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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当地时间5月6日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在巴黎爱丽舍宫
同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举行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

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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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望中法关系、中欧关系相互促进、共
同发展。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
革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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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强调，中欧关系有着强大内
生动力和广阔发展前景，不针对、不依
附、也不受制于第三方。希望欧盟机
构树立正确对华认知，制定积极对华
政策。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维护中欧关系政治基础和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双方要筹办好新一
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以及战略、经贸、绿
色、数字高层对话，打造稳定互信的产

业链供应链伙伴关系。用好中国对欧
洲国家免签政策和外籍人员来华便利
安排，鼓励民间和地方交往、教育和科
研合作，改善中欧关系的民意基础和
舆论氛围。

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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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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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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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龙表示，今年是法中建交 60
周年，法中合作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很
高兴在习近平主席对法国进行第三次
国事访问期间举行法中欧领导人三方
会晤。这既是以往几次法中欧领导人
三方会晤的延续，也是应对各种国际挑
战的紧迫需要。当前世界面临重大挑
战，国际局势处于关键转折点，法国和

欧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同
中国加强合作，这事关欧洲的未来。法
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增进法
中、欧中之间的互信和友谊。欧方不认
同“脱钩”，欢迎中国企业来欧投资合
作，希望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欧
洲价值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法方希望
同中方紧密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海洋
多样性等全球性挑战。

冯德莱恩表示，欧中关系良好，
明 年 是 欧 盟 同 中 国 建 交 50 周 年 。
中 国在全球事务中地位作用举足轻
重，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对欧盟至关
重要，也将决定能否更好应对气候变
化、乌克兰危机等全球性挑战。欧盟
希望和中国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增
进互信，避免误解，共同维护以国际
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促进世界的和
平、安全与繁荣。欧方赞赏中方在绿
色转型发展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
的成就，认同中方在维护自身发展方
面的正当权利，希望同中方持续坦诚
对话，加强合作。

关于乌克兰危机，习近平指出，中
方、法方和欧方都希望尽快停火止战、

欧洲恢复和平，都支持乌克兰危机政治
解决。我们要共同反对战事外溢升级，
共同为和谈创造条件，共同维护国际能
源粮食安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
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当事方，一
直为劝和奔走，为促谈尽力。中方的客
观公正立场和建设性作用，得到了国际
社会广泛认同。中方愿继续同有关各
方保持沟通。

关于巴以冲突，习近平强调，当务
之急是尽快实现全面停火止战，重中之
重是确保人道主义救援，根本出路是落
实“两国方案”。中方支持接受巴勒斯
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中欧在巴
以问题上有很多重要共识。中方愿同
欧方一道，支持尽快召开更大规模、更
具权威、更有实效的国际和平会议，制
定落实“两国方案”的具体时间表和路
线图，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
面、公正、持久解决。

三位领导人认为，此次三方会晤增
进了彼此了解，凝聚了合作共识，明确
了解决问题的思路，愿继续共同努力，
促进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蔡奇、王毅参加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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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中法关系、中欧关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新华社电 当地时间 5 月 6 日下
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爱丽舍宫
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后共同会见
记者。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应马克龙总
统邀请，在中法建交 60 周年之际，再
次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我同马克龙
总统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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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决定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巩固双边关系战略稳定。我

欢迎马克龙总统再度访华。中法双方
重申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将用好两
国多层次、多维度交流渠道，及时沟通
和协调政策立场。

二是挖掘互利合作广阔潜力。双
方将促进双边贸易向上平衡，扩大农
食、金融等领域合作，推进航空航天、
民用核能等领域联合研发和创新，加

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绿色能源、智能
制造、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第三方市
场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已经实现制
造业准入全面放开，将加快开放电信、
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我们鼓励扩
大双向投资，致力于为对方国家企业
提供良好营商环境。此访期间，双方
签署 18项部门间合作协议，涵盖航空、
农业、人文、绿色发展、中小企业合作等
领域。

三是加快人文交流“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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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支
持法国办好巴黎奥运会，欢迎更多法国
朋友赴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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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年前法国人士参与建设的中国福
建船政学堂、上世纪初的赴法勤工俭学
运动都是两国教育交流史上的佳话。
我们欢迎法国担任今年中国国际教育
年会主宾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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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凝聚全球合作更大共识。双

方将深化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
领域合作，加强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领域对话。中方
支持法方办好 2025 年联合国海洋大
会，鼓励两国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结对。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很不太平。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
任大国，中方愿同法方一道，以巴黎奥
运会为契机，倡议运动会期间全球停火
止战。

关于巴以冲突，这场悲剧延宕至
今，是对人类良知的考验，国际社会必
须有所作为。我们呼吁推动加沙立即
实现全面、可持续停火，支持巴勒斯坦
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支持恢复巴勒
斯坦民族合法权利，重启“两国方案”，
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

关于乌克兰危机，中方已经多次阐
明立场。中国既不是危机的制造者，也
不是当事方、参与方，但我们没有隔岸

观火，而是一直在为实现和平发挥积极
作用。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已
经开启第三轮穿梭斡旋。同时，我们反
对利用乌克兰危机甩锅、抹黑第三国，
煽动“新冷战”。历史反复证明，任何冲
突最终只能通过谈判解决。我们呼吁
各方重启接触对话，逐步积累互信；支
持适时召开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
与、公平讨论所有和平方案的国际和
会；支持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
安全框架。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经过 75 年艰苦卓绝的奋斗，
中国的国家面貌和人民生活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一点从未改变，那
就是我们和平良善的本性、博大包容
的胸襟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它根植
于 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生长于中国
人民的灵魂深处。中国愿同包括法国
在内的世界各国一道，在相互尊重的
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携手前行、
共担风雨、共创未来。

蔡奇、王毅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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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当地时间5月6日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在
巴黎应邀参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彭丽媛抵达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总干事阿祖莱在入口处热情迎接。阿
祖莱陪同彭丽媛共同参观“中国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十年成果展”，高度

评价中国为促进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
事业发展所作贡献。

在会见阿祖莱时，彭丽媛简要介绍
了中国在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方
面的最新进展，特别是“春蕾计划”取得
的成果。彭丽媛表示，我担任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十
年来，到访了许多国家的学校，高兴地

看到越来越多女性通过接受教育改变
了命运，过上了幸福生活。促进女童和
妇女教育事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关系
到社会进步和人类共同命运。中方愿
同教科文组织共同努力，推动各方加大
对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的投入，帮助更
多女性获得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共创美
好未来。

阿祖莱高度评价彭丽媛担任特使
以来所做工作和贡献，表示教科文组织
愿同中国加强交流合作，促进全球女童
和妇女教育事业取得新发展。

阿祖莱向彭丽媛颁发特使履职十
周年荣誉证书。彭丽媛向教科文组织
赠送了由“春蕾计划”受益者共同创作
的挂毯《春蕾花开》。

彭丽媛参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并会见阿祖莱总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