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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欧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论析 

◎ 学会举办《欧洲经济形势报告（2021-2022）》发布暨研讨会 

◎ 学会召开领导层（扩大）暨党建工作会议 

◎ 学会合作举办“欧盟战略自主与中欧关系”研讨会 

◎ 学会举办“俄乌冲突演进及其影响”座谈会 

◎ 学会举办“南欧国家与一带一路”座谈会 

◎ 学会举办“七国集团发展及其影响”座谈会 

◎ 上海市外国投资/对外投资促进中心主任率团拜访学会 

◎ 学会合作举办“中欧关系及中欧在第三方市场合作”圆桌讨论会 

◎ 学会合作举办“乌克兰危机对中欧关系影响”国际研讨会 

◎ 学会合作举办“优化经济社会政策，促进包容性高质量发展”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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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Topics 
 

☞ Yan Shaohua: An Anatomy of the Russian Factor in China-EU Relations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how the Russian factor has shaped the EU’s perceptions 

and policies towards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EU-Russia triangular 

relations. Recent years have seen a growing influence of the Russian factor in EU-China 

relations which is increasingly link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U-Russia relations and 

China-Russia relations, yet comparing with the American factor in EU-China relations, 

the Russian factor is still under-researched. This article brings forward the question of 

the Russian factor in EU-China relations and analyzes how the Russian factor has 

shaped EU’s policy towards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the Ukraine crisis. It argues that 

the Russian factor has gained salience in EU-China relations since the Crimea crisis in 

2014, occupying an increasing importance in the EU’s perceptions and policies 

towards China. The Russian-Ukraine conflict in 2022 has further highlighted the 

Russian factor, making it one of the key factors in EU-China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Ukraine crisis, the Russian factor not only reinforced some of the existing policy 

thinking in the EU’s China policy, but has also led to new policy thinking towards 

China in field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security. In order to carefully manage the 

Russian factor in EU-China relations, China needs to take a more balanced approach 

between Russia and the EU, while the EU also needs to change its attitude and policy 

towards China. 

 

☞  SIES Held a Meeting for the Launch of the Biennial Report on European 

Economies 2021-2022 

 

☞ SIES Held a Joint Meeting of Leadership and Party Working Group 

 

☞ SIES Co-held a Symposium on the 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 and China-EU 

Relations 

 

☞ SIES Held a Symposium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with Its 

Impact 

 

☞ SIES Held a Symposium on the Souther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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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ES Held a Symposium on the Development of G7 with Its Impact 

 

☞ A Team from Shanghai Foreig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Board Paid a Visit to SIES 

 

☞ SIES Co-held a Roundtable on China-EU Relationship and Cooperation on the Third 

Market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 SIES Co-held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Ukraine Crisis’ impact on China-

EU relations 

 

☞ SIES Co-held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ptimiz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and Promo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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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讨 

 

中欧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论析* 

 

自 2019 年《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文件发布以来，欧盟对华认知与政策

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中欧关系也进入了持续调整的阶段。当前欧盟对华政策

的调整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既有欧盟内部和中欧双边政治因素的掣肘，

也有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冲击。2022 年 2 月份发生的俄乌冲突，则是这种外部因

素的最新表现。作为冷战后影响最深远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俄乌冲突不仅对欧

洲安全秩序造成重大冲击，也深刻改变了中欧关系的外部环境，成为塑造中欧关

系的重要外部因素。 

尽管中国并非俄乌冲突的当事方，但这一冲突是近年来中国外交面临的最大

挑战之一，也给中欧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显著的“涟漪效应”。这种“涟漪效应”

在 2022 年的中欧峰会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在经历了 2021 年相互制裁的低谷之

后，筹备已久的 2022 年中欧峰会本应重点讨论如何将中欧关系带回正轨，但俄

乌冲突的爆发让此次峰会的议程在很大程度上被乌克兰危机所主导。关于俄乌冲

突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与中国的影响，国内外学术界已有较为充分的讨论。总体

而言，国内外学者都认为俄乌冲突是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事件，将加速

国际秩序和大国关系的调整。①但有关俄乌冲突与中欧俄三角关系调整，尤其是

俄罗斯因素如何影响中欧关系的系统分析尚不多见。 

本文试图提出中欧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这一命题，并对俄乌冲突背景下俄罗

斯因素如何影响中欧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很少因中俄关系

而在与其它第三方的关系中受冲击，但当前的中欧关系似乎是一个例外。中国的

欧洲研究学者对中欧关系中的美国因素这一命题并不陌生。自 1975 年中国与当

时的欧共体建交以来，美国因素就被认为是影响中欧关系发展的一个结构性因素，

国内学者也对美国因素如何影响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比较全面和

深入的研究。② 近年来，俄罗斯因素在中欧关系中的影响日益凸显，中欧关系与

欧俄关系、中俄关系的联动性呈现增强的趋势，而俄罗斯因素是后两组双边关系

 
*作者严少华，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香港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欧盟对外政策与

中欧关系。本文原载于《太平洋学报》，2023 年第 5 期，第 11-24 页。 

①例如王战、李永全、姜锋等：“俄乌冲突、全球政治经济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俄罗斯研究》，2022

年第三期，第 20-54 页；倪峰、达巍、冯仲平等：“俄乌冲突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国际经济评论》，

2022 年第 3 期，第 38-67 页；Sven Biscop, “How the War in Ukraine Shapes the Multipolar World”, Egmont, 13 

June 2022, https://www.egmontinstitute.be/how-the-war-in-ukraine-shapes-the-multipolar-world/。 

②例如孙恪勤、侯冠华：“德国对华政策中的美国因素”，《国际展望》，2020 年第 5 期，第 23-34 页；李

文红：“论中欧关系与美国因素”，《和平与发展》，2016 年第 4 期，第 32-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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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但与中欧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相比，俄罗斯因素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

究。①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中欧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这一命题在学术和政策意

义上都需要更多的思考。 

一 、中欧俄三角关系互动新态势 

战略三角关系是国际关系中常见的关系形态之一，也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重

要的研究课题。②对于三角关系，国内学术界多聚焦于中美欧或者中美俄等以中

美为主的大国之间，③对中欧俄三角关系的分析相对少见，相关的分析也往往置

于中俄美欧四边互动中展开。④诚然，美国作为当前唯一的霸权国家，其影响是

全球性的，对作为盟友的欧盟影响尤其显著。因此，将对三角关系的分析聚焦于

中美俄有其合理性，但对中美俄三角互动或中俄美欧四边互动的分析并不能完全

取代对中欧俄三角关系的分析。换言之，中欧俄三角关系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规

律和演化逻辑，对中欧俄三角关系的独立分析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在欧亚大陆事

务日渐升温的背景下，尤其是随着美国“再平衡”战略、中国“西进”战略以及

欧盟“东进”战略的实施，中欧俄关系也逐渐突破了三组三边关系的范畴而具备

了三角关系的结构性特征。⑤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欧亚大陆地缘格局的

调整，中欧俄三角关系互动也呈现出新的态势。 

第一，在欧俄关系中，俄罗斯积极利用中国因素调动欧盟，增加对欧谈判筹

码。俄罗斯是欧盟最大的邻居，欧盟与俄罗斯之间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科

学与经济上的联系，但地缘上的竞争与矛盾一直是欧俄关系的核心特征。欧俄之

间最核心的问题是冷战后欧洲安全秩序的构建，尤其是如何处理所谓“后苏联空

间”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存在根本性的认知差异，也代表

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结构性力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欧俄两种力量在争夺“后

苏联空间”的问题上也呈现出不同的攻守态势。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力量遭到削

 
①国内涉及这一问题的分析散见于有关中欧俄关系的论述中，最新的一篇参见冯绍雷：“中俄欧在欧亚大陆

的互动——兼论‘一带一路’对三方关系的影响”，《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20-60 页。鉴于

俄乌冲突根本上改变了中欧俄三角关系态势，相关的分析也需要重新思考。 

② 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33, No. 

4, July, 1981, pp.485-515。需要指出的是三角关系与三边关系都是国际关系中三方互动模式的一种理论探讨，

前者强调竞争与制衡，后者强调合作，两者有细微差别，但在很多学者的分析中往往交替使用，参见陈志

敏等著，《中国、美国与欧洲：新三边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 8 月版。 

③参考赵怀普：“国际格局调整与中美欧三边关系的演进”，《当代世界》，2022 年第 3 期，第 16-21 页；

毕洪业：“‘战略三角’还是‘三边互动’：新时代的中美俄关系”,《国际观察》，2022 年第 3 期，第 127-

156 页；赵华胜：“论中俄美新三角关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8 年第 6 期，第 1-25 页；涂志

明、张姣：“欧盟、美国与俄罗斯：新三角关系的理论与现实变迁”，《太平洋学报》，2016 年第 4 期，

第 52-61 页。 

④杨洁勉：“中俄美欧战略互动特点和发展趋势”，《俄罗斯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30-50 页；张健：

“美俄欧中互动：欧盟角色及其政策趋向”，《现代国际关系》，2019 年第 2 期，第 10-17 页。 

⑤步少华：“中欧俄三边关系：一种可能性分析”，《改革与开放》，2014 年第 19 期，第 43-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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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而欧盟与北约则乘势东扩，双方呈现出“欧攻俄守”的态势。近年来，在欧

盟陷入多重危机以及中美战略竞争成为大国关系主轴的背景下，俄罗斯利用各方

矛盾折冲樽俎，缓解自身战略困境，甚至通过利用和制造“可控混乱”获取实际

地缘政治利益，双边关系呈现“俄攻欧守”的态势。① 

在对欧盟采取积极外交攻势的过程中，俄罗斯特别注重利用中国因素调动俄

欧合作，这一点在能源领域体现最为明显。由于俄罗斯是能源供给方，中欧则是

能源需求方，在对俄罗斯能源的需求方面，中欧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俄罗斯则

积极利用在能源供应上的主导地位和中俄能源合作来撬动与欧盟的能源合作及

欧俄关系。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俄罗斯与中国签订了长达 30 年，价值 4000

亿美元的天然气合同，一方面缓解了西方制裁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克里米

亚危机中的对欧政治筹码。时任俄罗斯副外长阿列克谢·梅什科夫(Alexei 

Meshkov)公开表示，俄罗斯与中国的积极合作将“激发欧洲对与莫斯科构建互利

伙伴关系的兴趣。”②在“北溪二号”管道问题上，俄罗斯也利用中国因素推进

这一重要能源项目。作为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重要能源通道，“北溪二号”自 2015

年启动以来就在欧盟内部以及欧美之间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欧盟中东欧成员国以

及美国都以地缘政治以及能源安全为由，极力反对该项目。在北溪二号面临争议

的同时，俄罗斯则积极推动通往中国的“西伯利亚力量”管道的建设，这既是俄

罗斯在能源出口多元化方面的尝试，也增加了俄罗斯在“北溪二号”管道项目上

与欧盟谈判的筹码。 

第二，在中俄关系中，俄罗斯注重利用欧美因素加强中俄关系，并以此制衡

欧盟。克里米亚危机后，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陷入困境，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则成

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点方向。由于中俄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

近或相同，中俄关系在近年来日益升温，逐渐进入“历史最好时期”。③2019 年，

中俄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成为中国外交关系中定位最

高的伙伴关系。这一定位也引领中俄合作全面深入，在贸易、能源、投资、航天、

信息技术、农业、交通以及军事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2021 年 6 月，《中俄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签署 20 年之后顺利获得延期，中俄双方在全球事务和地

区稳定等方面的战略协作也进一步加深。对华外交的成功极大地拓展了俄罗斯的

外交腾挪空间，也使俄罗斯获得了中国可贵的战略支持，从而极大缓解了西方制

 
①冯玉军：“借乱谋势：大变局下的俄罗斯外交”，载《变局与谋局：复旦国际战略报告 2021》，复旦大学

国际问题研究院，2022 年 1 月，第 27 页。 

②RIA Novosti, “Russia-China Cooperation to Motivate U to Strengthen Ties with Moscow-Foreign Ministry”,May 

23 ， 2014, 转引自 Iacob Koch Weser & Craig Murray, “The China-Russia Gas Deal: Background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Broader Relationship”,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Staff Research Backgrounder, 

June9 ，2014, p.20. 

③人民网：“王毅：中俄关系正处历史最好阶段  两国元首建立深厚友谊”，2014 年 3 月 8 日，

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4npc/n/2014/0308/c382333-245725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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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带来的压力。① 

虽然中国一再强调坚持中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

中国在发展中俄关系时也没有针对欧盟的地缘政治目标，但在实践中，俄罗斯不

断利用中俄关系制衡欧盟，使中俄关系服务于俄罗斯对欧博弈的战略目标。尤其

是在与欧盟和北约的博弈中，俄罗斯试图以中俄关系为后盾，在欧盟制裁与北约

东扩等问题上对冲欧美的压力。在 2014 年受到欧盟制裁后，俄罗斯持续深化与

中国的关系，以缓解自身面临的巨大政治、经济和外交压力。在借助中俄关系缓

和外部压力之后，俄罗斯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在对欧外交上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攻

势。2021 年底，俄罗斯一方面在俄乌边境陈兵十余万，以“战争边缘政策”向乌

克兰和欧美施压；另一方面向美国及北约提出两项安全保障协议草案，要求“排

除北约进一步东扩和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不在 1997 年 5 月前已部署兵力和

武器的国家之外部署额外的兵力和武器；北约放弃在乌克兰、东欧、外高加索和

中亚的任何军事活动。”②2022 年 2 月，俄罗斯在与中国签署完“关于新时代国

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之后对乌克兰发动所谓“特别军事行动”，

也被认为是俄罗斯对中俄关系更加“充分和现实的利用”。③ 

第三，在中欧关系中，欧盟将对俄罗斯的不满“移情”到中国身上。近年来，

中欧关系进入调整期，欧盟对华认知与政策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 2019 年开

始，欧盟对中国的定位由“战略伙伴”调整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

对手”，欧盟对华政策也逐渐转向强硬。欧盟对华认知与政策的变化背后有中美

博弈、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立（陶宛）双边关系恶化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也跟欧盟

将对俄罗斯的不满“移情”到中国有一定关系。在中欧双边关系语境中，中俄关

系传统上不是一个特别受关注的议题。但近年来，“中俄友好”(China-Russia 

Rapprochement)在欧盟内部政治和对华政策中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尤其是

随着欧俄关系的恶化，欧盟开始将欧俄关系的一些问题归咎于中国，并将对俄罗

斯的不满“发泄”在中国身上。比如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中国与俄罗斯

正常的经贸合作关系被欧盟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莫斯科顶住了欧盟和美国的

压力，欧盟因此指责中国恶化了其面临的所谓“俄罗斯困境”。④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将对俄罗斯的不满“移情”中国的倾向更加明显。俄

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之后，充斥欧洲和西方世界的所谓“中国知情论”“中

 
①冯玉军：“借乱谋势：大变局下的俄罗斯外交”，载《变局与谋局：复旦国际战略报告 2021》，复旦大学

国际问题研究院，2022 年 1 月，第 28 页。 

②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俄外交部公布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关于安全保障的条约草案》，2021 年 12 月 17

日，https://sputniknews.cn/20211217/1034993438.html. 

③ Sun Yun, “Ukraine: Did China Have a Clue?”Stimson Center, February28 ,2022, 

https://www.stimson.org/2022/ukraine-did-china-have-a-clue/. 
④Alexander Gabuev, “As Russia and China Draw Closer, Europe Watches With Foreboding”,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19 ,2021, https://carnegiemoscow.org/commentary/8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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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同谋论”乃至“中国军援俄罗斯论”等指责和猜忌都是欧盟对俄不满“移情”

中国的表现。其实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中国同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以及大多数

发展中国家一样，采取了相对平衡的立场，并以自己的方式，为劝和促谈做出了

努力。但由于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以及中俄关系的紧密程度，欧盟对中国“寄予”

了更高的期待。因此，与其它第三方国家相比，中国也承受了来自欧盟的更大的

压力。一方面，欧盟期待中国利用对俄罗斯的影响力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为和谈

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在这一期待落空之后，欧盟则对中国施加压力，在中欧峰

会上大声呼吁中国不要规避对俄制裁或对俄罗斯提供援助。①2023 年 1 月，欧盟

与北约签署了第三份合作宣言，不仅直言俄罗斯是“几十年来对西方最严重的威

胁”，还将中国视作“必须应对的挑战”。②欧盟与北约分别在 2016 与 2018 年

签署过两份合作宣言，但并未提及中国，2023 年的宣言是第一次用正式官方文

件的形式共同表达了对华立场，反映了欧盟与北约在对华认知上的趋同。 

综上所述，中欧俄三角关系存在一定的互动与关联性，任何一组双边关系的

发展，都与第三方有一定的关联，会对第三方产生影响或受第三方影响。尤其在

欧俄矛盾成为中欧俄三角关系主要矛盾的前提下，俄罗斯往往利用中俄关系调动

欧俄关系，中欧关系与中俄关系的关联性因此进一步凸显。下文将从这种关联性

逻辑出发，进一步分析俄罗斯因素在中欧关系中的表现及影响。 

二、俄罗斯因素在中欧关系中的表现： 

从克里米亚危机到乌克兰危机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欧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这

种演化与欧俄关系以及中俄关系的发展呈现很大的相关性，其中欧俄关系的影响

尤其明显。冷战期间，中欧关系的发展就受制于美苏两极格局，因而被称为所谓

“派生性关系”。③冷战结束后，欧俄之间虽有龃龉，但总体保持稳定与合作的

关系，双方在 1994 年签署了“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简称 PCA)，奠定了双边关系的基础。中国也独立地与俄罗斯和欧盟

发展平行的双边关系，分别建立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④和中欧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2003）。在欧俄关系稳定的情况下，中欧伙伴关系与中俄伙伴关

系的平行发展也说明中欧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并不明显。 

2014 年之后，中欧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开始逐渐凸显，其主要原因也是欧

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转折。2014 年 3 月，俄罗斯以策动公投的形式将克里米亚

 
①European Commission, “EU-China Summit: Restor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Ukraine is a Shared Responsibility”, 

April 1 ,2022, Brussels,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2214. 
②  European Council, “Joint Declaration on EU-NATO Cooperation”, January 10 ,2023,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3/01/10/eu-nato-joint-declaration-10-january-2023/. 
③ David Shambaugh, “China and Europ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Issue 519, No. 1, 1992, pp.101-114. 

④2019 年提升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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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俄罗斯联邦，这一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 PCA 所开启的欧俄关系进程，冷战

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道路也就此中断。作为回应，欧盟取消了与俄罗斯的峰会对

话机制，并对俄罗斯实施了影响深远的经济与贸易制裁。在欧俄关系渐行渐远的

同时，中俄关系逐渐升温，双边贸易不断增长，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也保持

密切沟通与合作。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加深，既是在受到欧盟制裁后俄罗斯外交

“转向东方”的结果，也是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政策以来，美国战略

重心向亚太转移，并联合盟友对中国施加战略压力的结果。 

在与俄罗斯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过程中，中国更多地是考虑到美国因素而非

欧盟因素，中国也多次指出中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①但

在一些欧洲学者眼中，中俄伙伴关系逐渐被视为可能对欧盟产生重大影响的“灰

犀牛”。②在欧盟的对华认知与政策中，俄罗斯因素以及中俄关系也占据了越来

越重的分量。在俄乌冲突前，欧盟内部就不少关于“中俄友好”或“中俄协调”

(China-Russia Alignment)的讨论，甚至所谓“中俄轴心”(China-Russia Axis)的说

法也不绝于耳。③从相关的讨论看，欧盟不仅关注“中俄协调”对欧洲经济与安

全的影响，也十分警惕其对欧亚大陆格局以及多边国际秩序的影响。④作为欧洲

安全支柱的北约，也开始关注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影响。自 2019 年首次在峰会

声明中提到中国之后，北约在 2022 年发布的《战略概念》中也第一次对中俄战

略伙伴关系表达了关切，宣称“中俄日益深化的战略伙伴关系…有背（北约）的

价值和利益。”⑤ 

为了应对“中俄协调”，欧盟内部（尤其是法国和德国）一度寻求缓和与俄

罗斯的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可能是第一个在公开场合谈论“中俄协调”对欧洲

影响的欧盟领导人。在 2019 年 11 月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访谈中，马克龙

呼吁加强与俄罗斯的对话和接触，以防止俄罗斯成为中国的所谓“附庸国”。⑥

这一主张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批评，但在德国却获得一定的支持。2021 年

2 月，时任德国外长马斯(Heiko Maas)警告欧洲不要切断所有与俄罗斯沟通的桥

梁，认为这将“促使俄罗斯和中国投入彼此的怀抱，从而建立世界上最大的经济

 
① “王毅谈中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人民网， 2022 年 3 月 7 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307/c1002-32368681.html。 

②Liliana Popescu & Răzvan Tudose, “The Dragonbear and the Grey Rhinos. The European Union Faced with the 

Rise of the China-Russia Partnership”, Romanian Journal of European Affairs, Vol.21, No.2, December 2021. 

③例如 Lora Saalman, Richard Chiasy & Ian Anthony etc., “China–Russia Relations and Regional Dynamics: From 

Pivots to Peripheral Diplomacy”, SIPRI, March 2017; David Hutt, “The EU’s Worst Nightmare:A China-Russia 

Axis”, Internationale Politik Quarterly, April 13，2021. 

④ Alexander Gabuev, “As Russia and China Draw Closer, Europe Watches With Foreboding”,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19 , 2021, https://carnegiemoscow.org/commentary/84135. 
⑤NATO, “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 June 2022, https://www.nato.int/strategic-concept/, 

⑥ “Emmanuel Macron in his own words”, The Economist, November 7 ， 2019,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19/11/07/emmanuel-macron-in-his-own-words-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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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军事联盟。”①2021 年 2 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访

问莫斯科。在当时欧俄关系陷入僵局的情况下，这其实是欧盟试图与俄罗斯保持

建设性关系的一次尝试。由于俄罗斯在博雷利访俄期间驱逐了三名欧盟成员国外

交官并在诸多议题上表现出不妥协的态度，这次访问在欧盟内部引起很大的批评，

被认为是一次“注定的错误”和“灾难性的失败”。② 

在尝试与俄罗斯接触的政策失败之后，欧盟转向在中欧关系中向中国施加压

力，表达对“中俄协调”的担忧和关切。俄罗斯因素也因此成为中欧关系中一个

难以回避的议题，这一点在中国与部分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中表现的更为明显。

2012 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建立了“16+1”合作机制，2019 年升级为“17+1”,

旨在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务实合作以及中欧关系的均衡发展。经过十年的努

力，“17+1”已成为中东欧国家与中国开展机制化合作的重要平台，但部分中东

欧国家对参与这一合作机制的疑虑也有所加深。2021 年 5 月，立陶宛政府宣布

退出“17+1”，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于 2022 年 8 月宣布退出。对于部分中东

欧国家的对华政策转向，不少分析认为这是缺乏切实的经济成果导致的，而很多

中国学者则倾向于强调美国因素的影响。③毫无疑问，在欧盟内部，中东欧国家

更加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尤其是在应对俄罗斯的威胁方面。随着中美战略竞争

扩展至欧洲等第三方以及美欧对华战略协调的加强，美国因素在塑造中东欧国家

对华认知与政策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但俄罗斯因素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在一些欧洲学者看来，俄乌冲突既确认了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看法，也影响了

中东欧国家的对华态度，而中东欧国家对华态度的改变也将在整体上影响欧盟的

对华政策。④ 

俄乌冲突的爆发进一步凸显了俄罗斯因素在中欧关系中的重要性，甚至可以

说俄罗斯因素已成为左右中欧关系的关键因素之一。欧盟视乌克兰危机为关乎其

“生死存亡的威胁”，因此也倾向于根据其它国家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来定义

双边关系。2022 年中欧峰会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

在媒体声明中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不仅是欧洲大陆的决定性时刻，也

 
①Heiko Maas, “Speech by Foreign Minister Heiko Maas to the German Bundestag at the Debate Held at the Request 

of the Parliamentary Group of Alliance 90/The Greens on ‘What Consequences Shoul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Draw from Violence, Arbitrary Acts and Repression in Russia?’”, Federal Foreign Office of Germany, 10 February 

2021,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en/newsroom/news/maas-russia/2441452. 
②  “A Predictable Mistake': MEPs Slam Borrell over Moscow Trip”, Euronews, February9 ,2021, 

https://www.euronews.com/my-europe/2021/02/09/a-predictable-mistake-meps-slam-borrell-over-moscow-trip. 
③Finbarr Bermingham & Robert Delaney, “Estonia and Latvia Leave China’s 16+1 Trade Group for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Nations”, SCMP, August 12 ,2022,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188599/estonia-and-latvia-leave-chinas-161-trade-group-

central-and; 朱晓中：“中东欧地区的大国因素：利益格局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20 年第 4 期，第

4-16 页。 

④ Pepijn Bergsen & Valdon  nniukait ,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Become Hawkish on China”, September 

16 ,2022,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2/09/central-and-eastern-europe-become-hawkish-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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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欧盟）与其他国家间关系的决定性因素。”①博雷利也发表《论中国的选择

与责任》一文，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要求每一个国家采取立场”，并明

确指出对中欧关系“分置处理”的做法不可行，尤其是乌克兰问题涉及欧盟的根

本原则与价值观，因此难以和中欧关系的其它领域截然分开。②这意味着中欧关

系的发展与中俄关系以及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有极大的联动性。目前中欧

双方在俄乌冲突的认知与解决方式等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的鸿沟，这将成为当前

中欧关系发展的一个主要政治障碍。 

就外部结构因素而言，中欧关系传统上主要受中美欧三角关系的影响，但从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中欧俄三角关系的影响逐渐开始浮现。俄乌冲突造

成的一个客观结果是当前中欧关系同时受到中美欧与中俄欧两个战略三角的掣

肘。在中美欧三角关系中，中美战略竞争是主要矛盾，欧盟作为美国的盟友，视

中国为“朋友的对手”。在中欧俄三角关系中，欧俄博弈是主要矛盾，中国作为

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则被欧盟视为“对手的朋友”。受乌克兰危机的困扰，欧盟

与俄罗斯处于全面对立的状态，比起“朋友的对手”，欧盟更关注“对手的朋友”

对其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换言之，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深入和持续，俄罗斯因素在

一定时期可能超越美国因素成为影响中欧关系最重要的外部因素。 

三、俄乌冲突下欧盟对华认知与政策变化 

俄罗斯因素如何影响中欧关系？俄乌冲突可能是迄今最明显的一个案例。自

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政策与对华政策的大讨论几乎同步进行，欧盟有关俄罗

斯与乌克兰危机的讨论中往往会把中国“牵扯”进去。换言之，在欧盟看来，俄

乌冲突不仅事关欧盟对俄政策，也关乎欧盟对华政策。从冲突爆发以来欧洲的政

策讨论与实践来看，俄乌冲突既强化了欧盟对华政策的一些既有思维，也导致欧

盟对华认知与政策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欧盟将对俄

政策思维引入对华政策讨论的结果。俄乌冲突背景下欧盟对华认知与政策变化主

要体现在政治、经济与安全三个方面（见表 2）。 

3.1  欧盟对中俄进行政治“捆绑” 

在政治上，俄乌冲突强化了欧盟内部将中俄进行政治“捆绑”的倾向。所谓

政治“捆绑”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式思维，即从政治上将中、

俄归入所谓“威权”国家阵营，并以此为基础重新思考如何与具有不同政治体制

的国家打交道。其实在俄乌冲突前，欧盟与美国就已经在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开

展对华政策协调，一方面积极强化欧美价值观纽带，构建所谓“价值观联盟”；

 
①European Council, “EU-China Summit: Restor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Ukraine is a Shared Responsibility”, April 

1,2022,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04/01/eu-china-summit-restoring-peace-

and-stability-in-ukraine-is-a-shared-responsibility/. 

② Josep Borrell, “On China’s Choices and Responsibilities”, EEAS, April6 ， 2022,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china%E2%80%99s-choices-and-responsibilities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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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异化”中国，将与中国的关系强行置入所谓“民主 vs 威

权”的二元框架。①因此，在俄乌冲突前，欧盟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对中俄进行

了政治“捆绑”，将其与中、俄两国的关系视为其与所谓“威权”国家关系的一

部分，欧盟对华定位中出现了“制度性对手”的表述也体现了这一点。尽管这种

表述和“捆绑”导致欧盟近年来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但并没有导致欧盟

对华政策的根本性改变。欧盟仍然维持了其对华定位的“三分法”，即同时包含

合作、竞争与制度性对抗的成分，并且将合作放在了第一位。这与欧盟对俄罗斯

的定位与政策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 

欧盟对华定位“三分法”自 2019 年提出以来就处于动态的调整之中。虽然

这一定位被更多的欧盟机构和成员国所接受，但对于如何平衡对华定位的不同层

面，欧盟内部仍然存在争议。2021 年 4 月，欧盟对《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文

件的落实情况进行了检视，并专门讨论了对华政策调整的问题，其中就有声音指

出要实施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更强调中国作为“制度性对手”的角色。由此可

见，欧盟内部对于“合作、竞争与制度性对手”这三个对华政策的不同层面之间

的平衡仍然存在不同的意见。“在多面性中寻求平衡”成为近年来欧盟对华政策

的主基调。② 

俄乌冲突的爆发强化了欧盟对中俄进行政治“捆绑”的倾向，并在政治层面

给欧盟对华政策带来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变化。一方面，俄乌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改

变了欧盟对中俄关系性质的认知，欧盟在官方话语中对中俄进行政治“捆绑”的

倾向更加明显。在俄乌冲突前夕，《中俄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与全球可持续发展

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中俄联合声明》）的签署被欧盟认为是中俄关系“质

的飞跃”(quantum leap)。③在 2022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

级代表博雷利（Jose Borrell）的发言也是以应对中俄为主题。在演讲中，他将《中

俄联合声明》视为中俄“试图重新定义国际秩序”这项事业的高潮，甚至称之为

所谓“修正主义宣言”(revisionist manifesto)。④2022 年 4 月 25 日，在印度首都

新德里举行的“瑞辛纳对话”(Raisina Dialogue)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

将中俄联合声明解读为一个看上去“不受限制的同盟条约”(unrestrained pact)，

并对中俄关系在欧洲和亚洲的影响表达了关切。⑤需要指出的是，对中俄进行政

 
①严少华：“欧美对华政策协调及其局限”，《国际问题研究》,2022 年第 1 期，第 70 页。 

②严少华：“2021 年欧盟对华政策”，《欧洲对华政策报告（2021）》，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2022

年 5 月，第 5 页。 

③ Ulrich Jochheim, “China-Russia relations: A quantum leap”?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PE 

729.349, March 2022. 
④Josep Borrell, “On the Power of Language: What to do When Russia and China Try to Re-define Terms”, EEAS, 

February 20 ,2022,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munich-security-conference-20-february-2022-opening-

statement-hrvp-josep-borrell_en. 
⑤  European Commission, “Speech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at the Raisina Dialogue”, April 25 ,2022,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2_2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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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捆绑”目前更多是体现在个别欧盟领导人的话语层面，并没有在政策层面形

成共识，尤其是部分欧盟国家仍然希望中国与俄罗斯保持距离，因此对中俄“捆

绑”持保留态度。①这表明欧盟内部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对中俄进行政

治“捆绑”在现实中可能成为欧盟“难以承受之重”。 

另一方面，在对中俄进行政治“捆绑”的同时，欧盟也在战略上更加倒向美

国，与美国进行更加紧密的捆绑，这有可能使得中美欧与中俄欧两个原本相对独

立的三角关系发展为“美欧 vs 中俄”的阵营化格局。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中国

始终表示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决定自身的立场，主张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并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②中国的立场被欧盟解

读为所谓“亲俄中立”和对俄罗斯的“策略性支持”，③对中国立场的担忧也促

使欧盟在涉及中美战略竞争的一些重要议题上更加倒向美国，以此作为塑造中俄

关系的一种手段。因此，有分析指出俄乌冲突让欧洲在中美竞争中获得了一张“关

键投票”，并让欧盟日益转向与中国的制度性竞争。④ 

欧盟对中俄的政治“捆绑”也在政治层面对中欧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给欧盟

平衡对华政策不同层面的努力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在俄乌冲突的冲击下，欧盟对

华政策“三分法”的天平可能进一步向“制度性对手”的方向倾斜。2022 年 10

月 17 日，在卢森堡举行的欧盟外长理事会集中讨论了新形势下的中欧关系议题，

经济竞争与制度性对抗则成为此次欧盟对华政策讨论的焦点。此次会议也为俄乌

冲突背景下欧盟对华政策奠定了新的基调。博雷利在会后指出，欧盟的多面性对

华政策仍然有效，欧盟也将继续在气候变化等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同中国合作，但

在当前的环境下，欧盟对华政策“三分法”中居于核心位置的是竞争的层面，也

是被讨论和强调最多的一个层面。⑤由此可见，俄乌冲突虽然总体上没有改变欧

盟多面性的对华政策，但其对华政策不同层面之间的平衡已经开始从强调合作转

向竞争。 

 
① 2022 年 12 月，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了《欧俄关系权力审计》报告，指出欧盟在如何看待中俄关系问

题上仍然没有清晰答案，其中有 5 个欧盟成员国主流的看法是认为应该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以防止中国

与俄罗斯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详情参考 Kadri Liik, “The Old is Dying and the New Cannot be Born: APower 

Audit of EU-Russia Relations”, European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Policy Brief, December 2022, p.20. 

② “ 关 于 乌 克 兰 局 势 ， 外 交 部 这 样 阐 述 中 方 立 场 ” ， 求 是 网 ， 2022 年 3 月 31 日 ，

http://www.qstheory.cn/laigao/ycjx/2022-03/31/c_1128521883.htm。 

③  Josep Borrell, “On China’s Choices and Responsibilities”, EEAS, April6 ， 2022,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china%E2%80%99s-choices-and-responsibilities_en. 
④Evan Medeiros, “Ukraine Gives Europe aKey Swing Vote in the US-China Rivalry”, Financial Times, 18 March 

2022, https://www.ft.com/content/619b96e1-f937-45e4-8a05-7db6c7e77238; Jonas Plesner, “The War in Ukraine 

Turns the EU toward Rivalry with China”, German Marshall Foundation, April13 ,2022, 

https://www.gmfus.org/news/war-ukraine-turns-eu-toward-rivalry-china. 
⑤ EEAS, “Foreign Affairs Council: Press Remarks by High Representative Josep Borrell after the Meeting”, 

October17 ,2022,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foreign-affairs-council-press-remarks-high-representative-

josep-borrell-after-meeting-1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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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欧盟重新思考与中俄的经贸依赖关系 

在经济上，俄乌冲突促使欧盟重新思考与俄罗斯以及中国的经贸依赖关系及

其所奉行的经贸合作理念。俄乌冲突凸显了欧盟对俄能源依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

脆弱性问题，也促使欧盟重新思考中欧经贸关系，以避免产生新的所谓“过度依

赖”问题。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学者皮奥特·布拉斯(Piotr Buras)表示，德国从

俄乌冲突中学到的重要一课就是相互依赖不再可以确保安全，而这也将影响德国

与中国的关系。①在 2022 年的外交使节会议上，博雷利坦诚地指出欧盟过去的繁

荣建立在俄罗斯的能源与中国的市场基础上，而欧盟的安全则依赖美国，但在欧

盟看来，这种将繁荣与安全建立在不同基础之上的做法让欧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因此，他直言美国提供安全基础、俄中提供繁荣基础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②

言下之意，欧盟将不再把繁荣与安全分开，在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中，欧

盟将统筹安全的考虑。 

对欧盟而言，俄乌冲突让欧盟不得不重新思考两个有关经贸相互依赖的重要

问题。一是传统的经贸“压舱石”论。欧盟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和能源出口

市场，因此欧盟一度认为这种经贸上的合作与相互依赖可以赢得俄罗斯的合作，

成为欧俄关系的“压舱石”。德国顶住美国的压力和一些欧盟成员国的批评，坚

持推进“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建设部分也是出于这种考虑，认为在经济利益

之外，还可以借此获得影响俄罗斯的筹码。③然而俄乌冲突的爆发让欧盟意识到

经贸上的相互依赖以及制裁的威胁并不能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所谓的“特别

军事行动”，这对欧盟在对外政策上长期秉持的“经济理性”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二是相互依赖“武器化”的问题。欧俄经贸依赖不仅未能起到“压舱石”的作用，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还成为相互制裁的武器，尤其是在能源进口上高度依赖俄罗斯

的欧盟，承受了能源“武器化”的巨大代价。在经历过初期的犹豫不决之后，欧

盟对这两个问题的回应是对俄罗斯实施全面的制裁，并决意不惜代价摆脱对俄罗

斯能源的依赖。由于过去欧盟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俄罗斯廉价能源的基础上，

这一决定无异于在经济层面开启了“去俄化”的进程，使欧俄关系进入“大脱钩

（grand decoupling）”的时代。 

由于中国与欧盟在相互依赖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超俄罗斯，欧盟与俄罗斯之

间的那种“大脱钩”在中欧之间是难以想象的，“脱钩论”在欧盟对华政策讨论

中也没有什么市场。2023 年 3 月，冯德莱恩在中欧关系演讲中明确指出，与中

 
① Maria Jooo Guimaraes, “Germany'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Change is Delayed”, Publico,October 9 ,2022, 

https://www.publico.pt/2022/10/09/mundo/noticia/relacao-alemanha-china-mudanca-tarda-2023229. 
②Josep Borrell, “EU Ambassadors Annual Conference 2022: Opening Speech by High Representative Josep Borrell”, 

EEAS, October 10 ,2022,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eu-ambassadors-annual-conference-2022-opening-

speech-high-representative-josep-borrell_en. 
③ Kirsten Westphal, Maria Pastukhova & Jacopo Maria Pepe, “Nord Stream 2: Leverage Against Russia”?SWP, 

September 1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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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脱钩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欧洲的利益。①尽管如此，欧盟认为在对俄经贸依赖

上遇到的上述两个问题也是其在中欧关系中不得不重新思考的问题。在俄乌冲突

的背景下，欧盟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讨论和看法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中欧经贸“压舱石”地位的问题上，欧盟的态度从积极开始转为谨慎，欧

盟开始质疑经贸“压舱石”论的有效性并担心经贸依赖所导致的风险。长期以来，

经贸合作都被视为中欧关系最重要的支柱和“压舱石”。在德国倡导的“以商促

变”(wandel durch handel)理念下，欧盟对深化中欧经贸合作也持积极态度。但是

对收益失衡的不满、对经济安全的担忧以及对预期效果的失望使得欧盟对“以商

促变”这一传统对华经济框架的看法发生了变化。②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在

对华关系中信奉的经贸“压舱石”论和“以商促变”论在内部也面临越来越多的

质疑。2022 年 4 月，欧洲中国研究智库网络(ETNC)发布了以“欧洲对华依赖”

为主题的年度报告。报告认为，对华依赖问题已经成为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共同

关切”，而俄乌冲突则“改变了欧盟对依赖与脆弱性等概念的理解。”③由此可

见，俄乌冲突后欧盟对华经贸理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即欧盟不再“天真”地视

经贸依赖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而是日益从经济主权与安全的角度看待与中

国的相互依赖关系。 

当然，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中欧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建立起来的相互依赖会在

短期内发生改变，而是指欧盟在对华经贸依赖所带来的利益与风险之间寻求平衡。

换言之，欧盟对华寻求的不是“脱钩”，而是“去风险”(de-risking)。这种“去

风险”思维在政策层面的表现就是欧盟开始主动寻求减少对华依赖，增强经贸合

作的多元性。以绿色产业为例，欧盟在绿色转型所需的稀有材料（稀土、永磁）、

光伏设备、风电设备等领域高度依赖中国（见表 1），需要与中国开展合作。但

在俄乌冲突的影响下，欧盟又担心在新能源领域对中国的依赖会重蹈在传统能源

领域依赖俄罗斯的覆辙，尤其是俄乌冲突加剧欧洲能源危机的背景下，欧盟从中

国进口的光伏设备和锂电池急剧增长，欧盟担心在新能源领域会出现新的对华依

赖问题。2022 年 9 月，中国欧盟商会发表的《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指出，越

来越多的欧洲在华企业形成了“双轨制”，即一套系统用于中国业务，一套系统

用于世界其它地区业务。一些公司也在考虑“回流”(reshoring)、“近岸外包”

(nearshoring)和“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等选项。④这一现象反映出欧洲仍然重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Speech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on EU-China Relations to the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and the European Policy Centre”, March 30 ,2023,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3_2063. 

②赵柯、毕阳：“转变中的欧盟对华经济外交——从‘以商促变’到‘负责任共存’”，《国际展望》，2022

年第 5 期，第 90-93 页。 

③John Seaman & Francesca Ghiretti etc. (eds.), Dependence in Europ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eighing Perceptions 

and Reality, European 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 (ETNC) Annual Report, April 2022. 
④ 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European Business in China Position Paper 

2022/2023”,September 21 ,2022,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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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中国市场，希望在中国这一重要市场继续保持业务，又希望避免对中国市场的

过度依赖，平衡对华经贸关系的收益与风险。 

 

在相互依赖武器化的问题上，俄乌冲突也加剧了欧盟对中欧经贸依赖“武器

化”的担忧，并促使欧盟加紧出台应对工具。在俄乌冲突前，欧盟就以“经济胁

迫”定义中国针对立陶宛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而实施的反制措施，并以此为借

口大力推动出台所谓“反胁迫工具”(Anti-coercion Instrument)。①当然，这一工具

不仅是针对中国，也是针对全球范围内经贸相互依赖被日益武器化的趋势而出台

的。欧盟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经济胁迫”代表了国家施展权力的一种新的形

式，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公开的军事冲突。俄乌冲突的爆发及随后的相互制

裁则代表了军事冲突与“经济胁迫”的双管齐下，迫使欧盟加快“反胁迫工具”

的立法进程，以适应新的地缘经济秩序，并为欧盟可能与俄罗斯开展的长期经济

战做准备。②与欧盟对相互依赖看法的变化一致，“反胁迫工具”的酝酿也代表

了欧盟贸易政策的一种“范式转变”，即欧盟不再视自由贸易和开辟新市场本身

作为目的，而是更加注重在以相互依赖和竞争为特点的全球化世界中如何更好地

保护欧盟自身的利益和价值。中欧互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欧盟贸易政策

的范式转变势必对中欧经贸合作产生影响。 

3.3  地缘政治与安全在欧盟对华政策中的考量上升 

在安全上，俄乌冲突加剧了中欧关系安全化的趋势，欧盟对华政策中的地缘

政治与安全考量上升。传统上，地缘政治与安全等“高阶政治”议题在中欧关系

中的位置并不显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欧在彼此的区域都没有根本地缘政

治冲突，也构成中欧关系区别于中美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但随着欧盟战略自主

理念的深化以及欧盟力量的“地缘政治转向”，中欧正日益靠近彼此的地缘政治

敏感区域。欧盟一方面指责中国在其睦邻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构成“地缘政治

挑战”，另一方面又通过出台“印太战略”将其地缘政治影响力扩展至中国的地

 
① Marcin Szczepasski, “Proposed Anti-Coercion Instrument”,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PE 

729.299, June 2022. 
②Jonathan Hackenbroich, “Europe’s New Economic Statecraft: A Strong Anti-Coercion Instrument”, ECFR, 1 April 

2022. 



欧洲观察|2023.02                                                         - 16 - 

  

缘政治敏感区域。①在这种情况下，中欧关系无根本地缘政治冲突的传统叙事正

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地缘冲突与传统安全议题逐渐进入欧盟对华政策议程，并

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俄乌冲突则加速了这种变化的发生，具体而言，这种变

化及其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欧盟的地缘政治敏感区域，欧盟对中俄协调，尤其是安全合作的关切

加深。欧盟传统上视俄罗斯为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与安全威胁，而中俄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的深化则在逐渐改变欧盟对中国的安全认知，这一点在部分中东欧国家

表现更为明显。比如波罗的海三国传统上将安全威胁聚焦于俄罗斯，但 2017 年

中俄首次在波罗的海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被认为是“对俄

罗斯在波罗的海的威胁提供了隐含的支持与合法化。”②原本以务实经贸合作为

主要对华合作考量的波罗的海三国开始更加重视对华关系中的安全与地缘政治

因素。自 2019 年开始，中国也出现在了波罗的海三国相关机构发布的安全评估

报告中，并且被视为紧随俄罗斯之后的“安全威胁”。这一现象固然与美国因素

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的国内政治因素有关，但中国与俄罗斯日益深化的伙伴关系与

安全合作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原因。③在俄乌冲突爆发的前夕，中俄发布了联合声

明，其中有关两国共同反对北约扩张以及中国支持俄罗斯有关欧洲安全保障的倡

议等内容引起了欧盟的特别关注。在欧盟看来，这是 1959 年中苏交恶以来中国

“第一次在一个重大的欧洲安全问题上采取支持俄罗斯的明确立场”。④俄乌冲

突爆发后，欧盟也担心中国是否会向俄罗斯提供军事与物质支持。实际上，战略

伙伴（strategic partnership）与国际关系中的联盟（alliance & alignment）仍有很

大的距离，战略伙伴关系的非正式性、平等性与开放性特征也在本质上不同于传

统联盟的正式性与排他性。因此，欧盟对中国在欧洲安全角色的担忧也有其误解

和夸大的成分。 

二是在中国的地缘政治敏感区域，欧盟对“印太”地缘政治局势，尤其是对

台湾问题的关注加深。传统上，欧盟对台湾问题持低调务实的态度，认为台湾问

题主要是美国的战略关注重点。但近年来，欧盟内部“亲台”势力在部分成员国

以及欧洲议会等欧盟机构有抬升的趋势，欧盟对台湾问题的关注明显上升。2021

年 9 月，在美国的拉拢和自身追求成为“地缘政治力量”的背景下，欧盟出台了

“印太战略”文件，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欧盟全球战略重心的转移，也反映了

 
①严少华：“欧盟战略自主与中国对欧战略新思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6 期，第 134

页。 

②David Scott, “China and the Baltic States:Strategic Challenges and Security Dilemmas for Lithuania, Latvia and 

Estonia”, Journal on Baltic Security, Issue 4, No. 1, 2018, pp.25-37. 
③Konstantinas Andrijauskas, “The Chinese Factor in the Baltic States’ Security,” Journal on Baltic Security, Issue 7, 

No.2, 2021, pp.15-25. 
④  Ulrich Jochheim, “China-Russia relations: A quantum leap”?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PE 

729.349, March 2022,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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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对亚洲区域关注的变化。①值得注意的是，台湾问题也进入了欧盟“印太战

略”的视野。文件指出，“印太”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导致了日趋激烈的竞

争和紧张，尤其是南海与台海日益紧张的局势“对欧洲安全与繁荣有直接的影响。”
②俄乌冲突爆发后，有分析认为欧盟将受困于乌克兰危机，其“印太战略”将受

到削弱。但实际看来，欧盟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并没有减弱，反而因此加深了。虽

然台湾问题本质上属于中国内政，与乌克兰危机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欧盟内部“亲

台”势力却不遗余力地借俄乌冲突提高台湾问题在欧洲的“能见度”。欧洲议会

外委会副主席乌尔马斯·帕依特(Urmas Paet)就借机渲染俄乌冲突“以指数级的

方式增加了台海发生冲突的风险。”③在不断加码对俄制裁的同时，欧盟内部有

关台海冲突以及是否要对华实施制裁的讨论也在发酵和升温。 

三是欧盟整体安全战略中开始将俄罗斯与中国一并纳入考量。2003 年欧盟

发布了第一份安全战略文件“欧洲安全战略”，并且在 2016 年提出了“欧盟全

球战略”。这两份文件都有提到中国，但中国并没有作为一个安全议题而呈现。

在 2003 年“欧洲安全战略”中，中国与日本、加拿大和印度等国家一起被欧盟

视为共同应对安全挑战的战略合作伙伴。④2016 年“欧盟全球战略”则将中国作

为其亚洲政策的一部分，提出“在法治的基础上与中国接触”并深化与中国的贸

易和投资关系。⑤2022 年 3 月，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欧盟发布了历史上首份防

务白皮书“战略指南针”，作为未来十年欧盟安全与防务战略的行动指南。这也

是欧盟第一次在最高层面对欧盟所处的战略环境及面临的威胁与挑战做出集体

评估。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与中国都出现在了欧盟对其安全挑战所做出的评估

当中。在指出俄罗斯的一系列行为“构成对欧洲安全的长期与直接挑战”之后，

该文件将目标指向了中国，并对中国在海上、太空与网络空间的政策以及中国的

军事现代化表达了关切。⑥虽然欧盟将中国纳入安全战略考量并不代表欧盟整体

上视中国为“安全威胁”，但却是俄乌冲突后中欧关系“安全化”趋势加剧的表

现，地缘政治与安全议题在欧盟对华政策中的可见度越来越高。 

表 2：俄乌冲突下欧盟对华认知与政策变化 

变化 

领域 

认知变化 

 

政策影响 

 
①丁纯、罗天宇：“从亚洲战略到‘印太战略’：欧盟全球战略重心的转移及逻辑”，《太平洋学报》，2022

年第 11 期，第 12 页。 

②European Commission, “The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JOIN(2021)23 final, 16 September 

2021, p.2. 
③ Stuart Lau & Lili Bayer, “EU Braces for China-US Escalation Risk as Taiwan Tensions Rise”, Politico, August 

1,2022,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braces-for-china-us-escalation-risk-as-taiwan-tensions-rise/. 
④European Council,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A 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 December 12 ,2003 
⑤EEAS, “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June 2016, pp.37-38. 
⑥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 Strategic Compass for Security and Defence”, 7371/22, Brussels, March 

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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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对中、俄差别定位→

对中、俄进行政治捆绑 

欧盟对华政策“三分法”逐步

向竞争和“制度性对手”倾斜；可

能加剧世界“阵营化” 

 

经济 

 

对经贸相互依赖的

认知变化：积极→谨慎 

 

降低对华依赖，供应链多元化

（绿色产业计划；关键原材料法案

等） 

 

安全 

 

中欧无根本地缘战

略冲突→中国议题的安

全化 

中国被纳入欧盟安全战略考

虑；欧盟对中俄安全合作、“印太”

局势以及台海局势的关注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结语 

俄乌冲突凸显了俄罗斯因素在中欧关系中的重要影响，也让中国在中欧俄三

角关系中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从战略上而言，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居，也是

所有大国中与中国关系最为紧密的战略伙伴。从经济上而言，欧盟对中国的重要

性要远远超过俄罗斯。这种在战略与经济上有赖于不同第三方的状况在欧俄关系

稳定的时候并不是太大的问题，中欧关系与中俄关系之间也可以并行发展。但当

欧俄关系紧张乃至破裂的时候，中国就面临来自欧盟与俄罗斯的不同期待与压力。

中国在欧俄之间面临的两难一定程度上类似欧盟在中美之间面临的两难，但又有

显著的不同。毕竟，中美之间并没有陷入全面的对抗与脱钩，而欧盟与俄罗斯之

间则正在穷尽除战争以外的几乎一切对抗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中欧关系与中俄

关系之间就存在着极大的张力，这种张力并非中国所乐见，也不符合中国的最优

利益。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欧俄矛盾是中欧俄三角关系的主要矛盾，这实际上

也让中国在中欧俄三角关系中占据了一个有利位置。利用好这个有利位置，趋利

避害，中国外交也可以赢得更大的空间，争取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为了妥善管理中欧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中国可以建设性地运筹中欧俄三角

关系，在中欧关系与中俄关系之间采取平衡的策略，以创造外交主动，增加战略

空间。①当前中欧关系进入了一个关键的阶段，而俄乌冲突则是关键的关键。在

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但在维持中俄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同时，如何避免中欧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是当前中国外交需要

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尤其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尽量减少俄乌冲突对中欧关

系的“溢出效应”是中国对欧外交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

下，追求战略自主的欧盟将是塑造中美竞争格局的关键第三方。从这个意义上讲，

 
①关于俄乌冲突背景下，中国在美俄之间采取平衡策略的分析，参考Yan Xuetong, “China’s Ukraine Conundrum: 

Why the War Necessitates a Balancing Act”, Foreign Affairs, May2,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2-05-02/chinas-ukraine-conund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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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并不亚于俄罗斯。因此，中国需要在深化中俄伙伴关系与

维持稳定的中欧关系之间取得平衡。鉴于俄乌冲突背景下，地缘政治与安全是欧

盟的首要关切，中欧之间迫切需要建立安全互信，这是拓展对欧外交空间和破解

当前中欧关系困局的关键。从这个角度看，2022 年底德国总理朔尔茨与欧洲理

事会主席米歇尔访华是欧盟迈出的积极一步，尤其是双方达成反对使用核武器的

共识，被德国总理朔尔茨认为是访华重要成果。①2023 年 2 月，在俄乌冲突一周

年之际，中国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再次重申了

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共识。②这一共识在一定程度上为中欧安全互信创

造了条件，也为中欧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加强对话奠定了重要基础。 

管理中欧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也需要欧盟改变其对华态度与政策，正确认识

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性质及其独立发展的逻辑，尤其是避免以非此即彼和战略竞

争的思维看待中欧关系。中欧关系如今已超越双边范畴而具有全球性意义，因此，

欧盟将中欧关系置于俄罗斯或者美国等第三国基础上的做法在外交上而言是不

够成熟的。欧盟在对外关系上将中俄进行政治“捆绑”既不符合现实，因为中俄

均是主权独立国家，并非正式的盟友关系，也不利于中欧关系的发展，因为这会

加强中国对欧盟的不信任感和对国际环境恶化的担忧，即无论中国做何选择，都

无法改变欧盟对中国的态度，也无法改善中欧关系。实际上，尽管中俄在国际体

系中存在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但俄乌冲突恰恰凸显了中俄在国际体系中是不同性

质的力量，也有着不同的利益。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倾向于通过扩张势力范围和

制造“可控冲突”获取地缘政治利益并彰显其大国地位，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和

当前的乌克兰危机都证明了这一点。与俄罗斯不同，中国倾向于融入和改革现有

国际体系，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与俄罗斯仍然

存在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应该体现在欧盟的对华认知与政策中。 

 

 

简讯 

 

＊ 2023 年 3 月 10 日下午，由上海欧洲学会主办、华东理工大学欧洲研究

所承办的《欧洲经济形势报告（2021-2022）》发布暨研讨会在华东理工大学举

行。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和上海欧洲学会欧

 
① Andreas Rinke, “Xi Opposing Nuclear Weapons in Ukraine was Reason Enough to Visit China, Scholz Says”, 

Reuters, November6,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scholz-xi-opposing-nuclear-weapons-ukraine-reason-

enough-visit-china-2022-11-05/; European Council, “Remarks by President Charles Michel Following the Meeting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December1, 2022,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

releases/2022/12/01/remarks-by-president-charles-michel-following-his-visit-to-china/. 

②“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23 年 2 月 24 日，

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302/t20230224_1103070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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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专业委员会主任、华东理工大学欧洲研究所所长杨逢珉在会上致辞和总结，二

十余位沪上专家学者参加此次会议。 

《欧洲经济形势报告（2021-2022）》主要作者包括徐明棋、丁纯、朱宇方、

薛晟、姜云飞、王玉柱、尚宇红、忻华、周华、邱强、孙定东、杨逢珉等。报告

对 2021 年至 2022 年欧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运行状况以及中欧关系做了总

结回顾，同时还对其未来发展进行了一定展望。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

机和通货膨胀严重冲击了欧洲经济。受此冲击，欧盟经济在 2022 年下半年增长

率明显下降。但是，成员国因为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程度差异以及不同成员国经济

结构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敏感度不一样，经济受到的冲击程度也不太一样。俄乌战

争还给欧盟内部的团结和共同经济政策带来了重大冲击。欧盟的能源转型措施以

及在继续支持乌克兰、应对财政赤字、处理移民和难民等问题上政策措施将会在

2023 年继续成为欧盟内部协调的重点。在俄乌冲突、能源危机和经济复苏受阻

新的冲击背景下，中欧关系尽管出现了波折，但中欧关系的重要性并未被削弱，

双方反而进一步重新认识到了中欧关系的价值，认识到维护战略伙伴关系和拓展

合作领域的重要性。尽管中欧存在制度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但是推动中欧经贸和

科技合作的正常交往，维护中欧的经贸共同利益应该成为 2023 年中欧关系的主

线。（报告全文可在学会网站 www.sies.org.cn 下载） 

＊ 2023 年 3 月 20 日下午，上海欧洲学会召开领导层（扩大）暨党建工作

会议。会长丁纯，副会长吴忠勇、余建华、张迎红，名誉会长伍贻康、戴炳然、

徐明棋和监事杨逢珉，秘书长杨海峰，副秘书长简军波、龙静、宋黎磊等参加会

议。会议对市社联 2023 年度学术团体负责人暨党建工作会议精神进行了学习，

还对学会年度工作安排进行了商议，计划今年重点做好加强党的建设、人才建设、

对外交流和成果产出等四个方面工作。 

＊ 2023 年 4 月 11 日下午，上海欧洲学会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欧洲研究中心在同济大学中德大楼合作举办“欧盟战略自主与中欧关系”研讨会。

丁纯、简军波、刘军、龙静、宋黎磊、田德文、伍慧萍、忻华、徐明棋、玄理、

杨海峰、杨云珍、郑春荣等参加会议。（本次会议的部分观点可见上海欧洲学会

与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外交学人”合作推出的“欧洲观察室”专栏

的“欧洲战略自主：地平线上的目的地还是地平线？”） 

＊ 2023年 5月 7日上午，上海欧洲学会举办“俄乌冲突演进及其影响”座

谈会。丁纯、顾炜、李新、伍慧萍、夏立平、忻华、杨海峰、张耀等参加会议。 

＊ 2023年 5月 7日下午，上海欧洲学会举办“南欧国家与一带一路”座谈

会。丁纯、胡晶晶、吉磊、李立凡、楼项飞、薛晟、杨海峰、张慧、祝轶晨等参

加会议。 

＊ 2023 年 5 月 21 日上午，上海欧洲学会举办“七国集团发展及其影响”

座谈会。蔡亮、李冠杰、刘阿明、龙静、夏立平、杨海峰、张骥、郑春荣等参加

http://www.sie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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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 2023 年 5 月 22 日下午，上海市外国投资/对外投资促进中心主任薛峰、

欧洲部经理杨峥臻、美大部经理张麟拜访学会，与学会会长丁纯、副会长吴忠勇、

秘书长杨海峰、咨询部主任祝轶晨等进行座谈。双方表示今后要加强交流合作。 

＊ 2023年 6月 2日下午，上海欧洲学会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

中心和美洲研究中心）在该院合作举办“中欧关系及中欧在第三方市场合作”圆

桌讨论会，就中欧关系、中国与西班牙关系、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以及中欧

（西）在第三方市场（拉美）合作的可行性和前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黄放放、

孔田平、来源、龙静、楼项飞、毛瑞鹏、徐明棋、杨海峰、杨峥臻、张敏、张迎

红、朱锐、祝轶晨，以及西班牙学者哈维尔·波拉斯（Javier Porras）、拉斐

尔·马丁·罗德里格斯（Rafael Martin Rodriguez）参加会议。 

＊ 2023年 6月 5日至 6日，上海欧洲学会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德国艾

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在上海国研院共同举办“乌克兰危机对中欧关系影响”国

际研讨会。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FES 

Shanghai）首席代表雷伯曼（René Bormann）分别代表主办方向会议致开幕辞。

陈东晓指出，俄乌冲突对国际格局造成了多维度的影响，不仅对欧洲地区安全造

成严重冲击，也对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全球其他地区及国家形成了外溢效应。为

了避免冲突走向不可控的结局，当前亟需各方凝聚智慧和力量，尽快达成政治解

决方案。雷伯曼表示，新冠疫情凸显全球各国及民众是紧密联系、相互依赖的。

俄乌冲突距今已超过一年，和平已成为各方的迫切希望。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

徐明棋与欧洲政策中心（EPC）专家莎达·伊斯兰（Shada Islam）在闭幕总结中

均表示，中欧之间开展如此坦诚、深入的交流非常必要，有助于厘清中欧之间围

绕乌克兰问题形成的认知差异，并以换位思考的方式促进相互理解，为推动中欧

关系平稳积极发展提出更多建设性建议。 

来自欧洲政策研究中心（EPC）的莎达·伊斯兰（Shada Islam）、意大利国

际事务研究所（IAI）的尼古拉·卡萨里尼（Nicola Casarini）、西班牙埃尔卡

诺皇家研究所（Elcano Royal Institute）的米格尔·伊格莱西亚（Miguel Otero-

Iglesias）、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PISM）的诗丽娜（Justyna Szczudlik）应

邀来沪参会。同时，来自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研究所（SWP）、欧盟安全研

究所（EUISS）、布拉格国际关系研究所（IIR）的欧洲学者在线参加。欧方学者

同来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崔洪建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冯仲平所长、复旦

大学的严少华青年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的门镜主任、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忻华主

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的陈玺研究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张迎红主

任、强晓云主任、龙静副主任，以及上海欧洲学会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国与欧盟有

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乌克兰危机的发展前景、乌克兰危机对中欧政治和经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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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影响等议题展开了坦诚且深入的讨论。 

＊ 2023年 6月 7日至 8日，上海欧洲学会与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德国

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在上海社科院共同举办“优化经济社会政策，促进包容

性高质量发展”国际研讨会。 

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王战和德国艾

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FES Shanghai）首席代表雷伯曼（René Bormann）在开

幕式上致辞。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徐明棋和

雷伯曼首席代表做闭幕致辞。王战理事长指出，中国经济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

中西部和沿海地区协调并进，乡村振兴和高科技产业增长多向发力，展望二十届

三中全会及其重大举措，可持续发展前景光明。徐明棋名誉会长和雷伯曼首席代

表都表示，中德经济社会情况存在一定差异，但两国整体目标较为一致，就是要

加强供给侧改革、扩大内需，完善劳动力市场，保障弱势群体，推动高质量发展。 

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徐明棋研究员，德国社会团体联合会——总协会社会

和欧洲政策部主任约阿希姆·洛克（Joachim Rock）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常

务副院长左学金研究员，德国工会联合会（DGB）联邦执行委员会社会政策部主

任马库斯·霍夫曼（Markus Hofmann）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

究所副所长都阳研究员分别围绕优化经济政策、促进消费市场发展，优化经济社

会政策、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转变社会保障政策角色及其运用、改变消费预期，

稳定劳动力市场、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等议题做专题发言。 

德国联邦政府经济评估咨询委员会成员、杜伊斯堡·埃森大学阿希姆·特鲁

格（Achim Truger）教授，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欧洲研究所所长杨逢珉教

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中心副主任简军波副研究员，德国宏观经

济政策研究所（IMK）“劳动力市场经济学”部门负责人亚历山大·赫尔佐格斯

坦（Alexander Herzog-Stein）教授， 柏林经济与法律学院研究劳动力市场和

社会政策的贝恩德·莱瑟特（Bernd Reissert）教授等对专题发言做评论。 

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博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尚

宇红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余建华研究员、德国联邦外贸

与投资署（GTI）上海联络处首席代表罗茵如（Corinne Abele）女士分别主持两

天会议。 

两天会议内容充实，讨论热烈。来自中德相关机构 30 余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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