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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机构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认知与权限类别基础上的多重对接

王振玲１

（１．外交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３７）

摘要： 欧盟机构对中欧“一带一路”合作的关键领域拥有专属或共享权限，对于“一带一路”倡
议的推进发挥着重要作用。 鉴于此，本文选取欧盟机构以及对欧盟决策有着影响力的机构附

属智库有关文本 ３０ 篇，分析欧盟机构层面对“一带一路”的认知。 欧盟机构的认知总体较为复

杂，既重视其中的贸易、投资等经济机遇，又担忧规则透明度等；政治方面有明显的疑虑，尤为

担忧欧盟的团结和政治影响力的衰落，其认知无法摆脱中国对其“分而治之”的传统叙事；战略

安全方面可以理解为能源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双赢，但是担忧“一带一路”倡议对西方主导国

际规范和秩序的影响。 复杂认知背后的动因是欧盟的行为体特征、力量性质以及在国际体系

中的身份。 基于欧盟机构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欧盟的权限特征，中国可以考虑就“一带一

路”倡议与欧盟开展多重对接，从欧盟机构、欧盟成员国和地方政府及企业等多层次入手，结合

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教育与人文领域的长期交流机制来推动中欧“一带一路”合作。
关键词：欧盟权限；“一带一路”倡议；认知；中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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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

之路”的一端，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发达国家非

常集中的地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推进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主席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底访欧期间提出，“我们还要积极探讨把中欧合

作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结合起来，以构建亚

欧大市场为目标，让亚欧两大洲人员、企业、资
金、技术活起来、火起来，使中国和欧盟成为世

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①这是中国首次提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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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正式纳入“一带一路”倡议。① 在这次访问

期间双方发布的中欧联合声明中，欧盟官方表

达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兴趣。②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第十次亚欧会议期间，欧盟和中方领导人达

成一致意见，认为“一带一路”的两端分别是中

国和欧洲，双方需要采取整合的方式发展，并初

步同意将互联互通平台作为双方合作的框架。③

但是，欧盟前期的回应仅限于言辞，其对接“一
带一路”倡议的实质性努力始于第十七次中欧

领导人会晤。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

第十七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中，中欧决定对接中

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欧洲战略投资计划（即容

克计划），并决定建立“互联互通平台”，挖掘

“一带一路”倡议和“泛欧交通运输网络”的合

作机遇。 同时，双方在《联合声明》中确定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的中欧经贸高层对话要探讨建立中欧共

同投资基金、开展数字经济合作等内容。④ 自

此，欧盟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努力开始从言

辞转向实质性的战略和制度对接。
如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经五年有余，

中欧“一带一路”合作也已经开展三年多。 但是，
欧盟层面对中国“分而治之”的抱怨和加强欧盟

内部政策一致性的呼声不断。 事实上，在中欧

“一带一路”合作中，欧盟机构在基础设施建设、
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都拥有重要权限，其作用

不可低估和忽视。 ２０１７ 年春天，欧盟开始对于作

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欧的旗舰型项目“匈塞

铁路”展开调查，⑤至今其匈牙利境内路段的开

工依然面临问题。⑥ 这凸显了欧盟在中欧“一带

一路”合作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因此，中国需要

熟知欧盟机构对于中欧“一带一路”合作的权限

范围，并深入分析欧盟机构对“一带一路”倡议

的认知和态度，这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欧盟对“一
带一路”倡议的应对，并为切实推进中欧“一带

一路”合作的政策选择提供合理的依据。

一、欧盟权限与中欧“一带一路”
合作的对应关系

　 　 欧盟作为一个具有主权和政府间混合性质

的特殊行为体，在不同的政策领域发挥着不同

的作用。 在不同政策领域，它的决策权限主要

有专属 （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共享 （ ｓｈａｒｅｄ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和支持（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三
种。 在专属权限领域，只有欧盟有权制定并通

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案，成员国负责执行欧

盟法规。 在共享权限领域内，欧盟和成员国都

可以制定并通过有法律约束力的法案，但是需

依据优先适用原则，即成员国只可在欧盟尚未

行使其自身权限的范围内行使权限。 在支持权

限领域，欧盟仅拥有行使对成员国行动予以支

持、协调或补充的行动权限，而不能逾越成员国

在这些领域的权限。⑦ 与此同时，欧盟的政策体

系是由两种决策方式支配的，即“共同体方式”
和“政府间方式”。 其中，共同体方式适用于共

同商业政策、农业和渔业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等，
相关决策只需要有效多数通过；政府间方式适

用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共同安全与防务

政策，相关决策需要全体一致通过，也就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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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保留各自的决策控制权。①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②中，当前中

欧“一带一路”合作主要涉及的领域有三个：一
是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二是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建设，三是构建民心相通的人文交流领域。
贸易和投资属于欧盟共同商业政策的核心内

容，金融合作是欧元区货币政策的内容，欧盟在

这些领域的内部和外部政策均享有排他性的专

属权限，③主要适用于共同体决策方式。 基础设

施领域包括交通运输、能源和通讯等基础设施，
而中欧目前对接的重点是交通运输和泛欧交通

网络的合作，这部分属于欧盟和成员国的共享

权限。④ 《欧洲联盟运行条约》规定，对于泛欧交

通运输网络涉及的交通、通讯和能源基础设施

领域，欧盟将制定总体的指导方针，设定目标、
优先领域，并确定适合的项目；欧盟也可以决定

与第三方合作推动共同感兴趣的项目，并确保

成员国网络的相互可操作性。⑤ 上述有关泛欧

交通运输网络的举措适用于普通立法程序，亦
即共同体方式。⑥ 同时，无论贸易、投资和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项目，都受到欧盟共同市场规则

的影响，而共同市场是欧盟的专属权限领域。
在人文交流方面，主要涉及的是文化、旅游和教

育领域，这方面属于欧盟的支持权限。⑦ 这就意

味着这一领域的决策和行动以成员国为主，欧
盟层面仅起到支持或者辅助性作用。

因此，在中欧“一带一路”合作的核心领域，
即贸易、投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金融合作等

方面，欧盟拥有专属或者共享权限。 这存在两个

方面的影响：第一，欧盟为成员国和中国的“一带

一路”合作设定了制度和规则框架，即使在尚未

制定具体规则的领域，欧盟亦有权利制定并推行

新的规则和制度。 中欧的“一带一路”合作，尤其

是在欧盟内的合作，需要遵守这样的制度和规则

框架。 第二，欧盟对于欧盟内（包括成员国）有关

“一带一路”的决策发挥着重要影响。 虽然成员

国在与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合作时会有利益差

异，但是鉴于欧盟对成员国法律法规及共同市

场竞争政策的影响，欧盟机构的态度和应对战

略是成员国考虑的重要因素，也是它们决策的

参考框架。 因此，对于中国而言，熟知欧盟权限

范围，深入分析欧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和态度，可以帮助中国根据欧盟的权限和真实

认知采取适当策略，推进中欧“一带一路”合作。

二、认知分析方法与文本分析对象

鉴于欧盟机构对于中欧在欧洲“一带一路”
合作中的重要权限，了解欧盟机构层面对“一带

一路”的认知和态度尤为重要。 因此，本文选取

自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欧洲被纳入“一带一路”倡议以来

欧盟机构及其官方附属智库有关“一带一路”的
致辞、评论及政策报告，聚焦分析欧盟机构对“一
带一路”倡议的认知特征。 所选取文本的来源有

二：其一，欧盟机构有关文本 １５ 篇。 这包括欧盟

机构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或评价、欧盟机

构负责人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言或评论，以
及欧盟机构委托学者所作“一带一路”政策报告

（包括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的下属委员会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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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斯蒂芬·柯克莱勒、［比］汤姆·德尔鲁著，刘宏松

等译：《欧盟外交政策》（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６５ 页。

“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

心相通。
［英］斯蒂芬·伍尔考克著，张晓通等译：《欧盟经济外

交———欧盟在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

版，第 ３４ 页。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６， ２０１２， ｐ． ５１，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 － 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ｈｔｍｌ？ ｕｒｉ ＝ ｃｅｌｌａｒ：２ｂｆ１４０ｂｆ － ａ３ｆ８ － ４ａｂ２ －ｂ５０６ －
ｆｄ７１８２６ｅ６ｄａ６．００２３．０２ ／ ＤＯＣ＿２＆ｆｏｒｍａｔ ＝ＰＤ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７１，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６， ２０１２， ｐ．１２７，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 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ｈｔｍｌ？ ｕｒｉ ＝ ｃｅｌｌａｒ：２ｂｆ１４０ｂｆ － ａ３ｆ８ － ４ａｂ２ －ｂ５０６ －
ｆｄ７１８２６ｅ６ｄａ６．００２３．０２ ／ ＤＯＣ＿２＆ｆｏｒｍａｔ ＝ＰＤ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７２，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６， ２０１２， ｐ．１２７，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 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ｈｔｍｌ？ ｕｒｉ ＝ ｃｅｌｌａｒ：２ｂｆ１４０ｂｆ － ａ３ｆ８ － ４ａｂ２ －ｂ５０６ －
ｆｄ７１８２６ｅ６ｄａ６．００２３．０２ ／ ＤＯＣ＿２＆ｆｏｒｍａｔ ＝ＰＤ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６，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６， ２０１２， ｐ． ５２，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 － 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ｈｔｍｌ？ ｕｒｉ ＝ ｃｅｌｌａｒ：２ｂｆ１４０ｂｆ － ａ３ｆ８ － ４ａｂ２ －ｂ５０６ －
ｆｄ７１８２６ｅ６ｄａ６．００２３．０２ ／ ＤＯＣ＿２＆ｆｏｒｍａｔ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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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在具体领域的分析报告）。 其

二，参考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排行 ２０１６
年版，①从其全球最佳政府附属智库中选取欧盟

机构三个官方附属智库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

报告 １５ 篇。 这三家附属智库分别是欧盟理事

会授权成立的欧盟安全研究所（ＥＵＩＳＳ），欧盟委

员会所辖欧洲政治战略中心（ＥＰＳＣ）以及欧洲

议会研究服务中心（ＥＰＲＳ）②。 本文以上述 ３０
篇文本为基础，分析了欧盟机构层面对“一带一

路”的认知和评估。
另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排

行榜中（不含美国）排名前 ２０，且专注于欧盟经

济、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欧洲智库中，本文依据其

排名及其对欧盟事务的关注程度，选出三个对

欧盟决策较有影响力的智库，以其有关“一带一

路”的分析文本作为支撑材料。 这三家智库分

别是：位于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的欧洲与

全球经济实验室（Ｂｒｕｅｇｅｌ）、欧洲政策研究中心

（ＣＥＰＳ）、欧洲对外关系理事会（ＥＣＦＲ）③。 此三

家智库的分析报告仅作为支撑材料，用来例证

官方及其附属智库的观点。
本文将以上述 ３０ 篇文件或报告文本为主

要依据，从“一带一路”之于欧盟的经济、政治和

战略安全意义三个维度来分析欧盟机构的认

知，并结合欧盟对“一带一路”倡议相关项目的

权限类别解读，分析中国如何通过与欧盟的多

重互动来推动中欧“一带一路”合作。

三、欧盟机构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就其内容而言，所选文本有的从经济、政治、
战略安全的综合角度来分析，有的则集中于三者

中的某一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意义和影

响是大多数回应和报告关注的重点。 整体而言，
经济方面积极认知较多，但是政治方面的疑虑较

为突出，而战略安全方面则呈现喜忧参半的认

知，有秩序竞争的担忧，但亦认可“一带一路”倡
议在能源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方面的积极意义。

３．１　 经济意义：忧虑中的乐观主义

欧盟机构官方文本中提及“一带一路”倡议

在地区或全球层面经济影响的有 １２ 篇，其附属

智库有 ６ 篇，因此共 １８ 篇文献涉及对“一带一

路”倡议的经济解读。 总体而言，欧盟机构对中

欧“一带一路”经济合作的评价较为积极。 其积

极认知具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提升联通度、
增贸易、促发展。 首先，“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弥

补基础设施投资的不足，提升欧亚大陆的互联

互通水平。 根据欧洲议会交通委员会的一篇政

策报告，在 ２０１６ 年欧盟发布的题为《欧盟对华

新战略要素》的对华政策文件中，其核心目标之

一就是推动基础设施、贸易、数字和人文领域的

互联互通，使中国和所有欧盟成员国从中欧关

系发展中受益。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中国在

欧盟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尤其是港口、铁路、
高速公路等，可与欧盟的泛欧交通运输网络形

成合力，同时通过“中欧互联互通平台”协调项

目的规划和实施及相关规则，提升欧洲内部的

互联互通。④ 其次，这些互联互通建设有助于缩

短贸易运输时间，推动中欧贸易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贸易，释放沿线国家的发展潜力。⑤ 根

据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的分析，通
过“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贸易会大幅提升，受益最多的 １０ 个国

家均位于欧洲，其中 ８ 个为欧盟成员国，贸易提

７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ｃＧａｎｎ， Ｊａｍｅｓ Ｇ．， “２０１６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 Ｉｎｄｅｘ
Ｒｅｐｏｒ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６，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
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ｕｐｅｎｎ． ｅｄｕ ／ ｃｇｉ ／ ｖｉｅｗ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ｇｉ？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０１１＆ｃｏｎｔｅｘｔ ＝
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ｓ．

其中，欧盟安全研究所报告 ８ 篇、欧洲政治战略中心报告

３ 篇、欧洲议会研究服务中心报告 ４ 篇。
其中，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政策分析 ３ 篇、欧洲政策研

究中心政策分析 ２ 篇、欧洲对外关系理事会政策分析 １４ 篇。
Ｓｔｅｅｒ Ｄａｖｉｅｓ Ｇｌｅａｖｅ，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ＴＲＡ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ｉｌｋ Ｒｏｕｔ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ＥＵ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 ｐｐ．４４－４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ａｒｌ．ｅｕ⁃
ｒｏｐａ．ｅｕ ／ 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 ／ ｅ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ｈｔｍ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ＩＰＯＬ＿ＳＴＵ （２０１８）
５８５９０７．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Ｆｏｒｕｍ－ＥＵ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ａｙ １４，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ｅｅａｓ．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ｄｅｌｅ⁃
ｇ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ｈｉｎａ ／ ２６０５１ ／ 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ｆｏｒｕｍ－ｅｕ－ｃｏｍｍｏｎ－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ｅｎ； Ｊｅｎｓ Ｂａｓｔｉａｎ， “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ｆ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ｌｋａｎ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Ｂａｎｋ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７， ｐ．３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ｂｒｄ．ｃｏｍ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ｏｌ⁃
ｉｃｙ ／ ｔｈｅ－ｂａｌｋａｎ－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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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率在 ８％～ １０％之间。① 欧洲议会有关报告也

指出，随着跨境基础设施的提升，沿线国家的关

税协调、技术标准也会日益统一，这在推动沿线

国家间贸易的同时，也可以使当前中欧贸易不平

衡的现状有望得到改善，从欧洲运往远东尤其是

中国的集装箱可以运载更多的欧洲出口货物。②

沿线国家内部和对外互联互通的提升，在促进贸易

的同时，必然会推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因此，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通过提升联通度、增加贸易

额的方式，推动沿线国家和全球经济的发展。
当然，在对“一带一路”的经济影响总体肯

定的同时，欧盟方面的担忧也比较突出，首先是

担忧“一带一路”相关制度和规则是否透明。 这

是欧盟有关“一带一路”的声明和评估中最为突

出的疑虑，不仅体现在欧盟官员和学者在不同

场合的发言中，而且写入了 ２０１６ 年的欧盟对华

政策文件《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及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欧盟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共
同信息”（Ｃｏｍｍｏｎ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中。 其中一再强调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开放的平台，需要遵循市

场规则和国际规范，要实现互惠，以便让所有参

与国受益。 这些具体的规则涉及项目竞争和投

资、融资标准、环境标准、有关欧盟共同市场的

政策和标准等。③ 这些担忧表明，欧盟一方面希

望参与“一带一路”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又希

望坚持自身市场、融资和环境领域的规则和标

准，维持自身在合作中的规则制定权。 既是经

济问题，也掺杂着复杂的政治考量。
其次，欧盟亦担忧有些互联互通项目可能

改变既有的交通路线和贸易格局，有些欧盟成

员国从中受益，而有些成员国或地区却可能会

遭受损失，导致其成员国利益分配的不均。 比

如，中欧陆海快线在欧洲东西走向物流和价值

链体系中加入了南北走向因素，沿线的比雷埃

夫斯港及其连接铁路建设会提升希腊在中欧贸

易中的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中国和中东欧国家

的枢纽，但是可能会分流其他港口和相关的贸

易，比如意大利那不勒斯港口。④

综上可见，在其拥有专享或者共享权限的

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领域，欧盟对于“一带一

路”倡议的经济影响持积极态度。 但是对于中

欧“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中的市场、环境、融资等

规则有着突出的疑虑，亦担心可能会造成欧盟

内部利益分布不均的问题。 这些经济影响的担

忧背后映射着欧盟深层的考虑：欧盟在中欧合

作中以及国际秩序中规则话语权的考量。

３．２　 政治影响：域内“分而治之”的传统叙事

在所选文本中，涉及“一带一路”政治意义

的共有 １９ 篇，其中，机构文件 ６ 篇，附属智库报

告 １３ 篇。 欧盟机构对于“一带一路”政治意义

的认知较为复杂。 总体而言，欧盟对“一带一

路”政治影响的认知聚焦于其对欧洲以外区域

和欧洲内部两个方面。 尽管部分肯定“一带一

路”对欧洲以外区域的积极影响，但对于“一带

一路”倡议在欧洲潜在的政治影响顾虑重重，认
为随着倡议的推进，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会得到

提升，从而影响欧盟长期的战略和政策环境。
具体而言，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意

义，欧盟机构认为该倡议可以推动沿线投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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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发展，有助于当地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
从而可以帮助减少欧盟面临的非法移民和难民

压力。① 但是，欧盟突出的疑虑和担忧体现在该

倡议带来的潜在政治风险：在欧洲以外地区，欧
盟担心中国在非洲等发展中地区的大量基础设

施投资，可能导致一些国家债务过多而形成对

中国的政治依赖。 而其政治疑虑的焦点则是

“一带一路”倡议对欧盟内部政治带来的挑战。
尤其是随着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大幅增加，这样

的疑虑越来越多，主要是担忧这些投资带来中

国影响力的提升，会对欧盟团结和欧盟的影响

力形成挑战。 首先，欧盟担忧“一带一路”倡议

对欧盟决策的影响。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欧

洲的推进，中国在欧盟成员国的投资大幅增加。
欧盟担忧中国会利用其投资来影响成员国在欧

盟层面的决策。 比如，欧盟认为，中国利用其投

资影响一些成员国，促使它们对欧盟就中国人

权状况的声明投否决票，②并且欧洲舆论认为，
在国际法院的南海“裁决”问题上，由于中国影

响个别成员国，而导致欧盟无法发表共同声

明。③ 其次，削弱欧盟在其成员国和候选国的影

响力。 欧盟认为，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的过程中，起初阶段视欧盟为障碍，因而故意绕

开欧盟而与欧盟成员国直接对接或通过次区域

机制对接。④ 比如，对于中国在“１６＋１”框架下

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以及与希腊等国开展港

口建设、铁路网络建设合作等，欧盟颇有不满，
认为这是中国对欧盟“分而治之”的策略。 尤其

是近些年来，欧盟内部危机不断，经济发展乏

力，导致其无暇对东南欧国家加大投资来满足

其基础设施等领域的经济需求，这些国家开始

向东看寻求中国和俄罗斯的投资。 而随着“一
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和

政治影响力随之提升，欧盟认为这将有损于欧

盟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⑤ 因此，欧盟机构及其

附属智库在多个涉及中国的文件和报告中一再

指出，当成员国开展与中国的合作时，不能仅仅

考虑当前利益，而应在欧盟内部形成一致的政

策；欧盟对于中国必须发出强大、清晰和一致的

声音，对中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战略。⑥

综上，欧盟对“一带一路”倡议政治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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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ＴＣ） Ｒｅｐｏｒ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ｐ．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ｌｉｎｇｅｎｄａｅｌ．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ｄｆｓ ／ Ｅｕｒｏｐｅ ＿ ａｎｄ ＿
Ｃｈｉｎａｓ＿Ｎｅｗ＿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ｓ＿０．ｐｄｆ７．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ｔ ａ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ｉｎｇ ｏｎ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ＥＰＳ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Ｎｏｔｅｓ， Ｉｓｓｕｅ １６，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Ｊｕｌｙ １５， ２０１６， ｐ．８，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ｐｓｃ ／ ｓｉｔｅｓ ／ ｅｐｓｃ ／ ｆｉｌｅｓ ／ ｓｔｒａ⁃
ｔｅｇｉｃ＿ｎｏｔｅ＿ｉｓｓｕｅ＿１６．ｐｄｆ； Ｍａｔｔｈｉｅｕ Ｂｕｒｎａｙ， Ｋｏｌｙａ Ｒａｕｂｅ， ｅｔｃ．， “Ｃｈｉ⁃
ｎａ ’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ｐ． ４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ｐａｒｌ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ＲｅｇＤａｔａ ／ ｅｔｕｄｅｓ ／ ＳＴＵＤ ／ ２０１５ ／ ５４９０５７ ／ ＥＸＰＯ ＿ ＳＴＵ （ ２０１５） ５４９０５７ ＿
ＥＮ．ｐｄｆ；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ｅｂｒａｒｄ，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ｉｎ Ａｓｉａ”，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 ｐ．
２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ｐａｒｌ．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ＲｅｇＤａｔａ ／ ｅｔｕｄｅｓ ／ ＩＤＡＮ ／ ２０１７ ／
５７８０１４ ／ ＥＸＰＯ＿ＩＤＡ（２０１７）５７８０１４＿ＥＮ．ｐｄｆ．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ＥＵ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Ｊｕｎｅ ２２， ２０１６， ｐ． ４， ｈｔｔｐｓ： ／ ／ ｅｅａｓ．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ｓｉｔｅｓ ／ ｅｅａｓ ／
ｆｉｌｅｓ ／ ｊｏｉ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ｔｏ ＿ ｔｈｅ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 ａｎｄ ＿ ｔｈｅ ＿
ｃｏｕｎｃｉ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ａ＿ｎｅｗ＿ｅｕ＿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ｎ＿ｃｈｉｎａ． ｐｄｆ －； Ａｌｉｃｅ
Ｅｋｍ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ｄａ（ｓ）？” ＥＵＩＳＳ Ｉｓｓｕｅ Ｂｒｉｅｆ， 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ｐ．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ｓｓ．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ｃｈｉｎａ－ｓｅｔｔｉｎｇ－ａｇｅｎｄａｓ； Ｍａｔｔｈｉｅｕ Ｂｕｒｎａｙ，
Ｋｏｌｙａ Ｒａｕｂｅ， ｅｔｃ．，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ｐ．５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ａｒｌ．ｅｕ⁃
ｒｏｐａ． ｅｕ ／ ＲｅｇＤａｔａ ／ ｅｔｕｄｅｓ ／ ＳＴＵＤ ／ ２０１５ ／ ５４９０５７ ／ ＥＸＰＯ ＿ ＳＴＵ （ ２０１５ ）
５４９０５７＿ＥＮ．ｐｄｆ；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ｅｂｒａｒ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ｉｎ Ａｓｉａ ”，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 ｐ．２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ａｒｌ．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ＲｅｇＤａｔａ ／ ｅｔｕｄｅｓ ／ ＩＤＡＮ ／
２０１７ ／ ５７８０１４ ／ ＥＸＰＯ＿ＩＤＡ（２０１７）５７８０１４＿ＥＮ．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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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以消极为主。 虽然对其促进沿线国家政治

稳定表示认可，也认为有助于缓解欧盟的移民

压力，但对于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所谓

“债务危机”有所担忧，尤其对中国在欧盟内部

及其候选国政治影响力的提升表现出明显的疑

虑，对于中国利用其政治影响力影响欧盟层面

的决策有着戒备心理。 很显然，欧盟无法摆脱

中国对其实施“分而治之”策略的传统叙事。

３．３　 战略安全意义：喜双赢，忧秩序竞争

欧盟机构和智库的报告对战略安全影响的

关注程度低于经济和政治议题，３０ 篇文本中有

９ 篇提及相关内容。 不过，欧盟对于“一带一

路”经济合作中市场规则和国际规范之担忧，也
有着国际秩序中规则竞争的战略意义考量，很
难将其经济影响和战略意义严格切割开来。 因

此，如果将上述经济规则担忧纳入战略意义范

畴，则涉及战略安全意义的文本会提升到 １７
篇。 这些文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安全与战略

意义有客观中立的评价，亦有出于自身利益和

行为体身份原因对秩序竞争的担忧。
在关注战略安全内涵的报告中，主要涉及

能源安全、非传统安全及国际秩序的竞争三个

方面。 从能源安全的角度来看，“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亚欧大陆的经济发

展和政治稳定，帮助中国锁定中亚的能源供应，
提升中国能源供应的多元化，①在这一领域，欧
盟认为中国和欧盟均可从中受益。② 从非传统

安全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加强

中欧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比如，欧洲议

会智库的有关报告提出，欧盟可以在中亚的非

传统安全领域深化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借此在

中亚地区发挥更大作用。③ 因此，以上两种战略

安全领域的观点还是比较积极客观的，认为中

欧在这些领域可以实现双赢的目标。
从国际秩序中的战略竞争关系来看，欧盟

机构和智库约 ５ 篇政策报告与此相关，如果将

经济规则和国际规范的疑虑纳入其中则有 １３
篇。 其中不乏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欧盟战

略地位的忧虑，但是亦强调促使中国推动“一带

一路”的客观因素和中欧合作的空间。 具体可

概括为以下三点：首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可

以提升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但其有关机制可以

是对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补充。 欧盟委员会所

辖的欧洲政治战略中心的分析认为，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是希望借此扩大自身的全球影

响力，而究其原因，是美国及其他国家一再试图

限制中国在全球和地区组织中发挥与其地位相

匹配的作用，并且中国本身也是当前全球治理

体系的受益者，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亚投

行的目的并不是要大幅修正当前全球金融治理

体系，只是对其进行补充。④ 其次，“一带一路”
倡议是中国突破美国制约、影响全球治理规范

和规则的路径。 欧洲议会对外政策总司有关

“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是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提出的，鉴
于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安全联盟，中国希望借助

“海上丝绸之路”突破美国的制约，在周边海域

建立安全缓冲带，向西扩大其利益和影响力。⑤

此报告进一步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

“扩张主义战略”，其目标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

互联互通，也是中国影响全球治理规范和规则

的路径。⑥ 最后，“一带一路”倡议会帮助中国扩

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ｅｅ Ｃａｍｉｌｌｅ Ｂｒｕｇｉ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ｓ Ｗａｙ：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ＥＵＩＳＳ Ｉｓｓｕｅ Ｂｒｉｅ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ａｙ
２０１４， ｐ．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ｓｓ．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ＥＵＩＳＳＦｉｌｅｓ ／
Ｂｒｉｅｆ＿１４ ＿Ｎｅｗ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ｐｄｆ； Ａｌｉｃｅ Ｅｋｍａｎ， “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ｄａ（ｓ）？” ＥＵＩＳＳ Ｉｓｓｕｅ Ｂｒｉｅ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ｓｓ．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ｃｈｉｎａ－ｓｅｔｔｉｎｇ－ａｇｅｎ⁃
ｄａｓ．

Ｇｉｓｅｌａ Ｇｒｉｅｇｅｒ，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ＯＢ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ＥＰＲＳ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
ｔ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ｐ．１１， ｈｔｔｐ： ／ ／ １２０．５２．５１．１９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ｐａｒｌ．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ＲｅｇＤａｔａ ／ ｅｔｕｄｅｓ ／ ＢＲＩＥ ／ ２０１６ ／ ５８６６０８ ／ ＥＰＲＳ＿ＢＲＩ
（２０１６）５８６６０８＿ＥＮ．ｐｄｆ．

同②。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 Ａ Ｎｅｗ Ｍｕｌｔｉ⁃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ｒ ａ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 ｓ Ｇｅｏ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Ｇｏａｌｓ”， ＥＰＳ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Ｎｏｔｅｓ， Ｉｓｓｕｅ １ ／ ２０１５，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ｐｒｉｌ ２４， ２０１５， ｐ．４，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ｐｓｃ ／ ｐｕｂ⁃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ｎｏｔｅｓ ／ ａｓｉａｎ－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ｅｎ．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ｅｂｒａｒｄ，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ｉｎ Ａｓｉａ”，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
ｐｐ．１２ － 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ｐａｒｌ．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ＲｅｇＤａｔａ ／ ｅｔｕｄｅｓ ／ ＩＤＡＮ ／
２０１７ ／ ５７８０１４ ／ ＥＸＰＯ＿ＩＤＡ（２０１７）５７８０１４＿ＥＮ．ｐｄｆ．

同⑤， ｐｐ．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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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治影响力，使其成为亚洲、欧洲等地区的议

程设置者，从而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欧盟

安全研究所的有关报告指出，中国可以借助“一
带一路”倡议设立政府及商业界的会晤、论坛和

国际会议，推动其转化为具体的经济合作协议；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变得日益国际化和制度

化，会逐步成为各国政府和商业行为体互动的

平台；①中国可以借此成为亚洲、欧洲等地区的

议程设置者，提升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因此，欧盟认为自身需要积极参与、坚持现有的

规范和价值观，推动有关“一带一路”合作的规

则制定，方能维持欧盟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

全球影响力。②

欧盟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安全意义

的认知有肯定有忧虑，肯定其对中欧双方的积

极影响及对非洲和中亚的积极意义。 从国际秩

序的战略竞争角度而言，欧盟虽有着对西方主

导国际规则和规范的担忧，但并没有从美国战

略遏制的视角理解中国提出的这一倡议。

四、欧盟机构对“一带一路”认知的

原因剖析：欧盟行为体特征、
力量性质和国际体系中的身份

　 　 综上所述，欧盟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比较

复杂，既有较为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认知。
既有经济的考量，也有政治和战略安全的评估。
总体上，欧盟肯定“一带一路”倡议在贸易、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等方面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意

义，认可该倡议对能源安全及非传统安全方面

的潜在贡献，但是担忧对欧盟政治的影响和欧

盟影响力的削弱，对“一带一路”倡议对欧盟所

秉持的规则和规范带来的竞争以及国际秩序竞

争亦有所疑虑。 这一复杂认知背后的动因是欧

盟自身的行为体特征、力量性质及其在国际体

系中的身份和地位。
首先，欧盟作为一个具有主权和政府间混

合性质的特殊行为体，拥有超国家和政府间组

织的双重身份，其决策过程非常复杂，是欧盟机

构和成员国的双层博弈，涉及两个层面自上而

下和自下而上相互影响。 因此，欧盟机构容易

出现“政治焦虑”，担心欧盟团结和自身在成员

国的影响力问题。 欧盟在成员国的不同政策领

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共同外交与安全以及

防务政策领域，欧盟属于政府间组织，成员国仍

然拥有自身主权，这就意味着欧盟可以协调成

员国意见推动统一决策，但是无法主导成员国

的政策。 即使在欧盟拥有超国家身份以及专属

和共享权限的领域，成员国在执行方面也有着

自身的活动空间。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在中

欧“一带一路”合作涉及的主要领域，包括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欧盟拥有

专属或者共享权限，这意味着其法律法规有着

优先使用权，欧盟出台的共同政策及法律法规

构成对成员国行动的制约框架，成员国在其设

定的政策法规框架下采取行动。 但是欧盟成员

国依然可以从两个方面拥有自己的发言权：其
一是在欧盟决策阶段，成员国可以通过在议会

尤其是理事会的决策过程，根据自身利益考量

来影响欧盟政策决策。 其二，成员国可以在具

体的项目合作和国内政策执行方面拥有自主

权。 就具体的中欧“一带一路”合作而言，如果

中国和欧盟成员国在欧盟内开展项目合作，项
目有关标准、规则和程序等需要遵守欧盟政策

和法规，但是在成员国是否在其国别发展战略

中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是否在具体项目中与

中国开展合作方面，成员国则有自身的决策空

间。 这样的双重身份和双层决策体系使得欧盟

认知变得较为复杂。 一方面，在目前经济增长

乏力、一体化停滞和“英国脱欧”的背景下，欧洲

的一体化进程陷入停滞，欧洲公民对欧盟集体

身份的认同感下降。 同时，欧盟自身是成员国

１７

①

②

Ａｌｉｃｅ Ｅｋｍ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ＥＵＩＳＳ
Ｉｓｓｕｅ Ａｌｅｒ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ｐ．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ｓｓ．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ＥＵＩＳＳＦｉｌｅｓ ／ Ａｌｅｒｔ＿
３９＿Ｃｈｉｎａ．ｐｄｆ．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ｔ ａ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ｉｎｇ ｏｎ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ＥＰＳ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Ｎｏｔｅｓ， Ｉｓｓｕｅ １６，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Ｊｕｌｙ １５， ２０１６， ｐ．８，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ｐｓｃ ／ ｓｉｔｅｓ ／ ｅｐｓｃ ／ ｆｉｌｅｓ ／ ｓｔｒａ⁃
ｔｅｇｉｃ＿ｎｏｔｅ＿ｉｓｓｕｅ＿１６．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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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形成的统一的开放市场，其自身历史就是

经济、政治一体化不断推进的历史，是经济一体

化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核

心就是市场开放和经济一体化，符合欧盟对自

身一体化的定位。 因此，欧盟欢迎“一带一路”
倡议，欢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与欧盟泛

欧交通网络的对接，也需要“一带一路”倡议带

来的投资和贸易机会。 欧盟希望借此推动自身

经济发展，提升就业，希望通过经济增长来提升

公民的欧洲认同，从而为一体化提供动力。 所

以，欧盟对“一带一路”的经济认知较为积极肯

定。 但是另一方面，上述双重身份和双层决策

使得欧盟容易出现“政治焦虑”，担忧自身的政

治影响力和欧盟内部的团结。 在“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初期，由于欧盟的应对滞后，其 １４ 个成

员国在未与欧盟沟通协调的情况下先后宣布加

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成为其创始成员

国。 不少欧盟成员国也纷纷与中国签署“一带

一路”合作备忘录等。 这些也进一步证实和加

深了欧盟对其政治团结的担忧。 而随着“一带

一路”合作的推进，中国在欧盟及其候选国或者

周边伙伴国的投资大幅增加，欧盟担忧中国投资

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欧盟以外的替代性选择，导致

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提升，中国可能会

利用其政治影响力来干扰这些国家在欧盟层面

的决策，影响欧盟内部的团结，并导致欧盟自身

政治影响力的下降。 这就导致了欧盟对“一带一

路”倡议的政治影响较为焦虑，并且这一焦虑是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而逐步上升的。
为此，欧盟通过政策文件等来敦促成员国

采取协调一致的方式应对“一带一路”倡议，借
此影响成员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关决策。
在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新对华战略文件中，欧盟敦促

成员国在开展与中国的合作时，必须和欧盟委

员会、欧盟对外行动署和其他成员国合作，确保

涉及欧盟权限的双边合作内容符合欧盟法律法

规和政策，合作的效果要有利于欧盟整体的发

展等。①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在北京举行“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前夕，欧盟委员会也专门发

布共同信息文件，阐述欧盟就中欧“一带一路”

合作的立场和意见。② 同时，在一些成员国的推

动下，欧盟开始利用自身在共同商业政策领域

的专属权限，将外来直接投资纳入商业政策范

畴，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公布首部在欧盟层面建立外

资安全审查机制并试图协调成员国外资安全审

查框架的条例草案。③ 欧盟机构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就该审查框架达成政治协议。 欧盟这

一措施的出台与近几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及中国在欧洲投资的提升有着直接的联系，反
映了欧盟对中国投资可能产生的政治和战略影

响的担忧。 该条例强调了欧盟要保护其关键的

技术和基础设施，建立相关机制允许成员国和

欧盟委员会交换信息、提出具体的关切；允许委

员会就关系到几个成员国或者欧盟整体利益的

项目提出意见。④ 这样一来，欧盟对成员国内的

外来投资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可以以影响欧盟

安全和战略利益为由建议成员国不接受中国或

者其他国家的投资。
其次，欧盟的力量性质和国际秩序观影响

了欧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估，进而导致欧

盟对“一带一路”有关制度和规则的消极认知。
欧盟这一独特行为体随着一体化的加深，在国

际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但是，和美

国强调硬实力的霸权行为体性质不同，欧盟出

于自身一体化经验，作为一个基于条约、强调法

２７

①

②

③

④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ＥＵ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Ｊｕｎｅ ２２， ２０１６， ｐ． ４， ｈｔｔｐｓ： ／ ／ ｅｅａｓ．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ｓｉｔｅｓ ／ ｅｅａｓ ／
ｆｉｌｅｓ ／ ｊｏｉ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ｔｏ ＿ ｔｈｅ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 ａｎｄ ＿ ｔｈｅ ＿
ｃｏｕｎｃｉ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ａ＿ｎｅｗ＿ｅｕ＿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ｎ＿ｃｈｉｎａ．ｐｄｆ．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Ｆｏｒｕｍ－ＥＵ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ａｙ １４，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ｅｅａｓ．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ｄｅｌｅ⁃
ｇ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ｈｉｎａ ／ ２６０５１ ／ 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ｆｏｒｕｍ－ｅｕ－ｃｏｍｍｏｎ－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ｅｎ．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３，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ｉｎｆｏ ／ ｌａｗ ／ ｂｅｔｔｅ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 ｃｏｍ－２０１７－４８７＿ｅ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Ｗｅｌｃｏｍｅ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ｒａｐｉｄ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Ｐ－１８－６４６７＿ｅｎ．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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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混合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是规范性力

量。① 因此，欧盟强调国际规范的重要性，主张

维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正如欧盟在 ２００３
年的第一份安全战略中所指出的，“我们的目标

是发展更强有力的国际社会、运转良好的国际

机构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②。 ２０１６ 年

欧盟的全球战略亦再次强调，“欧盟将推动基于

规则的全球秩序。 我们有兴趣推动各方就提供

全球公共物品达成一致的规则，为建立和平和

可持续的世界做出贡献。”③在欧盟看来，这一基

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包括如下核心规范：和平、民
主、法治、自由、人权。④ 而延伸到具体经济和社

会领域的实践，欧盟强调开放市场规范、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较高的劳工标准等，这些都促使欧

盟在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评估中一再强调既

有国际实践以及“规则与规范”的重要性，⑤并尝

试推出欧盟的规则规范。 因此，欧盟 ２０１６ 年发

布新的对华战略文件中阐述了中欧“一带一路”
合作的原则，即遵守市场规则、国际规范，秉持

开放原则等。⑥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也在 ２０１７ 年

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的致辞中强调欧盟对

该倡议的立场：保持“开放性”，可持续性以及对

现有基础设施网络和政策的互补性等。⑦

最后，欧盟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对于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及其发展模式

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有一定的忧虑。 在当前新兴

国家崛起、国际秩序不确定性加强的背景下，既
有国际体系中的模式之争和规则话语权竞争开

始凸显。 欧盟成员国中的大国是现有自由主义

国际秩序的创建者，欧盟也是现有秩序的维护

者。 作为规范性力量和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欧盟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尤其关注其规

则，在其文件和报告中一再强调“一带一路”倡
议要遵守既有的国际规范，也是出于维护现有

秩序的角度出发，维护其中由西方主导建立的

规则和规范，而这些规范是在美欧的价值观和

利益基础上建立的，有助于维护美欧在现有国

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和规则话语权。 但是，美
欧担心新兴国家崛起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而其

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不认同更加剧了这一担

忧。 由于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差异，欧盟认为

中国模式没有体现西方式政治“民主”和经济领

域的“自由市场”规范。 一旦中国发展模式借助

“一带一路”倡议得以扩展，则会对现有秩序中

的自由主义规范形成冲击。 因此，中国在欧盟

的认知中依然是国际体系中需要改造的 “他

者”。 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也因此

先验地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有关规则不够透

明，对其中是否遵守国际规则疑虑，担忧中国国

有企业在倡议中的作用和投资的目的等。 正如

欧盟在其外资安全审查框架的条例草案中指

出，对于外来投资者———尤其是国有企业———
出于战略原因而收购拥有关键技术的欧洲公

司，欧盟对此有所担忧。⑧ 对国有企业的突出强

调体现了对中国模式下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疑

虑，欧盟先验地认为国有企业甚至是任何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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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都是受政府控制的，其对于基础设施、
能源、高科技等领域的投资可能具有政治原因

和战略目的。 同时，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

提升加剧了欧盟对中国发展模式及现有秩序的

担忧。 欧盟委员会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发布《欧
中战略展望》文件，重新评估中欧关系。 该文件

称，当前中欧致力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过

去十年中，中国带给欧盟的机遇和挑战已然发

生变化。 中国在诸多政策领域是欧盟的合作伙

伴，亦是欧盟的谈判合作伙伴；同时指出，中国

在科技领导力竞争方面是欧盟的“经济竞争对

手”，也是推动替代治理模式的 “体系竞争对

手”。 基于这一评估，欧盟委员会提出启动 ５Ｇ
网络安全监管、全面落实外资审查新规、推动政

府采购市场外资竞标改革等举措。① 这样的评

估体现了欧盟对中国近些年经济、科技和政治

影响力提升的焦虑；而文件明确提出体系竞争、
中国国企问题等也再次说明了欧盟对中国模式

的质疑根深蒂固，进而影响了欧盟对中国以及

“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认知。
为了缓解自身对“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模

式和影响力竞争的担忧，欧盟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出台《连接欧洲和亚洲———对欧盟战略的设

想》，该战略被视为“欧盟版一带一路”。② 这一

战略从内容上与“一带一路”倡议相似，比如其

三个目标———推动交通、能源、数字网络以及人

员的互联互通；与亚洲国家建立互联互通的伙

伴关系；推动可持续融资。③ 这些目标与“一带

一路”倡议中的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有相通之处，二者在推动过程中可以形成合力，
也会相互竞争。 而欧盟在该战略中通过强调

“可持续性” “尊重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等来

试图为亚欧的互联互通项目建立欧盟的规范框

架和规则。 这一战略被很多分析者认为反映了

欧盟对“一带一路”倡议日益增加的担忧，是欧

盟对该倡议的共同回应。④ 其内容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欧盟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中有

着地缘战略的考量，试图通过自身的亚欧连接

战略提升欧盟在亚欧的影响力，维护自身在规

则和规范领域的话语主导权。

五、中国的应对策略选择：认知和

权限类别基础上的多重对接

　 　 综上可见，由于欧盟行为体特征、力量性质

和国际秩序中的地位等因素，欧盟机构对“一带

一路”倡议的认知较为复杂，既肯定其潜在的经

济机遇、政治与战略意义，又担忧其可能削弱欧

盟的政治影响力以及欧盟所秉持的规则与规

范。 基于其认知和权限，欧盟对“一带一路”倡

议采取了合作与防范并重的举措。 欧盟一方面

加强欧盟层面与中国的战略对接和政策协调，
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和欧洲战略投资计划（即
“容克计划”），并建立中欧互联互通平台，组建

联合工作小组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泛欧

交通网络的对接以及各领域的投资合作。 欧盟

提出建立的互联互通平台已经成为欧盟应对中

欧“一带一路”合作的制度框架。 欧盟希望借助

此平台整体协调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应对，
推动有关“一带一路”项目的规则和有关合作机

制的建立。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和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中欧双

方已经召开了两次中欧互联互通平台主席会

议，并召开了投融资合作专家组会议，双方已就

平台工作机制和示范项目优先行动清单初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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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致。① 另一方面，欧盟根据自身的担忧，不
断加强成员国间的协调，在欧盟层面出台有关

“一带一路”的指导原则和立场，并通过推出欧

盟的亚欧战略《连接欧洲和亚洲———对欧盟战

略的设想》以及尝试建立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等

手段，加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防范和竞争。
同时，面临“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中国投资以

及中国企业在欧盟成员国内的高科技并购引发

科技竞争的担忧，欧盟也加强了产业政策战略

规划，在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更新了产业政策战略。 欧

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指出，这一战略的目标是帮

助欧洲产业在创新、数字化和低碳化领域保持

全球领先地位。②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法德两国提出，
面对来自中国等亚洲国家大企业的竞争，欧盟

应修订其竞争法规，以便推动创建全球领先的

大企业，应对全球竞争。 法德为此发表“面向 ２１
世纪的欧洲产业政策联合声明”。③ 同时，法德

首脑提出要在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份的欧盟峰会上继续

推动“欧洲新产业政策”的主张。 可以预见，欧
盟层面的产业政策统筹规划将会逐步加强。 综

上，欧盟在与中国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
也从战略、外资监管政策和产业政策等方面加

强防范，应对可能来自中国的竞争。
基于欧盟的上述认知和应对，中方在推动

中欧“一带一路”合作过程中，需要深入分析欧

盟层面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其权限，对二者

综合考虑并采取应对之策，以确保中欧“一带一

路”合作的顺利推进。 具体应对可以从以下六

个方面入手：
第一，基于欧盟专属与共享权限与欧盟机

构对接。 在贸易、投资和金融以及基础设施领

域，欧盟机构拥有专属权限或者共享权限，并
且正在不断协调立场、出台政策以加强自身的

影响力，影响成员国有关“一带一路”的决策和

项目合作。 中国需要根据欧盟层面的认知，继
续加强、完善与欧盟层面的制度、战略对接和

政策协调，自上而下推动中欧“一带一路”合

作。 欧盟肯定了“一带一路”倡议在经贸、投资

以及基础设施领域的积极意义，但是认知中的

担忧在于规则规范的透明，并忧虑中国与欧盟

成员国开展合作可能会削弱欧盟的政治影响

力。 在欧盟不断加强统一的声音和立场的情

况下，中国更加需要加强同欧盟层面的政策沟

通，在与欧盟的“容克计划”和泛欧交通运输网

络展开战略和项目协调的同时，通过中欧“一

带一路”平台确立有关规则和标准。 而这些规

则和标准的确立，一方面可以减少欧盟对“一

带一路”有关项目的疑虑；另一方面又可以为

中国的投资提供可行性依据和长期的保障。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开放式倡议，仍处于不

断发展的阶段，其具体的合作机制和规则也需

要不断地推出和完善，方可以保证合作的顺利

进行以及防范有关投资和项目的中长期风险。
因此，欧盟在规则谈判与制定方面的经验对中

国也是可资借鉴的，中欧合作制定的规则和标

准亦可以考虑应用于“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

的其他地区和国家。
第二，根据欧盟强调多边主义的规范性力

量特征，和欧盟合作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

与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接。 作

为强调法治和规则的规范性力量，欧盟尤其重

视联合国这一多边机构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而联合国 ２０３０ 发展议程和“一带一路”倡议都

强调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相通，目标一致。 中

欧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将两者对接，可以占领

道义制高点，有助于中国和欧盟及其他沿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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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增信释疑，增加“一带一路”倡议的吸引力和

欧盟对“一带一路”的认可与支持。
第三，与成员国以及欧盟机构层面的双重

协调齐头并进。 与成员国开展政策沟通和合

作，从国家层面提升欧盟整体对“一带一路”倡
议支持的同时，充分考虑欧盟的制度和欧盟层

面的整体规划，尽量确保做到中国—欧盟成员

国的沟通与合作以及中国—欧盟的沟通与协调

同步进行，并且相辅相成。 如上所述，欧盟作为

一个双层结构的混合型地区组织，中欧“一带一

路”合作的有关决策受到欧盟和成员国双层博

弈的影响。 即使在欧盟专属和权限内的贸易、
投资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欧盟有关决策依然

要通过欧盟理事会，有着成员国利益和认知的

自下而上传输路径，受到成员国偏好的影响。
因此，与成员国的政策沟通和对接，在推动双边

合作的同时，也有利于影响成员国的认知，从而

自下而上推动欧盟做出有利于中欧合作的决

策。 但是，为了避免强化欧盟“分而治之”的疑

虑，中国和欧盟成员国的沟通协调，要和欧盟层

面的沟通协调以及战略尽量保持同步，做到二

者相互补充，避免和成员国的沟通与对接最终

受到欧盟阻挠的情况发生。
第四，强化与地方政府和工商界开展项目

合作的示范效应。 为了提升欧盟及其成员国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了解和积极认知，在充分考

虑欧盟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积极与地方政府或

工商界尝试开展项目合作，通过项目合作的示

范效应和外溢性功能，实现自下而上的传导效

应，逐步提升公众和有关决策者对“一带一路”
倡议的积极认知，借此带动中欧“一带一路”合
作。 目前，欧盟成员国内的地方政府和工商界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展现出了更多的热情和主

动性，希望与中国的有关投资和基础设施项目

进行对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比如法国的里

昂、马赛、诺曼底等南部地区。① 因此，中国可以

充分利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开展具体的项

目合作，通过项目的外溢性效应提升欧盟公众

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
第五，开展第三方合作，尝试建立共同规

则，扩大项目的“外溢性”效应。 一方面，欧盟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中，认可“一带一路”对
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刺激作用，以及能源基础

设施建立对于能源安全的促进。 另一方面，欧
盟突出的忧虑则是“市场规则和国际规范”。 基

于此，中国可以和欧盟开展第三方合作，并在此

过程中尝试协调建立“一带一路”有关项目的共

同规则。 这样做的好处有二：其一，“一带一路”
项目投入大，面临较多的中长期风险，而欧盟有

关机构和公司在风险评估和治理方面有着丰富

的经验。② 在项目前期进行评估，并施行可持续

性标准和规则，不仅可以减少和规避风险，亦可

增强当地民众对项目的支持。 其二，这些规则

建立的努力，亦可减少欧盟方面的担忧，扩大项

目的“外溢性”效应，从而推动中欧在第三方市

场以及欧盟内的合作。
第六，积极开展推动民心相通的教育与人

文交流。 在欧盟发挥支持性权限的教育与人文

交流领域，可以和成员国以及地方积极开展“一
带一路”人文交流，尤其是教育领域的长期、机
制化合作，以“人”为抓手提升公众尤其是青年

精英对中国的了解和“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认

知，构建真正的民心相通，为中欧“一带一路”合
作奠定坚实的民心基础。 目前中欧有关文化交

流活动，比如文化周、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周

等，以及旅游合作，只能在浅层次上推动双方对

彼此文化的了解。 而要真正构筑民心相通，需
要将上述人文交流与教育领域的长期和机制化

交流相结合。 因为通过教育交流与合作，可以

培养青年精英对华积极认知，可以铸造一批未

来的知华人士，成为未来的政治精英或者舆论

塑造者，更有利于从长远角度推动中欧“一带一

路”合作。
总之，针对欧盟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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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及其认知，中国可以从欧盟、成员国和地方及

企业三个层面实现多层对接，并联合推动“一带

一路”倡议和联合国 ２０３０ 可持续发展议程对

接，加大中欧第三方市场合作和教育与人文交

流，通过多层次立体化的策略推动中欧“一带一

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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