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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年４月，一场前所未有的抵制法货事件，通过互联网与手机短信等渠道迅速在

全国蔓延，以抗议奥运火炬在巴黎传递期间遭遇的激烈冲击。 

  在国内掀起抵制法货的声浪之后，萨科齐政府也迅速回应，展开一系列外交攻势，三派

特使频访中国，试图修补双方关系。中法能否修复裂痕，两国关系何去何从？本报记者为此

专访了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丁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史志钦教授、中国

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王立强研究员，探究紧张局面背后的诱因，分析中法关系的制衡与博弈，

并借此展望抵制事件之后的中法、中欧未来大局。 

 

  深层原因： 

 

  不适应中国崛起 

 

  国际金融报：此前中法关系曾经十分融洽，为何目前出现如此紧张局面？此外还有不少

其他欧洲国家也在杯葛奥运，能否简要谈谈这背后的深层原因？ 

 

  丁纯：主要还是经济原因，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适应问题。对于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

程中的迅速发展，部分西方国家感到了压力。西方社会民间某些对华情绪本质上是对于中国

近年来高速发展和崛起的一种不适应。 

 

  此轮经济全球化主要是金融全球化，而其他要素如劳动力则未能全球化，西方国家如法

德等的高福利保障，直接拉高了劳动力成本，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正在丧失，甚至本国的投资

者也都纷纷转向海外，尤其是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中国。对这些国家而言形成所谓的就业

输出，造成投资的收缩、经济增长的下滑、失业的猛增。民众对此有切身感受，加上媒体的

负面诱导，使负面情绪发酵。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福利国家在内的民众因而认为，中国

的发展抢了“欧洲人的饭碗”。所以，对中国崛起表现出了恐慌与敌意。 

 

  史志钦：中国与法德等国的友好关系相比前几年有所下滑，原因比较复杂。其一，是对

华友好的领导人相继离任，新一代领导人对中国不像前任那样了解、熟悉。其二，近年中国

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并预计ＧＤＰ将在今年超过德国，位列全球第三。对此，不少西方人心

理难以适应。其三，中国产品大量进入海外市场，而欧洲近年经济不景气，大量失业出现，

不少人觉得是中国产品冲击了当地市场。其四，少数媒体和反华人士近几年不断以负面报道

抹黑中国，无形中对民众造成一种舆论导向。 

 

  王立强：这次在欧洲、美国发生的事件既有文化基础层面差异的原因，也有国际竞争层

面的原因，而直接的起因则是境外敌对势力事先策划的挑衅活动。 

 

 

  共同诉求：避免世界单极化 



 

  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中欧双方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力量。中欧关系恶化，得利的

只能是霸权主义者。单极化与多极化之间的这种政治较量与博弈，在未来还会长期存在 

 

  国际金融报：近期法方政府展开一系列外交攻势，请就此谈谈未来中法关系大局与博

弈？ 

 

  丁纯：从大局上看，对法国方面主动缓解中法外交危机的举动，应该表示欢迎和支持。

这是基于双方战略利益的双边行动。迅速回暖不敢说，但未来肯定会回暖。中法友好具有重

要战略意义，是战略伙伴。中、法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目前英美与中俄双方制

衡的情况下，法国的关键一票就显得举足轻重。而一直以来，在反对霸权主义，倡导多极化

发展，坚持在联合国框架内协商等方面，中法都保持一致。此外，法国又是欧洲一体化的发

动机之一和领头羊，其态度对维护中欧的长期友好关系，战略意义重大。 

 

  尽管法国行政当局目前对华态度比较务实，具有战略眼光，但在国内面对反对党的挑衅，

在国外面对英德美的竞争。国内外的微妙抗衡，使得法当局为了拉拢、平衡民意，对华表现

上还会时常出现变化。如萨科齐政府此前的一些“失分”表现，某种程度上是源于一种平衡

民意的“国内政治需要”。 

 

  史志钦：法国是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中法共同点很多，两国都赞成多极世界，

反对单边主义，主张建立一个文化多样、和平合作的世界。这是中法最早确立和发展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维护中法关系更有利于制衡当今某些大国的单边主义行为，使世界

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目前，政府、舆论和民间力量都开始意识到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法政府也都开始展开

一系列外交攻势，使局势有了好转迹象。而两国多年友好传统也有助于修复出现的问题。更

重要的是，两国在经贸、文化、科技等领域，合作进展顺利，潜力巨大。这一切有利因素预

示着中法关系前景广阔。 

 

  王立强：我不认为它会导致中法、中欧关系恶化。从政治层面上看，伊战爆发后单边主

义盛行。在反对单边主义，主张保持文化多样性，主张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等重大问题上，

中法之间存在战略共识，我们还是国际上的盟友。目前出现的摩擦不足以改变这些战略共识。

即便双边关系出现了重大的挫折，双方也应该从大义出发，主动化解矛盾，求大同存小异。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糊涂。 

 

  对于中法关系未来转暖，我持乐观态度。萨科齐总统此次积极修补双边关系，值得正面

评价。我们政治上的战略合作关系还将继续维持下去，这是国际政治的需要。 

 

  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国际上始终存在着霸权主义和一小撮敌视中国的势力。中欧双方

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力量。而中欧关系一旦恶化，得利的只能是霸权主义者，使霸权主

义者在对付中国和欧洲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我们也不妨回顾近些年来，在中欧、中日努力

发展友好关系、相互接近的时候，是不是总有人进行离间与破坏，试图恶化中欧、中日关系。

单极化与多极化之间的这种政治较量与博弈，在未来还会长期存在。我们要做的是保持清醒

头脑，认清中欧之间的共同诉求是使世界避免单极化的前景。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保持联



合、友好的大局面。 

 

  中欧关系：经济金融合作前景广阔 

 

  在欧盟内部，英、德、法三国其实都在暗中角力，争夺欧洲领导权，最近加入欧盟的新

成员国多是前东欧国家，这些国家是美国积极争取的对象。这无疑在客观上会给中欧关系增

添复杂性 

 

  国际金融报：在近期一系列政治事件中，欧盟国家内部也存在不同声音。这是否说明欧

盟成员国的自身利益也不一致？能否就此谈谈目前的欧盟生态，以及未来的中欧关系？ 

 

  丁纯：在欧盟内部，英、德、法三国其实都在暗中角力，争夺欧洲领导权，也因此形成

了一种微妙的竞争、平衡关系。包括此次对待北京奥运上，三国政府立场、态度、实际表现

颇不一致，值得玩味。欧盟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联盟，外交并不统一。各国有着各自的经济、

政治和外交考量，长远和短期、战略和具体利益的权衡，表现颇不一致。  

 

  中欧之间没有战略利益上的大的直接冲突，经贸往来在双边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双方互为主要的贸易、投资伙伴，尤其欧洲国家是中国的主要技术来源地，而中国也是其主

要的出口市场和廉价商品来源地。双方在能源、气候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合作前景。在政治外

交上，双边都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问题，欧洲需要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

如朝核、伊朗核问题的解决中施加中国的积极影响。总之，双方具有战略利益和合作意愿。 

 

  史志钦：欧盟成员国很多，在大方向上一致，而在内政外交上又有各自不同的关注点，

因此在对待北京奥运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但应该看到，抵制奥运发自民间，主要是个别政

治家、媒体基于自身利益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而欧盟国家的执政党领导人，目前还没有谁

公开发表过杯葛奥运的言论。 

 

  不过，展望今后中欧关系，情况可能会更加复杂。由于欧盟成员比过去大大增多，内部

情况也更加复杂，尤其是最近加入欧盟的新成员国中，其中多数是前东欧国家，这些国家是

美国积极争取的对象。它们为了自身利益，也乐于在美国和欧盟之间保持平衡。这样，欧盟

内部的东西方平衡更加困难。这些因素无疑在客观上也会给中欧关系增添复杂性。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在今年７月将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对于未来的中法乃至中欧关系

非常重要。日前，法国总统萨科齐声称，他将在欧盟首脑会议上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协调是否

参加奥运会的开幕式。如果萨科齐最终决定参加开幕式，中法关系也将会雨过天晴，否则，

由奥运火炬传递而造成的阴影将在一段时期内影响双边关系。不过，各种迹象表明，积极的

因素明显在增加。 

 

  王立强：应该看到，保持良好的中欧关系不仅在政治方面有重要战略意义，在经济角度

以及金融领域上也十分重要。在经济方面，中欧互有需求，欧洲希望搭上中国经济发展快车，

需要中国的广阔市场和订单；中国则需要欧洲的先进技术来发展自己。有关数据显示，欧洲

始终超过美国，是中国先进技术的主要来源地。相比美国向中国转让高新技术的种种限制，

西欧国家向中国转让技术相对更多、更容易。 

 



  在金融方面，中欧之间也存在着广阔的合作前景。目前，美元正处在二战以来最大的危

机之中。中欧之间加强金融合作与金融监管，对保持本地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都是十分

必要的。此外，从长远来看，美元霸权的削弱和解构都离不开新的区域货币。欧盟最先成功

地推出了区域货币欧元，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取代美元的替代方案。中国要从贸易大国变为贸

易强国，显然也需要将人民币推向世界。这有可能成为中欧关系新的契合点——助生新的区

域货币替代美元，减少中国外贸对美元的依赖，减少美元贬值给中国造成的损失。 

 

  办好奥运： 

 

  最好的回应方式 

 

  国际金融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应该如何对待不同国家之间的摩擦？ 

 

  丁纯：通过抵制朴素地表达民意，让西方意识到中国民众的抗议，可以理解，是正常之

举。而目前通过抵制，也已起到了表达民意，促发对方反思，行政高层也主动示好、修复被

损害的中法关系。依我来看，已达目的。 

 

  接下来要做的是办好奥运，做好东道主，才是回应西方恐慌中国崛起和不平衡心态的最

好方式。反之，抵制继续升级甚或出现非理性的暴力事件，才入了反华势力的圈套，赶走了

宾客，砸了盛事。 

 

  此外，从战略层面来看，中法友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战略伙伴。我们必须从长远利

益、总体利益来把握，就此交恶法国和欧洲，显然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策。并且中法友谊源

远流长，法国是最早在１９６４年正式和我国建交的西方大国，１９７３年蓬皮杜总统是最

早访问中国的西方元首，双边关系和民意一直非常友好，必须珍惜。 

 

  而从经济层面来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已全球融合，中国作为一个对外经济依存

度达到６７％左右，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来自出口的国家，抵制及其必然引发的“贸易战”，

最大的失利者是我们自己。 

 

  史志钦：对于民众的爱国情感和利益关注，我们完全理解并支持，但是对于具体的抵制

行为，我则主张理性、克制。目前，西方已经听到来自中国民众的意见，抵制的目的已经达

到。接下来的具体行动则应该理性分析并保持克制。有理、有利、有节应该成为指导我们行

为的基本准则。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当中国人发起抵制法货浪潮时，法国也有部分声音呼吁

要抵制中国货。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互相抵制只会

使双方受害，两国互相报复更是下下之策。并且家乐福在华所销９５％产品是中国制造，９

９％的员工都是中国人。客观上反而达不到抵制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