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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欧盟:文化与外交冶
学术研讨会综述

袁摇 帅

摇 摇 2013 年 3 月 28 日,清华卡内基全球政

策中心举办了“中国-欧盟:文化与外交冶学
术研讨会。 会议由张利华教授主持,主要发

言者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

教授、房乐宪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黄裕生

教授,法国学者潘鸣啸教授,外交部欧洲司

综合处郑立樵处长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国际部主任范勇鹏博士等。
张利华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当前,中国

与欧盟的关系总体较好。 欧债危机发生后,
中国一直以积极的态度帮助欧洲。 中国-欧
盟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自 1998 年建立以来

已举行了 15 次,双方高层多次互访。 从文

化关系来看,双方交流与合作比较频繁,不
仅开展了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中国欧洲

研究中心项目,还启动了“中欧高级别人文

交流机制冶。 2012 年 2 月,在布鲁塞尔举办

了“中欧文化对话年冶。 但是,中欧关系也

存在一些问题和障碍,双方在国际干涉、人
权和主权关系的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
此次研讨会的目的,主要从文化与外交的角

度探讨中欧关系的进展与问题。
时殷弘教授在发言中提出,中国和欧盟

对国家主权、国家平等和民主平等问题存在

不同理解,这涉及如何看待国际干涉的问

题。 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开展对

外交往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国家主权的神圣

性和不可侵犯性,坚决反对国际干涉。 改革

开放后,依然以反干涉为基本立场,但已体

现出一些变化。 关于国际干涉问题,西方国

家存在两种主张:一是经典现实主义者认

为,一个国家不会或不应当让它自身的安全

由于坚守不干涉原则而受到严重伤害,也就

是说当国家处于危险的时候可以采用干涉

手段;二是经典自由主义者的主张也分为两

类,一类是提倡绝对的不干涉,另一类认为

国家有责任保障基本人权,在必要时不能避

免国际干涉。
黄裕生教授认为,国际干涉多种多样,

本来是为了捍卫所有无辜者个体的普遍自

由,但是任何战争都无法保证不伤及无辜的

自由者。 因此,我们应当严格限制战争,对
于以人权理由发动战争的做法要保持高度

警惕,对以人权原则为目的的武力干涉方式

加以限制和评判。 只有这样,才能对战争的

合法性和必要性做出判断。
房乐宪教授在发言中介绍了欧盟近几

年的文化外交政策。 他指出,就其政策框架



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强调:第一,2009
年《里斯本条约》生效以后,《罗马条约》重

新修正,规定欧盟及其成员国向第三方以及

相关有资质的国际组织就文化领域进行合

作,这一点几乎已适用于所有欧盟与第三方

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中;第二,欧盟及其成员

国宣称要为各种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与和平

共处做出贡献;第三,欧盟在对外关系以及

对外特定战略中融入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
有两个事件需要关注:一是 2007 年欧洲文

化议程的发布,标志着欧盟对外关系新的文

化战略框架已经形成。 也就是说,文化已日

益被视为欧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要素。
议程核心是要在全球化的视野中探索欧盟

新的文化战略,关注欧盟内部文化多样性以

及欧盟与第三方发展文化关系的重要意义,
并且与其他各方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该议

程的三个基本目标:一是促进文化多样性和

跨文化间对话;二是在基于增长和就业的里

斯本战略框架下,促进文化作为创造性催化

剂发挥作用;三是促进文化作为欧盟对外关

系中的核心要素发挥作用。 另一个事件是

2009-2010 年欧洲文化项目特别行动,主要

针对欧盟邻国政策(ENP)涵盖的地区。 欧

盟的文化外交政策特点是:首先,促进保护

和尊重人权等基本价值观的弘扬和发展,是
欧盟推动文化对话和交流的目的之一,在促

进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间对话的同时,更有效

地促进外部世界对欧洲文化的理解和对欧

洲基本价值观的广泛认同;其次,欧盟比较

系统的文化战略规划已经成型。 文化因素

正被密切地结合到欧盟的对外关系和对外

政策中;最后,在全方位的文化外交基础上,
欧盟的政策重心转向新兴发展中国家,在文

化领域日益重视保持与巴西、中国、印度、墨
西哥等新崛起的全球伙伴的政策对话。

法国学者潘鸣啸博士认为,对比中欧间

的文化交流,欧洲更倾向于民间交往,重视

人与人的沟通,这是保持文化多元性的重要

方式。 中国政府当前开展较多的是官方主

导下的文化交流项目。
郑立樵处长从自身工作经验出发,总结

了文化在中欧关系中的影响:第一,中欧之

间的文化差异对于双方的外交思维和政策

都有影响。 每个民族国家的外交政策制定

都是在某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第二,文化

是很宽泛的概念,无论历史传承、哲学思想,
还是意识形态都与外交相关。 中欧之间的

文化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差异对外交的

影响也是显著的;第三,不能忽视的是中欧

文化方面也有很多相通和共融的地方,中欧

都有源远流长的文化,也拥有文化自信。 因

此,双方既有开展文化交流的意愿,也有这

种内涵;第四,文化目前是中欧关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发展潜力所在。 中国对欧盟

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是经济、政治和文化。
范勇鹏主任认为,有关国家主权和人权

的争议,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观察:第一是

原则和实践;第二是必要性和现实性;第三

是话语和利益;第四是幻象和真相。 而对外

政策取决于国内的观念结构,一个国家内部

的观念结构及意识形态结构决定了它在干

预问题上的立场。
最后,张利华教授在总结时指出,文化

价值观差异所引发的中欧关于国际干涉等

问题的争论仍会继续,这将推动中欧学者以

更为客观和理性的视角进行认知,促进相互

理解和包容,共同推动中欧关系的发展。

(作者简介:袁帅,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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