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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德国总理默克尔8
日在清华大学以可持续发展为主
题进行演讲，呼吁德中率先建立
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伙伴关系。

默克尔说，德国在能源转型
过程中，四分之一的电力是从可
再生能源获得的，几年后这个数
字有望达到50%。德国已经决定
逐步从核能中撤出，到2020年彻
底撤出核能，由此造成的空缺由
可再生能源替代。

默克尔表示，中国已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中国的任
何决定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
响。她注意到中国正有越来越多
的人口转移到城市，任何一个进
入城里的人都需要住房、医疗、
教育。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中面临
的挑战也需要通过可持续发展
的方式解决。德中可以在城市化
方面进行合作，发展节能交通、
节能建筑、节能废水处理方式
等。

她说，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
议程的制定都是围绕可持续发
展，我们需要建立全球伙伴关系
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和德国最好
率先发展这方面伙伴关系，德国
还要与发展中国家建立伙伴关
系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承担责任。

在被问到对日本近日解禁
集体自卫权的看法时，默克尔表
示，她在北京不能对日本政府指
手画脚，以后或许会面对面谈。

默克尔说，二战后德国进行
了痛苦的反思，但是这个正视历
史的过程是对的，不重蹈历史覆
辙很重要。

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
默克尔于7月6日至8日对中国进
行正式访问。

据新华社、中新社等

在到访国学术机构发表
正式演讲似乎已经成为外交
的“标配行程”，那么外国领
导人(包括国家首脑和政府首
脑)都在哪些中国学府演讲？
他们都讲些什么？

据公开资料显示，2000年
至今，共有73个国家的97名外
国领导人在中国高校演讲过
115场，其中，来自欧洲26个国
家的领导人有41名，占比最
多。

说到外国领导人演讲
“青睐”的地点，北京大学“包
揽”三成演讲，清华大学、外
交学院紧随其后。

根据各院校官网，自2000

年以来，外国领导人在华高
校演讲至少115场，由15所院
校承办。演讲地点一般先由
外方提出，中方根据内容考
虑是否同意。统计发现，七成
演讲在北京举行，而在外交
学院发表演讲的领导人绝大
多数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在
北大、清华演讲的领导人则
有一半以上来自发达国家。

演讲次数最多的，是时
任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
2003年、2006年、2008年、2009

年各来一次，分别在北京大
学、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

四川大学。
他们讲了些什么？从话

题来看，2000年以来11个国家
的领导人在华的 3 0场演讲
中，“中国崛起”、“国际经济”
等说得最多。

而面对中国听众说上几
句中文，向来是拉近距离的
重要技巧。正如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韩国首尔大学演讲用
韩语说了一句“你们好”，引
发热烈捧场一样，去年韩国
总统朴槿惠在清华演讲时以
流利的汉语开场，也获得长
达十余秒的掌声。

(宗禾)

外外国国领领导导人人演演讲讲爱爱去去哪哪儿儿

默克尔8日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

中中国国任任何何决决定定都都会会影影响响他他国国

大数据

在访华旅途中，默克尔遭遇
“双面间谍案”的“逆袭”——— 美国
利用德国情报局员工担任间谍这
个意外插曲，令她深感吃惊和失
望，并在与中国总理李克强的共
同记者会上就此事批评美国。

在德美关系出现新裂痕之
际，德媒对于德中走近表现出极
大的热情。“没有中国，什么事也
办不成。”德国《美因茨汇报》7日
这样评价默克尔访华。文章说，看
看默克尔带领的经济代表团名
单：22人中有至少9人是德国达克
斯上市企业的顶尖人物。中国的
城镇化建设为德国开辟了新的市
场。

德国《时代周报》7日表示，美
国政府企图孤立中国在全球经济
中的影响力。美国正与欧洲以及
东南亚等主要经济体进行自由贸
易协定对话，排斥中国在世界贸
易中的地位。但德国对这一排斥
行动兴趣不大。德国在中国有许
多公司，中国领导层也越来越多
地依靠默克尔，认为是一个可靠
的伙伴，而北京与卡梅伦、奥朗德
的关系没有大的发展。

德国《明镜》周刊7日称，默克
尔新的中国之旅，留下新的深刻
度。因为北京领导层正带领13亿
人民走向未来。对于默克尔来说，
中国的发展始终是一种实验室实
验。如果中国没有持续的繁荣，许
多德国公司的现状也会相当不
同。

据环球时报

德媒看好

中德走近

8日，默克尔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 东方IC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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