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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4 年 3 月底访问了布鲁

塞尔，这是他2012年就任国家主席以来首访欧盟地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而欧盟是全球最大的市

场，因此此次访问受到了经济学家们的密切关注。同

时，政治分析家们也在关注此次访问，希望洞察两大

行为体政治关系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在当下，欧洲的

地缘政治动向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乌克兰危机与欧

洲内部出现的反欧或抑欧情绪都在阻碍着欧洲一体化

实现的进程。

习近平主席履新以来已经访问过俄罗斯、非洲、

美国以及拉美地区，这被一些人视为中国新一届政府

的外交政策不够重视欧盟。然而事实上，习近平主席

比较晚才访问欧盟的做法恰恰显示了中国与欧盟关系

的稳定和成熟。反观中国与周边国家、非洲以及拉美

国家的关系，在前些年有些被忽视，面对着更大的挑

战。自习近平主席上台以来，如中国的俗语“远亲不

如近邻”所说，中国对这些国家倾注了较多的外交资

源、时间和努力。

习近平主席对布鲁塞尔的访问会成为中欧关系上

一项重要的事件，这将是中国国家元首在中国——欧

盟高层峰会以外首次访问欧盟总部，显示出中国一如

既往地支持欧盟作为全球主要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扮

演重要角色。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布鲁塞尔的安排还

显示出，中国政府有意在中国与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发展进入第二个十年之际加深彼此关系。

中国与欧盟作为亚欧大陆的两大商业“巨兽”，

在很多领域都可以深化合作，惠及彼此。其中，重点

应该放在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及缓解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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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困境上。中国与欧盟合作还会有助于构建

一个更为平衡的多极世界秩序。

加深经济领域合作

2013 年 11 月中国——欧盟峰会在北京举办

之后，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称欧洲为中国在发展进程中的伙

伴，而非仅仅是贸易伙伴。确实，欧盟一直以来

都是中国诚挚且值得信任的经济盟友，支持着中

国的发展。最近，欧盟通过与中国建立城市间合

作关系，落实了有关可持续城镇化的共同倡议，

帮助中国向更为环境友好型经济模式转型。2013

年 11 月中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雄心勃

勃的经济改革日程，深化中国与欧盟的经济合作

有助于早日实现这一日程。

习近平主席的欧洲之行不仅应该加深既有

中欧关系，还应在过去合作的基础上开展更多新

领域，尤其是在技术创新、技术转移以及可持续

增长方面。欧洲委员会内部市场与服务委员巴尔

耶（Michel Barnier）表示，欧盟的未来发展要依

靠先进且高科技的制造业，这就需要欧盟根据世

贸组织条例，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重要合作伙伴

进行磋商，出台覆盖所有欧盟成员国的产业政策。

我们不能错失合作的良机。

中国应该努力推动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

促进中国与欧盟横向商业合作发展。中国应该

深化与欧洲的合作，尤其是因为欧洲有可能是唯

一一个能够与中国深入合作的发达经济体。无论

日本还是美国都不会愿意与中国进行如此深入的

合作。日本不会这样做是因为其首相的民族主义

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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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历史修正主义，而美国则是出于国家安全的

考虑。同时还应注意到，中欧之间更多的贸易

往来不仅有利于中欧经济，同时也有利于全球

经济增长，这包括美国和日本的经济。

在接触欧洲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应采取行

动确保欧盟不会感受到来自中国国有企业和国

家管控的产业政策的经济威胁。为此，中国应

寻求与欧盟合作，筹划特色产业项目以推进横

向生产伙伴关系的发展，充分利用双方互补的

比较优势，建立合资公司与高级价值链。欧洲

大学成功参与中国技术中心建设，这为中欧在

21 世纪深化制造业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

要在像中国和欧盟这样的主要行为体间建

立紧密的伙伴关系，这就需要双方在遇到危机

时相互谅解、相互支持。中国没有忘记欧盟对

中国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因而，当欧洲面对着

史无前例的困境时，中国同样会投桃报李。

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FDI) 能够帮助希腊、

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深陷困境的欧盟外围经济体

再次激发出生产潜力，增加就业，以及平衡这

些经济体中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与贸易保护主

义势头。出于这一原因，制定出一份中国与欧

盟的投资协议会被欧洲视为久旱逢甘霖而受到

欢迎。

中国已经开始向欧盟投资，但比例不到投

入欧盟 FDI 总量的 3%。迄今为止，中国已购买

了价值超过 80 亿美元的西班牙债券，增加了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以支持对希腊的援

助，为希腊的港口建设以及葡萄牙的电力建设

投资数十亿美元，同意在西班牙开办合资企业

进行石油勘探。此外中国还在中国投资公司设

立了总价值超过 400 亿美元的欧盟专项基金以

帮助中国企业在欧洲进行投资。

另外，中国的出境旅游人数也超过了美国

当地时间 2014 年 3月 30日，布鲁塞尔，习近平夫妇与比利时国王王后在皇宫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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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国，欧盟与中国可以缔结相关双边协议，进

一步促进中国游客赴欧洲旅游。中欧双方可以推

动更为便捷的签证程序，同时增加双方城市间的

直达航班。

在货币领域，中国可以考虑拓宽与欧洲央行现

有的互惠外汇信贷协议范围，这可以显示出中国对

欧元有信心，相信其是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的一大支

柱。此外，有关在欧洲建立官方人民币离岸贸易中

心的路线图也会彰显出中国对欧元的信任，这样的

举动一定会对市场有所影响。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欧盟应联合中国，就

中国政府如何能够建设性地支持欧洲经济发展提出

建议。在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方面，德国是欧盟成

员国中做得最为成功的一个国家，而南欧和东欧很

多国家在这方面还有巨大的潜力没有得到开发。欧

洲委员会与中国相关部门可以共同合作充分利用这

些潜力。中国尊重欧洲委员会的凝聚力和政策角色，

同时也会在必要时与单个国家接触和合作。

双边关系的典范

在 2013 年 6 月中美首脑峰会上，习近平主席

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这显示出他相信

中美两国有可能避免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所

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美国

担忧中国的崛起终将不可避免地加剧安全竞争。

外界要求中国阐明新型大国关系的特点，并解

释如何具体操作。习近平主席用三句话精辟地概括

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第一句是“不冲突、

不对抗”，第二句是“相互尊重”，第三句是“合

作共赢”。

实际上，“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是指中美之

间的关系，它也为中国发展与其他大国关系以及

其他大国之间发展关系提供了思路。中国与欧盟

之间平等对待彼此、良性的外交互动关系以及双方

的全面伙伴关系模式能够为中美关系提供一些真实

且实际的范例。例如，中国与欧盟联合向马里派遣

维和部队的行为，中国在与伊朗进行的核谈判中支

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的表现，以及中国与欧盟的反海盗合作都

应该被视为值得中美关系互动借鉴的模式。

双边关系以外，对中国来说，欧盟处理全球事

务的方式也是具有吸引力的外交模式，因为欧盟具

有有影响力的文化和规范力量，并且在外交方面不

像美国那样强势。中国政府很愿意看到欧洲的外交

成就，以及其对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支持。欧盟的

这些特质可以帮助中国推动其主张，包括多极化与

和平解决争端，这些都是近 20 年来中国外交政策

的核心原则。

在最近的一次声明中，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将

欧盟视为世界上的主要力量、主要文明以及主要市

场，并表示中国与欧盟的合作会带来一个更加平衡

的世界。然而，中欧双方还未就国际体系改革进行

共同合作，因为双方对于该体系应该具备哪些特质

还未形成最终共识。不过双方正在不断地培育双边

关系，这将有助于未来在全球改革与多极化的决策

过程中进行合作。

共同愿景

1914 年，欧洲“力量决定权利”的思想与欧洲

国家间爆发的霸权冲突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并使

整个世界陷入大规模战争。欧盟的设立就是旨在扭

转这一过程。正如一位专家所说的那样，欧盟的建

立基础是“拒绝以权力来调节国家间关系的模式。”

习近平主席的此次访问安排清晰地显示出中国对于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支持，也显示出中国支持欧洲一

体化，认同欧洲是世界一大力量。在很多问题上欧

盟的表态与行动都与中国就多极化与和谐世界的观

点不谋而合。

但习近平主席的此次访问能做的不仅仅是对

欧洲梦的象征性支持，还可以帮助中国与欧盟推动

在经济领域上的“联姻”，并在政治领域进一步加

深双方的伙伴关系。在这些领域进行更为紧密的合

作会给中国与欧盟都带来巨大利益。

［本文转载自清华 - 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网站

(http://www.carnegietsinghua.org)，清华 - 卡内基中

心由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与清华大学共同创立，

就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开展合作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