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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性的危机和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使得 2016和进行中的 2017年充满不确

定性。有人认为，欧盟作为一极的影响力下降，国际政治格局可能受之牵动；也

有人认为欧洲一体化进程受挫，亟需调整予以应对，很可能这是一个重振欧洲的

历史机遇。不可否认，国际规则正在重写，国际格局在重构，欧洲依然是这套规

则和格局中的重要塑造力。 

    “多速欧洲”包含主系统和亚系统，或曰“快欧洲”和“慢欧洲”。“多速”

意味着整个区域内规则趋于碎片化，有的规则更强调一致性和高标准，有的规则

却相反。这两个系统之间的经济行为，都会面临贸易规则重叠与交错的问题。在

“快”欧洲与“慢”欧洲之间、欧盟成员国与非欧盟成员国、欧盟与外部世界的

经济活动都会面临一个费时、费力、高成本的“撮合规则”期。因此，亟需警惕

这些规则对我们的贸易、投资等相关领域可能带来的谈判与交易成本，避免因不

熟悉规则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调整过程中的欧洲，很可能出现保护主义情绪蔓延，这会进一步妨碍经贸领

域内的信任塑造。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候的协议，在加入该组织满 15周年，

中国将自动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然而，在去年 12 月 11 日，事件的进展

远非想象中的顺利。即使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获取了大量利益，欧美发达国家

仍然欠中国一个说法：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特别是近两年，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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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主义思潮在西方世界蔓延，发达国家把矛盾转嫁到中国，无视世界经济复苏

长周期现象和发达国家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一味指责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是

眼下之困的源头。这种趋势非常不利于在经贸等领域塑造相互信任。 

围绕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性问题，开展中欧对话，进行共同治理的必要性越

来越高。一些我们未曾设想或未曾充分认识到的因素都可能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

潜在威胁，例如恐怖主义行为。未来世界将面临大量治理难度非常高、非常规性

强，以及不可预知的问题与挑战。仅凭任何一个国家之力难以应对，需要合作治

理。本着中欧双方存在共同利益的基调，求同存异，谋求对话与合作，对双方来

说都是明智之举。中国的态度与立场始终是开放的，拥抱外部世界。中国外交部

部长王毅曾表示，“我们也愿意同欧洲共同提振世界经济、完善全球治理，促进

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 

此外，欧美关系如何走向对世界格局带来的辐射影响也不容忽视。特朗普的

欧洲政策目前仍具不确定性，加之此前较为情绪化的表态。欧美关系的走向，是

否选择战略收缩，都会影响到欧洲安全、中东和北非的战略稳定等诸多问题，进

而影响世界格局。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不管未来的走势如何，中国有必要建立多

套对策方案和预警机制，在中欧关系中实现双边与多边关系的有效互动。用双边

求稳定，用多边方式求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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