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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
中欧关系的发展与展望

石　坚　李竹渝
(四川大学 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 1975年 5月中国与欧洲联盟正式建立外交关系。30年前的欧盟与中国还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形成

世界多极化发展进程的重要力量 ,经过 30年的历练 ,今天的欧盟与中国已经形成了能影响世界多极化发展不可或

缺的力量。中欧关系的发展已经从积极开展政治对话、共同发展经贸关系、全面扩大各个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对话 ,

到逐步加强双方的信任和理解、步入建立成熟伙伴的健康友好关系。由于双方对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共识以及在国

际事务中的共同利益 ,中欧加速了双方的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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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75年 5月中国与当时仅有 9个成员国的

欧洲联盟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 ,中欧关系历时已

经 30年了。如果说 30年前的欧盟与中国还不具备

足够的经济实力形成世界多极化发展进程的重要力

量的话 ,经过 30年的历练 ,今天的欧盟与中国已经

形成了能影响世界多极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中

欧关系的发展已经从积极开展政治对话、共同发展

经贸关系、全面扩大各个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对话 ,到

逐步加强双方的信任和理解、步入建立成熟伙伴的

健康友好关系。可以说由于双方对世界多极化发展

的共识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共同利益 ,中欧加速了

双方的战略合作。在我们迎来中欧建交 30周年之

际 ,回顾欧盟对华关系的发展 ,梳理在合作关系上可

能的影响因素 ,展望未来 ,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中欧关系的近期发展

自前苏联解体、世界结束两极化格局以来 ,世界

进入一“超”多强的格局 ,同时也导致欧美同盟的破

裂。20世纪末到 21世纪初的这十几年 ,随着欧洲

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实力的不断增强 ,随着中国

持续稳定的经济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以及加入

W TO后在世界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欧

之间的友好健康发展关系极大地影响着世界多极化

发展的进程 ,这已经成为欧盟与中国的共识。回顾

中欧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历史 ,从加强双方对话、有

益的经济伙伴、共同利益的需要和共同发展直到目

前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除了 1989年后的一两

年的暂时停顿 ,总体上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几乎没

有出现大的坎坷 ,正在步入健康发展的阶段。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欧盟在中国经济发展的

进程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78年欧共体 (欧洲联

盟的前身 ) [ 1 ] 与中国签定了首个双边贸易协定 ;

1985年 5月欧共体与中国签定《贸易与经济合作协

定 》,成为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础 ; 1988年 ,

欧洲委员会 ( EC,欧洲联盟的执行机构 )正式在华设

立代表团 ,开始形成中欧合作框架。虽然在 1989年

6月之后欧共体冻结了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并与国

际上其他大国一起 ,对中国实施了一些制裁措施 ,但

不到一年后欧盟就逐步开始恢复与中国的对话关

系 ,并于 1992年正式恢复同中国的友好关系。随着

1991年前苏联正式解体 ,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中、

东欧成员国纷纷意向申请加入欧盟。1993年欧盟

首脑哥本哈根会议批准接纳中欧、东欧国家 ,并制订

有关标准。这也可以认为是欧盟开始与中国全面恢

复友好关系的前奏。1994年 6月 ,欧盟在恢复对中

国的友好经贸关系后 ,也开始了与中国的新的双边

政治对话 ,在欧盟扩大对世界多极化进程影响的战

略意义上 ,加快了与中国的合作关系。1995年 7月

欧洲委员会通过了第一份对华关系的战略性文件

《中欧关系的长期政策 》[ 2 ]
,目的是“欧洲需要注重

行动的而不仅仅是宣传性的政策来加强欧中关

系 ”,由此开始了与中国在各方面的务实外交和积

极合作。但在这一份中国政策白皮书中 ,仍是把双

方的经济利益放在主导地位。在 20世纪末期中欧

友好关系迅速发展、中国经济实力稳步增强继续深

度融入国际社会的形势下 , 1998年 3月 ,在第二届

亚欧首脑会议 (ASEM )即将于同年 4月在伦敦召开

前夕 ,欧洲委员会大幅调整对华关系 ,通过了《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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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 》[ 3 ]的政策性文件 ,将面向新

世纪的欧盟对华关系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朱镕

基总理出席第二届亚欧首脑会议期间 ,正式与欧盟
首脑会晤 ,中国与欧盟发表了联合声明 ,就建立面向

21世纪中欧之间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达成

共识。自此 ,中欧领导人建立了定期的首脑会议制

度。2000年 9月 ,欧洲委员会给出了关于 1998年
《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 》[ 4 ]文件的执行情况的

报告。2001年 5月 15日 ,欧洲委员会又通过了题

为《欧盟对中国的战略 : 1998年文件的执行情况与

今后使欧盟政策更为有效的措施 》[ 5 ]的新的政策性

文件 ,致力于同中国在全球及地区问题上扩大和加
深双方的对话 ,“发展一种全面的关系 ,这种关系允

许双方能够在所关注的一切问题上达成一致的见

解 ,能够支持多边问题的解决 ”。[ 5 ]欧盟与中国的关

系开始步入建立成熟伙伴关系的时代。2003年 10

月 13日 ,欧盟通过了欧洲委员会 9月 10日提交的

新的对华政策文件《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 ———中欧
关系中的共同利益和面临的挑战 》[ 6 ]

,该文件的目

的是更新在 2001年和 1998年的《同中国建立全面
伙伴关系 》的文件中确定的战略 ,在对华关系发展

相对稳定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升对华关系地位 ,强调

双方在“成熟伙伴关系 ”的基础上寻求共同利益并

迎接共同挑战。这些战略要点可归纳为 :

(1)通过加强政治对话进一步与中国接触 ,其

中包括双边接触和世界范围内的多边世界舞台上的

接触 ,欧盟与中国共同承担促进全球管理的责任 ;

(2)支持中国向一个以法治和尊重人权为基础的开

放的社会过渡 ,支持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 ; (3)促进
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 ,通过使中国完全融入世界贸

易体系并支持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进

程 ,鼓励中国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 ,进一步融入世界

经济 ; (4)加强实施欧盟与中国之间的互利合作计

划 ; (5)提升欧盟在中国的形象和改善双边对话机

制 ,在提高对话水平的同时注重对话质量。

显然 ,欧盟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在世界多极化

发展进程中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十年来不断

调整对华政策 ,希望能同中国建立成熟的伙伴关系 ,

寻求双方共同利益基础上应对挑战。这也是欧盟首

脑、特别是主要成员国首脑在外交政策上所具有的

战略眼光与智慧所促成的。作为回应 ,中国政府也

在 2003年 10月 13日对外正式发布了有史以来的

第一部《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 》[ 7 ]
,显示中国坚持加

强中欧双方在各个领域合作的政策 ,加强同欧盟的

全面合作、推动中欧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政策。文

件指出 :“中国致力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希望营造

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将一如既往奉行独立自主的

和平外交政策 ,同世界各国一道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基础上 ,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

序 ,尊重世界的多样性 ,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维护

世界和平 ,谋求共同发展。欧盟是世界上一支重要

力量。中国政府赞赏欧盟及其成员国重视发展对华

关系。中国政府首次制订对欧盟政策文件 ,旨在昭

示中国对欧盟的政策目标 ,规划今后 5年的合作领

域和相关措施 ,加强同欧盟的全面合作 ,推动中欧关

系长期稳定发展。”这是中国对欧盟关系发展的主

调 ,在此基础上 ,中国已经在政治、经济、教科文卫、

社会、司法、行政、军事等方面展开了与欧盟的全面

合作。

二、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稳定发展的中欧关系

可以说 ,目前中欧友好合作关系已经进入历史

最好时期 ,中欧双方都以战略性、政策性和协约性文

件形式来制定未来相互关系的发展蓝图 ,目的就是

期望中欧关系能稳定发展、减少变数和不确定性 ,能

够形成对抗美国霸权主义、稳定世界多极化发展的

重要力量。

欧盟在 2004年 5月顺利完成第五次扩大后 ,已

经成为一个横跨东西欧 25国、土地面积近 400万平

方公里、人口总数达 4. 5亿、GDP约达 10万亿欧元

的新联盟。随着欧盟的逐步扩大、欧洲一体化进程

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加速 ,欧洲的势力在迅速增

强。欧洲一体化的方向从最初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已

经转向欧洲的联合、欧洲的统一。包含欧洲大陆 25

个国家的新欧盟 ,极大地牵动着世界政治、经济、外

交等各个领域 ,使其除在军事以外的其它各个领域

内 ,日益成为能够对抗美国的一个“超级 ”板块。但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欧盟在经济发展上与美国还有

较大差距 ,特别是去年 5月 1日第五次扩大以后 , 25

个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欧盟 2000年

3月在葡萄牙里斯本制定了《里斯本战略规划 》,明

确提出要加速新经济发展、在十年内迅速赶上或超

过美国。但是 ,自上个世纪 90年代初新经济崛起以

来 ,创造了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 ,而这一期间欧盟主

要是在与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幅度和抑制通货膨

胀作斗争 ,致使在社会电子信息化的发展、网络技术

的普及、研发的投入以及高科技人才的引进与培训

等各个方面 ,欧盟都与美国有相当大的差距。欧盟

要想抗争美国的单极化霸权 ,必须加速增强自身的

实力 ,特别是信息社会的新经济发展实力 ,使其能在

强大的经济实力后盾支持下 ,推行多级化发展。但

不得不看到的是 ,虽然目前《里斯本战略规划 》执行

时间就要过半 ,《规划 》提出的很多目标仍然不能落

实 ,在劳动生产率、研发投入、教育和平均就业水平

方面都与美国有较大的差距。随着成员国的大幅增

加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老成员国之间、新老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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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经济发展有巨大差异 ,要实现欧盟所确定的政

治目标和经济目标 ,还有相当难度。扩大后的欧盟

也增大了按期实现《里斯本战略规划 》所提出的各
项目标的难度。[ 8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 2005年

2月已经提出一个“重启里斯本战略 ”的方案 ,悄悄

放弃了 2000年《里斯本战略规划 》中提出的最著名

的口号 :在 2010年前 ,“把欧盟经济建成世界上最

具竞争力、最有活力的知识经济 ,把欧洲建设成以知

识为社会基础、能提供更多更好工作且更具社会内

聚力的欧洲 ”。巴罗佐说得很明白 :“里斯本战略总

体目标是对的 ,但实施情况却很差。我们需要汲取

前 5年的教训 ,专注于某些能取得实际成果的目

标。”报纸关于此事的报道甚至用了“欧盟不打算超

美国了 ”的题目 ,表示欧盟领导人已经公开承认与
美国的差距明显。[ 9 ]预计在 2005年春的欧盟首脑会

讨论《里斯本战略规划 》的中期评估报告时 ,将调整

《规划 》提出的很多经济目标。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市场经济发展仅仅

20多年 ,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迅速把中国推

向国际经济、政治和外交舞台。中国不仅加入了

APEC组织、加入了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所有

重要的国际组织 ,而且在投资、贸易体制的改革和开

放方面远远走在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前列 ,创造
了一个很好的环境来吸引外资 ,促进国际贸易。中

国的经济崛起已经成为事实 , 2005年 2月 28日国

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10 ]中指出 :

“2004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136515亿元 ,按可比价

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 9. 5%。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

到 6099亿美元 ,比上年末增加 2067亿美元。全年

粮食产量 46947万吨 ,比上年增产 9. 0%。全年全

部工业增加值 62815亿元 ,比上年增长 11. 5%。全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70073 亿元 ,比上年增长

25. 8% ,增速比上年回落 1. 9个百分点。全年进出

口总额达 11548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35. 7%。其

中 ,出口 5934亿美元 ,增长 35. 4% ;进口 5614亿美
元 ,增长 36. 0%。进出口顺差 320亿美元 ,比上年

增加 65亿美元。”虽然 GDP所占全球的比值仅为

5% ,但经济发展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 ,而且中国

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增长 4倍 ,这是世界经济发

展史上罕见的。近十年来 ,尽管每年世界都要对中

国的经济增长表示各种各样的疑问 ,近年更是加剧

了中国经济过热的怀疑 ,但中国经济的稳定持续发

展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

家 ,令人瞩目的经济持续增长注定会在世界发展中

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一贯坚持世界多极化

发展 ,大力推行伙伴关系外交 ,除了与欧盟建立了

“全面合作战略伙伴关系 ”外 ,还先后与俄国建立了

“面向 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与美国建立

了“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 ”。与此同时 ,中国与东盟

签署的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等均标志着经济外交在

中国外交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近年中国开始走

具有自己特色的和平崛起之路 ,多边主义、经济外交

和睦邻政策等等构成了中国和平崛起的主要内容 ,

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大国的事实已经不容置疑。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地区一体化联盟和世界上最

大的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欧双方各具经济优势 ,互补

性强 ,双方经贸和技术合作前景广阔。2004年欧盟

实行东扩后 ,欧盟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而
中国排在美国之后 ,也亦成为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

伴。欧盟已经认识到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是推动

其自身疲软经济发展的关键 ,这也正是欧盟不顾美

国的反对 ,坚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基点。在国际

外交政策上 ,中欧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 ,主张加强

联合国作用 ,反对国际恐怖主义 ;主张消除贫困 ,保

护环境 ,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欧各有悠久历史和灿烂
文明 ,都主张加强文化交流 ,相互借鉴。近十年来中

欧合作关系的迅速提升 ,使之成为一个最大的政治

实体和一个全球经济发展最令人瞩目的经济实体的

密切合作 ,构成了对美国无论是政治霸权或是经济

霸权极具挑战的合作伙伴 ,这些对中欧双方的社会

经济发展都是共赢互利的。

与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不同 ,中欧之间近代历史
上没有遗留问题 ,欧盟与台湾或者是日本也不存类

似日美安保同盟、美台关系法那样的策略性政策。

也就是说 ,中欧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 ,互不构成

威胁 ,在国际政治、外交以及经济贸易发展等各个方
面 ,其共同点远远超过分歧。中欧在政治、经济和文

化方面的共识与互动构成中欧关系不断发展的坚实

基础。2004年 12月中欧领导人在荷兰海牙举行第
七次会晤期间 ,温家宝总理在回答中欧思想库圆桌

会议的专家学者关于“中欧是同在一条船上还是同

在一座桥上 ?”问题时谈到 :“中欧没有根本的利害

冲突 ,我们共同利益广泛 ,又有合作的需要 ,在这一
点上 ,我们是同在一条船上。”“但中欧毕竟历史、社

会、文化传统不同 ,因此在某些问题上有分歧 ,这并

不可怕 ,也不会妨碍我们的关系。”温总理引用了孔

子的一句话 :和而不同 ,求同存异。社会制度不同的

国家 ,完全可以和平共处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

又同在一座桥上 ,一座沟通友谊、加强磋商、解决分

歧的桥上。”[ 11 ]也就是说 ,尽管由于历史文化传统、

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 ,中欧在某些问题

上确实存在不同看法和分歧 ,但这是正常的 ,只要本

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妥善处理 ,分歧将不会成

为中欧发展互信互利关系的障碍。中欧关系的健康

发展将极大地影响世界多极化进程 ,特别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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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事件发生后 ,美国外交日渐表现出单边主义和

黩武主义 ,妄图凭借其强大的军事优势称霸世界。

欧洲则希望成为与美国平等的伙伴 ,在此基础上来

维持美欧同盟。这个目标在短期内恐怕难以实现 ,

因为要求平等则必须具备平等的实力 ,而单个的欧

洲国家或者作为一个松散的联盟的欧洲都无法达到

这个实力 ,这恰恰就是欧洲克服各种困难坚定推进

一体化的根本原因 ,也是近十年来欧盟加强对中国

的经贸合作、对华关系迅速升级的根本原因。中欧

双方都认识到发展中欧之间战略伙伴的重要性 ,双

方都在为中欧之间健康稳定关系的发展进行努力。
尽管目前欧盟与中国的关系进入所谓“蜜月 ”

时代 ,但不能不看到国际外交上还有不少变数可以

影响双方的关系 ,不能不看到欧盟和中国内部潜伏

的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可能会引起双方的矛盾和

冲突。下面我们仅列举中日问题来谈谈我们的看

法。中日关系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政治外交、军

事外交甚至经济外交的最大问题之一 ,成为中美关
系、两岸关系的一个敏感结。除了历史所遗留的战

争赔偿问题之外 ,小泉内阁的靖国神社的参拜问题、

钓鱼岛领土主权问题、东海石油开发和日本篡改历

史教科书问题等一直是近几年来引起中日关系紧张

的敏感话题 ;近来日本政府又在是否停止对华政府

开发援助贷款问题上鼓鼓噪噪 ,制造不必要的麻烦 ,

而且偏偏又选在今年 , 2005年这个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周年这样一个敏感

时间 ,这些都已经使中日关系降到了近 30年来的最

低点。加之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缓慢 ,国内

政治运动不断 ,造成中日关系发展进程中的“经济
软肋 ”,日本始终以经济援助的姿态开展对中国的

“友好 ”,而从来没有正面面对过 60年前日本侵略

中国的历史事实。中日两国近几十年来能保持友好
的关系 ,是源于中日两国老一辈的政治家和许多民

间友好人士“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灵活的外交技巧 ,

通过艰苦努力终于在极其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环境

下 ,恢复了中日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并使其得到继
续发展。”[ 12 ]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我们始终没

有正面与日本解决战争遗留问题 ,致使近年来日本

越走越远。只谈经济、避开日本没有认真反省第二

次世界大战对中国以及周边国家所犯下的罪恶 ,避

开日本近六十年在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问题上的不
负责任的态度 ,将会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留下隐

患。日本问题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 ,我们应该

争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60周年的大好时机 ,向亚洲的受害国、向欧盟

的法德等国家以及美国等国家 ,表明我们的立场 ,争

取世界舆论的理解和支持。只要日本继续在侵略战

争上歪曲历史、不采取负责任的正确态度、不能正确

处理与被害国之间的关系、甚至歪曲历史、篡改历

史 ,日本就没有资格代表亚洲、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基本立场向我们的友

好国家说明 ,以求得双方的理解。对同样经历了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多数欧盟成员国来说 ,应该能理

解饱受战争之害的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人民的基本

感情。这是我们应该面对的外交挑战之一。

根据凤凰卫视华盛顿 3月 18日消息 (记者隗

静、萧燕 )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 18日透露说 ,美国

准备公开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 ,美国官员表示 ,如果欧

盟在中国军力迅速增长的时候解除对华军售的禁

令 ,将破坏中国和美日韩同盟之间的军力平衡 ,暗示

美国与日本的军事联盟也会相应加强。美国国会参

议院在 3月 17日晚间通过第 91号决议案呼吁欧盟

继续维持对华军售的禁令。决议案还表示 ,如果禁

令解除 ,将影响美欧之间的军事合作。”[ 13 ]看来中国

与近邻日本的关系、美日关系已经成为影响中欧关

系的不确定性因素。美国支持日本 ,是希望日本在

亚洲扮演牵制住中国的角色 ,同时也是给欧盟坚持

取消对华武器军售禁令的严厉警告。显然 ,目前是

否解除对华长达 16年的武器军售问题已经成为美

欧之间分歧的焦点之一。有舆论认为美欧在取消对

华武器军售禁令上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双方的世

界观不一样 :欧盟坚持世界多极化的发展 ;而美国却

要坚持自己的霸权地位。我们认为 ,美国公开与欧

盟关于是否取消对华武器军售禁令的矛盾 ,不是单

单对中国军事实力提升的担忧 ,而且还针对欧盟的

对华战略关系。美国担心中欧互动的战略伙伴关系

会极大地淡化美国在国际外交事务中的影响 ,会挑

战他自己的霸主地位。

三、中欧关系发展应着眼于未来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外交政治博弈已经不再是那

种非赢即输、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 ”,应该在双方

或多方建立正常关系下达到双赢或共赢。但国际关

系中强调的是利益 ,特别欧盟是由 25个不同成员国

组成的超级实体 ,是否最后能一致达成取消对华武

器军售禁令已经引起疑问。我们要有这样的准备。

不过 ,认真回顾欧盟的发展历史 ,就是在人们产生的

各种疑问与解决各种矛盾的进程中不断发展起来

的 ,就是在协调各成员国利益和欧盟整体利益的曲

折道路上走过来的。欧盟从 1957年 3月 25日正式

成立、由 6个初始国发展到今天拥有 25个成员国的

欧洲大联盟 , 40多年来都在历经大大小小的谈判争

论 ,但却一次又一次地相互妥协 ,朝向共同的目标。

欧盟这么多年的争论是争而不恼 ,吵而不散 ,为了一

个共同的大欧洲之梦 ,妥协之中求发展 ,和而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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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同存异。欧盟有一批富有远见卓识的领袖 ,能够

具有相当的欧洲意识 ,坚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坚持以

欧盟的前途为重。我们要向欧盟坚持一体化进程学

习 ,也要在与欧盟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 ,学会在处理

各种问题上与欧盟进行良性博弈 ,也就是要在坚持

大原则基础上 ,采取有进有退、互惠互利的谈判 ,坚

定地朝向我们共同的目标。在坚持对华战略伙伴关

系上 ,我们希望看到欧盟不会受其它因素的影响 ,特

别是不要受第三国的影响。

同样 ,在美、日“冷 ”对中国的环境下 ,我们也要

从中国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稳定地融入世界的

角度、从长远的战略的角度出发 ,应对复杂局势。在

中国外交政策中一些敏感的问题 ,如与日本的关系、

台湾问题等等 ,我们应该主动积极 ,充分表明我们应

有的立场 ,避免一些别有企图的国家总是拿这些问

题生事 ,打“中国牌 ”。通过《反分裂法 》,我们已经

将台湾问题纳入正常法理解决轨道 ,中国对日本关

系也应该尽快进入法理解决的轨道。我们得面对现

实 ,把握时机 ,尽快恢复高层对话 ,建立有效的协调

机制 ,加强沟通 ,避免任何人为因素加剧两国间的僵

持。“政冷经冷 ”绝对不应该是今天两国关系发展

的模式 ,在世界进入多极化发展 ,信息全球化发展的

今天 ,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 ,应该比任何时候更重视

两国关系的正常健康地发展。如果日本政府妄图利

用教科书等篡改历史 ,向日本年轻一代进行美化日

本当年战争罪行的教育 ,那么我们更应该利用纪念

抗日战争胜利 60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的大好时机 ,向我们的青年人、特别是在校大学

生进行正确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教育 ,进行正确

的国际主义教育 ,使他们不仅能正确了解历史、认识

历史 ,更能努力正确地去认识世界未来的发展模式、

从长远和战略的眼光出发 ,了解世界多极化发展的

格局 ,把握正确的努力方向。如果我们把国际外交

仅仅看作政治家的事 ,没有与广大民众、特别是敏感

的年轻一代进行良好的沟通 ,对外政策得不到国内

民众的理解 ,就不能形成上下一心的凝聚力。特别

在强调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 ,加强民众与政府的和

谐是保证政府各项内外政策顺利执行的关键。

未来中国与欧盟会如何发展 ? 世界局势的发展

又将对中国与欧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 人们能想象

世界再回到冷战局面吗 ? 人们能想象欧洲一体化已

经影响到中国对外关系、设想未来可能的亚洲一体

化 ,进而迈向全球一体化吗 ? 如果这些都不然 ,又会

出现什么样的展望呢 ? 是和平、还是战争 ? 是友好

还是仇视 ? 可以说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未

来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 ,还有无数的坎坷 ,还需要无

数人的大智慧和艰苦的努力 ,还需要我们着眼于我

们的青年一代 ,着眼于我们国家发展繁荣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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