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和法国是世界上两个有着重要影响
力的经济体，二者互为双方重要的经贸合作
伙伴。截至目前，中法之间已形成全方位、宽
领域、多层次的互利合作格局，是中法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和现实活力。中法双
方目前在能源、交通、航空航天、农业、环保等
中国经济优先发展的领域已经或正在实现互
利互补的合作。展望未来，双方合作基础良
好，发展潜力巨大。

中法双边经贸合作呈现出中国自法进
口规模日益增加和中国对法投资规模不断
扩大的两大特点。根据中国驻法国使馆经
商处的信息，法国目前是中国在欧盟的第
四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实际投资来源国和
第二大技术引进国。2012 年，双边贸易额
达 到 510.2 亿 美 元 。 其 中 ，中 国 自 法 进 口
24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9.3%，明显高于对
法出口增幅。法国是中国企业在欧洲第三
大投资目的地国，吸收了中国企业对欧投
资 总 额 的 28% ，排 名 仅 次 于 德 国 和 英 国 。
2012 年，中国对法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额
1.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

在法中资企业是中法双边经贸关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法双向投资合作不断
向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根据中国商务
部统计数字，截至 2013 年 2 月底，中国企业
在法设立企业共计 181 家，其中加入驻法中
资企业协会的企业共有 50 家。近年来，中
国企业通过成立地区性总部、建设研发中
心、开展企业并购和设厂生产等形式开展对
法投资合作的案例不断增多，业务形态逐步
从低端向高端发展。中国对法投资合作从
最初的金融和贸易领域快速向其他行业扩
展，已涵盖电子信息、电气设备、交通仓储、
环保、航空航天、核能、食品、医药、化工、建
材、物流等多个领域，向新兴产业和高附加
值产业发展的态势进一步明显。目前，巴
黎大区是中国企业对法投资的重点区域，
有超过 60%的中国企业选择巴黎大区开展
投资合作。除巴黎大区外，罗讷阿尔卑斯
大区、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区、
下诺曼底区也成为中国企业的投资热土，
中国企业对法投资地域向纵深拓展。

但 是 ， 在 当 前 欧 洲 债 务 危 机 尚 未 全
退 的 背 景 下 ， 中 法 两 国 之 间 的 经 贸 投 资
合 作 在 面 临 机 遇 的 同 时 ， 也 面 临 挑 战 。
一 是 需 要 解 决 中 法 间 技 术 合 作 短 板 ， 强
化 双 方 经 贸 合 作 的 含 金 量 。 二 是 必 须 摒
弃 任 何 单 边 贸 易 保 护 主 义 。 在 刚 刚 结 束
的 中 法 经 贸 混 合 委 员 会 第 22 次 会 议 上 ，
中 国 商 务 部 部 长 高 虎 城 与 法 国 外 贸 部 长
妮科尔·布里克共同表示，中法双方将深
化 合 作 ， 在 新 的 起 点 上 推 动 双 边 经 贸 关
系 不 断 向 前 发 展 。 高 虎 城 还 就 中 法 双 方
未来经贸工作重心提出 4 点建议：一是中
法双方在深化传统合作领域的同时，重点
推动节能环保、农业食品、医疗卫生、数
字经济、生态园区等新领域合作；二是双
方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双边贸易
稳步增长；三是促进双向投资，推动企业
互利合作；四是加强地方合作，全面推进
双边经贸发展。布里克则表示，法中经贸
合作潜力巨大，法方愿通过加强合作而非
贸 易 保 护 手 段 ， 进 一 步 扩 大 两 国 贸 易 规
模，拓宽贸易领域，逐步实现贸易平衡。
法国政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法投资，并
鼓励法中企业开展联合投资，通过一些大
型工业项目的投资合作实现更加平衡的经
贸关系。

中欧合作迎来新机遇

日前，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就中
德关系的现状及前景接受了本报记者
专访。

记者：此次访问是习近平主席首次

访问德国，将对双方关系起到怎样的促

进作用？

史明德：德国是习主席欧洲之行的
重要一站，这是他作为国家主席首次访
德，也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 8 年再次访
德，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欧洲和德国
的高度重视。中德两国都是各自地区和
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习主席此次访
问将承前启后，为未来 5 年乃至 10 年中
德关系的发展确定战略大方向，增进两
国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关系，
推动中德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和扩
大，进一步扩大中德人文交流，加强两国
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政策
协调。此次访问将成为中德、中欧关系
发展新的里程碑，意义十分重大。

记者：如何评价中德经贸关系的现

状和发展前景，以及中德关系在中欧关

系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史明德：中德关系是中欧关系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欧关系中发挥着
重要的领跑作用。两国政治关系牢固，

高层交往频繁、稳定。在经济合作方面，
中德也走在中国与欧洲国家前列。中德
贸易额一直占中欧贸易的近三分之一，
相当于中国与英国、法国、意大利三国的
总和。中国是德国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
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德国则是中国在
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外资和技术引进
来源地。

近两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
机影响，中德贸易从2011年1691亿美元
的历史高位上有所回落，但结构更优化，
汽车、航空、通讯等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上
升，加工设计、金融服务等领域的贸易上
升。在中欧贸易增速总体下降的背景
下，中德经贸合作质量和水平仍好于中
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与此相对应的是，
中德投资合作继续呈快速增长势头。
2013年德国对华投资达 20.8亿美元，增
长 43%。今年 1 月，德国中国商会成立，
这是在欧洲成立的首家中国商会。中德
两国发展阶段不同，经济互补性大于竞
争，中国有丰富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
德国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两国可
以取长补短，实现互利共赢。

记者：中国的改革将会对中德两国

关系带来哪些影响？

史明德：德国舆论高度关注中国的
改革，并给予积极评价和积极支持。德
国人钦佩并乐见中国的迅速发展，他们
认为，中国的良好发展将给世界和德国
带来更多的合作机遇。目前中国处于经
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正全面推进
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
化。而德国在这些方面有先进技术和突
出优势，双方可以取长补短。在国际金
融危机中，中德两国是少数逆势上升的
大国，两国处境相似，共同利益交汇点增
多，合作需求上升。比如两国都反对不
负责任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希望加强
财政金融领域合作；两国都倡导自由贸
易和公平竞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
些互利合作和共同利益都会给中德关系
带来积极影响。

当前中德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
度和广度，给两国和两国人民都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利益。因此，德国各界对习主席
首次对德进行正式国事访问高度关注并
充满期待。一方面是德国各界对习主席
和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治国执政理
念，特别是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
举措非常关注，另一方面也期待着通过
习主席访问推进中德关系更上一层楼。

推进中德关系更上层楼
——访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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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都

是欧盟创始成员国，在中欧关系

中有着代表意义，德国、荷兰分

别是中国在欧盟的第一、第二大

贸易伙伴，法国是首个与新中国

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

国，比利时是欧盟总部所在地。

习近平主席此次欧洲之行，是就

任国家主席以来首次对欧洲 4

国及欧盟的访问，将全面提升中

国同欧洲 4 国和中欧关系水平，

全方位推进中欧合作，为中欧关

系注入新的活力。

图为来自中国的舞蹈演员在法国巴黎市政厅广场

上表演。 新华社发

日前，在德国柏林举行的柏林国际旅游交易会上，

中国展团携“美丽中国之旅”特色旅游带等重点旅游产

品亮相本届柏林国际旅游交易会。图为一名与会代表

从中国展区的海报前走过。 新华社发

3 月 16 日，一名女子经过德国杜塞尔多夫中国中

心。目前约有 820 余家中国企业在德国北威州投资落

户。 新华社发

2 月 23 日，在比利时布吕热莱特市的天堂动物园，

一名小朋友头戴熊猫帽，等待车队抵达。当日，大熊猫

“星徽”和“好好”搭乘货运专机顺利抵达布鲁塞尔机

场，随后分乘两辆箱式货车，在警车和医护车的护送

下，抵达天堂动物园。 新华社发

中国驻荷兰大使陈旭日前就中荷
关系的现状及前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
专访。

陈旭大使首先指出，中荷交往源远
流长。400多年前，从中国广州到荷兰鹿
特丹的海上丝绸之路就将两国联系在一
起，不仅促进了贸易繁荣和人员往来，更
播下了中荷文化交流的种子。豌豆在中
国被称作“荷兰豆”，在荷兰被称作“中国
豆”。荷兰人民对中国古典哲学、青花
瓷、武术津津乐道，中国人民对荷兰的郁
金香、梵高、围海造田耳熟能详。国之交
在于民相亲，两国人民在长期交往中不
断增进理解和友谊，两国关系发展内生
动力强劲。

陈旭说，荷兰是率先承认新中国的
西方国家之一。1972 年两国建立大使
级外交关系以来，双边关系虽有曲折，但
总体保持向前发展的良好势头。近一年
来，中荷关系出现了全方位发展的喜人

态势，高层往来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增
强，各领域交流与合作发展势头愈加喜
人。2013 年，两国贸易额突破 700 亿美
元，荷兰连续 11 年成为中国在欧盟第二
大贸易伙伴。中国连续 4 年成为荷兰第
二大外资项目来源地。两国在税收、公
共卫生、计量等领域签署政府间合作协
议，启动职业教育对话机制。双方农业、
科技、水利等领域的合作在中欧合作中
处于领先地位。双方每年人员往来超过
100 万人次，有 8000 名中国留学生在荷
学习，从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飞中国
的航线有 7 条，居欧洲机场首位。在荷
兰，中国文化和汉语引发学习热潮。中
荷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良好。双方在马
里维和、索马里护航等国际行动中合作
顺畅，在反恐、防扩散、反对贸易保护主
义等议题上有较多共识。

陈旭最后表示，四十而不惑，中荷
建交 42 年的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值得

珍视。相互尊重，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
关切，是确保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
基础；发挥各自优势，深化传统领域合
作，拓展新兴领域务实合作，是两国关
系发展的推手；扩大人文交流，加强互
学互鉴和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是两
国关系发展的持久动力。中荷之间文
化、制度、发展阶段不同，但有着广泛的
共同追求和共同利益。中荷两国都是
20 世纪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都
坚定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都面临持续发
展的重要课题，都主张贸易自由化，在
不少领域有很大的优势互补空间。相
信只要始终着眼大局和长远，坚持互尊
互信、互惠互利的原则，中荷关系一定
会继续成为不同幅员、不同历史文化传
统和不同制度国家间友好合作的范例，
两国将会携手建立更加成熟稳定、有利
于共同发展的中荷关系，并为促进世界
和平、稳定、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谱 写 中 荷 关 系 新 篇 章
——访中国驻荷兰大使陈旭

本报驻欧洲记者 严恒元 陈 建

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治理中将发挥

更大作用。这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方略

推进经济转型、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可持续增长的结

果。这对全球经济来说有着积极意义，我们非常期

待看到这些变化。

——IMF 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中国领导人访欧，将为中欧合作机制良好运转

提供保证，这对推动中欧双边关系乃至世界的发展

都有好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部主任崔洪建

通过习主席访问，中荷将凭借全方位互联互通

优势，扩大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

迈上新台阶。

——中国前驻荷兰大使朱祖寿

通过习主席的访问，中德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会

有新的开拓，在外交领域也会有新的亮点。

——中国人民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学者孟虹

习主席的访问将推动中国和比利时在贸易、投

资、农业、环保、生态技术等领域务实合作，会给两国

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中国前驻比利时大使张援远

中欧实力发生的历史性转变，进一步夯实了双

方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物质基础。中欧双方既需

要强调通过协商解决争端本身，又需要不断开辟新

的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大双方经贸互补性。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
（禹 洋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