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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文化主管部门达
成文化合作意向声明
表示欢迎。

26.双方将于2024
年共同举办中法文化
旅游年，支持故宫博
物院与凡尔赛宫、上
海西岸美术馆与蓬皮
杜艺术中心等在两国
合 作 举 办 高 水 平 活
动。双方承诺在遵守
各自法律前提下，为
巡回办展提供海关、
物流等方面的便利化
举措，将努力确保支
持的展览中文化物品
的 完 整 性 和 顺 利 归
还。

27.双方重申愿通
过联合制作、版权合
作、竞赛、艺术家交
流等方式，加强在文
化和创意产业领域，
特别是文学、电影、
电 视 纪 录 片 、 出 版 (
含 游 戏 ) 、 音 乐 、 建

筑和数字化等领域的
合作，提升针对最广
泛受众的传播潜力。

28.中法两国承诺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修复和开发领域的双
边合作。两国欢迎就
中国专家与法国团队
共同参与巴黎圣母院
现场修复工作、兵马
俑 保 护 修 复 研 究 合
作、公输堂和茂陵合
作项目、推动两国世
界遗产缔结友好关系
等达成文化遗产合作
路线图。双方将继续
共同努力预防和打击
盗窃、非法挖掘和非
法进出境文化财产。
两国重申全力支持“
冲突地区遗产保护国
际联盟”基金会保护
冲突地区文化遗产。

29.中法两国重申
重视语言教学合作，
促 进 友 谊 和 相 互 理

解。两国将致力于延
长2015年6月两国政
府签署的《关于开展
语言合作的协议》有
效期，鼓励在双方学
校开展中文和法语教
学并增加双语课程，
加强语言师资交流和
培训。

3 0 . 中 法 两 国 重
申重视加强高等教育
和职业教育合作，将
鼓励中法高等院校发
展伙伴关系，例如共
建合作办学机构，共
同推动相互恢复留学
生和教师往来，为校
际交流提供便利。为
此，双方为上述人员
申请签证制定便利程
序。双方将尽快召开
新一届中法教育混委
会会议。

3 1 . 两 国 元 首 同
意尽快召开新一届中
法科技合作联委会会
议，确定双边科学合
作和促进碳中和科技
合作的“中法碳中和
中心”的重大方向。
中法两国希通过中法
科 研 伙 伴 交 流 计 划 (
休 伯 特 · 居 里 安 - 蔡
元 培 合 作 计 划 ) 等 促
进科研人员交流。双
方愿继续实施“中法
杰出青年科研人员交
流计划”，加强两国
青年科研人员交流，
推动优先领域合作和
开展联合研究活动。

32.着眼2024年巴
黎奥运会和残奥会，
两国元首希将体育，
特别是青年运动员交
流、体育基础设施发

展和体育产业经验分
享作为双边关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

五、共同应对全
球性挑战

3 3 . 据 联 合 国 统
计，2022年3.23亿人
面临粮食危机。在此
背景下，双方承诺维
护市场稳定，避免不
合理的农业投入品和
农产品出口限制，从
便利谷物产品和化肥
出口着手畅通国际粮
食供应链。双方致力
于通过中方国际粮食
安全合作倡议、粮食
和农业韧性行动等实
现上述目标。

34.中法两国均认
为，提升对非洲伙伴
等受粮食危机影响最
为严重国家的支持力
度对于构建有韧性、
可持续的粮食体系十
分重要。为此，双方
愿推动节粮减损、促
进粮食本地化生产的
国际合作。根据这一
目标，双方共同支持
联合国粮农组织、国
际农业发展基金、世
界粮食计划署等应对
粮食安全问题相关组
织，以及金融机构和
双多边出资方。

35.中法两国强调
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
为核心、以规则为基
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致力于营造自由、开
放、透明、包容、非
歧视的贸易与投资环
境，支持对世界贸易
组织进行必要改革，
支持世界贸易组织第

13届部长级会议取得
积极成果。

36.中法两国愿开
展合作，解决发展中
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
济体融资困难问题，
鼓励其加快能源和气
候转型，支持其可持
续发展。中方将出席
2023年6月在巴黎举
行的应对气候变化全
球融资契约峰会。法
方将出席第三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

37.两国同意在二
十国集团框架下加强
合作，推动二十国集
团发挥国际经济合作
主要论坛作用，按照
巴厘岛峰会领导人承
诺推进国际货币金融
体系改革。

38.中法两国在发
展中国家脆弱性背景
下，支持《缓债倡议
后续债务处理共同框
架》的实施。《共同
框架》于2020年11月
由二十国集团和巴黎
俱乐部通过，中法两
国一道参与。双方重
申各方以可预见的、
及时、有序和协调方
式实施《共同框架》
，支持2023年2月二
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
行长会议通过的债务
议程。

39.双方赞赏二十
国集团巴厘岛峰会欢
迎各国自愿转借特别
提款权，呼吁二十国
集团成员国和有意愿
的国家加大力度，二
十国集团成员国努力

4月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
事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

谈。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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