出巴黎氣
候協定。德國總理默克爾日前在一場
競選活動中稱，歐洲不能再繼續依賴
其他國家了。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
表示，「我們必須捍衛基於規則的國
際秩序，尋求與中國在氣候變化和全
球治理，包括海洋、極地問題上的合
作，成為歐盟外交的重點」。

第三，同為多邊主義的實踐者。特
朗普與其他七國集團成員國在貿易和

氣候變化問題上產生矛盾，讓歐洲更
重視與中國合作踐行多邊主義。中國
的「一帶一路」倡議倡導多邊主義，
因此為歐洲所看重。歐委會主席容克
在七國集團峰會召開前發表演講稱，
歐洲人相信開放的社會，我們一直在
尋求多邊解決方案。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中歐關係在

「五通」各領域均取得了重大進展。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中歐班列為推進「一帶一
路」建設提供了有力的運力保障。
中歐關係已過不惑之年。中歐將拓

展電子商務、服務貿易等領域合作，
以彌補傳統貿易不足，同時，把氣候
變化打造成中歐合作新亮點。

中歐關係全球意義日益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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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歐盟研究中心主任 王義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帆 北京
報道）中華詩詞的「國家隊」——
中華詩詞學會昨日在北京舉行座談
會，慶祝學會成立三十周年。中央
領導人專門發來賀詩、賀詞，並作
出重要批示。與會者暢言詩詞文化
繁榮發展大計，並向國家有關部門
倡議，把每年農曆五月初五定為
「全國詩人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

處書記劉雲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
劉奇葆對中華詩詞學會成立三十周
年表示祝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國務院副總理馬凱發來賀信和
賀詩。全國詩詞界代表、央視《中
國詩詞大會》導演、點評老師、中
華詩詞學會顧問、現任領導、詩教
代表、大學生代表、詩友代表等60
餘人出席了座談會。

推動詩詞繁榮發展
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錢小芊代

表中國作家協會致辭。他表示，三
十年來，在中華詩詞學會的努力
下，中國詩詞文化建設不斷加強，
詩詞隊伍不斷壯大，詩詞藝術走向
振興、初現繁榮。但詩詞創作有數

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
現象仍然較為突出。當前恰逢「國學
熱」與「詩詞熱」，越在「熱」的時
候，越要加強引導，要「堅持正確方
向，謳歌歷史和時代；堅持繼承借
鑒，多出精品力作；努力創新發展，
開創事業新局面」的要求，推動詩詞
事業的繁榮發展。
中華詩詞學會會長鄭欣淼代表中

華詩詞學會作了主題報告，明確提
出中華詩詞學會今後的工作要形成
「二三三四五」的工作格局。即推
進「詩詞創作精品戰略」與「創建
詩詞之鄉」兩個戰略工程；打造

《中華詩詞學會通訊》、《中華詩
詞》雜誌、「中華詩詞學會在線網
站」三塊詩詞品牌；辦好三個詩教
項目；倡導與建立「詩詞基金會」
等四個涉及詩詞傳承發展的長效措
施；舉辦好 「海峽兩岸中華詩詞論
壇」等五個大型詩詞活動。
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范詩銀代表

中華詩詞學會與中華詩詞研究院，
向國家有關部門發出了關於設立
「全國詩人節」的倡議。他建議把
每年的農曆五月初五定為「全國詩
人節」，並將試辦「中華詩人節」
活動。

■慶祝中華詩詞學會成立三十周年暨促進詩詞文化繁榮發展座談會昨
日在京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帆攝

李克強總理訪問德
國前夕，來自柏林的
中國問題專家告知媒

體，中德在國際事務中愈發保持協調，
兩國間的互動也越來越頻繁，在推動全
球自由貿易、同保護主義作鬥爭，氣候
保護及制定全球多邊活動規則領域，柏
林同北京的立場基本一致，而中德關係
的快速發展與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以來
實施的新政不無關係。
實踐證明，美國的外交政策越來越同

德國以及歐洲的核心利益發生衝突。特
朗普多次公開表示，德國的貿易和軍事

政策「對美國而言非常糟糕」。特朗普
外交政策朝令夕改的特點不僅讓美國的
盟友難以捉摸，而且在中德看來都是
「不可靠」以及「目光短淺」的表現。
七國峰會之後，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公開
發言中暗批「美英不再是可靠盟友」。

中德將保持國際問題共同立場
今年5月，在柏林舉行的一次有30

多個國家參加的國際氣候會議上，德
國聯邦環境部長亨德里克同中國氣候
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一道向美國
施壓，呼籲其繼續承擔《巴黎協定》

規定的義務。他們的行為被德國媒體
稱作「氣候領域的反特朗普聯盟」。
同月，在德國外長加布里爾訪問中國
期間，為把民眾的生活樂趣帶入到中
德的政治關係之中，雙方開啟了中德
人文交流機制。此外，前不久代替默
克爾總理前往北京參加「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德國經濟和能源
部長齊普里斯表示，希望通過李克強
總理的訪問，在雙方的投資保護以及
市場准入方面實現新的突破。
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韓博

天認為，中德兩國在近期的外交互動

中展現出的開誠佈公、熱情友好的態
度，不僅如此，中德在很多國際問題
上有共同立場。李克強此次到訪德國
是為國家主席習近平7月參加在德國漢
堡舉行的20國峰會做鋪墊。假如在20
國峰會期間，美國仍然我行我素，不
難預料，中國同德國乃至歐洲在重大
國際問題上的協調性將繼續保持並深
入，可以說，特朗普在一定程度上催
生了中德外交的「蜜月期」。韓博天
表示，「所有的跡象都顯示，中國在
德國以及歐洲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將迅
速大幅提升」。 ■德國之聲中文網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委員楊
潔篪昨日在東京會晤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楊潔
篪指出，中日應保持對話溝通，妥善處理歷
史、台灣等重大敏感問題。為兩國關係發展積
累更多正能量。
楊潔篪續指，中日關係的改善發展不僅事關
兩國人民的福祉，也關係到地區和平、穩定與
發展。不久前，習近平主席在會見出席「一帶
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日本自民黨幹事長
二階俊博時，就中日關係提出重要指導性意見。
中方重視中日關係，願同日方抓住今年中日邦

交正常化45周年和明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
40周年的機遇，在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和四點原
則共識基礎上，本着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
神發展兩國關係。中方希望日方將中日「互為
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的政治共識落實到
具體的政策和行動中。
楊潔篪進一步指出，中日雙方應共同努

力，增進兩國關係中的積極因素，抑制消極
因素，維護中日關係改善和發展的勢頭。妥
善處理歷史、台灣等事關中日關係政治基礎
的重大敏感問題，對兩國關係行穩致遠十分

重要。中日雙方應保持對話溝通，深化互利
合作，加強人文交流，為兩國關係積累更多
正能量。
安倍表示，日方期待以今年日中邦交正常化

45周年和明年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
為契機，進一步改善和發展兩國關係。日方希
望同中方密切各層級交往，增進民間友好，深
化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加強雙方在國際
地區事務中的溝通協調。在台灣問題上，日方
將繼續遵循日中邦交正常化聯合聲明中確定的
原則，這一立場沒有變化。

楊潔篪晤安倍 促妥處歷史問題

■■國務委員楊潔篪國務委員楊潔篪（（左左））昨日會昨日會
晤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時表示晤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時表示，，中中
日應妥善處理歷史問題日應妥善處理歷史問題。。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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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5月31日下午，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左）
抵達德國，與德國總理默克爾
親切握手。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