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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 7 日，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会 见 来 华 参 加 第

二十四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本次会晤恰逢中欧建立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 20 周年和中欧领导人会晤机制建立 25 周年，为中

欧关系发展规划蓝图、确定重点、注入动力。同时，此次会

晤的成功也意味着疫情之后中欧合作再度全面起航，将开启

和书写中国与欧洲国家友好往来的新篇章。

促进中欧合作向更高水平迈进的有利因素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欧盟是

最大发达国家联合体，双方人口总量约占世界四分之一，经

济总量约占全球三分之一。因此，中欧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

的双边关系之一，对推动中欧各国、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

发展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自双方建交以来，中国同欧盟的关系尽管历经国际风云

变幻，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与分歧，但整体保持了友好合

作的总基调和主路线，展现出愈加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疫情之后，中欧逐步恢复线下高层接触和交流，对话气氛有

所好转，双边关系出现“止跌回稳”的势头。

第一，我国市场的吸纳和消化能力独一无二，有条件为欧

盟各国提供发展机遇。市场对经济贸易的发展至关重要，是

影响贸易和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近年，国际贸易投资萎缩，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出现抬头趋势，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更

使得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产业链和国际分

工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导致市场成为最稀缺的资源。当前，

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30% 左右，同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

持续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成为吸引国际商

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特别是，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

量发展阶段，国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

大，对优质服务的多样性需求更加旺盛，为其他国家提供的

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中国在向世界输出质量好、价格优的

商品与服务的同时，由于国内消费市场快速增长，中国也在

以更快的增速从全球各国购买商品和服务，2021 年中国社

会消费总额超过 6.5 万亿美元，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

场。因此，随着国内消费升级、经济产业变革，促使服务业

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中国开始更大规模

地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而且，中国企业整体在全球产业链

分工中尚未占据高端前沿位置，供给本土消费和国际市场的

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仍然有限。欧盟在现代农业、工业发展、

社区服务、医疗卫生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经验丰富、理念先进，

不仅为双方在上述领域激发释放合作潜力和活力，实施错位

对接和融合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还能使两国合作产

生大于加法的乘积效应和倍数功能。

第二，共同抗疫推升中欧合作意识。（一）欧洲支援中国。

意大利政府组织专机把2吨政府援助的医用物资运抵北京，在

希腊雅典市政府支持下，人们手持红灯笼在雅典卫城山脚下

参加声援中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祈福活动，德国法兰

克福举行名为“我们与中国携手”的街头公益活动，以实际行

动传递为“中国祈福”的良好意愿。英国剑桥大学开展“剑桥

与武汉在一起”募捐活动，并将募集资金用于向中方提供防护

服和口罩，以及向牺牲的医务人员家属提供抚恤和补助。爱尔

兰科克市政府举办支持中国“抗疫”的主题活动，丹麦的艺术

家和体育明星也通过发送暖心视频等方式为中国“抗疫”鼓劲

加油。（二）中国驰援欧洲。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中国红十

字会的多位专家同世界卫生组织和意大利卫生部同行进行了

视频会议，中国政府还派出了多支医疗专家团队奔赴多个欧

洲国家协助“抗疫”。与此同时，中国在满足国内疫情防控需

要的基础上，想方设法为欧洲提供防疫物资和采购便利。疫

情期间，中欧班列累计运送抗疫物资达3.9万吨，共计479万

件，其中包括口罩、防护服、呼吸机、消毒类用品以及其他各

种卫生医疗用品，为维持欧洲产业链和供应链畅通、保障“抗

疫”物资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再次证明，中欧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而是拥有广泛共

同利益的全面战略伙伴。中欧之间的交往应当是相互成就的

正循环，而不是“你输我赢”的淘汰赛。

疫情之后中欧合作的具体思路和基本策略
后疫情时代，中欧应充分发挥领导人会晤的引领作用，

积极充实和自觉践行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理念，挖掘合作

潜力、激发合作活力，促进双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具体

中欧合作再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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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将从以下方面用力。

第一，“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中国首创的国际多边合作模

式，最初正是和欧洲国家共同提出的。2015 年 1 月，“第三方

市场合作”这一概念被首次提出。截至目前，中国已与意大

利、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等多个欧盟国家建立了“第三方

合作”机制，不仅成为中欧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倡

导世界各国之间展开合作的新方式。综合对比可以发现，中

国和欧盟经济发展各具优势特色和实现需求，双方处在同一

产业链条的不同位置，相互之间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潜

力巨大。因此，鼓励中欧共同探索合作开发“第三国”市场的

路径和模式，积极支持中欧企业共同开展“第三方市场”合

作，既能够提高中欧双边合作的立体化、精细化水平，还可

以减少或避免中欧在开展国际合作时出现重复投资、同质发

展和恶性过度竞争的情况。

另外，欧盟国家具有多样化、差异性的特征，中东欧、南

欧与西欧、北欧国家之间存在发展程度、产业结构代差，这

就给中国在欧盟国家内部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了机

会和空间。譬如，德国是中东欧国家最大的外资来源方，也

是德国贸易投资的重要增长点。同时，自中国—中东欧合作

机制启动以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水平不断提升，

已经建立起日益紧密的经济贸易关系。考虑到德国在了解和

运用中东欧国家的法律法规、合作惯例、商业原则方面具有

先天优势，中国联合德国在中东欧地区共同开展“第三方市

场”合作，鼓励双方企业以组建联合体投标、联合生产以及联

合投资方式参与第三国具体项目，通过与德国进行发展战略

和行动计划的沟通协调，率先推动两国在海关、税务、交通

运输、资金结算等领域的标准衔接，再以此为前出站点和高

方市场”合作，不但能够共同为第三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还能够使中德双边合作产生新的“化学反应”，从而达到变

“竞争关系”为“合作动力”，化“利益分歧”为“倒逼机遇”的

效果。

第二，把握欧盟国家由于实力、地位不同形成在对华政策

上的差异性，在单元层面注重强化欧洲中等强国的合作。中

等强国是一种特定的国家类型，虽然总体战略条件和综合实

力有限，不具备比拼全能大国的客观条件，却也拥有远超广

大中小国家的禀赋要素和相对雄厚的综合国力，尤其在区域

经济合作上具有腹地市场广阔、人力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

厚的比较优势，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公

共安全和过程治理产品。大国对位性竞争的结构决定其他大

国对待中国实力和身份变化更倾向于持有所保留的态度。这

就能解释为什么英、法、德等欧洲大国对“一带一路”表现出

来的更多是怀疑、犹豫、迟疑。即使默克尔执政时期，中德

进入两国关系“蜜月期”，德国也没有成为“一带一路”共建

国家。相比之下，波兰、西班牙等欧洲中等强国对共建“一带

一路”热情高涨、愿望强烈，多国还出台对接“一带一路”的

政策文件。事实上，中等强国和大国在等级体系中不是相同

的位阶等次，不会出现对位竞争与零和博弈的情况，此种本

征属性决定了中等强国同大国更容易实现包容性竞争和梯次

性博弈，能够建立强弱搭配、梯度相间的更为持久牢固的错

位合作关系。基于此种考虑，中国对欧合作时可以思考借

助中等强国的优势专长，以迂回方式间接运筹和经略与欧

洲大国的互动，有助于中欧合作优化资源配置和强化成本

控制。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端平台向中东欧国家延伸拓展，形成由

点轴条带式向扇面式转变的合作格局，

既能够加强中德两国的合作，还可以有

效规避来自第三国的隐性壁垒和降低行

政成本、磨合难度。另一方面，随着中

国产业结构实现迭代升级，中德两国都

将中东欧国家视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

资对象国，形成合作市场重叠和贸易关

系对冲的竞争之势，一定程度上冲抵了

德国对中东欧的重要性。因此，中国和

德国共同推动针对中东欧国家的“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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