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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经济新未来
◎ 记者 王哲希

1964 年 1 月 27 日， 新华社和法新社同

时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自此，法国成为第

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 中法建交，

不仅是某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

改变， 甚至对世界格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60 年的栉风沐雨，中法关系始终走在中

国与西方大国合作的前列，既带动了中欧关

系的健康发展，也为世界各国的交往提供了

良好借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濮

方可 (Frank Bournois)对这 60 年来的变化印

象深刻。 他表示，通过中欧论坛每年讨论的

议题变化， 可以深刻感受到中国与欧洲，乃

至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脉络。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由中国政府和欧洲

联盟于 1994 年共同创立， 作为中国唯一一

所由中外政府联合创建的商学院，中欧持续

推动国际交流， 提升全球影响力。 学院自

2012 年发起欧洲论坛，至今已举办近 30 场，

足迹遍布全球 8 个国家和地区，探讨中国及

全球的前沿话题，促进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

化交流合作。 ”

濮方可说，今年还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建院 30 周年， 作为一所由中国政府和欧盟

联合创办的国际化商学院， 经过 30 年的发

展，学院已成为一所亚洲顶尖、全球一流的

商学院，构筑了中国和欧洲乃至世界经济文

化交流的平台。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创新与共赢”，与会

嘉宾围绕这两个关键词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濮方可也对中法合作的愿景充满了期待。

与 1964 年建交时相比， 中法双边贸易

额增长了 800 多倍。 如今，中国已成为法国

在亚洲第一大、全球第七大贸易伙伴；法国

也是中国在欧盟内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三

大实际投资来源国。 上月初，习近平主席访

法期间，签署 18 项部门间合作协议，内容涵

盖航空、农业、人文、绿色发展、中小企业合

作等领域。 未来的合作空间广阔，大有可为。

“不过， 当下的我们仍临地缘政治、经

济、能源、技术、人口、气候等方面的巨大挑

战，现在的情况已经和两国建交初期完全不

同。 ”濮方可指出，由于历史和其他原因，有

些问题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解决，但是各方进

行沟通和对话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非常希

望这些问题可以消失，这样每个人都能回到

100%的信任和公平的心态”。

编者按：
2024年是中法建交 60 周年。60 年来，中法两国在多个经济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时至今日，法国已成为中国在欧盟的第三大贸

易伙伴和第三大实际投资来源国。
然而，我们同样也处在一个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全球化格局深度变革、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转型的复杂时代。 面对新征程下的新挑战，

中国企业持续以高质量出海为引擎，创造新的全球化机遇。
在这样的背景下，2024 年 6 月 3 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巴黎大区工商会联合主办的第十届“欧洲论坛”于巴黎成功举办。 欧洲论

坛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践行“致力中欧交流”战略的重要举措，自 2012 年创办以来已走过十届历程，足迹遍布全球 8 个国家，举办近 30
场，200 多位全球政商学界嘉宾发表演讲，8000 多位海内外企业嘉宾参加，有力推动了中国与欧洲和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国际金
融报》作为战略合作媒体之一，深度参与了论坛的报道。

中法建交 60 年来， 无论两国各自的国

内形势如何、国际地缘政治如何变化，中法

关系始终走在中国与西方大国合作的前列，

法国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在欧盟内最重要的

经贸合作伙伴之一。

在日前举办的第十届“欧洲论坛”现场，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汪泓在致辞中信心

满满地表示，“中法合作空间广泛！ ”

根据法国统计局的数据，2022 年，中法

货物贸易首次突破 1000 亿欧元大关， 两国

货物贸易总额从 2021 年的 888.08 亿欧元

上升至 2022 年的 1019.02 亿欧元， 增幅达

14.74%。

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也显示，法国对

华贸易逆差从 2020 年的 72.73 亿美元扩大

至 2022 年的 100.98 亿美元 ， 增加了 1.39
倍。

从飞机、卫星、核电站，到葡萄酒、奶酪、

化妆品，从“高精尖”到“接地气”，经济贸易

合作一直是中法关系的重要基石。

“60 年前，两国建交打开了中西方交往

合作的大门。 60 年间，两国关系经历了长足

发展，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双边贸易额增长

了 800 多倍。 目前，中国是法国在亚洲的第

一大贸易伙伴，法国也是中国在欧盟内第三

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实际投资来源国。 ”回

顾过去 60 年间两国的经贸变化， 汪泓感慨

万千。

她认为，未来两国合作的广度与深度还

将不断扩展。

上月初，习近平主席同马克龙总统举行

会晤，就新形势下中法、中欧关系发展深入

交换意见。 此次访法期间，双方共签署 18 项

部门间合作协议。 内容涵盖航空、 农业、人

文、绿色发展、中小企业合作等领域。 其中包

括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法国空中客车公

司签署关于深化航空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

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六十周年为一个甲

子，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 站在新起点上，中

法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对两国、对中欧，乃

至对全球经贸往来都具有重要意义。 汪泓

说，“过去 60 年， 中法携手走过了一段非凡

的历程。 展望下一个甲子，两国要不断夯实

友谊之基，架设合作之桥，可在绿色能源、科

技创新、先进制造等具有互补优势的关键领

域寻找新机遇。 ”

而当下的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变得愈发复

杂， 地缘政治冲突不断、 逆全球化趋势凸显

……汪泓认为，在这个复杂多变、充满挑战的

时代， 双方不应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纠纷和

敌意上，而要集中在合作和共同对话上。

她指出，随着国际创新格局重塑，跨国

合作和创新联盟成为推动创新的重要方式。

法国拥有日益成熟的初创企业生态系统和

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在新一波全球化浪潮

下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出海舞台和投

资空间。

此外，欧洲论坛作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践行“致力中欧交流”战略的重要举措，也将

有力地推动中国与欧洲和世界的经济文化

交流合作。

“创新能够让我们具有团结的力量，因

为创新带来的是进步，创新既是竞争，又是

合作。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欧方）杜道

明（Dominique Turpin）在第十届“欧洲论坛”

作答谢致辞时表示。

今年是中法建交 60 周年。60 年间，中法

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扩展，内容涵盖农业

农产品、核电力、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 站在

新一甲子的历史起点，面对科学技术的飞速

发展与企业商业创新模式的不断演进，中法

两国须携手共进，共同应对挑战。

因此， 杜道明格外强调创新的重要性。

他表示，创新是一种竞合关系：首先，创新意

味着需要差异化，以企业为例，不仅需要产

品创新，更需要商业模式创新；第二，创新的

前提是相互尊重， 在企业迈向全球化的时

代，需要尊重彼此文化；第三，创新离不开沟

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致力于构建中国与世

界经贸文化往来的坚实平台，在未来，学院

将继续搭建中欧与世界交流合作的桥梁，共

同开创中欧与世界的美好未来。

杜道明特别列举了美国市场和欧洲市场

的差异，点明“创新既要国际化，也要差异化”。

“中国企业到美国市场可能更容易一些，

因为美国和中国一样，是一个大市场；但是欧

洲市场可能比较复杂，在人口、语言等方面，

欧洲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杜道明说，在

投资欧洲时，应当注意这种差异，相互尊重。

另一方面， 也要在差异中互相学习，这

是在全球化时代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上

世纪）80 年代时， 很多西方人到日本学习日

本的管理方式，欧美企业确实也学习到了很

多。 以瑞士雀巢为例，管理层有 16 人，但没

有一个人有瑞士国籍。 这对于中国、法国企

业来说可能是很难做到的，我们需要多元化

和相互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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