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於2012年4月
在波蘭華沙啟動。這是中國與中東歐17個國
家建立的合作機制。目前，中東歐17國中有
12個國家是歐盟成員國，國家面積約為歐盟
的30%，人口數量約為歐盟的25%。並且，
中東歐國家地處「一帶一路」沿線。中國人民
大學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歐盟研究中
心主任王義桅認為，中國與中東歐的合作將帶
動中國與歐盟的合作，並為「一帶一路」合作
起到示範作用。

自創建以來，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間合作機制
不斷完善，成果豐碩，逐步形成全方位、寬領
域、多層次的合作格局。

經貿投資方面，2020年中國與中東歐國家貿
易額首次突破千億美元，同比增長8.4%，高於
同期中國對外貿易增幅和中歐貿易增幅。截至
2020年底，中國累計對中東歐17國直接投資
31.4億美元，涉及能源、礦產、基礎設施、物
流等多個領域。

商品具互補性 漸達合作共識
專家認為，中國與中東歐國家貿易良性互動

明顯。雖然雙方在某些工業和製造業領域有競
爭，但很多商品也具有互補性，逐步達成合作
共識。

工程建設方面，2020年中國新簽工程承包合同
額54.1億美元，同比增長34.6%。匈塞鐵路、克
羅地亞佩列沙茨大橋、塞爾維亞E763高速公
路、黑山南北高速公路優先段等重大項目順利推
進中，促進中東歐國家基礎設施的升級改造。

互聯互通方面，中歐班列2020年共開行1.24
萬列，同比增長50%。在新冠疫情導致交通停
滯受阻的情況下，實現逆勢增長。向中東歐國
家輸送抗疫物資與生活必需品，成為抗疫救援
生命線與「一帶一路」補給線。波蘭、匈牙
利、捷克、立陶宛、斯洛伐克等已經成為中
歐班列重要通道和目的地。此外，中國與中
東歐國家主要港口物流往來密切，正加快形
成中歐陸海快線。

不涉意識形態 城市合作更佳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地方交

流成為亮點。浙江寧波、河北滄州等多地紛紛
建立中國－中東歐經貿合作示範區。2月5日，

第五次中國－中東歐國家地方領導人會議召開，
會上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已建立
212對友好省市關係，地方交流合作不斷深化。
王義桅認為，開展地方合作不涉及意識形態問
題。中國體量較大，中東歐國家間的差異性也很
大，由城市對接開展合作更為穩妥。

此外，中歐投資協定的達成也將為中國與中
東歐國家的合作帶來更多機遇，並提供制度性
保障。合作路徑更順暢、合作領域更廣泛。在
壯大雙方經濟實力的同時，促進後疫情時代全
球經濟的復甦。 ●中通社及央視新聞客戶端

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中國－中
東歐國家合作已經走過9年歷

程。9年來，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
經歷了時間和國際形勢複雜變化的考
驗，形成了符合自身特點並為各方所
接受的四項合作原則（小表）。

堅持合作不附帶政治條件
習近平強調，中國和中東歐國家堅

持相互尊重，合作不附帶政治條件，
堅持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共商共建共
享。「我們本着『17+1大於18』的
信念，建立起以領導人會晤機制為引
領、涵蓋20多個領域的立體合作架
構，從各國實際出發制定規劃、確定
項目，鼓勵各國結合自身稟賦在合作
中找到定位、發揮優勢。」
習近平指出，中國和中東歐國家

合作助力各自發展，增進民生福
祉。他說，同9年前相比，中國同中
東歐國家貿易額增長近85%，雙向
旅遊交流人數增長近4倍。中歐班列
已經覆蓋大部分中東歐國家，累計
開行3萬多列。希臘比雷埃夫斯港、
塞爾維亞斯梅戴雷沃鋼廠、克羅地
亞佩列沙茨跨海大橋等一大批合作
項目成果喜人。

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我們身處
一個充滿挑戰的時代。前所未有的
挑戰，需要各國以前所未有的團結
協作共同應對，他並提出4點建議
（大表）。

爭取從中東歐國農產進口翻倍
習近平指出，中方計劃今後5年從

中東歐國家進口累計價值1,700億美
元（約合港幣1.317萬億元）以上的
商品，擴大自中東歐國家進口商
品，爭取實現未來5年中國從中東歐
國家的農產品進口額翻番，雙方農
業貿易額增長50%。談及中國與中
東歐國家疫苗合作，習近平指出，
塞爾維亞已從中國企業獲取100萬劑
疫苗，匈牙利正同中國疫苗企業合
作。如果中東歐其他國家有疫苗合
作需求，中方願積極考慮。

各方贊同習主席務實合作主張
習近平最後強調，中國持續發展

和開放將為世界經濟復甦和增長注
入強大動能，也將為中國－中東歐
國家合作開闢更廣闊空間。中國願
同中東歐國家凝聚新共識、繪製新
藍圖，以合作助力各自發展、豐富
中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內涵，攜手
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建設新型
國際關係。
與會各方積極評價中東歐
國家－中國合作成果，認
為這一重要跨區域合作機
制促進了中東歐國家基
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社會
發展，符合各方共同利
益，也拓展了歐中合
作，實現了互利共贏。在
當前疫情持續蔓延、世
界經濟深陷衰退背景
下，習近平主席倡議並
主持此次峰會意義

重大，將成為中東歐國家－中國合
作新的重要里程碑。各方願繼續參
與這一合作，同舟共濟，攜手抗
疫，共促經濟復甦，踐行多邊主
義，共同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各
方讚賞中方為國際抗疫合作作出的
重要貢獻，特別是習近平主席承諾
將中國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希
望同中方加強疫苗及公共衞生領域
合作。各方贊同習近平主席提出的
各項務實合作主張，願積極共建
「一帶一路」，擴大對華商品出
口，歡迎中方企業前往投資，推進
互聯互通、科技創新、數字經濟、
綠色發展等領域合作，便捷人員往
來，深化人文交流，推動合作取得
更多成果，更多造福各國人民。
各國領導人紛紛向中國人民拜

年，祝願中國人民新春快樂，牛年
吉祥。

奧地利、白俄羅斯、歐盟、瑞士
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觀察員代表
出席峰會。
峰會發表了《2021年中國－中東

歐國家合作北京活動計劃》和《中
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峰會成果清
單》。
丁薛祥、楊潔篪、王毅、何立峰

等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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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領導同志慰問老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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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春節前夕，中共
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等
黨和國家領導人分別以電話等方式慰問或委託有
關方面負責同志慰問了江澤民、胡錦濤、朱鎔
基、李瑞環、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張德
江、俞正聲、宋平、李嵐清、曾慶紅、吳官正、
李長春、羅幹、賀國強、劉雲山、張高麗和田紀
雲、遲浩田、姜春雲、王樂泉、王兆國、回良
玉、劉淇、吳儀、曹剛川、曾培炎、王剛、劉延
東、李源潮、馬凱、李建國、范長龍、孟建柱、

郭金龍、王漢斌、何勇、杜青林、趙洪祝、王丙
乾、鄒家華、彭珮雲、周光召、李鐵映、何魯
麗、許嘉璐、蔣正華、顧秀蓮、熱地、盛華仁、
路甬祥、烏雲其木格、華建敏、陳至立、周鐵
農、司馬義．鐵力瓦爾地、蔣樹聲、桑國衛、王
勝俊、陳昌智、嚴雋琪、張平、向巴平措、張寶
文、唐家璇、梁光烈、戴秉國、常萬全、韓杼
濱、賈春旺、任建新、宋健、錢正英、胡啟立、
王忠禹、李貴鮮、張思卿、張克輝、郝建秀、徐
匡迪、張懷西、李蒙、廖暉、白立忱、陳奎元、

阿不來提．阿不都熱西提、李兆焯、黃孟復、張
梅穎、張榕明、錢運錄、孫家正、李金華、鄭萬
通、鄧樸方、厲無畏、陳宗興、王志珍、韓啟
德、林文漪、羅富和、李海峰、陳元、周小川、
王家瑞、齊續春、馬培華、劉曉峰、王欽敏等老
同志，向老同志們致以誠摯的節日問候，衷心祝
願老同志們新春愉快、健康長壽。
老同志們對此表示感謝，高度評價以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極不平凡的一年團結帶領全黨全
軍全國各族人民交出人民滿意、世界矚目、可以載

入史冊的答卷，對習近平總書記作為黨中央的核
心、全黨的核心表示衷心擁護。老同志們希望全黨
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
旗幟，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
導，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堅定信心，迎難而
上，同心同德，頑強奮鬥，奮力奪取全面建
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勝利，以優
異成績慶祝建黨100周年。

擬5年進口中東歐1.3萬億商品:
主持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峰會 發表主旨講話倡譜合作新篇章習

近
平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9日在北京以視頻方式主持中國－中東歐國

家領導人峰會，波黑、捷克、黑山、波蘭、塞爾維亞、阿爾巴尼亞、克羅地亞、希臘、匈牙利、

北馬其頓、斯洛伐克、保加利亞、斯洛文尼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等中東

歐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高級別代表出席。習近平發表題為《凝心聚力，繼往開來 攜手共譜合

作新篇章》的主旨講話。習近平強調，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堅持共商共建、務實均衡、開放包

容、創新進取，是多邊主義的生動實踐，是中歐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願同中東歐國家順應

時代大勢，實現更高水平的共同發展和互利共贏，攜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
京報道）台灣地區領導人在春節
談話中聲稱，兩岸和平關鍵在大
陸手上。對此，國台辦新聞發言
人馬曉光9日在京回應指出，民進
黨當局企圖挾洋自重、散布「兩
國論」，以歪曲事實、混淆視聽
來矇騙、麻醉島內民眾，其本性
再次暴露無遺。
馬曉光表示，民進黨當局上台
前的2008年至2016年，兩岸雙方
在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
識」的共同政治基礎上，開創了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局面，兩
岸同胞共享和平穩定的環境與合
作發展的成果。
他強調，當前兩岸關係的嚴峻
局面完全是民進黨當局一手造成

的，其拒不
承認此前兩
岸雙方達成
的體現一個
中國原則的
「 九 二 共
識」，干擾阻
撓兩岸交流合
作，勾連外部勢
力不斷謀「獨」挑
釁，製造兩岸關係緊
張對立，嚴重損害兩
岸同胞切身利益。
馬曉光表示，民進黨當局

如果有絲毫誠意，就應該立即
放棄「台獨」立場，停止謀
「獨」活動，回到「九二共識」
的共同政治基礎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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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台辦：

●習近平昨日發表題為《凝心聚力，繼往開來 攜手共譜合作新篇章》的主旨講話。 新華社

●習近平以視頻方式主持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峰會。 新華社

中國－中東歐國家
四大合作原則
一、有事大家商量着辦

二、讓合作方都有收穫

三、在開放包容中共同發展

四、通過創新不斷成長

來源：新華社

習近平四建議
發展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

一、直面疫情挑戰，堅定共克時艱的合作信心

●中國願同中東歐國家開展疫苗合作

二、聚焦互聯互通，暢通聯動發展的合作動脈

●加快推進匈塞鐵路等大項目建設，繼續支持中歐班列發展

●推動建設中國－中東歐國家海關信息中心、中歐陸海快線沿線國家通關協調諮詢點

三、堅持務實導向，擴大互惠互利的合作成果

●中方計劃今後5年從中東歐國家進口累計價值1,700億美元以上的商品

●推進寧波、滄州等地中國－中東歐國家經貿合作示範區、產業園建設

●在中東歐國家合作建設農產品批發市場，實施青年農業人才交流計劃

●年內舉行新一屆教育政策對話和高校聯合會會議，支持復旦大學在匈牙利開設校區

四、着眼綠色發展，打造面向未來的合作動能

●共同落實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

●以2021年「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綠色發展和環境保護年」
為契機，深化綠色經濟、清潔能源等領域交流合作

來源：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