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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长河中的又一次“中法相遇”
——习近平主席对法国第三次国事访问纪实

广袤的亚欧大陆，人类文明的璀璨之
地。

中国和欧洲，分处亚欧大陆两端，是
推动多极化的两大力量、支持全球化的两
大市场、倡导多样性的两大文明。中欧如
何相处、怎样作为，关乎着亚欧大陆的繁
荣，牵动着全球格局的走向。

大国外交，远谋而笃行。新一年元首
出访的大文章，从欧洲起笔。

第一站，来到法国。“特殊的朋友”
“特殊的关系”；既是立足双边，更是面向
全局——

携手走过一甲子，中法关系如何守正
创新、开辟未来，担当中欧关系的强大引
擎，壮大完善全球治理的中法力量？

并肩前行二十载，中欧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如何稳中有进、行稳致远，更好服务
各自发展，更好推动人类进步事业？

答案就写在绿意盎然的塞纳河畔，写
在白雪皑皑的比利牛斯山脉，写在中法各
界深化友好合作的广泛对话里，写在东西
方文明跨越亚欧大陆的温暖握手中……

习近平主席说：“中法作为两个有独
立自主精神的大国，在历史长河的每一次
相遇都能迸发出巨大能量，影响世界行进
方向。”

5月5日至7日，中国元首外交的“法兰
西时间”，让世界瞩目。

定位与定力：
做真诚的朋友、共赢的伙伴
又是一个万物勃发的时节，中法友谊

再启新篇。
2014年、2019年，习近平主席两次在

春天到访法国。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再
次踏上了美丽的法兰西土地。

一项项高规格礼遇，欢迎尊贵而亲切
的朋友。

5日抵达巴黎——马克龙总统特别安
排阿塔尔总理赴机场迎接。细雨霏霏中，
习近平主席步出舱门，阿塔尔总理以一句
中文“您好”问候远方贵宾。沿红毯边走
边谈，阿塔尔总理向习近平主席讲述自己
的“中国缘”：学过一年中文，还到访过北
京、上海、银川。“你讲得很好，很标准。欢
迎你到中国访问。”习近平主席微笑着说。

从机场至下榻酒店，摩托车队护卫左
右。雄伟的凯旋门前，一面面中法国旗连
成友谊的绚烂画卷，一幅幅红色横幅表达
着对访问圆满成功的美好祝愿。鼓乐欢
快，龙狮双舞，宽阔的香榭丽舍大街洋溢
着浓浓的节日气氛。

6日国事活动——见证法兰西厚重历
史的荣军院再度为习近平主席打开大
门。金色的穹顶映着湛蓝的天空，主庭院
连廊边，共和国卫队和三军仪仗队整齐列
队。雄壮的进行曲，庄严的分列式，一场
隆重的欢迎仪式，尽显东道主的盛情与敬
意。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
乘车赴爱丽舍宫，148名骑兵组成的礼兵
马队和摩托车队一路护送。马蹄噔噔，踏
响青灰色的石路。穿过塞纳河上最美的
亚历山大三世桥，途经百余年历史的大皇
宫、小皇宫，掠过戴高乐将军雕像，仿佛行
进在时间的长廊中。

外交礼仪，“国家关系的晴雨表”。两
个时间维度，彰显中法关系的高水平和特
殊性，揭示中法两国勇立潮头、敢为人先
的历史逻辑、现实动力、时代意义。

第一个维度，10年，主线是元首外交
的战略引领。

犹记习近平主席2014年的首次对法
国事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开创紧密持久的
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的重要共
识。5年后，再度来访，两国元首一致同
意，打造更加坚实、稳固、富有活力的中法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此次法国之行，打造新时期互信稳

定、守正创新、担当作为的中法关系成为
双方未来的努力方向。

一次次深度沟通，一场场亲密互动，
一步步坚定前行。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璀璨的水晶吊
灯将迎宾门照得通亮。主楼台阶两侧，脚
蹬锃亮马靴、头戴红缨头盔的10名礼兵威
武挺立。并肩同行，拾级而上，马克龙总
统将习近平主席请进二层总统办公室。
两位元首坐在沙发上，面对面交谈，原定
30分钟的小范围会谈延了又延，持续了近
100分钟。

“比利牛斯山之心”图尔马莱山口，群
山环抱，瑞雪飞舞。这里保留着马克龙总
统美好的童年记忆，也记录着他当选总统
后的欢庆场面。马克龙总统亲自选定在
对自己人生“意义非凡”的地方、在老朋友
的餐厅里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小范
围午宴。马克龙总统夫人布丽吉特告诉
习近平主席：“这是马克龙总统第一次邀
请外国领导人来到这里。”

铁制的牛铃、风干的火腿、斑驳的兽
皮毯、欢快的牧羊人之舞……南法山区的
古朴民风扑面而来。屋外银装素裹，屋内
暖意融融。两国元首凭窗而坐，远眺山景
气象万千，纵论世事风云变幻，畅叙文明
和美之道。从尼斯夜谈到豫园茶叙，从
松园会晤到雪山对话，中法元首外交再
续佳话。

进山前经过的巴涅尔-德比戈尔镇，
是马克龙总统外祖母的家乡，是他心中满
载亲情友情的“绿色天堂”。从电视报纸
广播里，在口口相传中，巴涅尔-德比戈尔
镇和周边市镇的居民得知了中国领导人
来访的消息。当地人说：“法国人的习俗
是，好朋友来了就要带他到自己长大的地
方看一看。没错，这就是马克龙总统邀请
习近平主席来这里的初衷！”

第二个维度，60年，主线是中法建交
精神的传承与坚守。

时间的指针回拨至1964年。冷战正
酣之时，一份40余字的中法建交联合公报
如一记惊雷在国际舞台上引发了“外交核
爆”。“独立自主、相互理解、高瞻远瞩、互
利共赢”，习近平主席以16字概括中法建
交精神。60年来，坚守建交初心，中法结
成真诚的朋友、共赢的伙伴，携手走过一
段非凡的历程，成为不同文明、不同制度、
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相互成就、共同前进
的典范。

60年，一甲子的轮回。如何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习近平主席深思熟虑，高瞻
远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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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路标，新的征程；新的时代内涵，
新的历史使命。

走出冷战30余载，人类又面临“新冷
战”的风险。在很不太平的世界里，不稳
定不确定的安全因素持续叠加。

在中欧关系的重要时刻、在人类发展
的十字路口，中法关系之于中欧关系的引
领作用、中欧关系之于世界变局的稳定意
义愈发凸显。

爱丽舍宫大使厅，中法元首举行大范
围会谈。习近平主席提出殷殷期许：“双
方要坚持独立自主，共同防止‘新冷战’或
阵营对抗；要坚持相互理解，共同促进多
彩世界的和谐共处；要坚持高瞻远瞩，共
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坚持互
利共赢，共同反对‘脱钩断链’。”

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一场与双边
日程同步安排的活动。延续中欧领导人

保持经常互动的传统，习近平主席同马克
龙总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再次围
桌而坐，为中欧合作增信释疑、凝聚共识。

阐述中国的欧洲观，习近平主席以两
个“重要”定义：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
远角度看待中欧关系，将欧洲作为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方向和实现中国式现
代化的重要伙伴。

指明发展中欧关系的方法论，习近平
主席强调坚持定位与坚守使命：“中欧作
为两支重要力量，应该坚持伙伴定位，坚
持对话合作，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
信，凝聚战略共识，开展战略协作，推动中
欧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为世界和平和发展
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原定40分钟的三方会晤延长了近一
倍时间。会晤一结束，马克龙总统在社交
媒体账号发出配有会晤照片的中文贴文，

“中欧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的协调，具有
决定性意义”。

远见与创见：
挖掘合作的广阔潜力

爱丽舍宫冬季花园厅，阳光透过蓝白
红三色玻璃屋顶照在主席台的白色背景
板上，以中法文书写的“中法建交60周年”
大字格外醒目。大范围会谈后是共见记
者环节，习近平主席同马克龙总统健步走
来，在长桌前落座。

“关于绿色发展和生态转型的合作意
向书”“关于深化航空领域合作的谅解备
忘录”“关于农业和食品地理标志合作的
议定书”“关于互办文物展览的合作意向
书”……礼宾官读出长长的成果清单。

既有“高精尖”的研发合作，也有“接
地气”的贸易往来；既有惠民生的福祉，也
有民相亲的交流……两国元首一边听，一
边颔首微笑。

18项部门间合作协议、15份商务合
同。从沉甸甸的合作成果中，世界看到了
中国推进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坚定决心，看到了中国大市场为包括法国
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的发展机遇，看到了
中法务实合作的广阔前景与无限潜力。

尤其令人鼓舞的是习近平主席亲自
宣布的一系列深化合作新举措：中方“将
加快开放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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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未来3年法国来华留
学生突破1万人、欧洲青少年来华交流规
模翻一番”……

马克龙总统不无感慨地说，中法合作
在不同领域都有很好的发展，中国的开放
姿态令人印象深刻，法方期待同中方开展
更多新的合作项目。

改革开放，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
最壮丽的气象。法国是最早参与中国改
革开放进程的国家之一，见证了中国的发
展之变，也感受到中法中欧经贸合作的格
局之变、内容之变。

发展与变革创造了机遇、激发了潜
能，也经历着“成长的烦恼”。在欧洲，有
人给中欧关系贴上“伙伴、竞争者、制度性
对手”三种标签，有声音在渲染所谓的“中
国挑战”，放大中欧之间的经贸摩擦。

一方面澄清错误的认知：“中欧合作
的本质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双方在绿
色和数字转型中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和巨
大合作空间”；

一方面提出解决的办法：“双方应该
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摩擦，照顾双
方合理关切”；

一方面指明行动的方向：“共同反对
经贸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泛安全化”

“将中欧打造成为彼此经贸合作的关键伙
伴、科技合作的优先伙伴、产业链供应链

合作的可信伙伴”“拓展双边经贸关系的
广度和深度”……

法国之行期间，习近平主席利用多种
场合，阐明中方立场，强调要增进合作共
识，推动中法中欧合作向上向好发展。

关于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习近平
主席正本清源：“中国新能源产业在开放
竞争中练就了真本事，代表的是先进产
能，不仅丰富了全球供给，缓解了全球通
胀压力，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
型作出巨大贡献。不论是从比较优势还
是全球市场需求角度看，都不存在所谓

‘中国产能过剩问题’。”
怎样开辟新领域、创造新模式、培育

新增长点，习近平主席诚恳建议：“当前，法
国正在推进基于绿色创新的‘再工业化’，
中国也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双方可以
深化创新合作，共促绿色发展。”

从率先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
机制性战略对话，到率先开展航空、核能、
第三方市场等合作，再到率先互设文化中
心、互办文化年……回望过去的60年，中
法合作以远见和胆识引领时代，始终站在
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前列。面对新形
势新情况，双方也当有足够的创见，共创
美好的新未来。

两个场面，令人难忘。
一个在七叶木掩映下的马里尼剧

院。中法企业家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闭幕
式，200多位中法两国政府、企业等各界代
表济济一堂。

法国电力集团总裁来了，阿尔斯通集
团董事长来了，苏伊士集团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也来了……这一次，他们都同中国
伙伴签订了合作的大单。去年4月，马克
龙总统访华时，这些中法合作的一线见证
者、参与者、受益者也都是随行的“豪华代
表团”成员。

“中法两国经济已经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强大共生关系”“中法两国没
有地缘政治矛盾，没有根本利益冲突，有
着独立自主的精神共鸣，有着灿烂文化的
彼此吸引，更有着利益广泛的务实合作”

“有历史可鉴，有现实可依，中法两国没有
理由不发展好双边关系”……习近平主席
的致辞语重心长。两国代表静心聆听，不
时作着记录。

“中国不是威胁，而是合作伙伴”“相
信我们能够走得更远”“如果能在中国市
场获得成功，就能在其他任何市场获得成
功”……对中国奇迹的信心、对中国机遇
的珍视在会场如热潮涌动。马克龙总统
重申，法方没有任何意愿与中国“脱钩”，
欢迎中国企业赴法投资。

另一个场面，在比利牛斯雪山上的
“牧羊人驿站”餐厅。“有朋自远方来，不亦
乐乎”，习近平主席收到两份特别的礼物。

一份礼物是驿站主人阿巴迪赠送的
自家制作的比戈尔黑猪火腿。在当地风
俗中，火腿代表着健康与丰收，承载着家
庭和睦、生活富裕的美好祝福。

马克龙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品
尝现切火腿片和当地生产的烈酒。既是
表达好客之情，也是传递合作的热盼。

两国元首共同推动的“从法国农场到
中国餐桌”机制已经启动，对法方作为主
宾国参加第七届进博会的邀请也已发出。
习近平主席笑着对马克龙总统说，欢迎更
多法国优质农食产品进入中国百姓家。

另一份礼物是马克龙总统赠送的环
法自行车赛冠军的黄色领骑衫。“图尔马
莱山口是环法自行车赛的神奇一站，希望
在环法赛上看到更多中国人的身影。”马
克龙总统对习近平主席说。

法国不仅是第一个与新中国正式建
交的西方大国，也是与中国保持最频密体
育交流的西方国家之一。 （下转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