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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黎5月6日电（记者
唐霁 杨依军） 当地时间 5 月 6 日
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
媛在巴黎爱丽舍宫出席法国总统
马克龙和夫人布丽吉特举行的欢
迎宴会。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时，受
到 马 克 龙 和 布 丽 吉 特 的 热 情 迎
接。两国元首夫妇亲切合影。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应邀参加
宴会的法国各界名流代表互致问
候，亲切交流。

习近平发表祝酒辞。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再次访

问美丽的法兰西共和国，感谢马

克 龙 总 统 夫 妇 和 法 方 的 盛 情 款
待。中法是特殊的朋友，中法关
系是世界大国关系中一对特殊的
关系。

特 殊 在 独 立 自 主 。 60 年 前 ，
戴高乐将军作出同新中国全面建
交的决策，这在冷战背景下殊为
不易。60 年来，两国历代领导人
始终“不畏浮云遮望眼”，从战略
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双边
关系。第一位正式访问新中国的
西方国家元首是法国总统，新中
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的西方国
家是法国。中法交往的每个高光
时刻，背后都有独立自主这一有

力因素作支撑，值得被珍视、继
承、发扬。

特殊在相互理解。作为东西
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中法历来相
互欣赏、相互吸引。孔子的思想
深刻影响了伏尔泰等人，为法国
启蒙运动提供了启迪。上世纪初
的留法勤工俭学热潮，则为中国
的革命、建设、改革培养了大批
人 才 。 今 年 是 中 法 文 化 旅 游 年 ，
相信两国将以此为契机，从彼此
文化中寻求更多智慧、汲取更多
营养。

特殊在责任担当。历史多次
证 明 ， 中 法 携 手 能 够 造 福 世 界 。

当 今 世 界 变 乱 交 织 ， 乌 克 兰 危
机、巴以冲突延宕不止，世界经
济复苏乏力，气候变化等全球性
挑战日益艰巨。中法作为联合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理应担负更
大责任。我和马克龙总统一致同
意，将秉持建交初心，深化中法
高水平互信和合作，加强在重大
国际问题上的沟通和协作，共同
为迷茫的世界注入希望，为人类
的进步探索方向。我相信，有历
史的沉淀、现实的基础、未来的
蓝图，中法关系必将如春天般充
满生机、欣欣向荣。

蔡奇、王毅等出席。

习近平出席马克龙举行的欢迎宴会

新华社巴黎5月6日电（记者
倪四义 田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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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会
谈。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在中法
建交 60 周年之际对法国进行第三
次国事访问。中法关系 60 年珍贵
历程，将使我们更好思考如何开
启下一个 60 年。在当前世界百年
变 局 下 ， 双 方 应 该 坚 守 独 立 自
主、相互理解、高瞻远瞩、互利
共赢的建交初心，并为其注入新
的时代内涵，打造新时期互信稳
定、守正创新、担当作为的中法
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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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法方
保持战略沟通，尊重彼此核心利
益，巩固双边关系战略稳定。挖
掘互利合作广阔潜力，促进双边
贸易向上平衡。中国愿进口更多
法国优质产品，推动“从法国农
场到中国餐桌”机制取得更多务

实成果，希望法国向中国出口更
多 高 技 术 、 高 附 加 值 产 品 。 双
方 要 加 强 发 展 战 略 对 接 ， 深 化
航 天 航 空 等 传 统 优 势 领 域 合
作 ， 加 强 核 能 、 创 新 、 金 融 领
域 合 作 ， 拓 展 绿 色 能 源 、 智 能
制 造 、 生 物 医 药 、 人 工 智 能 等
新 兴 领 域 合 作 。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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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欢 迎 更 多 法 国 企 业 赴 华
投 资 ， 同 时 也 希 望 法 方 为 中 国
企 业 赴 法 投 资 合 作 提 供 良 好 营
商环境和稳定发展预期。

习近平强调，中法都是文化
大国，双方要加快人文交往“双
向奔赴”，继续办好中法文化旅游
年各项活动，积极推进文物联合
保护修复工作和世界遗产地结好
等合作。中方欢迎更多法国朋友
赴 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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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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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支持
法方办好巴黎奥运会，将派出高
水平代表团赴法参赛。中方愿同
法方深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
等领域合作，支持法方办好联合

国海洋大会，鼓励两国有关国家
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结对。中方也
愿 同 法 方 加 强 在 人 工 智 能 治 理 、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领域对话沟
通。

马克龙表示，今年法中将共
同 隆 重 庆 祝 法 中 建 交 60 周 年 。
法 中 关 系 友 好 ， 合 作 富 有 成
效 ， 不 仅 涉 及 高 尖 端 技 术 ， 也
包 括 气 候 变 化 、 海 洋 多 样 性 等
全 球 性 议 题 。 习 近 平 主 席 访 问
期 间 ， 双 方 签 署 多 项 合 作 协
议 ， 再 次 彰 显 法 中 合 作 的 潜 力
和 前 景 。 当 前 ， 世 界 面 临 诸 多
紧 迫 挑 战 ， 法 中 关 系 处 于 承 前
启 后 的 关 键 时 刻 。 法 中 关 系 具
有 深 厚 底 蕴 ， 双 方 相 互 尊 重 ，
着 眼 长 远 ， 加 强 合 作 ， 将 为 解
决 全 球 性 挑 战 、 避 免 集 团 对 立
对抗发挥重要积极作用。法方希
望同中方进一步密切双边经济关
系和多边沟通协作，推动法中战
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法方
希望向中国出口更多农产品，同
时将对中国保持市场开放，不会
针对中国企业搞歧视性政策，欢
迎更多中国企业包括高技术企业
赴法投资合作。法方愿同中方加
强航天航空、民用核能等领域合

作，共同办好今年法中文化旅游
年活动，欢迎中方派团出席巴黎
奥运会。法方愿就气候变化、生
物多样性保护、人工智能等全球
性问题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共
同维护多边主义、联合国宪章宗
旨和国际法。

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和巴以
冲突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
题 深 入 交 换 意 见 。 习 近 平 指 出 ，
当今世界很不太平。中法同为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为
和平解决热点问题发声，为推动
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
出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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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发表关于中东局势、人
工智能和全球治理、生物多样性
与海洋、农业交流与合作 4 份联
合 声 明 ， 签 署 绿 色 发 展 、 航 空 、
农业食品、商务、人文等领域近
20 项双边合作文件。

会谈后，习近平和马克龙共
同会见记者。

当晚，马克龙和夫人布丽吉
特在爱丽舍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
举行盛大欢迎晚宴。

蔡奇、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

坚守建交初心打造新时期中法关系

孟夏之日，万物并秀。在这充满希望的
时节，应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总统邀请，
我即将对塞尔维亚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
是我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来第二次踏
上塞尔维亚这片美丽传奇的土地。8年前访
问塞尔维亚的美好情景仍然历历在目，8年
来双方紧密合作已经取得丰硕成果。我期
待，再次同武契奇总统等塞尔维亚领导人和
朋友们畅叙友情、共商合作，为中塞铁杆友
谊注入新活力。

中国和塞尔维亚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
始终心手相连。在上世纪反法西斯战争的浴
火岁月和国家建设时期，两国人民培育了跨
越时空的深厚友好感情。在当前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中，双方彼此支持更加坚定，互
利合作更加紧密，交流互鉴更加深入。无论
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塞始终是真朋友、好
伙伴。我们的铁杆友谊历久弥坚，树立了国
家和人民交往的典范。

我们坚持互尊互信。我同武契奇总统通
过会晤、通话、信函等方式建立起良好工作
关系。两国各层级各领域保持密切交往。双
方充分理解和尊重各自人民选择的发展道
路，坚持公平正义原则，坚定支持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在双边和多边领域的协调
和合作密切顺畅。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
断走深走实。

我们坚持互惠互利。塞尔维亚是中国在
中东欧地区首个自由贸易伙伴。去年，中国
是塞尔维亚最大投资来源国和第二大贸易伙
伴。双方经贸、产业链、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方兴未艾，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2016
年我到访的河钢斯梅戴雷沃钢厂已是塞尔维
亚三大出口企业之一。塞尔维亚的蜂蜜、红
酒、牛羊肉等农食产品备受中国消费者喜爱。

我们坚持互帮互助。新冠疫情发生后，
我同武契奇总统两次通话，就抗疫合作达成
重要共识。中方向塞方援助并优先提供多批
医疗防护物资，还派遣专家组赴塞尔维亚。
塞方全力支持中方在疫情期间帮助旅外侨民
的“春苗行动”，塞尔维亚民间组织自发向
中国人民捐助口罩等物资。这种雪中送炭的
兄弟情谊弥足珍贵。

我们坚持互学互鉴。中塞都致力于追求
人民幸福、国家富强，两国积极开展治国理
政经验交流，加强政党交往。两国人民对彼
此深怀好感，文化、体育、旅游等人文交流
热络。塞尔维亚篮球明星约基奇为中国和美
乡村篮球大赛鼓劲加油。两国互免持普通护
照人员签证，为人员往来和交流合作提供了
便利。

中国人讲，“朋友以义合”。塞尔维亚人
说，“朋友是生命中最好的财富”。中塞长期
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充分表明，两国关系不
断深化发展顺应历史潮流，符合人民根本利
益，有利于双方共同进步。新时代新征程，

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具有广阔空间。我愿通过这次访问，
同塞方一道努力，发扬光大中塞铁杆友谊，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更好造
福两国人民，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要始终做真诚相待的好朋友。中塞将深化和拓展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双方将沿着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助力的道路不
断前进，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给予对方坚定支
持。中国尊重和支持塞尔维亚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塞尔维亚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反对任何势力干涉塞尔维亚内政。

我们要始终做合作共赢的好伙伴。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近年来，塞尔维亚经济社会发展
成就显著。中塞要深入挖掘互利合作潜力，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
期行动计划，争取打造更多标志性项目，拓展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
色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
好未来。

我们要始终做促进公平正义的好榜样。中塞两国作为铁杆朋友和世
界和平的维护者，在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面对变乱交
织的国际形势，我们要加强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协调和配合，共同
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践行真正的多边
主义，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

我们要始终做民心相通的好知音。中塞铁杆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
炼，在新时代更加焕发出新的光彩。我们要打造立体多元的人文交流和
地方合作格局，用好“免签+直航”效应，发挥好互设文化中心的作
用，加大教育、体育、文化、旅游等合作，为青年创造更多机遇，让中
塞友好薪火相传。

此时此刻，我们不能忘记，25 年前的今天，北约悍然轰炸中国驻
南联盟大使馆，邵云环、许杏虎、朱颖3名中国记者不幸遇难。中国人
民珍视和平，但绝不会让历史悲剧重演。中塞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
谊成为两国人民的共同记忆，也将激励双方一道阔步前行。

回望征途千山远，翘首前路万木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愿
同塞尔维亚朋友一道，不忘初心、携手进步，共谱国家发展振兴新篇，
共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春华秋实，让我们一起见证和期待中塞友
谊之树茁壮成长，结出更多造福两国人民的累累硕果。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5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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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在赴贝尔格莱德
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之
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塞尔维
亚《政治报》发表题为《让铁
杆友谊之光照亮中塞合作之
路》的署名文章。

新华社北京 5月 7日电 （记
者冯歆然） 中国领导人访法期间
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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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林剑 7 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应询进一步介绍相关
情况。

林剑表示，为进一步促进中外

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延长对法国、
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
来西亚、瑞士、爱尔兰、匈牙利、
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 12 个国
家免签政策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上述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
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和过境不
超过15天，可免办签证入境。

外交部：

对法国等12个国家免签政策
延长至2025年12月31日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5月7日电
新华社记者

5 月 7 日，在赴贝尔格莱德对
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塞尔维亚 《政治报》
发表题为 《让铁杆友谊之光照亮中
塞合作之路》 的署名文章。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引发塞
尔维亚各界人士强烈共鸣。他们表
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时隔八年
再访塞尔维亚，相信此访将深化双
方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为中
塞铁杆友谊注入新活力，期待双方
不忘初心、携手进步，共谱国家发
展振兴新篇，共建新时代中塞命运
共同体。

患难与共
铁杆友谊跨越时空

孟夏之日，草木葱茏。贝尔格
莱德的城市干道、主要桥梁早已挂
起中塞两国国旗，“习主席，感谢
您”“热烈欢迎尊敬的中国朋友”
等标语格外醒目。

7 日 一 早 ， 在 贝 尔 格 莱 德 新
区，戈尔达娜像往常一样来到自己
工作的报亭。得知记者来自中国
时，她立刻拿起一份摆放在显著位
置的塞尔维亚 《政治报》，当天这
份报纸头版刊载了习近平主席的署
名文章。

“塞尔维亚和中国是患难与共
的好兄弟、真朋友！习近平主席来
访在塞尔维亚是举国关注的大事，
也是媒体热烈报道的话题。”戈尔
达娜热情地告诉记者，刊登习近平
主席署名文章的这期 《政治报》 当
天销量尤其好，估计在中午之前就
会销售一空。

中国和塞尔维亚相距遥远，但
两国人民始终心手相连。在上世纪
反法西斯战争的浴火岁月和国家建
设时期，两国人民培育了跨越时空
的深厚友好感情。在当前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中，双方彼此支持更
加坚定，互利合作更加紧密，交流

互鉴更加深入。
“习近平主席这篇署名文章温

暖人心，展现了塞中铁杆友谊的蓬
勃发展历程。”塞尔维亚工商会驻
华代表处主任耶莱娜·斯特凡诺维
奇说。

对于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
中对中塞两国友谊的阐释，塞尔
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伊沃娜·拉杰瓦茨高度认同。她
指出，塞中关系的特殊之处就在
于，“两国和两国人民总是在对方
最需要的时候毫不迟疑地伸出援
手”。

1999 年 北 约 轰 炸 南 联 盟 ；
2008 年 中 国 汶 川 发 生 特 大 地 震 ；
2014 年 塞 尔 维 亚 遭 受 严 重 洪 灾 ；
2020 年 新 冠 疫 情 暴 发 ⋯⋯ 多 年
来，中塞两国始终守望相助，雪中
送炭的兄弟情谊弥足珍贵。

“两国共同经历的历史已经成
为塞中友谊的基石，两国人民的共
同记忆更激励着彼此携手继续前
进。”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
所国际关系研究员亚历山大·米蒂
奇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
章中所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
幻 ， 中 塞 始 终 是 真 朋 友 、 好 伙
伴”，他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访为塞
中铁杆友谊注入新活力。

深化合作
铁杆友谊历久弥坚

“朋友是时间的果实”。近年
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
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保持高水平
运行，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中塞铁
杆情谊结出累累硕果——塞尔维亚
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首个全面战略
伙伴；塞尔维亚是中国在中东欧地
区首个自由贸易伙伴；去年，中国
是塞尔维亚最大投资来源国和第二
大贸易伙伴⋯⋯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
用坚持互尊互信、坚持互惠互利、
坚持互帮互助、坚持互学互鉴来总
结两国关系发展经验，凸显中国对

与塞尔维亚发展友好关系和深化全
方 位 合 作 的 积 极 态 度 和 重 要 原
则 。” 塞 尔 维 亚 政 治 学 者 亚 历 山
大·帕维奇说，塞尔维亚通过与中
国合作，获得了发展机遇和真诚友
谊。

从匈塞铁路到 E763 高速公路
路段再到泽蒙—博尔察跨多瑙河大
桥，中塞合作助力塞尔维亚交通网
络发展；从塞尔维亚紫金博尔铜业
有限公司到河钢斯梅戴雷沃钢厂，
中塞合作为塞尔维亚企业带来新的
生 机 ⋯⋯ 中 塞 双 边 贸 易 额 已 由
2016 年的 5.96 亿美元跃升至 2023
年的 43.5 亿美元。

“热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访推
动两国深化各领域合作。”塞尔维
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内纳
德·斯特基奇对习近平主席在署名
文章中提到河钢斯梅戴雷沃钢厂印
象深刻，“斯梅戴雷沃钢厂的发展
是塞中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的成功合作，是实现共同进步和繁
荣的范例。中国是塞尔维亚人民心
中真诚可靠、值得信赖的合作伙
伴”。他期待塞尔维亚进一步加强
与中国的合作，在人工智能、智慧
城市、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实现高质
量发展。

塞尔维亚国家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德扬·米
莱蒂奇说，习近平主席通过署名文
章向塞尔维亚人民传递的信息不仅
对塞尔维亚，而且对全世界都至关
重要，再次表明“中国是一个有原
则的国家，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建
立 在 相 互 尊 重 的 基 础 之 上 ”。 他
说：“中国与塞尔维亚的铁杆友谊
历久弥坚，在国际层面树立了国家
和人民交往的典范、为实现共同利
益而共同努力的典范。”

面向未来
铁杆友谊发扬光大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强
调，中塞要始终做真诚相待的好朋
友、合作共赢的好伙伴、促进公平

正义的好榜样、民心相通的好知
音。对此，塞尔维亚内外贸易部部
长顾问德拉甘·耶雷米奇深表赞
同：“中国是塞尔维亚久经考验、
如黄金般宝贵的朋友，巩固发展同
中国的关系，事关塞尔维亚的未来
发展。”

中国路桥负责的市政污水处
理项目“清洁塞尔维亚”是中企
在塞签署的合同额最大的环保类
项目，涵盖塞境内 93 个地区市政
污水管网及污水处理厂建设，合
同额 28 亿欧元，将服务 230 万居
民。当地人期待这一项目可以助
力吸引更多投资者，促进旅游业
发展。

“习近平主席对巩固中塞铁杆
友谊、深化两国务实合作的主张
非常重要，为双方共同发展进步
指 明 了 路 径 。”“ 清 洁 塞 尔 维 亚 ”
项目总工程师亚历山大·沃伊沃
迪 奇 对 未 来 充 满 信 心 ， 他 表 示 ，
中国是塞尔维亚最重要的合作伙
伴，塞尔维亚是中国在欧洲坚定
可靠的伙伴。

署名文章指出，中塞长期友好
交往和互利合作充分表明，两国关
系不断深化发展顺应历史潮流，符
合人民根本利益，有利于双方共同
进步。新时代新征程，中塞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具有广阔空
间。

“习近平主席对发扬光大中塞
铁杆友谊 提 出 的 主 张 非 常 重 要 ，
有助于双方深入挖掘互利合作潜
力，推动塞中关系进一步发展。”
斯特凡诺维奇热切期待中塞自贸
协定的积极效应，“这对所有人来
说都是独特的机会，将使塞尔维
亚 企 业 更 好 地 融 入 国 际 供应链，
朝着平衡和多元化贸易迈出一大
步”。

米蒂奇表示，习近平主席在
署名文章中强调共建新时代中塞
命运共同体。他认为：“这是非常
全面的重要主张，将极大深化双
方在多领域、多层面的合作，塞
中铁杆友谊将迎来更高水平的发
展。”

携手共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引发塞尔维亚各界人士强烈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