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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对英国的国事访问引发
了国外媒体的普遍关注。从英国皇室对
习主席的超高规格欢迎，到中国经济发
展政策的宣示，再到中英双边经贸合作
及政治关系，国际舆论高度评价此次
习主席访英取得的成果。

英国媒体对此次国事访问的超高规
格进行了大篇幅解读。《泰晤士报》对于
习近平主席此次出访受到的高规格接待
进行了高度评价。文章认为，此次习主席
参加皇室欢迎活动前，先由女王大管家
胡德子爵去机场代表女王接机，再由威
尔士亲王和康沃尔公爵夫人前往东方文
华大酒店问候并陪同习主席夫妇一同前
往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再加上菲利普
亲王陪同习主席检阅皇家仪仗队，接待
规格非常之高。在习主席下榻白金汉宫
后，女王更是发出了第一条中文推特“女
王和爱丁堡公爵欢迎习近平主席和夫人
彭丽媛来到白金汉宫”。

《金融时报》发表社评表示，英国方
面精心策划的盛大欢迎仪式不仅体现在
皇室的超规格接待上，还包括首相卡梅
伦长时间陪同习近平主席参加英国议会
上下两院的活动。文章认为，这一系列
安排属于英国对中国开展魅力外交的重
要组成部分，表明英国从根本上重新审
视自己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卫报》则说，

通过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的首日欢迎仪
式，中国也展示了其政治实力，成千上万
的支持者在林荫道上夹道欢迎习近平，
形成一片红色海洋。

BBC 发表文章强调了近年来中英在
投资合作领域取得的重要进展，指出英
国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投资目的地之
一。文章认为，尽管上半年中国对英投
资规模有所下滑，但是习近平主席访英
明显进一步推动了中英投资合作。中国
在英国的投资分布于房地产、金融、交通
和公共设施等多个领域，巴克莱银行、
BP 石油公司、泰晤士水务公司等这些英
国重要核心企业中也有着大量中国主权
投资基金的身影。BBC 同时认为，中英
两国的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
不断成熟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为英国出
口和服务业提供强大的外部市场。在基
础设施领域，中国寻求长期稳定投资回
报项目的需求和英国引进资金的需求也
高度契合。

就未来双边经济合作前景，英国财
经报纸 City AM 刊文认为，中国经济虽
然增速下降，但是体量已经大大超过以
往。文章总结出中英两国经济联系有 5
个 基 本 要 素 ，分 别 是“ 人 民 币 ”“CIPS”

“一带一路”“亚投行”和“FTA”。在此
次习主席访英期间，这五大要素从不同

方面促进了中英双边经济合作。同时，
一系列债券发行的安排和 CIPS 渠道的
搭建也进一步提升了伦敦金融城在人民
币业务方面的分量；中英双方在“一带一
路”和亚投行方面的合作更为英国不同
的产业部门提供了外部动力；习主席的
此次访问带来的经贸机会也推动了欧盟
与中国 FTA 可行性研究，并加快了双边
投资协定的进程。

习近平主席访英期间宣布的中英一
系列商业合作协议引发法国业界关注。
法国主流媒体纷纷聚焦于中法在英国共
建核电站的系列项目，认为这是中法共
同面向第三方投资的成功典范。《费加罗
报》文章指出，若无中方投资，法国电力
公司将无法独自在英开展核电站建设项
目。《费加罗报》文章指出，三国共同参与
建设位于英国萨默赛特郡的欣克利角 C
核电站项目意义重大，这不仅使英国核
工业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也是中国核
电技术进入欧洲的里程碑式协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对习近平主席访
英予以重点关注，并就当前中欧经贸合
作态势作出评论性报导。报导引述法国
国际问题专家观点称，欧洲在中国对外
投资计划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未来将
持续对欧投资力度，在新常态下合理利
用外资储备，加强国际投资，促使中国经

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德国《每日镜报》的报道称，通过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此次访问，英国与
中国将开启两国关系的“黄金十年”。英
国希望吸引中国强大的外汇储备，中国
希望为放缓的经济注入动力。英国可以
提供时尚、教育和金融服务，中国可以提
供高铁和核电技术。

德国之声网站的文章称，将中国和
英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是基础设施
项目，而且还有日益增长的贸易往来。
此次访问不仅加强了双方在基础设施和
贸易领域的合作，而且扩大了在人民币
领域的合作，将进一步强化中英关系。

美国主流媒体认为，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对英国的访问充分表现出，中国
正与欧洲各国建立务实关系，欧洲各国
竞相从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中获
益。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把中国当作经贸
领域的一个重要机会。

美国媒体认为，争取成为中国金融
国际化过程中的服务中心，是英国积极
加强对华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
面，英国在金融领域有着丰富的专业知
识、技术和经验，中国将因此获益。

文/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驻
巴黎记者 陈 博 驻柏林记者 王志

远 驻纽约记者 张 伟

10 月的伦敦，连绵阴雨带来了丝丝寒意。然而，记

者在近几日却感受到了令人难忘的热度。习近平主席的

到访在英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让中英关系急剧升温，

开启了两国合作的“黄金时代”。采访中，无论两国政要、

经济学家，还是企业家、普通民众都认为，此次中英双方

携手恰逢其时，一起做东西方“最好的伙伴”值得期待。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缓慢，需要大国之间的相互合

作。在此前的中英经济财金对话取得的政策成果中，两

国共同将双方宏观经济的协调，促进两国和全球经济强

劲、平衡和可持续增长列于首位。在此次国事访问中，更

多的细节体现了两国合作的诚意。在 20 日皇室欢迎仪

式期间，皇家骑兵卫队长本杰明·杰斯蒂少校现场用流利

的中文邀请习主席检阅仪仗队。首相卡梅伦为了与习主席

进行深入交流，特意安排了私人乡间别墅会面，凸显了两

国领导人对于坦诚交流和真挚合作的重视。

中英两国之间的亲密携手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多年

来政治、经贸和人文多层面互动交流的水到渠成。身处

伦敦，人们会发现其标志性的黑色出租车生产厂商已经

被中国吉利汽车集团并购。成群结队的消费者涌入的弗

莱沙百货大楼楼顶不仅悬挂着英国国旗，同时也飘扬着

鲜艳的五星红旗。各大高端品牌云集的牛津街、摄政街

上的各类商户几乎无一例外地打出了接受银联卡的标

识。探访高校，人们会发现中国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高

校内中国学联组织了各式各样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

动，在著名的帝国理工学院，中国学生今年也第一次担任

了学校研究生会主席一职。

这些微观的画面事实上展现了中英经贸及人文领域

强劲的合作发展势头。在制造业投资领域，此次国事访

问展示出的不再是单一产业的对接，而是两国重大战略

的对接。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专刊详解了中国

“一带一路”的意义和经贸前景。习主席此次专程访问曼

彻斯特，再加上此前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专程赴华推销

北方经济增长区，表明中英双方投资领域合作已经进入

了战略和区域对接的高级阶段。在金融合作领域，银联

卡在英国的接受度提升无疑代表了中英金融合作为普通

消费者带来的便利。此次国事访问期间，中英双方更是

在发行人民币债券、增加两国央行间货币互换额度以及

鼓励外汇交易等多角度进行顶层设计，促进人民币业务

在伦敦的发展和流通。

伦敦金融城市长叶雅伦曾向记者表示，“我们现在所

看到的中英各领域关系的大踏步发展虽然是过去 10 年

的积淀，但真正的突破发展是近 3 年来发生的”。记者此

次采访的 20 余位专家和企业家的共识在于，这一量变到

质变的关键是两国高层的推动，两国政府对于推动双方

携手前行有着前所未有的共识和认同。

此次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中，无论是英国官方层

面的重视，还是民间层面的热度都使记者感受到，中英携

手迈进“黄金时代”是各方共同所向。当前英伦三岛上的

“中国风”将为两国务实合作的航船带来新的动力，在为

两国民众带来更多实惠的同时，进而促进世界的和平、稳

定与发展。

恰逢其时的携手
蒋华栋

图为英国高铁一号线里的欧洲之星高速列车。

本报记者 蒋华栋摄

国际舆论高度评价习主席访英

图为曼彻斯特工业博物馆。

本报记者 王宝锟摄

四大亮点夯实中英关系“压舱石”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经贸合作一直被称作是中英关系的
“压舱石”。此次备受各界瞩目的习主席
“超级国事访问”期间，中英两国在基
础设施、金融合作、经济战略对接以及
宏观政策协调等方面获得了更为充足的
发展动能。

“60 亿 英 镑 ”“2.5 万 个 就 业 岗
位”“600 万家庭的清洁能源供应”，
单这一系列的数据就足以说明中英两
国在欣克利角 C 核电站项目上的合作
为英方带来的实惠。值得关注的是，
在中英核电项目合作中，中国核电企
业还将参与赛兹维尔核电站和布拉德
韦尔核电站的建设。其中，在布拉德
韦尔核电站建设中，中国将采用中广
核与国内合作伙伴共同研发的华龙一
号三代核电技术。对中国企业而言，
布拉德韦尔项目的意义不再是长线财
务投资，更多是西方市场对于中国核
电技术的认可。中国核电技术成功走
出国门也极具示范效应，未来在英核
电建设的成功势必推动中国核电产业
在全球其他市场的拓展。

连日来，中国各大银行在“超级
国事访问”期间动作频出。中国人民
银行与英格兰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
协议并扩大互换规模，同时发行人民
币央行票据；国开行在英发售美元和
欧元债券；农行在英首发绿色债券；
中行在英建立全球交易中心并成为伦
敦清算所首家中资结算银行。这一系
列动作从不同的方面，进一步密切了
中英金融合作。人民币与英镑互换协
议规模的提升和央票的发行，对于人
民 币 流 动 性 发 展 和 管 理 有 着 积 极 意
义。近年来，中英经贸发展带动了人
民币结算比重和数量的提升。央票的
发行将增加人民币持有厂商现金管理
的渠道，而互换协议的续签和规模的
提升更加筑牢了流动性基础。国开行
和农行债券发行，在提升中国金融实
体海外融资能力的同时，进一步将双
边金融合作和人民币合作的触角延伸
至前沿的绿色金融领域。无论是央行
的政策框架搭建还是人民币业务领域
的拓展，实质上都是中资银行业在国

际市场拓展的重要平台。
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和“北方

经济增长区”战略越来越频繁地联系起
来。作为中英两国政府未来经济发展的
重要方向，连接的不仅仅是单个产业，
而更多是基础设施、金融、制造业和专
业服务业等多产业的联合发展。此次
习 主 席 访 英 期 间 ， 强 调 了 “ 一 带 一
路”建设的开放性和“合作共赢”的特
质，表示“把中英合作和‘一带一路’
建设结合起来”，并亲赴“北方经济增
长区”核心城市曼彻斯特视察。通过对
接，以产业群和地方合作的方式促进中
英经贸合作，可以说是此次“超级国事
访问”推动双边经贸合作的一大亮点。

在实际经贸和投资项目之外，中英

政府部门在多个产业发展政策上进行了
充分的政策协调。中国发改委、商务
部、海关总署等部委与英国财政部、商
业创新和技能部以及国际发展部等部门
签署多项谅解备忘录，在新兴产业、基
础设施产业、海关事务、可持续发展等
项目上进行协调。

更令人关注的是中英双方在监管政
策和宏观经济政策上协调的提升。作为
传统贸易金融大国的英国和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的中国，对于全球经济变化和冲
击均高度敏感，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了在
宏观经济和监管层面进行合作和协调的
必要性。此次国事访问期间，在监管合
作层面，中国银监会和英国审慎监管局
签署 《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双

方将在金融监管改革、压力测试、流动
性监管、跨境监管等领域进一步合作。
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中英双向投资合
作的不断加强，两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和
仲裁领域的需求不断提升。基于此，双
方计划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领域的研讨
和沟通，同时将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在英
中国企业和在华英国企业的知识产权。

坚实地迈出基础设施合作领域的第
一步、点穴式地解决中英金融合作领域
的制约因素、跨越式地推进中英产业群
和地方经济合作对接、广泛而有效地搭
建双边监管协调框架，可谓此次“超级
国事访问”经贸领域的四大亮点。在此
基础上，未来中英双边经贸投资合作会
更加密切，“压舱石”会更加沉稳。

伦敦牛津街上的百货公司弗莱莎已经被中国企业控股。图为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弗莱莎百货大楼。 本报记者 蒋华栋摄

作为欧洲的最西端国家，英国期待
以何种方式和推动哪些产业部门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对于“一带一路”建
设前景如何评价？这些问题日益成为英
国各界关注的焦点。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亚洲项目
研究员蒂姆·萨默斯表示，“一带一路”
对于欧洲国家意义重大，能够为中欧之
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提供新
的平台。对于英国而言，理解英国对

“一带一路”的态度，必须与其对于亚投
行的态度联系起来看。英国作为西方首
个宣布加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国
家，展示了英国政府对于中国促进亚洲
基础设施发展的高度支持。

萨默斯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英国官方一
系列表态的印证。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表
示，“英方很高兴作为第一个亚洲域外国
家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愿同中
方积极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
作”。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在第七届中英
经济财金对话期间明确表示，“英方承诺
与中方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政府层面的热切期盼如何落实成具体
的合作项目是英国商界密切关注的问题。
汤森路透中国事业部总经理杜洋表示，英
国各界事实上期待通过其在专业服务业领
域的专长成为“一带一路”的西端支撑
点。英国在工程设计与咨询、金融服务、
法律服务等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一

带一路”在欧亚地区贯穿了众多国家，面
临环境相对复杂，这为英国专业服务业参
与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重要的机遇。通过
将大量基础设施项目的上述支持服务锁定
在英国，英国专业服务业的活跃度和繁荣
程度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萨默斯表示，在专业服务业之外，
英国政府高度强调“北方经济增长区战
略”和其国内高端制造业与“一带一
路”建设对接，两者有着强烈的互补
性。未来英格兰北方地区高端制造业和
服务业的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的
需要将密切关联，而“一带一路”建设
将为英国北方地区发展提供庞大的国际
贸易和投资平台。萨默斯认为，“一带一

路”建设还为英国企业与中国企业联合
拓展市场提供了新的商业机会。

在希望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的同时，英国各界对于“一带一路”的
发展前景高度乐观。英国政府表示，英
方高度期待“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成
功，希望能够促进欧亚地区的经济增长
和互联互通的提升。萨默斯认为，英国
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响应，反
映了其对于中国在全球和地区层面影响
力上升的认可和尊重，同时也是其向中
国全球战略释放的欢迎和积极讯号。当
前中国与亚洲大部分地区的互联互通建
设已经步入快车道，这将为“一带一
路”建设的成功提供很好的基础。

英国期待成为英国期待成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西端支撑点的西端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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