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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欧洲所大使论坛特别
会议冶综述

郑摇 颖

摇 摇 2013 年 4 月 2 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

院欧洲研究所和中国欧洲学会共同举办的

“2013 年欧洲所大使论坛特别会议冶在北京

举行。 二十多位欧盟及部分成员国驻华使

节出席论坛,国内相关研究机构、高等院校

近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活动。 会议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欧洲研究所所长周弘

研究员主持。
会上,外交部宋涛副部长发表了题为

《构建互尊互鉴、全面合作、共同繁荣的中欧

新型伙伴关系》的演讲。 他表示,过去一年

多来,中欧关系保持了稳中有进的良好势

头,取得了一系列积极进展:(1)政治上,高
层往来更为频密,互信加深。 据不完全统

计,2012 年,中欧外长及以上级别的高层交

往超过 50 起。 中国与欧盟机构领导人一年

之内两次会晤,德国总理默克尔年内两度访

华,这在中欧关系史上都较为罕见。 双方越

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欧是合作伙伴而非

竞争对手,中欧合作不是零和游戏,而是互

利共赢冶。 2012 年 9 月第十五次中欧领导

人会晤期间,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说,一
个新的欧盟与一个新的中国之间的关系是

几十年前无法比拟的,中欧关系为建设和平

与和谐世界这一几代人的梦想作出了重要

贡献;(2)经济上,务实合作稳步推进,成果

喜人。 面对不利的世界经济形势,2012 年

欧盟仍保持了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双方贸易总额达到 5460 亿美元。 这“九连

冠冶的成绩,来之不易。 中国企业加快了对

欧投资步伐,为欧洲恢复增长和就业作出了

一份“中国贡献冶。 据统计,过去几年中国

对欧洲的投资一直大幅增长。 双方在新能

源、绿色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合作也

蓬勃发展;(3)人文上,交流往来持续深入,
亮点纷呈。 2012 年,中国公民首站赴欧盟

人数超过 150 万,在欧洲留学人员超过 20
万,现在每天来往中欧两地的航班超过 70
架次。 中国与欧盟机构和一些成员国建立

了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 中欧“文化对

话年冶、“中法语言年冶、中波“中国文化季冶
等活动和中国作家莫言首获诺贝尔文学奖

均产生了积极影响。
宋涛强调,中欧关系正站在新的起点

上,面临新的历史机遇。 今年适逢中欧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 过去十年,中欧



在政治、经贸和人文领域逐步确立了三大合

作交流机制,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态势,取得

了丰硕的合作成果,中欧关系的基础更加坚

实。 欧洲是发达国家最集中的地区,处于较

高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随着中国的不断

发展,中国对欧洲产品、技术和投资的需求

将进一步上升,利益契合点增多,合作空间

更加广阔。 中国实现“中国梦冶的过程将给

欧洲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当前欧洲的主

要任务仍然是应对欧债问题,恢复经济增长

和创造就业。 在这三个方面,中国都将发挥

更大的作用。 中欧作为世界格局中的两支

重要力量,都主张世界多极化,反对单边主

义,主张维护联合国作用和权威,致力于加

强全球治理,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
双方在反恐、防扩散、气候变化等问题和中

东、伊朗核问题等地区热点上需要保持良好

沟通与合作。 可以说,在当今世界所有事关

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中欧之间有

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 中欧携手合作将

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不论是各自发展还是国际事务,不论是当前

还是长远,中欧都是彼此不可或缺的重要合

作伙伴。 未来十年,欧洲在中国外交格局中

的作用不会减弱,只会增强。
宋涛指出,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新兴经

济体和发达国家集团,中国和欧洲应当建立

起一种互尊互鉴、全面合作、共同繁荣的新

型伙伴关系。 (1) “互尊互鉴冶是指中欧要

尊重彼此的重大利益关切,尊重各自自主选

择的发展道路,相互包容彼此的不同,相互

学习对方的长处,共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2)“全面合作冶是指中欧不仅要在政治、经
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开展合作,还应开展多

边和双边、政府和民间、区域和次区域等形

式多样的合作。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

合作既是中欧建立新型伙伴关系的需要,也
应成为中欧新型伙伴关系的特色;(3) “共
同繁荣冶是指中欧要进一步深化利益共同体

意识,通过不断深化和扩大合作,共同致力

于经济增长,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更高程度

的利益融合,共同实现繁荣。 这是中欧新型

伙伴关系的前进方向和持续动力。

中欧要建立新型伙伴关系,还应努力实

现“两个超越冶:一是超越不同意识形态和

社会制度的隔阂,在互相尊重、求同存异中

开展合作;二是超越传统大国“你输我赢冶

的零和思维,在相互适应、开放竞争、互利共

赢中共同发展。
中欧构建互尊互鉴、全面合作、共同繁

荣的新型伙伴关系,将成为 21 世纪国际关

系的典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

出新贡献,需要中欧共同不懈地努力。
宋涛表示,为更好地适应新形势和新需

求,中欧双方有必要不断更新合作理念,创

新合作形式。 (1)双方应不断增强战略互

信;(2)双方应加强务实合作。 城镇化是中

欧合作的新平台和增长点。 双方应加强共

同研究规划,积极推进包括绿色科技、可持

续发展、社会管理等内容的大城镇化合作。
双向投资合作是中欧经贸合作“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冶的推进器。 中方继续欢迎欧洲企业

来华投资发展,同时将鼓励更多有条件的中

国企业对欧投资,使中欧经贸关系更趋均

衡。 希望欧方为此创造更公平便利的条件。
文化产业合作是事关中欧关系民意支持的

“民心工程冶,也是中欧人文交流的重要载

体。 双方应通过高级别人文交流等机制,加
强在文化、传媒等领域的合作,提升双方民

众对彼此和中欧关系的认知和理解;(3)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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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应加强国际协调和配合。 中欧关系已远

远超越双边范畴,具有日益重要的全球影

响。 中欧应在努力实现各自经济稳定和增

长基础上,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各种形式的

保护主义,共同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

发挥积极作用,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安全

与发展。
宋涛特别强调,(1)中欧双方有必要不

断更新合作理念,创新合作形式,拓展合作

领域,以更好地适应新形势和新需求。 去

年,中国与中东欧 16 国成功举办首届中国-
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提出了加强合作的

12 项举措,建成了合作网络。 这样的合作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契合双方特点,顺应各

自需求,政府、企业、地方各层面的合作热情

都被调动起来,效果很好。 下一步,根据双

方意愿,中方希望加强双方在各层次、各领

域的合作与创新,例如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地方之间的合作,加快落实“12 项

举措冶,用好“100 亿美元专项贷款冶,确保双

方从合作中更多获益。 不久前,中国同一些

南欧国家的农业部长在罗马举行了圆桌会,
就农业领域加强合作达成了重要共识,商定

尽快召开第二次会议,继续推进相关合作。
今后如果条件成熟,中国也愿意与其他欧洲

国家探讨开展这种透明、开放、符合双方需

求和利益的、与时俱进的合作;(2)中欧应

妥善管控和处理好分歧。 中欧对民主、人权

等问题存在不同主张,中欧经贸往来也存在

摩擦,这是事实。 再好的伙伴之间也有不同

的看法和想法。 关键在于,中欧应该历史和

全面地看待矛盾分歧,认识到发展是解决一

切问题的最好办法,对话磋商是处理有关问

题的最好渠道,努力避免双方的分歧影响中

欧关系的大局。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平

等相待、互相尊重,维护和巩固中欧关系良

好发展势头;(3)中方希望欧方高度重视,
通过平等对话和友好协商,妥善处理有关问

题,努力提升双方经贸合作水平,做大做好

中欧合作的“蛋糕冶。 当前中欧之间一个突

出问题是欧盟坚持对中国光伏产品等展开

“双反冶调查。 这不仅伤及中国企业的经济

利益,更重要的是打击了双方各界发展合作

的信心,到头来也会损害欧方的利益,影响

欧盟经济增长和就业。 欧盟内部对此反对

的声音也很高。 应该看到,中欧经贸合作规

模巨大,出现一些摩擦在所难免,但双方应

当本着合作共赢的精神和建设性的态度去

面对,而不是动辄采取制裁措施。 中欧之间

的共同点远大于分歧,合作面远大于竞争,
中方对中欧关系充满信心。 中国愿与欧洲

朋友一道,为建立互尊互鉴、全面合作、共同

繁荣的新型伙伴关系,为创造中欧关系更加

美好的明天而共同努力。
与会嘉宾就中国如何从战略和社会发

展层面来看待和发展与欧洲的关系等问题

与宋涛副部长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与讨论。
主题演讲之后,欧盟及部分成员国驻华大使

及外交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围绕中欧

关系的话题举行了圆桌会议,主要就中欧经

济贸易问题、解决贫困与和平发展问题、共
同农业政策问题等进行了交流。 双方对这

种面对面的讨论和交流的形式表示赞赏,期
待以后进一步拓宽交流的领域和讨论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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