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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欧洲发展报告》（欧洲蓝皮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和中国欧洲学会共同编撰，逐年对欧
洲形势进行跟踪介绍和分析，自1997年以来已出版13卷。
    正当全球经济陷入低谷之际，中欧关系出现了一波三折的局面，中欧关系到底怎么了？
本书以欧盟的“中国观”为主题，深入分析了中欧关系发生变化的来龙去脉。
同时，本书以中国学者的眼光，从政治、经济、法制进程、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等角度，对欧洲联盟
及欧洲各国的年度发展形势，作出全面的分析和概述。
欧洲作为当今世界极具战略影响的重要地区，其发展态势历来为人所关注。
了解欧洲、关注欧洲，有助于进一步深入认识世界并把握其发展大势。
本书以其丰富翔实的资料和系统全面的分析，为了解和研究欧洲与世界的学者、党政干部及高校师生
，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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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弘（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学部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所
长，中国欧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美国布兰代斯大学博士。
主要著述：《欧盟治理模式》（合编），2008；《中欧关系——观念、政策与前景（英文）》（合编
），2008；《外援在中国》（合著），2007；《福利国家向何处去》（专著），2006；《中欧关系：
共同性与差异性》（主编），2004；《国外社会福利制度》（主编），2003；《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
》（主编），2002；《欧洲文明的进程》（合著），2002。
最新成果：“民族建设、国家转型与欧洲一体化”（论文），《欧洲研究》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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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主题报告　　欧盟“中国观”的变化　　近两年来，欧盟及其一些成员国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明
显变化，欧盟的一些机构也开始调整对华政策。
2006年10月，欧盟推出第六个对华战略文件《欧盟与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承担更多责任》，加上同
期推出的经贸文件《竞争与伙伴关系：欧盟一中国贸易与投资政策》，标志着欧盟对华政策完成了初
步的调整。
欧盟新的对华政策基调是：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不断提高，中欧之间的伙伴关系需要进一步“深化”
，强调“随着战略伙伴关系更加密切，互相的责任也在增长”。
其后，欧盟方面对中国的不满越来越多，对中国的指责从经贸关系扩大到能源和气候等领域；及
至2008年，欧盟一些成员国政治家借“3？
14”拉萨骚乱事件发出了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呼吁，同时，在巴黎等地发生了干扰奥运火炬传递等一系
列反华事件。
欧盟的“中国观”到底怎么了？
欧盟一些国家为何突然掀起一波反华浪潮？
这与欧盟的政策调整有何关联，其深刻背景何在？
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进一步认识中欧关系的实质，并把握其未来的发展大势。
　　欧盟“中国观"的变化及其政策调整　　就欧盟整体而言，欧盟“中国观”变化的主要表现是：在
推动中欧关系进一步加深过程中，更多地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给欧洲带来的“挑战”；在注重合作的同
时，更多地关注竞争；在双边关系的发展中，更多地关注中国的责任。
分析欧盟主要机构——理事会、委员会和议会“中国观”的表现，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欧盟对华政策调
整发生的来龙去脉。
　　（一）欧盟理事会“中国观”的变化　　欧盟理事会是欧盟主要的决策和立法机构，属于欧盟的
政府间机构，其成员主要代表各成员国的利益。
在欧盟对华政策的形成和确立过程中；理事会是其最高政治动力，具有更高的战略意图。
　　欧盟理事会的“中国观”从根本上来说是着眼于欧盟自身利益的考量，并根据中国地位的发展和
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形成的。
　　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和欧共体（欧盟）建交以来，经贸关系一直是中欧关系的最重要基础和主要
推动力。
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蓬勃兴起，经济因素更是成为中欧双方越走越近且须臾不
可分离的黏合剂。
其突出的标志是，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在冷战思维的惯性作用下，欧盟和美国一起对中国实行经济
制裁和武器禁运，但时间并不长。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飞速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下，理事会对华态度发生了
重要的变化。
1990年10月，欧盟（欧共体）宣布取消对中国的制裁与限制措施，恢复同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
域的正常关系。
此后，中欧关系不断发展，双边关系涿步升级。
1998年2月23日，欧盟宣布放弃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对抗的政策，并表示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无论作
为欧盟整体还是单个成员国都不再提出也不再支持谴责中国人权记录的决议案。
1998年4月，中国总理朱镕基同欧盟轮值主席国英国首相布莱尔、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在伦敦举行了中
欧领导人的首次会晤。
双方表示希望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并建立中欧领导人会晤机制。
从1995～2003年，在理事会决策下，欧盟相继推出五份对华政策文件，为欧盟发展对华关系奠定了基
本框架。
　　在此期间，欧盟理事会对中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并积极推动双边合作的深化。
1998年6月29日在卢森堡举行的欧盟理事会通过了欧盟委员会新的对华政策通讯，可以看做欧盟全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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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欧关系的标志性文件。
该文件为中国与欧盟之间建立比以往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文件提出：将中欧关系升为元首级的关系，并通过贸易谈判、政治对话、人权和经济合作等手段，帮
助中国建立一个法制的、为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服务的、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经济体系。
此后，中欧关系进入了全面的迅速发展阶段。
2004年3月17日，欧盟理事会秘书长兼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
表示，欧盟和中国对彼此都很重要，正处于发展双边关系的最佳机遇期。
同时，欧盟理事会也高度重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并给予较高评价，尤其是中国在朝鲜核问题、
伊朗核危机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当中非关系在欧盟内部遭到颇多争议时，理事会多次强调中非合作的重要性，反对带着意识形态的有
色眼镜看待中国在非洲的成功。
2007年1月，索拉纳专门撰文，盛赞中国和欧盟在非洲合作方面取得的成果，认为双方在促进非洲发展
、和平及安全方面应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
理事会基本上把中国看做一个在双边层面上具有互补互利关系的紧密合作者，以及在国际政治层面上
推动世界多极化、建立国际社会民主新秩序的战略伙伴。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竞争力的不断增强，经济上长期低速增长的欧盟各国越来越感受到经济全球
化和中国经济实力急剧增强带来的压力，导致理事会对华态度开始发生变化。
如果说2003年在欧盟新的对华政策文件框架下，中欧关系进入了“蜜月”——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
中国与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希腊等成员国互办“文化年”，双边关系中充满着热烈气氛；那
么，此后中欧关系便开始走出“蜜月”，双方关系内在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不对称性渐渐凸显，双
边经贸关系中结构性矛盾和利益冲突日益尖锐。
　　在贸易摩擦日渐增多的同时，双方关系中的不和谐也开始出现在其他领域。
最典型的事例便是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问题。
2004年12月，欧盟理事会会议正式决定，将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纳入欧盟的议事日程。
此后，欧盟多次重申继续致力于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政治意愿”。
2005年5月4日，索拉纳访美时在华盛顿发表谈话时说，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是同中国建立信任关系
的一个必要步骤。
2006年12月11日，理事会会议通过一项对华关系的决议，重申欧盟将继续致力于深化与中国的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继续推动对华军售解禁的进程，并首次正式称赞中国的“和谐社会”理念。
但是，这一进程在2007年突然中断了。
在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上，理事会的态度也同样是如此。
1997年12月17日，欧盟委员会提出建议，鉴于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要求欧盟不
再将中国列入“非市场经济名单”，并修改对中国的反倾销政策。
1998年3月，此建议曾经得到理事会的初步同意，但是却在2004年刹了车。
此后，理事会采取了拒绝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立场。
　　甚至在中国十分敏感的台湾问题上，理事会也表现出某种暖昧。
欧盟历来承认“一个中国”；这也是中欧建交的重要基础，同时欧盟对台关系实行“政经分开”政策
。
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欧盟虽然在其对台关系方面常有一些“擦边球”的举动，但总体还能够顾
及中欧关系发展的大局。
然而在2004年美国开始多次重申反对台湾搞“防卫性公投”，并拒绝台湾，“公投”宣传团访美后，
欧盟却接待了台湾代表团。
这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信号。
　　正是在理事会上述对华政策战略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标志着欧盟对华
政策发生调整的第六个对华政策文件。
　　（二）欧盟委员会在对华政策中的作用和影响　　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行政执行机构，属于欧盟
内的超国家机构，其行为只对欧盟负责，不接受任何成员国政府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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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除了根据理事会的决策具体负责制定和执行某项政策，同时也享有立法创议权，即有在条约规定的
范围内提交立法草案和建议的权利，特别是根据《欧洲联盟条约》的规定，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内部事务与司法合作”等方面，拥有倡议权（与各成员国分享）和参与实施的权利。
事实上，“委员会集欧洲联盟的立法创议者、行政执行者、欧盟条约和法律的捍卫者、欧盟对外代表
与谈判者、内部协调者以及欧洲人格的代表者等多重角色于一身，在欧盟政策制定过程中起着特有的
关键性作用”。
因此，委员会在欧盟对华政策的制定中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与理事会相比，委员会作为
欧盟具体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具有更多的务实色彩。
事实上就欧盟方面而言，中欧关系主要就是在委员会的推动和执行下发展起来的。
　　欧盟委员会对中国的评价一直比较客观和现实，这可以从1995～2003年委员会先后发布的五份对
华政策文件中看出。
这五份文件分别是：《中国欧盟关系长期政策》（1995年）、《欧盟对华新战略》（1996年）、《与
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1998年）、《欧盟对华战略：1998年文件实施情况及进一步加强欧盟政策
的措施》（2001年）、《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欧中关系之共同利益和挑战》（2003年）。
这些文件均旨在不断加强中欧合作，促进双方互利共赢。
五份文件为这一时段的中欧关系设定了政策框架，在中欧关系的发展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从这些对华政策文件的内容来看，委员会起到了不断提升中欧关系的作用，特别是以下三个文件
具有明显的战略阶梯意义。
　　1995年7月，委员会在第一个对华政策文件中开始从战略高度调整对华政策，确定了长期发展对华
关系的基本框架。
文件指出，“欧盟必须发展起能够与中国在世界及地区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相适应的长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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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3月，委员会的对华政策文件主张将中欧关系提升到“与欧美、欧日和欧俄同等重要的地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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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欧洲蓝皮书。
权威机构·品牌图书·每年新版；盘点年度资讯·预测时代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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