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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歐盟對中國國際責任的「關切」看中歐關係新變化

⊙ 喻 鋒

 

自從美國前副國務卿佐立克提出中國是「利益攸關者」（stake-holder）的論調之後，西方

世界對於中國肩負國際責任的「熱情」似乎一下子高漲起來，先是去年朝核六方會談重啟之

前，美歐極力敦促中國在該問題上發揮更大的作用，繼而與中國遠隔萬水千山的蘇丹達爾富

爾危機，也引發了西方世界對中國施加影響的「期待」，直到最近緬甸國內持續動盪的局

勢，美歐同樣對中國的作用寄予「厚望」，甚至於少數人公然主張以抵制08年北京奧運會來

壓制中國向這些「特殊關係國」施壓。正如英國雜誌《經濟學家》所言，「這很有可能使得

中國在人權問題上再次失分，進而使得西方聯合起來抵制奧運會，給中國形成巨大的道德壓

力。」1聯想到今年6月八國峰會期間以德國總理默克爾為代表的西方政治家們強烈要求中國

在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問題上做出更多表率，以及去年持續至今歐洲追隨美國力挺人民幣升

值，這些事件中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歐洲人越來越關心中國的國際責任了。那麼，近幾年

來中歐關係到的經歷了那些變化？那些變化又怎樣促成了歐洲人對中國國際責任的「關

切」？

首先，中歐雙邊貿易額持續走高，經貿合作日趨緊密，但貿易爭端與經濟利益衝突也有所增

加，雙方經貿合作步入敏感期。

近年來，中歐貿易額每年以30％─40％的速度增長，2006年中歐雙邊貿易額已達2723億美

元，歐盟已穩居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的位置，同時也是中國最大的技術和設備供應方和第四

大外資來源地；中國也保持著歐盟第二大貿易夥伴的地位。中歐經貿往來不僅有量的快速增

長，並且已經開始朝著深化的方向發展，在日常消費品和工業品的進出口貿易快速增長的同

時，金融和投資等服務領域的合作也全面鋪開，中歐雙方之間已經建立起一整套有關貿易、

投資、匯率、區域政策等主題的較高級別的溝通和對話機制2，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頻繁造

訪中國、2006年雙方制定區域政策合作「路線圖」就是典型個案，這些也都成為中歐經貿關

係日見成熟的標誌。

與此同時，隨著中歐經貿關係日趨緊密，雙方源於經濟體制和結構所致的經貿爭端和衝突也

呈上升趨勢，首當其衝的就是貿易逆差、貿易糾紛和人民幣匯率問題。由於中國產業結構尚

處於工業化初級階段、外向型經濟成分所佔比重較大、人民幣對歐元匯率差異和人力資源成

本低廉，這些因素導致歐盟方面在中歐貿易當中長期處於巨額貿易逆差狀態，據統計2006年

歐盟對華貿易逆差比去年增加220億歐元，達到1305億歐元的歷史新高。不少別有用心的人據

此高唱「中國威脅論」的論調，聲稱中國從中歐貿易當中攫取了巨額不當利潤，搶佔了歐洲

人的就業機會，由此也在普通歐洲人心目中引發了不滿。其次，由於歐盟整體經濟實力雄踞

世界一極，在全球經濟秩序當中佔據相當的話語權，加之其技術水準和生產水準都已經邁入

後工業化時代，隨著雙方貿易關係不斷深化，有關反補貼、反傾銷、反配額，以及技術壁壘



限制所造成的貿易糾紛頻繁發生，經貿摩擦也在迅速擴大。從2000年至今，歐盟針對中國紡

織品、鞋類製品、鋼鐵進行的反傾銷和反配額調查就持續不斷，而針對中國出口給歐盟市場

的大宗貨物，如燈具、打火機、轉基因食品、兒童玩具則施加了嚴格的技術壁壘限制，由此

給中歐正常貿易和中國企業造成的損失不可計數。最後，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歐盟也在為

美國的強力彈壓推波助瀾，試圖通過迫使人民幣升值而獲取匯率差異變動所帶來的好處，並

以此削弱人民幣的地位和影響。

除了上述問題之外，歐盟關於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的承認問題、中歐在WTO多邊貿易談

判中有關「社會標準」與貿易掛的立場差異等，也都是不容忽視的。2006年晚些時候，歐

盟公佈的最新一份對華新政策檔──《歐盟─中國：更緊密的夥伴、擴大的責任》──就明

確指出「中國是歐洲貿易政策中最重大的挑戰」3。這無疑向中國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號：中

國不只是歐盟的合作夥伴，歐盟更把中國看作是一個潛在的競爭對手。

我們很清楚中歐關係之所以在過去30多年維持基本良好的態勢，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雙方

經貿合作的「雙贏」，而在當前雙方經濟利益日趨複雜化、爭端摩擦持續增加的情勢下，如

何維持並且放大這種「雙贏」效應，避免經貿爭端升級，並消解彼此矛盾，就成為影響中歐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根本性問題。

其次，中歐雙方政治互信進一步加強，雙邊對話和溝通日漸機制化、固定化，從而為雙方的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長遠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但由於雙方仍然存在認知和意識形態差異，

在歐盟陣營內部，有關台灣問題、西藏問題、人權問題、抵制奧運，以及對華武器禁售等爭

議也時有發生。

經歷了冷戰的洗禮和80年代末對華經濟制裁風波，中歐雙方的政治互信也得到了顯著增強。

自1995年以來，歐盟連續發表了6份對華戰略檔，2003年中國也發表了首個《中國對歐盟政策

檔》，這種看似無聲的「琴瑟相和」無疑向世界表明：雖然遠隔萬水千山，社會制度和歷史

傳統相去甚遠，中國和歐洲的政治互信已經上升至一種默契和相互理解。此外，中歐高層互

訪也日趨頻繁，歐盟主流政見也反復強調堅持一個中國立場；同時2003年以來法、德、意、

荷等歐盟成員國領導人也相繼在重要場合呼籲儘快解除對華軍售禁令，這些動向也都向世界

昭示了中歐政治關係的良好發展態勢以及廣袤前景。

即便如此，源於歷史和認知差異，以及不少歐洲人固有的意識形態偏見，加上歐美跨大西洋

特殊關係的影響，歐盟與中國的政治互信也存在不少障礙4。

在台灣和西藏問題上，雖然歐洲政壇主流政見一直贊成一個中國原則，不與台灣和西藏獨立

勢力發展官方聯繫，但歐盟內部支持「台獨」、「藏獨」的呼聲也不絕於耳，歐盟委員會對

外關係委員彭定康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歐盟將維持並在必要時強化與台灣政府在經濟及其

它領域之對話」，甚至支援台灣「在符合其地位下參與國際組織」；2006年達賴喇嘛甚至正

式造訪歐盟總部，並與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會晤；而歐洲議會作為歐洲「反華橋頭堡」，

從2000年以來多次發表決議批評中國頒佈《反分裂國家法》、支援台灣加入世衛組織、批評

西藏人權狀況並鼓吹西藏獨立等，這些行為都對中歐關係造成了實質性傷害。

在對華軍售問題上，雖然之前幾個歐盟主要國家立場出現軟化跡象，但迫於美國的壓力以及

台灣在歐洲議會的遊說，2005年3月下旬，歐盟仍被迫決定推遲解決對華軍售問題。這也清楚

地表明，無論軍售問題何時和以何種方式得到最終的解決，美國的影響都不會輕易地退出中

歐關係的演進過程。同時，對華軍售也與中歐貿易密切相關：雖然到2006年底，中國自歐盟



已累計引進技術24,108項，合同金額達986.6億美元，但大量的尖端技術尤其是軍用技術設備

仍然沒有解禁，致使中歐正常技術貿易往來頻頻受阻，也在一定程度上人為拉大了雙方貿易

逆差5。

此外，在歐盟近些年發佈的歷次對華政策檔中，依然一直十分「關切」中國的民主和自由狀

況，歐盟至今並不承認中國屬於民主世界和市場經濟國家；歐洲議會在人權問題上仍然緊步

逼近，繼續發表年度中國人權記錄狀況，對中國人權狀況橫加指責；歐盟內部也有一部分人

以中國牽涉蘇丹達爾富爾問題為由公開宣揚抵制2008北京奧運會，這些也都給中歐政治互信

和交往帶來了一些陰影。

綜上，我們不難發現，中歐政治關係發展所遇到的諸多障礙大多彼此牽連，不少經濟、文化

議題也被「泛政治化」，雖然短時間內無礙於中歐關係的大局，但在國際風雲不斷變幻的背

景之下，若干政治爭論和立場對立在特定情勢下也勢必會釀成相當的風險。

再次，中歐雙方在國際事務上的合作不斷躍上新台階，在共用的多邊主義理念大旗下實現了

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雙贏」格局，但在某些具體問題上，雙方的立場差異和矛盾也

十分明顯。

當前國際形勢處於深刻複雜的變化之中，威脅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不確定因素增多，隨著近年

來美國國內單邊主義思潮愈演愈烈，美國大肆借反恐圖謀稱霸，蔑視國際法準則和聯合國權

威，在這一背景下，歐盟與中國的戰略共同點增多，相互之間拉近了距離。一方面，歐盟重

在解決全球問題的思維出發點和決策源頭，與美國謀求支配世界、「先發制人」的思想理念

形成競爭和對立。歐洲為了減少對美國的依賴，積極謀求在世界政治和經濟事務中發出自己

的聲音，弘揚「歐洲特性」。另一方面，由於中國近年來國力的增長，中國提出「和平發

展」也面臨著戰略身份的界定等戰略問題，因此，這就使得歐盟與主張世界多極化的中國之

間的共同戰略利益不斷增大。中歐雙方本著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原則在維護國際安

全、加強聯合國在維護世界和平、穩定與安全及促進可持續發展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動多邊

主義和國際關係民主化方面開創了許多合作的新局面6。在聯合國安理會改革、抵制美國在伊

拉克的單邊主義戰爭方面，中歐雙方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2005年9月、11月，關於朝核

問題的第四輪、第五輪六方會談在北京繼續召開。幾乎同時，歐盟也擔當著與伊朗談判解決

核開發問題的關鍵使命。中國和歐盟的努力不僅推動了問題向和平結局轉化，更深遠的是它

顯示出中歐共用的一種不同於美國風格的外交理念與實踐。

但不容忽視的是，美歐在制度和價值觀等方面仍然有天然的同質性，跨大西洋的經濟和軍事

紐帶依舊強勁，歐洲在維護發達國家利益、輸出其政治模式方面與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還有著

比較尖銳的矛盾。用美國著名學者約瑟夫·奈的話來說，美國「既可能對中歐關係產生離散

的排斥力，也可能產生聚合的推壓力」。譬如在國際安全問題上，中國目前與歐美各國就有

很大的合作空間，也有現實的合作必要（如打擊「東突」武裝），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

身份也無形中給自己帶來了很多壓力：在WTO多哈回合談判當中，美歐強行推廣其「綠色貿易

壁壘」主張，要求將貿易與人權、民主等「社會標準」掛，中國作為世貿組織中最大的發

展中國家首當其衝地站到了談判的前台，承擔了巨大的壓力；在朝鮮半島核問題、伊朗核問

題、達爾富爾危機以及最近的緬甸國內局勢動盪中，歐盟都和美國一道，一方面鼓吹中國承

擔「國際責任」，極力敦促中國利用自身影響力對某些當事國施壓，另一方面又以「抵制奧

運」來要脅中國企圖陷中國於國際困局之中不能自拔。這種做法就與中國長期以來奉行的

「韜光養晦」的低調務實外交戰略形成矛盾，也加大了中國自身的承受能力。此外，在八國



峰會、中非合作論壇等多邊場合，歐美方面也不失時機地聯手給中國戴「高帽子」，甚或打

出「開發非洲必先借道中國」這樣變相鼓吹「中國威脅論」的調子。

由此，雖然歐盟所宣導的多邊主義理念與中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外交精神存在交集，但二

者的差異及其所導致的外交政策分歧也是不容回避的。在歐美大國掌控多邊合作的主旋律的

時候，中歐在國際舞台上的舞步不協調也有可能為今後的長遠關係發展留下隱患。

最後，中歐環境保護合作成為雙方合作新亮點，但由於各自所處發展階段和國情差異，雙方

圍繞環境問題的外交角力也有升級的趨勢。

對於已進入後工業時代的歐洲而言，對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關注已經成為其發展的主要價值

取向之一，而處在改革開放轉型期的中國，也已意識到應盡力避免重走西方國家先污染後治

理的老路，重視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也已成為一項基本國策。尤其是在全球化帶來

一系列全球環境問題的大背景下，中歐環境合作也被提上了更加重要的議事日程。1997年中

歐正式建立了環境工作組會議機制；2003年11月雙方啟動中歐環境政策部長級對話機制並舉

行了第一次部長級對話；中歐雙方關於「清潔能源機制」（CDM）達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協

定，中國和歐盟國家間的「溫室氣體減排權交易」已日漸成熟。僅2006年11月第一屆「亞洲

碳博覽會」期間，中國甘肅一省與歐洲公司達成的減排權交易額就達2500萬歐元。此外，中

歐在可再生能源開發、核電能源合作、無污染磁懸浮軌道交通技術開發方面也取得了重大進

展，歐洲企業在上海磁懸浮軌道交通工程、大亞灣核電專案上已經佔據了絕對優勢。這種環

境保護與經濟利益「雙贏」的局面就很好地體現了中歐在環境合作領域的巨大前景，也符合

當前時代發展的主流方向。

儘管如此，由於雙方各自基本國情迥異，環境治理能力存在差距以及在環境問題上肩負的國

際責任不同，中歐雙方的環境合作也存在一些分歧。歐盟方面利用自身在多邊國際機制中掌

握的話語權和優勢地位，也不時對中國的環境政策和已盡的國際義務表示不滿，甚至進行批

判和打壓。在前不久落幕的八國峰會上，東道國德國為峰會設定的主題詞是「增長與責

任」，所謂「責任」，根據德國總理默可爾的表述，其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希望迅速崛起

的一些發展中大國在解決世界政治經濟問題過程中應承擔更多的責任，這個指向很明顯，就

是針對中國的日益強大，要求中國發揮更大的作用。具體而言，歐盟在此次峰會上圍繞節

能、減排大打「氣候牌」，不僅是針對減少對外能源依賴、改善自身能源安全交出的答卷，

更蘊含著歐盟力圖掀起一場以高能效、低排放為核心的「新工業革命」的野心，其實質就是

希望打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推卸其作為發達國

家在此問題上的義務和責任，讓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替他們買單7。這種在環境外交當

中的霸道做法顯然是有違中國的國家利益的。

當然，雖然中歐關係的上述變數尚不足以積累到促成「變質」的境地，中國的國際威望也不

會因為歐美的施壓而瞬間下降，但從中歐雙方的長遠利益來看，我們還是應該對歐洲對中國

國際責任的過度「關切」保持警醒，堅持「韜光養晦」的外交策略，著眼於增強中國的綜合

國力，贏得國際事務的話語權，以提升自身在與歐盟關係發展當中的權重，以切合實際的

「利益攸關者」和負責任的大國身份，參與到世界經濟政治新秩序的建構當中，只有這樣才

能營造中歐關係長期良性發展的宏觀環境，為雙方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增添新的底蘊，注入了

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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