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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 １０－０４

２０ １８ 年 ， 中 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 ４０ 个年头 。
４０ 年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 了中 国 ，

也影响了世界 。 改革开放给中欧关系注人了 巨大的动力 ，经过 ４０ 年发展 ， 双方 已成

为彼此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 ，其他领域合作也得到稳步扩展 。 展望未来 ， 中欧关

系尽管不会
一

帆风顺 ，但仍具有很大发展潜力 。

１９ ７８ 年改革开放之前 ， 中欧关系深受冷战两极对峙格局影响 。 新中 国刚成立

时 ， 中东欧国家迅速与中 国实现了建交 ，

一

些西欧国家也采取了较为务实的态度 ，如

英国 １ ９５０ 年 １ 月宣布承认新中国 。 而 １ ９６４ 年中法建交标志着中国 与西方国家关系

的一个突破 。 但总体来讲 ，冷战的结构极大地制约 了中 国 与西欧的关系 。 在美 国学

者沈大伟看来 ， 当时的中欧关系是附属于美苏关系的 。

随着中 国改革开放拉开大幕 ， 中欧关系迎来 了
一

个大发展时期 。 中 国将工作重

心转移到国 内经济建设 ， 使得欧盟在中 国对外战略中 的地位骤然提升 。 在过去 ４０

年 ，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扮演 了中 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对象和经贸合作的主要伙

伴角色 。
２０ １ ７ 年中国与欧盟 ２８ 个成员国 的贸易额为 ６ １ ６９ 亿美元 ，欧盟成为中 国的

第一大贸易伙伴 。 事实上 ，到 ２０ １７ 年 ，作为统
一经济体的欧盟已连续十 四年保持了

中 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 连续七年为 中 国最大进 口来源地 ，连续六年居中 国第二

大 出 口市场 。 对于欧盟来说 ， 中国也多年保持了其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 贸易之

外 ，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之后 ， 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 。 截至 ２０ １ ６

年底 ， 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累计 ６９ ８ ．３ 亿美元 ， 比 ２００８ 年增加 了
２ １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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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仅重视与欧盟发展经济合作 ， 而且主动推动双方关系在其他领域也取得

进展 。 习近平主席关于中国与欧盟为
“

三个两大
”

的判断 ，反映了 中 国现阶段对中欧

关系的期待 。
２０ １ ４ 年 ，

习主席在会见来华参加第 １ ６ 届 中欧领导人会晤的欧盟领导

人时提出 ，中欧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 、推动共同发展的两大市场以及促进人

类进步的两大文明 。 ２０ １ ５ 年访欧期间 ，
习近平进

一

步阐述了这一看法 。 在与时任欧

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会谈中 ，他提出 中欧要努力塑造
“

四大伙伴关系
”

， 即和平伙伴

关系 、增长伙伴关系 、改革伙伴关系 、文明伙伴关系 。 在比利时欧洲学院进行的公开

演讲中 ，他又进
一步指出 中欧要致力于建设和平稳定之桥 ，把中欧两大力量连接起

来
；建设增长繁荣之桥 ， 把中欧两大市场连接起来 ； 建设改革进步之桥 ， 把中欧两大

改革进程连接起来 ；
建设文明共荣之桥 ，把中欧两大文明连接起来 。

从经贸伙伴到新的
“

四大伙伴
”

，可 以看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
“

欧洲观
”

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 ，并由此带动了 中欧关系的全面发展 。 当然 ，准确地说 ，
４０ 年中欧关系

的大发展是双方不断沟通 、持续对话和积极互动的结果 。 倘若欧方对中国的改革开

放没有给予积极 回应 ， 中欧关系也不会发展到今天的水平。 从过去数十年欧盟对华

政策可以清楚地看出 ， 欧盟之所以持续不断重视与中 国的关系 ，最重要的原因还是

中国 自身的快速发展及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的上升 。
１９ ９４ 年欧盟首份对亚洲政策报

告出 台的背景是冷战后东亚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 ，但实际上欧盟主要还是看到 了 中

国的发展前景 。 在 １ ９９ ５ 年发表的第一份对华政策文件中 ，欧盟明确提出将对华关系

作为
“

欧盟对外关系 ，包括对亚洲和全球关系的
一

块基石
”

。 之后 ， 每隔几年欧盟就

会发表
一

份新的对华政策报告 。 最新的文件是 ２０ １６ 年 ６ 月发表的 。 欧盟外交与安

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莫盖里尼女士就此表示 ，该政策文件旨在进
一

步深化欧盟同中国的关系 ， 挖掘 中欧在经贸 、外交与安全及国 际事务等领域的合作

潜力 ，指导欧中关系未来五年的发展 。

除中 国 自身发展的因 素外 ，冷战的结束也为欧洲开展积极的对华外交提供了机

会 。

一

方面 ，柏林墙倒塌 、苏联解体后 ，欧盟加快 了地区一体化步伐 。 中东欧国家的

人盟 、统一货币欧元的出台 ，为欧盟推行积极的外交提供了底气 。 另一方面 ， 冷战的

结束在欧洲面前呈现出
一

个全新的战略环境 。 虽然保持了与美国 的同盟关系 ，但欧

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已经大幅减少 。 这意味着欧洲 国家无需在国际上事事唯美 国

马首是瞻 。

与中美关系或 中 日 关系相 比 ， 中欧关系在过去 ４０ 年发展比较平稳。 但双方的摩

擦和 冲突也不少。 挑战既有经济方面的 ，
也有政治方面的 。 经济方面 ， 欧洲抱怨比

较多的是 ，欧洲国家对华贸易逆差大 、 欧企在中 国与 中企在欧洲享受的市场开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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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不对等
”

、中 国对国企补贴 、强制欧洲企业技术转让等 。 中方对欧盟的不满主要

是 ， ２０ １ ６ 年即 中国入世 １５ 年过渡期结束后 ， 欧盟不应该继续不承认中国 的全面市场

经济地位 。 中方要求欧盟终止对中 国输欧产品实施不合理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 。

２０ １ ７ 年以来 ，德国 、法国 、意大利等国不断推动欧盟对有可能对欧洲 国家公共秩序或

安全构成风险的外国投资进行严格管控 。 这也引起了 中方的关切 。 欧洲 官方和媒

体均承认新的管控措施针对的主要是中 国企业 。

政治方面 ，主要是中欧双方的互信不够 。 比如 ，欧洲一些国家 曾 因 向 台湾 出售

武器或官方会见达赖导致双方关系出现过严重挫折 。 同时 ， 欧洲国 家对中国 意识形

态的偏见很深 。 近年来 ， 随着 中 国综合实力 的快速增强 ， 欧洲对中 国在国 际秩序中

的作用产生疑虑 。 对于中 国的
“
一带

一

路
”

倡议其既希望合作获利 ， 又担心 中国 以此

改写国际规则 。 德国等
一

些国家认为 中国与中东欧 １ ６ 国建立
“

１ ６＋１
”

合作框架 ，是

对欧洲进行
“

分而治之
”

，进而对中 国是否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产生了怀疑 。

展望未来 ， 中欧经济关系的基础仍然牢固 。 尽管如前所述中欧也存在经贸分歧

和摩擦 ，但欧洲选择 了与美国特朗普政府不 同的对华政策 。 虽然 ２０ １ ８年中美贸易摩

擦呈现出加剧态势 ，欧洲
一直努力避免在中 美之间选边站 。 随着中 国经济的持续发

展 ， 中国市场对于欧洲的吸引力将愈加增大 。 中 国
“
一带一路

”

倡议在推动中欧经济

关系方面的作用会进
一

步增大 。

同时 ， 由于欧盟战略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 中欧合作的共同利益和意愿均在

增大 ，双方关系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 欧洲战略环境的变化 ，既源于欧盟与俄罗斯关

系的持续紧张 ，更主要是由 于欧美关系的转变 。 自 ２０ 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以来 ，欧盟就

一

直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 。 由于欧盟 ２８ 国在此问题上采取
一

致同意的原则 ， 目前

来看要让所有成员 国同意结束制裁还很难 。
２０ １８ 年 １ ２ 月 欧盟年终最后

一

次峰会决

定对俄制裁再延长半年 ，清楚地说明 了这
一

点 。 此外 ， 欧盟 中还有
一

些成员 国坚持

将俄视为主要安全威胁 ，并竭力推动北 约对莫斯科采取强硬态度 ，未来欧盟即使取

消了对俄经济制裁 ，双方关系也难以 出现根本性改变 。

欧美关系的变化与特朗普推行
“

美国优先
”

政策具有重要关系 。

一直以来 ， 欧洲

将规则和多边主义视为维护 自 身利益的法宝 。 特朗普 自上台 以来所推行的孤立 主

义和单边主义可 以说与欧洲 的理念和主张背道而驰 。 特朗普不仅公开鼓动欧洲其

他国家步英国脱欧后尘 、对欧征收高关税 、退 出欧洲全力促成的 《 巴黎气候协定 》 ，而

且在诸如伊朗核协议这样事关欧洲重大安全利益的问题上完全无视欧方意见和立

场 。 目前在任的很多欧洲政治领导人已经将美国看作欧洲利益的破坏者 。 德国总

理默克尔数次公开称美国靠不住 ，法国总统马克龙则认为欧洲在安全上依赖美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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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 ，
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 ２０ １８ 年盟情咨文中表示需要推动欧元与美元抗衡 ，

提高欧元的国际地位 。

就中欧关系而言 ， 由于欧美关系紧张 ， 欧盟与 中 国在全球气候治理 、维护多边贸

易体系 、维持联合国权威和作用等方面的合作机遇将大为增加 。 当然 ， 这不是 自 动

转化 ，
不是说欧美疏远就会自动转化为中欧走近 ， 但至少可以说 ，双方具备了进

一步

加强合作的条件 ，如果经过努力的话 ，这些条件是可以利用的 。

总之 ，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欧洲在中国对外战略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 ， 中欧关

系成为中国大国外交的重要
一环 。 未来中欧之间的竞争性会增加 ， 但双方的合作领

域也会进一步扩大 。

【责任编辑 ： 张志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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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 １９７８ 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进行的又一场伟大的解放事业和历史性变

革 。 它既是思想的解放 、制度的解放 ，更是人民群众创造力 的解放 ； 它既是国 内战略

与政策的重大转变 ，也是国际战略与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

改革开放是在中苏关系高度紧张、中 国面临苏联巨大安全威胁 （苏联在中苏 、 中

蒙边界陈兵百万 ，苏军人侵阿富汗以及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 ） 的背景下开启 的 ， 是以

中美建交 、 中 国与西方世界关系全面缓和作为重要外部条件的 。 ４０ 年来 ，借助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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