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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跨大西洋对话”
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刘得手　　　

〔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以应对中国崛起为目的的美欧“跨大西洋对话” , 指出美欧在

对华关系上的一致与分歧。 文章认为 , 美欧“跨大西洋对话” 是中美欧三边关系的晴雨

表。在此三边关系中 ,美欧关系仍是最紧密的一组双边关系 , 中美欧之间尚存在较深的

分歧与猜疑 ,而中美关系则一定意义上使中欧关系复杂化。美欧“跨大西洋对话”对中国

及中美欧三边关系具有深刻影响。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跨大西洋对话”的积极影响 , 中

国在处理对美 、对欧关系问题时 , 就要着重加强中欧关系 , 并进而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美国外交 美欧关系 中美关系 “跨大西洋对话”

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中国的发展引起了世人越来越多的关注 。始于 2001年

夏末的美欧“跨大西洋对话”①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端的。当时 ,美国史汀生中心与

德国对外关系理事会研究所组织美欧中国问题 、东亚问题 、跨大西洋关系专家进行了

长达一年的交流 。该对话以中国的崛起会对美国和欧洲产生根本性影响为假设前

提 ,就防扩散 、技术转让和出口管制 、台湾和区域安全 、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履

行情况和中国经济 、中国国内变化及美欧与中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等五大问

题进行了研讨 ,旨在探究中国的未来走向及其在国际上的作用 ,并对由于美欧对中国

崛起看法上的分歧有可能引发的问题进行预测 。②可以说 ,这是最初的应对中国崛起

①

②

英文原文为 t ransat lantic dialogue on China或 the EU-US st rategic dialogue on East Asia ,直译为“关于中国

的跨大西洋对话”或“美欧关于东亚的对话” ,它主要是美欧为共同应对中国崛起而进行的对话 ,这些对话分

别在跨大西洋官方和“二轨”两个层面进行。

“ Transat lantic Dialogue on C hina , ” avai lable at h t tp:// en.dgap.org/midcom - serveat tachm entguid -

88491cb8cec211da9c7153673676606c606c.



的“跨大西洋对话” 。①九一一事件后 ,由于美国外交政策重点的改变 , “跨大西洋对

话”一度停摆。

2005年初 ,受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的刺激 ,美欧建立起了由高级决策层参与

的应对中国崛起问题的战略对话机制。②2005年 5月 2 ～ 3日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

级代表索拉纳访问华盛顿 ,与美国国务卿赖斯举行了会晤 ,双方正式启动了这一战略

对话机制 。③同年 11月 ,美欧再次举行关于中国和亚洲问题的战略对话 。④此后 ,随着

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的搁置 ,特别是美欧的注意力为伊拉克 、伊朗以及欧盟内部事

务所牵扯 ,跨大西洋战略对话也相对松散下来 。由学者 、官员共同参与的“二轨”框架

下的“跨大西洋对话”也不十分活跃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美国)德国马歇尔基

金会 、乔治 ·华盛顿大学埃利亚特学院中国项目中心 、德国国际安全事务研究所 、总

部设在巴黎的政治研究所亚洲中心 、布鲁金斯学会 ,以及总部设在伦敦的欧洲改革中

心等机构资助或主办了“跨大西洋对话”活动 。

“跨大西洋对话”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美欧对中国崛起的关注 、担忧和反应 。因

此 ,探讨这一对话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美欧三边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一　“跨大西洋对话” :美欧共同的担忧与分歧

对于中国的崛起 ,美国与欧洲都十分关注 。已经进行的“跨大西洋对话”表明 ,美

欧在对待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既有共识也有分歧 ,双方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协调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一)美欧的共同担忧

1.民主和人权。美国和欧盟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不满 ,希望推动中国向民

主转变。题为《中国的崛起与跨大西洋经济》的北约委员会 2005年年度报告指出 ,

“中国的政治演变不能就此止步。 ……西方应该鼓励这种转变 ,同时既要认识到 ,民

主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 ,尤其是在那些缺少民主传统的社会;也要认识到 ,这种转

·59·美欧“跨大西洋对话”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①

②

③

④

同期 ,乔治· 华盛顿大学埃利亚特学院中国项目中心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欧洲问题研究室与英法德等

国的相应机构也进行了有关中国问题的跨大西洋交流。参见 Transatlan tic Dialogu e on China , available at

ht tp:// en.dgap.org/midcom-serveat tachmentguid-88491 cb8cec211da9c7153673676606c606c.

“ The EUs Foreign Policy Cooperat ion w i th the United States in A sia , ” available at ht tp:// ec.eu ropa.eu/

external relat ions/ us/int ro/ foreign policy coop.h tm .

“ EUs Solana to Start Dialogue w ith US on China , ” available at h t tp:// sudanw atch.blogspot.com/ 2005/

05/ eus-s olana-t o-start-dialogue-wi th -u s.html.

Willem Van Kemenade , “T he EU-US-China St rategic Gran d Triangle , ” available at ht tp:// www .wi llem-

vk.o rg/ dow nloads/ the eu u s chin a s t rategic grand triangle kemenade.pdf.



变的形式也是千差万别的 。因此 ,西方对于中国民主改革的支持必须仍是其处理对

华关系的一个支柱” 。①不过 ,它们关注的侧重点不同。美国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持

不同政见者 、宗教自由和西藏问题等;而欧盟则主要关注废除死刑 、工作场所安全 、刑

罚改革等 。②

2.能源和环境 。“美国和欧洲都对中国与所谓无赖国家如缅甸 、伊朗 、苏丹 、乌

兹别克斯坦和津巴布韦等保持能源供应关系不满” , ③对中国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和

中国在能源消耗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问题表示忧虑 ,认为“亚洲 ,特别是中国和印度

能源需要的激增是潜在的冲突根源 , 它增加了不确定性 ,并对气候和环境造成破

坏” 。④有美国学者甚至认为 ,“中国正不断加紧获取能源 ,这应该为美国敲响警钟 ,其

震撼力不亚于冷战时期苏联发射人造卫星”。⑤

(二)美欧的分歧

美欧在对华看法 、政策上的分歧远远多于它们的共识 。美国倾向于从中国硬实

力包括中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增长对美国在东亚安全利益影响的角度来看中国崛起;

而欧洲则更多地从中国的内部变迁即从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 、更开放的社会和更具

代表性更负责任的政府转变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崛起。⑥这种看法上的分歧导致了美

欧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欧盟委员会 2006年 10月 24日发表的对华政策文件依然

奉行对华接触和伙伴关系战略 。⑦而美国政府内部则在对华政策选择上争论不休 ,这

些选择包括:(1)将中国作为美国外交的重点 ,使其成为一个更好的伙伴;(2)在与中

国进行接触之前 ,美国要尽可能巩固与现有盟友的关系;(3)将中国作为敌人对待 。⑧

简单地说 ,美国奉行的是接触与遏制相结合的对华战略。美欧在对华关系上的分歧

具体表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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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 An Emergin g China and th e Transat lantic E conomy , ” avai lab le at ht tp://www .nato -pa.int/Default.

asp? SHORTCUT=674.

David Shambaugh , “The Eu ropean-C hina Engagem ent:Imp lication s for the Uni ted S tates , ” available at ht-

tp:// www .cistp.gatech.edu/ cistp/Shambaugh Presen tation at GT.pdf.

Willem Van Kemenade , “T he EU-US-China St rategic Gran d Triangle , ” available at ht tp:// www .wi llem-

vk.o rg/ dow nloads/ the eu u s chin a s t rategic grand triangle kemenade.pdf.

Paul J.Saunders , “A US-Eu ropean-J apanese Dialogue on Energy S ecurity and Climate C hange , ” available

at ht tp:// www .nixoncenter.org/Monograp hs/ FullM onograph .pdf , p.21.

Paul J.Saunders , “A US-Eu ropean-Japanese Dialogue on En ergy Security and Climate Change , ” p.6.

S ee David Shambaugh , T he New St rategic T riang le:US and European Reactions to C hinas Rise , ” availa-

b le at ht tp:// www .tw q.com/ 05summer/d ocs/ 05summer sham bau gh.pdf , p.14.

“ EU-C hina:Closer Partners , Grow ing Responsibili ties , ” available at ht tp:// ec.eu ropa.eu/ external rela-

t ions/ china/ docs/ 06-10-24 final com.pdf , p.2.

“C hinas Rise:Diverging US-EU Perception s and Approach es , ” available at ht tp:// www .t fpd.org/ pdf/

C hina.SummaryforWeb.Feb2005.pdf , pp.1～ 2.



1.对华经济关系 。概括地说 ,欧盟将发展对华经济关系视为机遇 ,而美国的对

华经济政策则在遏制中国的战略竞争和促使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间摇摆。这种

认识上的分歧造成了美欧在对华贸易上的差异:美国严格限制对华出口高技术产品 ,

而欧盟在这方面则相对宽松。2000年以来 ,欧盟对华机械 、运输设备出口占其对华

总出口额的 60 ～ 70%;而美国的相应产品对华出口在其对华总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平

均低于欧盟 15%以上 ,近几年甚至低于欧盟 20%。

但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 ,美欧立场相近 。美国限制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是造

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美国方面却认为这是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

结果。因此 ,美国频繁向中国施压 ,要求人民币升值 。此外 ,中国大量持有美国国债

也是美国担忧的一个问题。①而从 2007年初以来 ,欧盟也开始抱怨人民币估价过低

导致中欧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加紧向中国施压 ,以期迫使人民币大幅升值 。此外 ,美

国和欧盟都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在促使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以及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也持一致立场。

2.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2003年 12月 ,欧盟首脑会议决定对对华军售禁令

进行重新审议。欧盟这一举措的理由在于:“欧盟将中国看作未来的战略伙伴 ,它希

望推动与中国的关系 ,并将军售解禁视为推动双方关系的一个必要措施 。”②欧盟解

禁的考虑遭致了美国的强烈反对 ,美国对欧盟解禁存在几个方面的担心:(1)可能增

强中国的军力并增加对美国在靠近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军事行动的威胁;(2)在台湾政

治地位未定的情况下 ,严重威胁台湾的安全;(3)不利于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进一步

施压 。③

3.台湾问题。欧盟在台湾问题上的主流看法是:时间在中国一边 ,美国对台湾

的安全保证最终会取消 ,美国的利益会向有利于中国方面倾斜。在有些美国学者看

来 ,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意与台湾问题保持距离 ,而让美国承担处理这个问题的外交与

军事上的负担 ,以便使它们自己从更平稳的对华经济关系中获利 。④

一些美国学者认为 ,对美国而言 ,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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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S ee Jen s Van S cherpenberg , “C oping w ith China as an Economic Pow er-European versus American Approa-

ches , ” in Bates Gil l/Gudrun Wacker(ed s.)Chinas Rise:Divergin g US-EU P ercep tions an d A pp roaches ,

avai lab le ath t tp:// www .sw p-berlin.org/ comm on/ get document.php? asset id=2402 , pp.16～ 20.

S ee Gud ru n Wacker , Lif t ing the EU Arms Embargo on China:US and EU Positi ons , in Bates Gill/Gud ru n

Wacker eds., op.cit., pp.34～ 35.

S ee Richard F.Grimmet t and Th eresa Papademet riou , “European Unions Arm s Con trol Regime and Arm s

Export s to China:Background and Legal Analysis , ” March 1 , 2005 , available at ht tp:// www .f as .org/ sgp/

crs/ row/RL32785.pdf , p.10.

“ Chinas Rise:Diverging US-EU Approaches and Percept ions , ” avai lab le atht tp:// www .t fpd.org/ pdf/ Chi-

na.Summary forWeb.Ap r2005.pdf.



心问题之一 。美国在该问题上的政策仍然是和平解决 、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 。台湾

不仅仍是美国右派的宠儿 ,而且对美国推动其他战略利益也具有利害关系 ,这些战略

利益包括:推动民主 、东亚和平与安全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安全承诺的可信度 、鼓励中

国和平崛起等。①

4.中国在亚太的作用 。自 20世纪末起 ,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 、

安全与政治事务 ,加强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双边 、多边关系 ,特别是支持并参与东盟

倡导的东亚区域一体化。“欧盟对于中国参与区域倡议的总的看法是积极的。”②

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日益增长在美国则引发了关于这种增长将影响美国在该地

区经济 、安全利益的争论 。争论的核心问题是 ,中国的崛起将在何种程度上削弱美国

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以及中国的最终目标是否是寻求将美国驱逐出亚洲。尽管争论

各方各执一词 ,但都认为中国的未来走向不确定。③

5.中国的全球作用 。欧盟公开宣布 ,它“指望中国参与 、帮助应对重大全球性挑

战 ,诸如防扩散与安全 、非洲的可持续发展及能源 、环境和气候变化 。”④作为世界上

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则对中国在全球的活动及其长远意图存在强烈的担忧 ,其中包

括担心中国打算与其他大国合作建立多极世界秩序。⑤

二　“跨大西洋对话”折射出的中美欧关系

2003年末浮出水面的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使美欧关系 、中美关系及中欧关系

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而“跨大西洋对话”则为透视中美欧三边关系提供了极有价

值的视角 ,因为它是中美关系 、中欧关系 、一定程度上也是美欧关系的晴雨表 。近三

年来的“跨大西洋对话”折射出了怎样的中美欧三边关系? 对此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几

种看法。

(一)美欧关系是中美欧三边关系中最牢固的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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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S ee Derek Mitch ell , “H istory M eets St rategy:Unders tanding US Perspect ives on the T aiw an Is sue , ” in

Bates Gill/Gudru n Wacker(Eds .)Chinas Rise:Diverging US-EU Percept ions and Approaches , pp.41 ～

42.

Franco Algieri , Chinas Regional Ini tiat ives-Comm ents Concerning th e EU Approach , in Bates Gill/Gud ru n

Wacker eds., op.cit., p.56.

S ee E van S .Medeiros , “Chinas Rise in the Asia Pacifi c:Bei jings Moves , Washin gtons Responses and the

Fu tu re Challenges for Both Nations , ” in Bates Gi ll/Gudrun Wacker (Eds.), op.cit., p.53.

“ EU Relat ions wi th China and S outheast A sia , ” avai lable at Eufocus , E uopean Union Delegation of th e Eu-

ropean Commission to the U.S.A., S ep tember 2007 , p.3.

S ee Robin Niblet t , “China , the EU , and the Transat lantic Alliance , ” avai lab le at h t tp:// www .uscc.gov/

hearings/ 2005h earings/ w rit ten test imonies/ 05 07 21 22w rts/ niblet t robin w rts.pdf.



争吵与危机总是伴随着跨大西洋联盟。冷战结束 、苏联解体 ,跨大西洋联盟经历

了重大地缘政治变化 ,美欧同盟的凝聚力经受着考验 。2001年 ,布什总统上任后 ,美

欧在诸如《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院及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等问题上存在分歧 。而

伊拉克战争所引发的北约内部危机是如此严重 ,以至于有美国学者开始谈论大西洋

主义的终结。①

但是 ,毋庸置疑 ,在中美欧三边关系中 ,美欧关系是最牢固的一组双边关系 。主

要由于美国的反对 ,欧盟搁置考虑对华军售解禁问题 ,以及应对中国崛起的“跨大西

洋对话”的存在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2005 年 2 月 ,美欧的迅速和解也表明跨大

西洋联盟具有深厚的基础 ,其中经济上的相互依存 、共同的民主与市场经济价值观以

及北约是维系美欧关系的有力纽带 。

1.经济上的高度相互依存。欧洲委员会 2007年 2月发表的报告显示 ,欧盟与美

国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是世界上最大的双边贸易伙伴。2005 年 ,美欧的经济总

量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58%,双边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 37 %。包括产品和服务

在内 ,美欧 2004 年的双边贸易价值约 4200 亿欧元 ,相当于每天约 11 .5 亿欧元 。

2000 ～ 2004年间 ,美欧相互投资的总额约为 1 .5 万亿欧元 ,共同为大西洋两岸创造

就业机会 1400万个 。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 1998 ～ 2005 年间 , “美国在东欧的投资比

在华投资多 60%,相当于 166亿美元比 103亿美元 ,美国从欧洲吸引的外资占其外

资总额的 75 %。”③

2.民主和市场经济 。尽管美欧在诸如死刑 、枪支管制及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等

问题上存在价值分歧 ,但美欧双方都将民主 、人权 、法治及自由市场经济视为它们共

同的价值观和合作基础。

3.北约与反恐战争 。2003年 8 月 11日 ,北约正式接管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

部队的指挥权 ,这是北约首次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执行维和任务。北约的政治意愿和

军事能力正在经受阿富汗行动的考验。2006年 11月 29日 ,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宣

布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组建完成 ,这标志着北约的转型跨出了实质性的一步。随着北

约应对包括反恐 、大规模武器扩散等新安全威胁能力的增强 ,美欧安全关系也会得到

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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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美欧之间存在分歧和猜疑

“跨大西洋对话”不仅反应了美欧和中国之间在民主 、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 ,也反

应了美欧在看待 、应对中国崛起问题上的分歧 。确切地说 ,中美欧之间的任何一组双

边关系都存在着重大分歧 ,同时 ,相互间的猜疑也困扰着该三边关系。具体地说 ,中

欧之间在军售解禁 、人权 、市场经济地位以及贸易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中美之间的分

歧表现在台湾问题 、东亚安全 、导弹防御体系 、人权 、贸易等方面;而美欧则在贸易 、国

际条约 、国际机制 、反恐 、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中美欧之间的猜疑则主要

表现在:

1.美国猜疑中欧战略伙伴关系 。欧盟考虑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引起了美国对中

欧战略伙伴关系的警觉。2005年 7月 22日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

举行题为“中国 、欧盟与跨大西洋同盟”的听证会 ,主要问题包括 ,中国设想让欧洲在

其所希望的多极世界中发挥什么作用? 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对跨大西洋同盟有什么影

响?①从中可见美国对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猜疑 。

2.中国担心美欧联手对付中国。中国的担心和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 。目前 ,在

大西洋两岸官方和“二轨”两个层面进行的“跨大西洋对话”以应对中国崛起为主要目

的 ,而且“欧洲人和许多美国人都愿意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加强跨大西洋协商与合

作。”②尽管罗伯特 ·佐利克曾警告说 ,不要使对中国的围堵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 ,他

还强调中美欧都有义务确保现行体系的运作不使任何一方感到受到了不公正对待 ,

以防现代政治秩序做出任何人都不想看到的反应。③但美欧在应对中国崛起问题上

的协调仍是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

3.欧盟认为中国更重视美国而非欧盟。自 2003年 10月第六次中欧峰会宣布建

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 ,中欧关系不断发展 。2004 年 ,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

伙伴 ,中国成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欧双方的领导人都对中欧关系给予积极的

评价 。2005年 7月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起程访华前夕表示 , “欧盟努力致力于

发展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建立足以应对我们所面临的全球性挑战的伙伴关系

符合中欧双方的利益 。”④在 2006年 9月 9日第九次中欧峰会上 ,中国总理温家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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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 “中国政府重视与欧盟的关系 ,支持欧洲一体化 ,欢迎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积

极的作用 。中欧是世界上的两大重要力量 。进一步加强中欧合作符合双方的利益 ,

也有利于亚洲 、欧洲和世界的和平 、稳定与发展 。”①但是 ,欧盟方面有人认为中国重

视美国胜于重视欧盟 。德国亚太商会主席艾克哈德·罗卡姆表示:“中国是一个后起

大国 ,从一个欧洲人的角度来看 ,我的确感到至少在中短期内 ,他们将自己视为与美

国处于同等地位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对我们也同样看待。”②

(三)中美关系使中欧关系复杂化

与上面提到的欧盟方面对中国处理对美与对欧关系的猜疑有关 ,有欧洲学者对

于中欧关系现状表示不满 。总部设在巴黎的亚洲中心主任弗朗西丝 ·戈德曼认为:

“中欧关系的基本问题与中美关系有关……中美之间是共生关系 ,而中欧关系则不

同。”他强调:“欧洲应该探询如何更好地建立与中国的关系。”③从这个角度来看 ,密

切的中美关系使中欧关系复杂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由于中美关系的复杂化 ,使得

中欧关系也变得复杂 。美国阻止欧盟考虑解除对华军售禁令 ,从而妨碍中欧战略伙

伴关系的顺利发展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上述两个视角都表明 ,中美关系对中欧关系

产生着直接影响并使之更为复杂化 。

三　“跨大西洋对话”对中国的影响

“跨大西洋对话”及其折射出的中美欧三边关系表明 ,就对美 、对欧关系而言 ,中

国目前的外部环境相对良好 。但是 , “跨大西洋对话”对中国的影响问题不容忽视 。

从一定意义上说 ,正是由于跨大西洋战略对话机制的建立及其运作 ,欧盟对华军售解

禁问题才被暂时甚或将长期地“冻结” 。这一对话机制还将使中国面临美欧在其共同

担忧的问题上联手施压的潜在风险 。因此 , “跨大西洋对话”对中国的影响问题值得

关注 。

近年来 ,由于美欧的精力都为其他问题所牵扯 。美国忙于伊拉克战争 ,主要关注

点在中东 、中亚以及南亚 。欧盟自 2005年发生宪法危机以来 ,主要关注点在解决欧

盟内部事务上。这导致“跨大西洋对话”无论是在官方还是“二轨”层面都不活跃 ,更

谈不上有跨大西洋对华政策的形成 。不过 ,随着走出北约危机阴影的美欧关系日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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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温 ,亲美的新领导人默克尔 、萨科奇先后分别在德 、法两国上台 ,可能为美欧的协调

与合作创造出新的空间 , “跨大西洋对话”可能因此而获得新的动力 ,从而对中国产生

不容忽视的影响 。这种影响既可能是消极的 ,也可能是积极的。

消极影响表现在:其一 , “跨大西洋对话”可能使中国面临的压力加大 。如前所

述 ,在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 ,美欧存在着共同的担忧 。同时 ,美欧在促使中国进一

步开放金融市场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快速 、大幅升值人民币等问题上也持一致立

场。美欧在这些问题上的契合意味着 ,中国在这些问题上面临着美欧联手施压的风

险。

其二 ,“跨大西洋对话”可能会在某些问题上为中国设置更大障碍 。目前 ,中国在

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和争取市场经济地位两个问题上可谓阻力重重 , “跨大西洋对

话”机制的存在及其被进一步激活的可能性则使中国在这两个问题上面临更大的障

碍。

就对华军售解禁问题而言 ,原本欧盟考虑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就是一种权宜之计 ,

是为了从中国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而打的政治牌 。①如今 ,支持欧盟对华军售解禁的德

国总理施罗德和法国总统希拉克相继离任 ,其继任者都没有表现出在这个问题上的

兴趣 ,相反 ,却表现出了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的热切愿望。加之欧盟及其成员国内部

反对解禁的力量仍在发挥作用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仍在进程之中 ,因此 ,现阶

段征得欧盟 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解禁是不可想象的。此外 ,由于美欧密切的军事同

盟关系和北约的存在 ,使得对华军售解禁不单单是欧盟的内部事务 ,实际上 ,它在很

大程度上为华盛顿所控制 。欧盟对华军售解禁是“跨大西洋对话”首要关注的问题 ,

华盛顿显然希望通过这种对话机制防止欧盟在解禁问题上再次“失控” 。

就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而言 ,由于欧盟方面不满意他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这

就从根本上妨碍了他们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此外 ,欧盟试图利用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作为在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手段 。在 2007年美欧

峰会上 ,大西洋两岸的领导人签署了《推动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框架协议》 ,这意味着

美欧经济一体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 ,双方在诸如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上也将加强立

场协调。

除了消极影响外 , “跨大西洋对话”也可能对中国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是 ,它需要

我们努力化解“跨大西洋对话”的负面影响 ,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作用。最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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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就是继续深化中美 、中欧的对话与合作 ,推动中美 、中欧关系深入 、健康地发展 ,

尤其要重视加强中欧关系 。

“跨大西洋对话”显示 ,美欧对于中国崛起的看法及其应对方法是不同的 。欧盟

关注的是中国的内部变迁 ,而美国关注的是中国的对外威胁态势;欧盟的对华战略是

接触和伙伴关系 ,而美国的对华政策则是接触与遏制。二者之间的差异揭示的是不

同的对华接触空间。

欧盟方面有人对中欧关系存在误解 ,缺乏信心 ,对中欧关系的现状不满 。这种认

识及其所反映出的现实无疑会对中欧关系的继续发展带来损害 。它所发出的一个强

烈信号就是:中欧关系亟待加强。

中国的发展战略与欧盟的对华战略具有某些一致性 ,中欧之间具有广泛的合作

空间 。中国对内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构建小康社会 ,对外致力于营造和平 、稳

定和友好的国际环境 。欧盟 2004年 10月发表的对华政策文件指出了欧盟的五点对

华战略 ,即支持中国向多元社会转变 ,推动可持续发展 ,改善中欧经贸关系 ,加强双边

合作 ,以及促进地区和国际合作。①有欧洲人感到 ,“在如何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方

面 ,他们能提供很多帮助 ,如他们认为其公共福利体制 、教育体制 、医疗体制 、环保 、善

治和推动法治等对中国人是有用的模式 。而中国人也同意并欢迎欧洲人在这些领域

的协助。”②

健康的中欧关系有助于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 。美国对中国的长远发展动向特别

是对中国在东亚的意图充满疑虑 ,这已经阻碍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欧盟基本上不存

在这种疑虑 ,因此它可以在化解美国疑虑方面发挥作用 ,目前跨大西洋关系的加强也

为欧洲发挥这样的作用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美国对跨大西洋关系充满信心的情况

下 ,它也会更愿意倾听欧洲盟国对中国崛起的看法 。在这种情况下 , “跨大西洋对话”

不仅不会伤害中国 ,反而会对中国有利 ,并因而也有益于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健康发

展。

刘得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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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terials.These tw o trends have facilitated A merican Diplomatic

H isto ry studies to move out of crisis and prepa red it to regain respect

in the family of histo rical research.

The “Politicization” of US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with China Wang Yong 　(47)⋯⋯⋯⋯⋯⋯⋯⋯⋯⋯⋯⋯⋯⋯⋯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 po liticization” of US economic and trade

f rict ions w i th China as ref lected in balance of t rade , exchange rate ,
investment , and the deeper-laye r po li 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inside

both nations and beyond.The art icle holds that the rise of “po li ticiza-
tion” is the result of “politicization” of partisan t rade policy , rathe r

than the st rategic conf lict between the Uni ted Sta tes and China.The
change in domestic politics and social interest structure of the tw o

countries w ill help strengthen the basis o f bilateral relations .It wil l

be mo re convincing to view this issue f rom domestic political and eco-
nomic ang les.The art icle suggests that the adoption o f a “head-on”
approach of China tow ards the Uni ted States w hen Chinas co re inter-
est is at stake w ill help mobi lize the interest g roups in the US who

suppo rt t rade liberalizat ion to take more vig orous actions to balance

of f the negat ive impact of t rade pro tect ionist fo rces on China po licy.
An “institutionalization” o f solving economic and trade problems be-
tween the tw o countrie s w ill be in line w ith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tw o countries.

US-Europe T ransatlantic Dialogue on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Liu Deshou　(58)⋯⋯⋯⋯⋯⋯⋯⋯⋯⋯⋯⋯⋯⋯⋯⋯
The article analy zes the t ransatlantic dialogue on China , which ad-
dresses the rise of China , and pinpoints the uniformi ty and divergence

of the Uni ted States and Europe in thei r China relations.The article

holds that US-Europe transat lantic dialogue on China is a thermome-
ter of the trilateral relations betw een China , the Uni ted States and

Europe.Within this t rilateral relationship , US-European ties are the

closest , and there exist dif ferences and suspicions in Chinas relations

w ith both the US and Europe.To a certain ex tent , Sino-US relations

complicate Sino-European relat ions.The article proposes that in or-
der to make the t ransat lantic dialogue play a mo re posit ive role , China
should st reng then i ts relat ions wi th Europe so as to fur ther promote

Sino-US relations.

Interpretation of M orgenthaus Theory of Ideology Shi Wentao(68)⋯
Ideolo gy is one o f the core concepts in Hans Mo rgenthaus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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