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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习近近平平访访德德，，左左手手政政治治右右手手经经济济
此行将为中德关系发展确立大方向

中国投资者

被接受程度提高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第一总
经理贝诺·彭泽26日说，他很期待习
近平主席的访问，希望德国作为投
资地能给习近平主席留下良好印
象。

彭泽说，中国已是德国在亚洲
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近年来赴
德国投资的中国企业也越来越多。
中国企业用行动表明，他们投资德
国是出于长远战略考虑，并不会在
获取德国技术后就离开，这打消了
不少德国人的顾虑。

“德国媒体和公众对中国投资
者的接受程度明显提高，我们从中
国企业的德国员工那里听到的大部
分是积极反馈。”彭泽说，“我们看
到，很多中国企业对在德投资考虑
得比较长远，并不是像人们害怕的
那样很快地赚一笔钱就走。”

彭泽说，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作
为经济部下属机构，可以在选址、落
户等方面为中国企业的商业活动提
供支持，保护中国投资者利益。他建
议，中国企业多利用商会、工会等渠
道，与德国社会、员工沟通，获得他
们对企业发展的认同，减少文化差
异所带来的误解。 据新华社

北威州中资企业

10年多了700家

对许多有意打开德国乃至欧洲
市场的企业来说，位于德国西部的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简称北威
州)不仅是德国首屈一指的经济重
地，是世界闻名的鲁尔工业区所在
地，同时也是整个欧洲最重要的交
通与贸易枢纽之一。中国对北威州
的意义也变得不同寻常。

北威州经济、能源与工业部长
加雷德·杜因日前表示，过去十多年
间，在北威州落户的中资企业从100

余家猛增到800多家。他如数家珍般
地说：“海信、华为、联想、凌云、五矿、
三一重工、上工、武钢、徐工、中兴等
大企业都在此落户。中国公司已为北
威州创造了约8000个工作岗位。”

据统计，2013年，德国从中国进
口的近四分之一流向了北威州，北
威州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额达到300

亿欧元，中国是北威州在世界范围
内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据新华社

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
德国。这是中国国家主席8年来
首次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将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深化两
国全方位战略合作。

近年来，中德关系保持良
好发展势头，高层领导人互访
频繁。2004年，双方在中欧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建立具有

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2010年，
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
伴关系。

良好的对话交流机制为两
国深化政治互信、务实合作打下
坚实基础。目前，中德正商谈将两
国外长级战略对话扩展为外交与
安全战略对话，这将进一步提升
中德关系的战略成分。两国经贸

合作务实互利，投资从“单向
道”转为“双向道”。广泛、密切
的经贸合作为中德双边关系发
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德国舆论认为，习近平主
席此访将进一步促进中德经贸
合作迈上新台阶，推动两国联
手打造优势互补、真正互利共
赢的经济“梦之队”。

正如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
德所言，中德关系发展进入“快
车道”和“提速期”。当前，中德
都处于历史发展的新时期。中
国致力于全面深化改革，德国
则肩负着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和
可持续发展的重任，双方在寻
求各自发展的道路上存在诸多
契合点。 据新华社

中中德德关关系系在在““快快车车道道””上上提提速速
两国外长级战略对话将扩展为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

应德国总统高克和总
理默克尔邀请，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将于28日对德国
进行国事访问。德国与中国
近年来关系的发展呈现出
政经两热的趋势。中德关系
发展的平稳，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两国在经济领域达成
的“技术换市场”的默契。习
近平此次访问将为中德关
系下一步发展指明方向。

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消
息，此次访问由德国总统高克
和总理默克尔共同发出邀请，
这在国际关系中都是少见的。

德国实行总理内阁制，总
统作为国家象征，一般只在重
大国事活动中才露面，而与总
理会谈则一般意味着两国存在
具体事务上的话题需要商讨。
习近平此次接到总统和总理的

“双料”邀请，反映出德国既想
在外交礼节方面给足中国面
子，又十分重视此访对两国发
展的实质推进作用。可以看出，
习近平此次德国之旅将是“面
子”与“里子”并重的访问。

近年来，中德两国高层互
访的日渐频繁是一个十分明显
的趋势。今年更是中德高层互
访的“大年”，德国总理默克尔、
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加布里尔、
外长施泰因迈尔今年均有访华
计划。两国政府首脑还将主持
第三轮中德政府磋商。在双方
高层“常来常往”的背后，是中
德关系日趋紧密的大势。

“双料”邀请

面子里子并重

中德关系在近年来如日耳
曼战车般平稳向前推进，其底
色是中德之间有着强劲的经济
纽带做连接。德国是中国在欧
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是
德国在欧盟以外的第二大出口
市场(仅次于美国)。2013年双边
贸易达1616亿美元，是1972年两

国建交时的580倍。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德

之间建立了一个简单而又牢固
的双赢交换，即“技术换市场”。
德国企业与中方合作伙伴组建
合资企业，并达成技术转让协
议，德国企业从中国对豪华汽
车以及高科技机械设备的需求

中获益。这种模式既帮助了德
国得以更快摆脱经济困境，也
让中国实现了产业提升，是十
分完美的双赢关系。

如果说中法关系像一场基
于对“多极世界”向往的浪漫恋
爱，那么，中德之间则更像着眼
于柴米油盐的小两口过日子。

双赢保底，强劲经济纽带连接

双向拓展，发展需解竞争隐忧
随着中国在世界产业链

中的地位向着上游攀升，对
德国制造商来说，未来20年，
中国将不仅仅是一个市场，
同时也将成为竞争对手。而
这一问题的日益凸显，很可
能将成为中德关系未来发展
的隐忧。英国《金融时报》援
引高盛一项研究预计称，德

国接下来将在高铁、风力发电
等优势领域感受到中国越发
强烈的冲击。

从习近平行程看，在政
治访问之余注重维系中德经
济的良性发展，已经受到了
双方领导人的重视。在访问
行程中，在结束柏林的政治
活动后，习近平将访问德国

北威州和杜塞尔多夫市，会
见中德经济界代表并发表讲
话。从这个行程安排可以看
出，双方对中德关系的经济
基础显然已经给予充分的重
视。习近平的访德之行将会
是一次政治与经济并重的访
问，将会为两国关系的进一
步发展定调加油。

2009年10月12日，在德国进行正式访问的习近平在柏林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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