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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一年三访
中国外交“深耕”欧洲
习近平、李克强今年出访欧洲多个国家
专家称中国领导人重视与欧盟总体关系

18 日，在结束对德国、俄罗斯、意大利的正
式访问和对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部的访
问，并出席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第十届亚欧首
脑会议及相关活动后，李克强乘专机回到北京。

梳理今年中国领导人的出访行程单，欧洲
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之一。3月习近平主席
访欧；6月，李克强总理访问英国和希腊。而 10
月的这次访问，不仅是李克强年内第二次访欧，
也是其就任总理以来第四次访问欧洲。

在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看来，中国领
导人今年对欧洲“做了很多工作”，在对欧外交
上，中国更加主动，更加积极，进取心更强了。

访问对象

单个国家与欧盟总体并重
从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

总理的出访选择上，可以窥
见中国领导人“深耕欧洲”的
战略考虑：中国不仅与单个
欧洲国家发展良好关系，也
与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欧盟组
织寻找共同语言。

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了
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四
个中西欧国家。这次访问，
令中国与四国的关系都上了
一个新台阶：中法决定共同
开创紧密持久的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新时代，中德宣布建
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
荷、中比关系取得突破性进
展，首次有了明确的政治定
位。中荷决定建立开放务实

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比
宣布建立全方位友好合作伙
伴关系。

习近平访欧3个月后，李
克强又对欧洲的海洋大国英
国和希腊进行访问；此次李
克强又访问了俄罗斯、德国
和南欧国家意大利，两次访
问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提
升了双边关系的层次。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领
导人不仅仅重视单个国家，
更重视与欧盟总体发展良好
关系。3月份访欧期间，习近
平主席的一项重要行程是到
访欧盟总部，通过这一平台
向欧盟所有成员国传递出重
视中欧关系的信息。习近平

还 在“ 欧 洲 政 治 家 的 摇
篮”——欧洲学院发表了演
讲。访欧期间，习近平宣布
了中国第二份对欧盟政策文
件，提出了中欧关系的新定
位。

对欧盟整体的重视也在
李克强本年内的两次出访中
得到了体现。

6 月份李克强访欧之旅
中包括希腊，10 月欧洲之行
中则包括意大利。除了拓展
中希、中意关系的考虑之外，
也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另一
重身份：希腊在今年上半年
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而意
大利则在今年下半年担任欧
盟轮值主席国。

经贸关系

同欧洲国家一年签多个大单
中欧关系的深入发展,最

集中体现在中德关系的热络
上。

习近平主席今年 3月访
德，默克尔 7月访华，李克强
则在就任一年多时间里两次
访德。中德两国高层如此频
繁互动，放眼世界都并不多
见。

在赴德进行第三轮中德
政府磋商时，默克尔和李克
强坐在一起，双方部长各自
在一边呈圆形排开，不再是
之前对面而坐。两国关系的
紧密，从这种独特的座位安
排上也可见一斑。

梅兆荣认为，德国的发
展模式对中国有借鉴作用。

“德国制造业非常强大，和我
们的经济结构也比较相似。”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
究中心副主任杨成也赞同这
一观点。“作为人口第一大
国，中国的未来发展模式不
太可能完全转向美国及西方
多数发达国家更重虚体经济
的战略。”杨成对《新京报》记

者说到，德国更多的则是发
展实体经济，同时也提出了
工业 4.0的发展战略，对于我
们有参照意义。

中俄关系也自不必多
言，习近平和普京一年多内8
次会面。李克强访问俄罗斯
期间，一天之内会晤了俄罗
斯政坛“四巨头”：总统、总
理、联邦委员会主席、国家杜
马主席。规格之高，实属罕
见。

经贸合作是中欧之间关
系发展的重要基础。习近平
访欧期间，我国同四国共签
署 120多项合作协议。李克
强总理此次访问更是签订了
多笔大单。

访俄期间双方签署了39
项协议，协议涉及天然气供
应、避免双重征税、全球卫星
导航、高铁、核能、旅游、金
融、海关等多个领域，其中天
然气协议价值就高达4000亿
美元。

访德期间，双方签署了
50项左右的商业和政府间协

议，双边贸易与相互投资及
技术合作协定总额达 181亿
美元。访意期间，则签署总
价值达到80亿欧元的商业合
同，所涉领域从能源到机械。

领导人今年到欧洲做了
“很多工作”。梅兆荣认为，
中欧关系升温，既和中国的
经济实力、国际地位上升分
不开，但也和当前国际形势
有关。

“中欧关系没有突出的、
尖锐的地缘政治上的矛盾，
也没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争
议问题，经济上也相互有需
求。”梅兆荣对记者表示，中
国的现代化建设，很需要和
国际上发达国家合作。虽然
中欧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
上存在差异，但和安全威胁
相比，把我们当作对手和当
作敌人是不一样的。

同时，“欧洲也有需求，
需要中国这个市场，很关心
中国采取的举措。”

合作模式

创新是此次欧洲之行关键词
中欧之间，不仅是做生

意，还要创新合作模式，使得
彼此真正成为经济上、政治
上名副其实的战略伙伴，这
是中国领导人深耕欧洲的另
一层战略考虑。

创新是此次李克强欧洲
之行的关键词。

“中德之间在提创新，中
俄之间也在提。”杨成说，中
德之间是对等的，不仅是贸
易往来，还可以联合研究、联
合生产、联合推广，实现从实
验室到生产线到销售网络一
连串的合作模式。中俄之间
则是互补的，俄罗斯在某些
领域比如航空航天等有自己
的优势，但是缺乏资金，实验
室理论原创能力强，但是产

业化能力较弱，而中国在市
场等方面比较强，双方可以
互补。

创新不仅体现在中德、
中俄双边关系中，还体现在
欧亚合作模式上。在中德
《合作行动纲要》中，双方两
度提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
这一中国外交的核心倡议。
杨成说，德方不仅表示欢迎，
还提出了实现商品无障碍运
输的欧亚陆路贸易走廊的具
体设想。

而“一带一路”倡议也离
不开俄罗斯的配合。

“欧亚大陆上，要实现从
西欧到中亚到东北商品的无
障碍运输，如果没有俄罗斯
物流网络的实现，是不大可

能实现的。”杨成说。
杨成说，李克强总理此

次的欧洲之行还有一个突破
性安排，即首次在访问日程
上将德国这样的中西欧国家
和俄罗斯统合起来。

“考虑到领导人的时间，
这有一定的巧合。”杨成说
到，但这种安排，也似乎折射
出中国外交对大欧亚地区的
一种整体性战略考虑。“说明
我们在对外关系的格局上，
严格意义上不再把西方发达
国家和新兴国家做一个区
隔，在从中西欧到欧亚、中亚
的大区间内，大家都能找到
自己的位置。”

■新中国成就档案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建设的高科技工程。
1984年10月7日，邓小平在电子对

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典礼上为基石培
上第一锹土，基石上镌刻着邓小平书写
的铭文：“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
基。”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
小组的组织指挥下，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同中央 10多个部委及所属的
几百个工厂、研究所、高等院校近万名
科技人员、工人、干部、解放军官兵，发
扬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充分吸取世界
先进技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顽强拼
搏，克服了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自行

设计、研制、生产、安装、调试任务，创造
了建设速度快、投资省、质量好、水平高
的奇迹。

1988年 10月 16日，中国第一座高
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
次对撞成功。这是中国继“两弹一星”
之后，在高科技领域又一重大突破性成
就。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包括电子注
入器、贮存环、探测器及数据处理中心、
同步辐射区等主要组成部分，是由数百
种、上万台件高精尖专用设备组成的复
杂的系统工程。它的建成和对撞成功，
为中国粒子物理和同步辐射应用研究
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揭开了中国高能物
理研究的新篇章。

▲3月22日，习近平在阿姆斯特丹会见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当晚，威廉
国王为习近平举行盛大国宴。

▲10月10日，柏林街头的连锁超市里，默克尔陪李克强逛超市。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