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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合作应对全球挑战
■   孔田平／文

应对全球挑战：

中欧合作的必要性

在全球化的世界上，国家间相互

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没有任何

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独自解决全

球化带来的问题。欧洲理事会主席范

龙佩强调，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没

有一个经济体能够仅仅依靠自身力量

解决问题。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

伴，欧中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至关重

要。

一、中国与欧盟在国际体系中的

地位赋予了中欧应对全球挑战的国际

责任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全

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贸易大国。中

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具有

举足轻重的影响。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中国对国际安全与世界

和平负有特殊的责任。欧盟作为具有

27 个成员国的超国家组织是独特的

国际行为体，是最大的贸易集团和拥

有发达国家最多的区域组织。欧盟中

有两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欧盟积

极参加多边机构的活动，是有影响力

的国际行为体。

二、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凸显了

中欧合作的必要性

我们一直在谈论国际政治经济新

秩序，事实上新的国际秩序尚未形成。

围绕国际秩序的讨论中，新构想层出

不穷。从 G2、G3 到 G0。当 G2 概念

提出后，欧洲的观察家抛出了 G3 的

概念，强调“我们生活在 G3 的世界，

即将美国的军事力量和消费、中国的

资本和劳动力和欧洲的规则和技术结

合起来”。两年前，欧亚集团总裁布

雷默和经济学家鲁比尼在《外交》杂

志撰文，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 G0

的世界中，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

有政治和经济力量或意愿去推动真正

的国际议程”。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

利兹指出 ：“在过去 25 年间，我们已

经从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转向一

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现在转向无

领袖的多极世界。尽管我们会谈论

G7，G8 或 G20，更加恰当的描述是

G0。在新的世界中，我们必须学习

如何生存与成长。”有人片面地将全

球经济治理的僵局归咎于主要国际行

为体的无所作为，如美国不能发挥领

导作用 ；欧洲不愿推动真正的改革 ；

金砖国家则搭国际体系的便车，获得

巨大的竞争优势，而不承担责任。未

来的全球秩序存在着不确定性，中国

和欧洲需要在新的国际秩序的构建中

加强合作，有所作为。

三、全球力量的转移为中欧合作

应对全球挑战提供了机会

美 欧 在 全 球 经 济 中 的 地 位 有

所 下 降， 新 兴 国 家 的 地 位 有 所 上

升。1998 年欧盟占世界国内生产总

值 的 30.5%， 中 国 占 3.4%， 美 国 占

29.0%，而 2010 年欧盟占世界国内生

产总值 25.9%，中国占世界国内生产

总值的 9.1%, 美国占 22.9%。2001 年

奥尼尔提出 BRICS（金砖国家）的概

念，2009 年金砖国家合作起步，开

始举行金砖国家峰会，讨论共同感

兴趣的问题。金砖国家占世界人口

的 43%、 世 界 领 土 的 25%, 占 全 球

国内生产总值的 21%。在过去 15 年

间，金砖国家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

份额增长了 3 倍。不久前在南非举行

的金砖国家峰会上，金砖国家决定建

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中国的经济发

展是全球力量转移的重要因素，美欧

一些人士称中国经济的崛起本身就是

全球挑战。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指

出“历史已经加速，加速带来了世界

的深刻变化”，“英国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翻番用了 155 年，而对美国而言

50 年就足够了，中国在 15 年实现了

翻番”。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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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是举足轻重的贸易大国。

2013 年初，有报道称中国已经超过

美国，跃升至全球第一贸易大国。根

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12 年美国

货物进出口总额 38200 亿美元。同期

中国进出口总额为 38700 亿美元。中

国商务部以统计口径不同，否认中国

已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美联社比

较了 2006—2011 年中美最大贸易伙

伴国的数量的变化。2006 年美国是

127 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为

70 国。2011 年中美两国出现了逆转，

美国为 76 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

则 为 124 国。2006 年 2 月， 中 国 外

汇储备达到 8536 亿美元，成为世界

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到 2013 年第一

季度，外汇储备达到了 3.44 万亿美元。

全球力量的转移无疑将为中欧合作应

对危机提供机会。

四、全球贸易体系的碎片化对国

际贸易体系的冲击需要中欧共同应对

由于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

局，全球范围内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

易协议谈判方兴未艾。美国近年来力

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以

形成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美国与欧盟

就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展开

谈判，也涉及贸易规则的变动。美欧

试图为竞争、贸易便利化、劳工、环

境和知识产权等领域制定新的规则，

重构国际贸易的格局。面对国际贸易

体系的新变化，中欧应当加强合作，

共同应对国际贸易体系碎片化带来的

挑战。中国希望尽早启动中欧投资协

定谈判，适时开展中欧自贸区的可行

性研究。

应对全球挑战：

使中欧关系更具战略性

 在近年来关于中欧关系的讨论

中，一些学者认为尽管中欧建立了战

略伙伴关系，但是中欧战略伙伴关系

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掘。欧洲的一

些学者则不太看重中欧战略伙伴关系

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这种伙伴关系

并不反映当前的现实，而是一个长期

目标。

本人认为，中欧合作应对全球挑

战将有助于加强中欧战略伙伴关系。

一、中欧在塑造新的世界秩序中

可加强合作

中国和欧洲都致力于多极世界。

多数西欧人相信多极比单极更有助于

全球的安全，有助于增进欧洲的安全

和经济利益。贝尼塔·费雷罗—瓦

尔德纳指出 ：“作为全球事务的积极

参与者，中国和欧盟显然对 21 世纪

全球政治的性质感兴趣。一些人在谈

论建立多极世界。对欧盟而言，重要

的不是极的数目，而是这些极运作的

基础。我们的理念是由规则治理的世

界，而这些规则由多边机构制定并进

行监督。我知道中国也赞成此建议。”

欧盟认为，欧盟不仅要寻求多边世

界，而且要寻求治理多边世界的多边

机构。联合国则是多边机构的中心。

中欧在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贸易保护只会伤害中欧来之不易的战略互信。图为欧洲央行总部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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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国际秩序的理念上与欧洲很接

近。中国与许多欧洲国家一样支持多

边主义，主张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国

际争端，重视文明的多样性和宽容性。

中国主张多极化，在术语上偏好

多极化。多极是指世界的权力主要分

布在三个以上的权力中心，是对现状

的描述。导致多极的过程便是多极化，

多极化是对愿景的展望。而欧洲则喜

欢多边主义的术语。多边主义是一个

过程，是许多国家合作参与全球事务

的行为方式。中国更多强调多极化的

工具性，而欧盟则强调多边主义的规

范性。中欧合作既要看到双方的契合

点，也要看到双方理念上的差别。

二、中欧在全球安全中的合作有

待加强

核扩散、恐怖主义、海盗和国际

冲突对国际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欧

应当在全球安全领域加强合作，如防

扩散、反恐、反海盗、冲突预防和维

和行动。中国在伊朗核问题等问题上

与欧盟保持密切沟通，在亚丁湾反海

盗行动中中欧密切合作。迄今为止，

欧盟尚未解除对华的武器禁运，这直

接影响到双方的战略互信。欧洲如何

回应美国要求欧盟在东亚安全上密切

合作的请求也值得关注。

三、全球经济治理是中欧合作的

重点领域

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现有的国

际经济秩序和多边国际组织的无能为

力，迫切需要新的全球治理机制。新

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需要主要国际

行为体的共同努力。金融危机后，20

国集团成为了凝聚主要经济体、推动

国际金融危机解决和国际金融体系改

革的主要平台。中国与欧盟在 20 国

集团进行了良好的合作。2012 年 6 月，

中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 430 亿

美元。中欧经济团队保持密切的沟通，

在欧盟委员会经济和金融事务总司、

内部市场总司和欧洲中央银行和财政

部、发改委和人民银行之间定期举行

宏观经济和金融对话。在债务危机肆

虐欧洲的背景下，中国购买欧元债券，

力挺欧元，支持欧元的稳定。中国和

欧盟在多极货币体系的形成，在欧元

和人民币国际化上进行了合作。巴黎

和伦敦成为了香港之外的人民币境外

交易中心。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汇

率、资本账户和中央银行的地位等问

题均可以进行坦率的讨论，但是欧洲

不应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

四、中欧应共同应对全球问题

中国和欧盟在共同应对传染病、

全球变暖、环境恶化和能源安全等全

球问题上具有共同的利益。中欧在低

碳经济和清洁能源上的合作卓有成

效，欧洲机动车的排放标准在中国得

到应用。中国和欧盟占全球能源消费

的约 32%，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

35%。国际能源署估计到 2030 年中

国和欧盟大部分的石油需求需要进口

来满足。加强中欧在提高能源效率，

利用再生能源上的合作具有广阔的前

景。中国和欧盟在环境领域的技术合

作仍有发展空间。2012 年 9 月中欧

第 15 届峰会举行，中欧双方同意就

解决环境、城市化和气候变化的挑战

进行合作。

五、中欧之间的战略对话有助于

中欧应对全球挑战

战略对话有助于增加政治互信，

扩大共识。2005 年 12 月中国和欧盟

启动了战略对话机制，中欧高层定期

战略对话机制将进一步为中欧战略

伙伴关系的深化夯实基础。2008 年

3 月起，中欧启动了中欧经贸高层对

话机制。2010 年 4 月之前，历次中

欧战略对话都是由欧盟轮值主席国副

外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共同主持。之后，中欧战略对话升级

为中国国务委员和欧盟外交与安全事

务高级代表参加的中欧高级别战略对

话，迄今已举行了三次高级别战略对

话。中欧双方最高级别的政治磋商机

制——中欧领导人会晤已经举行十五

届，对深化中欧的战略合作发挥了建

设性引领作用。

欧盟是一个具有超国家权力的区

域组织，中国则为一个主权国家。作

为不同的国际行为体，如何在应对全

球挑战中求同存异，加强合作，对双

方均是一个挑战。新的国际秩序的形

成无疑会涉及到国际规则的变化。国

际规则的形成需要充分的协商，需要

凝聚各方共识，兼顾各方利益，决不

能自恃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强加

于人。

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一样源远流

长，均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有人称 21 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本人

对此并不赞同。中国无疑会对世界做

出更大的贡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

国将主导全球。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国

际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的

时代，中国将是新的世界秩序不可分

割的组成部分。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

高级代表阿什顿女士强调，欧盟与中

国关系应当成为 21 世纪国际合作的

典范，外交部宋涛副部长最近提出中

欧要建立互尊互鉴、全面合作、共同

繁荣的新型伙伴关系。只要中欧双方

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和政治智慧，秉持

合作共赢的精神，就一定可以有效应

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中东欧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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