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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对国际原子能机构
的支持。

15.中法两国将继
续就朝鲜半岛问题保
持密切沟通。

1 6 . 中 法 两 国 同
意继续通过中法网络
事务对话机制进行交
流。

三、促进经济交
流

1 7 . 中 法 两 国 承
诺为企业提供公平和
非歧视的竞争条件，
特 别 是 在 化 妆 品 、
农业和农食产品、空
中 交 通 管 理 、 金 融 (
银行、保险、资产管
理人)、卫生健康(医
疗 物 资 、 疫 苗 ) 以 及
能源、投资和可持续
发展等领域。为此，
两国致力于为企业合
作提供良好环境，改
善两国企业在对方国
家的市场准入，改善
营商环境，确保尊重
两国所有企业的知识
产权。在数字经济领
域，包括在5G方面，
法方承诺在两国包括
国家安全在内的法律

法规基础上，继续以
公平、非歧视方式处
理中国企业的授权许
可申请。

18.中法两国愿继
续加强在服务业各领
域的务实合作，支持
两国机构和企业在互
利基础上开展经贸往
来，促进服务贸易发
展。法国愿应邀担任
2024年中国国际服务
贸易交易会主宾国。

19.中法两国希加
强农业、农食、兽医
和植物检疫领域伙伴
关系，乐见猪肉产品
市场准入获得保障、
向软枣猕猴桃和饲用
乳制品开放市场、批
准15家猪肉出口机构
在华注册。两国主管
部门将尽快回应符合
双方食品卫生安全法
律法规要求的农业、
农食产品，特别是肉
类和水产品出口企业
未来的注册请求和婴
幼儿乳品配方注册申
请，以及双方各自部
门提出的市场开放请
求。双方将继续在肉

牛、葡萄酒行业以及
地理标志，特别是勃
艮第葡萄酒地理标志
注册方面进行交流合
作。法国支持中国将
尽快提出的加入国际
葡萄与葡萄酒组织的
申请，支持中国举办
国际葡萄与葡萄酒产
业大会。

20.中法两国对达
成中方航空公司采购
160架空客飞机的“
批量采购协议”表示
欢迎。两国将视中国
航空运输市场和机队
恢复和发展情况，适
时研究中方航空公司
的货运和长途运输等
需求。双方欢迎中国
民航局和欧盟航空安
全局加强合作，将在
均认可的国际安全标
准 基 础 上 加 快 适 航
认 证 进 程 ， 特 别 是
Y12F、H175、达索
8X等项目的适航认证
进程。双方欢迎两国
企业就可持续航空燃
料达成协议。双方继
续开展工业合作，特
别是空客天津新总装

线项目。
2 1 . 中 法 两 国 支

持两国航空公司按照
两国民航部门相协调
的方式，以恢复履行
1966年6月1日签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
府航空交通协定》及
相 关 航 权 安 排 为 目
标，尽快将航空连通
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两国航空公司在中法
之间经营航班时应享
有公平均等的机会。
两国支持深化人员和
经 济 往 来 ， 包 括 为
两国私营部门人员和
商务人士提供签证便
利。

22.双方对两国航
天机构围绕嫦娥六号
及地外样品联合研究
开展合作感到满意。

2 3 . 为 实 现 能 源
体系低碳转型的共同
愿望，中法两国在政
府间和平利用核能合
作协定框架下，开展
民用核能务实合作。
两国致力于在中国国
家原子能机构和法国

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
员会协议等基础上，
继续推进在核能研发
领域前沿课题上的合
作。两国支持双方企
业研究在核废料后处
理等问题上加强工业
和 技 术 合 作 的 可 能
性。

2 4 . 中 法 两 国 对
2015年第三方市场合
作政府间协议取得的
成 果 表 示 欢 迎 。 双
方致力于已确定的第
三方市场合作项目的
后续和落实。两国政
府鼓励企业、金融机
构及其他主体在可适
用的国际高标准基础
上在第三方市场开拓
新的重大经济合作项
目。

四、重启人文交
流

25.为在全球推动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
形式多样性，中法两
国支持深化文化作品
创作与利用方面的合
作，将积极推动重启
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交
流合作。中法两国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联合声明
五大领域合作 共同应对世界挑战(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