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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 5月 7日电 时隔 5年，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出席
欢迎仪式、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并共同会见记
者……5月6日，从荣军院、爱丽舍宫到马里尼剧
院，习近平在巴黎的行程密集繁忙且成果丰硕。

此访正值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外界高度
关注，中法元首巴黎再聚首，将如何开启中法关系
下一个60年？

携手走过一甲子，中法关系始终走在中国同
西方国家关系前列。这份与日增厚的友谊直接体
现在法方此次隆重热烈的接待里。法国总理阿塔
尔在机场迎接，并专门用中文向习近平问好。习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荣军院时，马克龙和
夫人也在下车处热情迎接。马克龙为习近平举行
了隆重盛大的欢迎仪式。

“如此热情的细节和高规格的礼遇彰显出法
国对此访的欢迎和重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
会副理事长兼欧洲中心主任孙海潮表示，这也延
续了中法两国元首的动人情谊，两国元首近年来
多次交流互动，巩固了互信和友谊，元首外交将继
续为中法关系稳步前行发挥引领作用。

在同马克龙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时，习近平
指出，我们一致认为，中法关系具有珍贵历史、独
特价值和重要使命，双方要传好历史的接力棒，弘扬中法
建交精神并为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开启中法关系下一
个60年的新征程。

受访专家认为，在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中法元首
再聚首，有利于传承中法友谊，推动中法关系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访问期间，关于如何开启下一个60年也有了更清晰
的行动路线图。习近平表示，中法决定做好以下几方面
工作，一是巩固双边关系战略稳定，二是挖掘互利合作广
阔潜力，三是加快人文交流“双向奔赴”，四是凝聚全球合

作更大共识。
务实合作历来是中法关系的关键词之一，中国已经

成为法国在欧盟外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法国是中国在欧
盟的主要贸易伙伴。

此访中两国务实合作进一步深化，双方签署绿色发
展、航空、农业食品、商务、人文等领域近20项双边合作
文件。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金玲说，双
方不仅提到了农食、金融等传统领域合作，也提到了绿色
能源、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这些都表明

中法未来合作空间巨大，下一个60年前景可期。”
双方还将以中法文化旅游年为契机，推进教

育、体育、影视、青年、地方等合作。中国决定将对
法国等 12国公民短期来华的免签政策延长至
2025年年底，支持增开上海至马赛直飞航线。“中
方开放合作的理念一以贯之。”孙海潮说。

面对欧洲不时出现的“脱钩”杂音，在会谈时，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反对“脱钩断
链”。马克龙也表示，“将对中国保持市场开放，不
会针对中国企业搞歧视性政策”。“这样的表态反
映出中法双方愿以开放汇聚合作力量，以开放共
享发展机遇。”金玲说。

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
理赤字有增无减。此访也释放出中法将携手担负
更大责任、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信号。

在会谈中，双方就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等
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
还发表关于中东局势、人工智能和全球治理、生物
多样性与海洋、农业交流与合作4份联合声明，致
力于在众多全球性问题上密切沟通合作，共同维
护多边主义、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

“中法两国在解决全球性挑战、避免集团对立
对抗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孙海潮说，中法同为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共同致力于为和平解决热点
问题寻求建设性方案，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
世界出力。

在专家看来，未来中法携手担负责任和使命，以两国
关系的稳定性应对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将为推动世界
和平与发展的进步事业作出更多更大贡献。

“中法作为两个有独立自主精神的大国，站在新的历
史交汇点上，携手再出发，将迸发出巨大能量，造福两国
和世界。”孙海潮说。

（谢雁冰）

中法元首巴黎再聚首
两国关系下一甲子前景可期

《汉法词典》的编写花了 38 年的时间，

福建莆田人黄嘉略参与编写。三百多年前，

他踏上欧洲大陆，成为路易十四的王室翻

译，与孟德斯鸠结为挚友，让“中国风”吹遍

法兰西…… 扫一扫 看视频

侨视·四海传福

据中新社北京5月7日电 塞尔维亚是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2024年5月欧洲之行的第二站，这是他时隔8
年再次访问塞尔维亚。

谈及此访，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充满期待。他对媒
体表示：“相信此访将为塞尔维亚发展带来新的希望”。
外界看来，通过此访，中塞“铁杆友谊”将续写新章，两国
传统友好有望转化为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习近平上一次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是在2016
年，正是在这次访问中，塞尔维亚成为中国在中东欧地
区首个全面战略伙伴。近年来，两国元首多次会晤并保
持函电往来，从战略高度引领中塞关系发展方向，中塞
关系不断向新的更高水平迈进。

观察家认为，政治互信是中塞关系高水平运行的保
障，此访对于中塞关系提质升级将具有重要里程碑意
义。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就
中塞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探讨提升中塞关系定位，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指明方
向。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
崔洪建对记者表示，两国探讨提升中塞关系定位，这可
谓“水到渠成”，两国在多个领域、不同层级都有着坚实

的合作基础，此访将巩固中塞“铁杆友谊”，深化政治互
信，拓展务实合作，进一步体现双边关系的全面与深入。

中国和塞尔维亚是历经风雨、患难与共的“铁杆朋
友”。如今在塞尔维亚，从多瑙河上耸立的“中国桥”泽
蒙-博尔察大桥，到多瑙河与摩拉瓦河汇流处的河钢集
团斯梅戴雷沃钢厂，再到匈塞铁路，都见证着两国“铁杆
友谊”历久弥坚。

近年来，随着两国互免签证、互认驾照、互通直航等
政策措施落实，双边人员往来数量大大增加，塞尔维亚
孔子课堂深受欢迎，中文学习者越来越多，“中国文化
热”持续升温，中塞双方连续多年成功举办“欢乐春节”
活动。常来常往之中，两国人民心更近、情更深。

就在此访前，习近平复信河钢集团斯梅戴雷沃钢厂
塞尔维亚籍职工，勉励他们为中塞友谊作出新贡献，令
钢厂职工深受鼓舞；由中企承建的塞尔维亚国家足球体
育场项目举行奠基仪式，武契奇表示期待与中国朋友一
起建设完成这一“伟大的项目”。中塞“铁杆友谊”在一
次次互动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中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合作还有非常多的可能
性，我们相信习主席此访在促进经济合作方面也会非常
成功。”塞尔维亚亚洲问题研究所所长米特罗维奇认为，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进入第二个十年，相信将会有更
多开放包容、互联互通、绿色发展等领域的合作。

事实上，塞尔维亚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塞双边贸易额10年来
增长 8倍，去年 10月中塞还签署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的首个自贸协定。中塞在共建“一带一路”以及中国-中
东欧国家合作框架下成果丰硕，合作深度和广度不断拓
展，质量和效益持续提升，在促进各自发展、造福两国人
民的同时，也成为中国同欧洲国家友好关系的典范。

崔洪建认为，近年来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此
访将进一步传递积极信号，即中欧共识大于分歧、合作
多于竞争，中欧要做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无论是从
双方共同利益出发，还是从维护人类共同福祉的角度出
发，中欧关系未来要保持稳定，而且要向上向前发展”。

面向未来，中塞关系预计将通过此访迈上新高度，
中塞“铁杆友谊”也将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中国驻
塞尔维亚大使李明表示，中塞双方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彼
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相互理
解、看法相近，在多边领域协调紧密。中国期待同塞尔
维亚一道，以此访为契机，开启中塞关系历史新篇章，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 （邢翀）

中塞高层再互动，“铁杆友谊”如何续写新章？

▲当地时间5月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爱丽舍宫同法国总
统马克龙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