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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籲「16+1」推進共建「帶路」
希臘加入中國中東歐合作 各方強調遵循歐盟法規

會議由克羅地亞總理普連科維奇主
持。歐盟、奧地利、白俄羅斯、

瑞士及歐洲復興開發銀行作為觀察員
派員與會。
李克強在致辭中積極評價「16+1合
作」過去一年取得的成就。他表示，
習近平主席前不久成功訪問歐洲三
國，為中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深入發
展注入新動力。日前，第二十一次中
國－歐盟領導人會晤成功舉行，中歐
雙方發表了內容豐富的聯合聲明。
「16+1合作」是中歐關係的組成部
分，有利於促進歐洲一體化進程和中
歐關係發展。

大力拓展創新合作
李克強指出，「16+1合作」堅持相
互尊重、平等相待原則，秉持開放包
容精神，遵循國際通行規則和歐盟法
律法規，尊重16國當中歐盟成員國應
履行的責任和義務。我們堅持貿易與
投資並重、經濟與人文結合，不僅推
動了相互之間的共同發展，也促進了
歐洲的均衡發展，成為中歐全方位合
作的重要支柱。
李克強表示，本次會晤以「搭建開

放、創新、夥伴之橋」為主題，我們
要讓開放之橋越來越寬廣，創新之橋
越來越暢通，夥伴之橋越來越牢固。
李克強就「16+1合作」下一步發展

提出共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進一步
擴大貿易規模，推進共建「一帶一
路」合作，大力拓展創新合作，共同
維護公平、公正、非歧視的市場環
境，持續推動中小企業和產業園區建
設合作，以及深入開展人文交流合作
的建議。

峰會明年在華舉行
李克強宣佈，中方將於明年在華舉

辦第九次「16+1」領導人會晤，期待
各國領導人來華與會，共同描繪「16+
1合作」未來發展新藍圖。
與會中東歐國家領導人表示，

「16+1合作」機制成立以來，中東歐
國家同中國的務實合作成果顯著，政
治互信不斷增強，貿易投資快速增
長，教育、旅遊、文化各領域合作不
斷深入，合作範圍越來越廣，不斷煥
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已經成為開放
包容、互利共贏的重要跨區域合作平
台，不僅推動了各自經濟增長，增進

了各國民眾福祉，也有力促進了歐中
整體關係。
各方願以本次會晤為契機，全力支

持「16+1」項目的落實，進一步推
進互聯互通和基礎設施建設，積極參
與共建「一帶一路」，不斷擴大貿易
規模，共同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
易，密切人員往來，擴大在地方、旅
遊、衛生、體育、智庫等領域交流合
作，夯實民意基礎，推進雙方夥伴關
係發展，促進地區和世界的穩定與發
展。

簽十多項合作協議
會晤後，中國同中東歐16國共同
發表《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杜布羅
夫尼克綱要》。各國領導人共同見證
雙方各領域 10 餘項合作協議的簽
署。
李克強在圓滿結束出席第二十一次

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第八次中
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並對克羅
地亞進行正式訪問後，昨日已乘專機
回到北京。

■■李克強與出席第八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的領導人在克羅地亞杜布羅夫尼克海濱合影李克強與出席第八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的領導人在克羅地亞杜布羅夫尼克海濱合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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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當地時間12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克羅

地亞杜布羅夫尼克出席第八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簡

稱「16+1」峰會），中東歐16國領導人與會。據新華社報道，

會議歡迎希臘作為正式成員加入「16+1合作」，李克

強在致辭中強調「16+1」秉持開放包容精神，遵循國

際通行規則和歐盟法律法規，並就下一步發展提出六

方面建議（見表），籲共同維護多邊貿

易體制，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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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下午在
克羅地亞杜布羅夫尼克會見多位中東歐國
家領導人。

中愛願增創新合作
會見愛沙尼亞總理拉塔斯時，李克強

表示，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愛關係呈
現蓬勃發展勢頭，務實合作成果豐碩，
合作前景廣闊。我們願同愛方加強電子
商務、教育、創新、數字經濟合作，擴
大進口中國消費者喜愛的愛沙尼亞農畜
產品和海產品，共同促進兩國關係健康
穩定發展。
拉塔斯表示，愛中雙邊關係緊密，發

展良好並不斷得到拓展和深化。愛方願
以雙方此次簽署一系列合作協議為契
機，進一步推進雙方在農業、人工智
能、5G等領域務實合作，密切在多邊領
域溝通協調。

中立商擴對華出口
會見立陶宛總理斯克韋爾內利斯時，李

克強表示，中立兩國關係友好，建交以來
雙邊關係保持積極發展勢頭，政治互信牢
固，合作前景廣闊。我們願繼續按照市場
化原則、歐盟規則推進雙邊合作，擴大進
口立陶宛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密切各層級
交流，推動雙邊關係邁上新台階。
斯克韋爾內利斯表示，立方高度重視對

華關係，立方希望深化雙方務實合作，拓
展在金融、基礎設施、人文領域交流合
作，擴大對華出口優勢農畜產品，推動雙
邊關係取得更大發展。

中匈推進鐵路項目
會見匈牙利總理歐爾班時，李克強表
示，今年是中匈建交70周年，兩國雙邊
關係正處於歷史最好時期。中方願同匈方
保持高層密切交往，鞏固政治互信，推動
務實合作取得更多進展。加強兩國經濟聯
委會的溝通協作。穩步推進兩國包括匈塞
鐵路（匈段）在內的大項目合作。歡迎匈
農產品在內的優質產品進入中國市場。鼓
勵有實力的中國企業通過公開投標赴匈投
資興業。
歐爾班表示，匈方願同中方繼續深化務

實合作，期待制定匈中未來合作發展規
劃，推動兩國關係向前發展。匈方樂見歐
中關係順利向前發展，將繼續為此作出努
力。

華助北馬其頓基建
會見北馬其頓總理扎埃夫時，李克強表

示，中方同北馬其頓相互尊重、相互信
任，務實合作成果豐碩，雙邊關係良好。
我們願將「一帶一路」倡議與貴國發展戰
略對接。高速公路項目是雙方合作標誌性
項目，對促進北馬其頓經濟社會發展和地
區互聯互通意義重大。我們願同北馬其頓
緊密協作，推動交通基建合作取得更多成
果。希望北馬其頓能為公路建設順利推進
提供便利。
扎埃夫表示，北馬其頓同中方關係與合

作良好，高層交往密切。「16+1合作」
有力助推了北馬其頓經濟社會發展，互聯
互通項目產生積極輻射帶動作用，北馬其
頓從中獲益。北馬其頓願同中方深化貿
易、投資、能源、農業、基礎設施合作，
推動雙邊關係取得更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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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兩峰會成果豐 多層次合作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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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二十一次中
國－歐盟領導人會晤、
第八次中國－中東歐國
家領導人會晤相繼成功

舉行，分別取得豐碩成果，為持續深
化中歐多層次合作注入新動力。

中歐峰會達聯合聲明是共贏
在此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前，

一些西方媒體曾渲染中歐間分歧很
多，以至於雙方無法達成聯合文件。
但出乎「意料」的是，中歐雙方發表
了內容豐富、成果豐碩的聯合聲明，
明確了中歐下一階段共同努力的方

向。
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和歐盟委員

會主席容克表示，歐中談判達成聯合
聲明，是雙方的共同勝利。面對當前
紛繁複雜的國際形勢，歐中夥伴關係
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雙方應攜手
努力，共迎挑戰，為建立更加和平與
繁榮的世界作出貢獻。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中國問題專家貝
特霍爾德．庫恩認為，中歐領導人會
晤發表聯合聲明是個「積極的消
息」，中歐領導人都顯示出了積極態
度和務實精神，歐盟和中國可以一起
推進多邊主義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

16+1合作助平衡中歐關係
本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

後，中國同中東歐16國共同發表《中
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杜布羅夫尼克綱
要》，各國領導人共同見證雙方各領
域10餘項合作協議的簽署。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
孔田平表示，「16+1合作」在多個領
域取得進展，成為推進中國與中東歐
國家雙邊合作以及多邊合作的重要平
台，形成了多個特定領域的合作機
制。在充滿變動的國際形勢下，本次
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為深化

雙方合作提供了新思路和新動力。在
中歐加強合作的背景下，中國與中東
歐國家深化合作有助於中歐關係的均
衡穩定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
趙俊傑說，歐盟近些年來推進「容克
計劃」等長期大規模投資計劃，基礎
設施建設是其中重要一環。中國的參
與能更好地與當地以及歐盟的目標相
契合。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過去是
中歐合作中的一塊「短板」，從更全
面、更平衡地發展中歐整體關係的角
度出發，補上這一塊「短板」也是必
然的。 ■新華社

李克強在克羅
地亞杜布羅夫尼
克出席第八次中
國－中東歐國家
領導人會晤後，
與保加利亞總理
鮑里索夫、克羅
地亞總理普連科
維奇共同為「16+
1全球夥伴中心」
揭牌。該中心為
非官方、非營利
性質的智庫諮詢
機構，將為促進
雙方企業貿易投
資 合 作 、 推 動
「16+1合作」深
入 發 展 提 供 政
策、法律諮詢及
智力保障。
圖、文：新華社

「16+1」智庫揭牌

進一步擴大貿易規模
中方願進口更多中東歐特色優質
農產品，為中東歐優質農產品輸華
提供便利

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
中方願同中東歐乃至歐洲國家
加強發展戰略對接，共商共建
共享

大力拓展創新合作
中方願與16國政府開展聯合研
究，擴大科技交流，培育創新合
作增長點，共同維護公平、公
正、非歧視的市場環境

4 5 6持續推動中小企合作
舉行「16+1」中小企業跨境對接
會，啟動「16+1中小企業協調機
制」網站

深入開展人文交流合作
以舉辦「16+1教育、青年交流年」
為契機，加強高校交流合作

■資料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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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在第八次中
國－中東歐國家領導
人會晤上致辭。新華社

共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
堅持開放、透明、包容、非歧視
等基本原則，堅持貿易自由化
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