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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关 系在 中国对欧关 系 中 占有 重要 位置
。

德国不仅是中国在欧洲 的最大贸易伙伴
,

中德 贸易

额相当于中国同英
、

法
、

意 三 国贸易的总和
,

而且是

中国从欧洲进 口 技 术产品最多 的国家
。

德 国在华

投资在欧洲国家 中也名 列前茅
。

中国一贯 同情和

支持德意志人民谋求统一 的愿望
,

而联邦政府从阿

登纳时代起就奉行
“

一个 中国政策
” ,

这是中德关 系

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政治基础
。

不仅 如此
,

中

国从战略上重视德国在欧洲 的举足轻重地位
,

愿意

看到德 国在 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 积极 的作用
。

中

德之间高层互访相当频繁
,

双方就重大 国际问题的

沟通与磋商也比较密切
,

两国于 2 0 0 3 年商定致力于

建立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框架 内的
“

具有全球责

任的伙伴关系
” 。

总之
,

自 1 9 7 2 年建交以来
,

中德关

系虽曾出现过多次波折
,

有过高潮 和低潮
,

但 总体

上还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

是一种积极 的互利双赢的

关系
。

与此同时
,

人们也 注意到
,

中德 关系在新形势

下面临新的挑战
,

巫待我们及时地加以正确认识和

妥善应对
。

新形势下 的挑战是什么呢 ? 简单地说
,

就是国际大环境发生 了深刻而复杂 的变化
,

中 国和

德国双方的发展出现 了明显的差异
,

由此导致 了对

华认知和双方利益 关系 的变 化
。

中国经济 的快 速

发展和国际影响力 的不断增长
,

一方面促使德 国各

界更加重视中国在 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

理智

思考问题的政
、

经界人士认识到中国的
“

经济崛起
”

势不可挡并为德国经济的发展带来 了更多机遇
,

而

随着中国
“

国际话语权
”

的上升
,

越来越多的人认 识

到许多重大国际问题 的解决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
,

因而了解 中国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增 强
。

但 另一 方

面
,

非理性的反应也在膨胀
,

一些人心态失衡
,

特别

是媒体对中国发出了种种无理的攻击
,

甚至是蓄意

抹黑中国的声音
。

归纳近年来德 国媒体的涉华 言

论
,

开始是
“

中 国崩 溃论
” ,

继 而 出现 了
“

中 国威 胁

论
” ,

后来 又演变成
“

中 国责 任论
” ,

最近 又发 明 了
“

中国傲慢论
” 。

不管如何变幻
,

都 表明在对华认 知

方面存在着不少误区
。

误 区之一
,

是带着意识 形态 的有 色眼镜看待中

国
,

有些人在思想深处 把 中国与前 东德混为一谈
,

似乎 中国不过是
“

放 大了的前东德
” 。

这是 对中 国

国情的根本性错误认识
。

如果要 从理论和 实践 上

论证这种观点的荒谬
,

可以做一大篇博士论文
。

但

只要不抱偏见地对 比一下 中国共 产党和德 国统一

社会党形成的历史
、

新 中国和前 东德推行 的政策路

线以及两者不同的发展结果
,

就不难看 出
,

把中国

与前东德混为一谈起码是无知的表现
。

误区 之二
,

是有些 人 总想用 西方 的政 治制 度

和价值观来评价 甚至
“

改造
”

中 国
,

因而不 仅难 以

接受中国按 照 国情确 定 的政策 和制 度
,

而且 鉴 于

中国的发展成就而感到 中国的发展模式 削弱 了西

方民主制度 的
“

普世价 值
”

和 吸引力
,

甚至把 中 国

的
“

和平崛起
”

看作是一种威胁
。

这就涉 及指导 国

际关系准 则的原 则问题
。

中国 主张
,

国与 国之 间

的关系应建立在相互 尊重
、

平等互 利
、

互 不干涉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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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赢 的原 则基础 上
。

我们 尊重 欧洲朋 友

们坚持他们 历史上 形成 的价值观
,

但 不能 接受有

些人企图把 他们 的价值 观强加 于我们 的做法
,

并

且希望欧洲朋友们 也尊重我们 的价值观
。

我们 双

方应当求 同存异
,

相互借鉴
。

误区之三
,

是有些人不实事求是地估计中国的

发展水平与经济实力
,

进而对 中国提 出不适当的要

求
。

不错
,

得益于 30 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政策
,

中国

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贫穷落后
,

中国的 G D P 总量已名

列世界第三
,

但判 断一 国的发展水平 和经 济实力
,

不能光看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
,

还须看人均水平和

经济结构
。

总量再大
,

除以 13 亿人口 就变得微不足

道
。

中国人均 G D P 刚超过 3 0 0 0 美元
,

约为德 国的

1 / 1 3
,

在世界上 的排名列在 1 00 位之后
。

如按每天

消费不足一美元为贫 困的标准
,

中国贫困人 口 超过

一亿
。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远未完成
。

人 口 多
、

底子薄
、

发展不平衡仍是中国的基本 国情
。

中国虽

已成为出口大国
,

但中国出口 的相 当大部分属于外

资企业的产品
,

是发达 国家企业为谋求利润最大化

而把生产基地转移到 中国的产物
,

其利润大部分流

人外国投资者 的腰包
。

只看表面现 象而不把各种

因素全面地考虑在内
,

得出的结论必然是 片面而不

正确的
。

误区 之 四
,

是把 中国人维护 自身正当权益 的坚

定态度说成是
“

傲慢
” ,

并且 与中国经济实力 的增长

联系起来
,

暗示 中国强大起来 以后 就会不讲道理
。

确实
,

中国人 随着 自身经济 的发展
,

以及对 国际游

戏规则的深人 了解
,

维护 自身正当权益 的意识在增

长
,

不再甘心任人欺 侮
、 “

逆来顺受
”

了
。

但这与
“

傲

慢
”

毫不相干
。 “

傲慢
”

这顶 帽子扣在指责 中国
“

傲

慢
”

的那些人头上
,

也许更为合适
。

误区之五
,

是用过去西方列强崛起的经验来套

中国
,

从而对 中国未来 的发展表示担心
,

甚至散布

对中国的种种恐惧心理
。

需要指出的是
:

中国没有

扩张的传统
,

即使在 国力鼎盛
、

实力遥遥领先 的时

候
,

也没有向外扩张侵略 的纪录
。

称霸有悖于 中国

的文化传统
,

国强必霸的规律不适用 于中国
。

中国

坚持开放
、

兼容 的方针
,

依靠自己 的勤 劳和智慧积

极参加全球化进程
,

把 自己 的前途命运与世界 的前

途命运联系在一起
。

中国承认世界的多样性
,

无意

把 自己的意识 形态
、

价值观 念和政 治制度强加 于

人
,

也反对别 人这样做
。

随着全球 化的发展
,

世界

各大国相互依存度 日益增 高
。

面对 日益增 多的全

球性挑战
,

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或单独

应对
。

不顾时代和背景的变化
,

简单化地用 19 世纪

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预测中国的未来走 向
,

是不适

当的
。

综观上述 五个误 区
,

归结 到一点
,

就是如何正

确对待坚持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 中国
“

崛起
” 。

认

知上的这种误 区
,

也是 中德关系在新形势下面临的

挑战
。

当然
,

指 出这些 问题 的存在
,

不等于对 中德

关系的前 景持悲 观态度
。

相反
,

笔者坚信
,

中德关

系的未来是光 明的
。

这是 因为
:

第一
,

两 国之间没

有地缘政治上的直接利害冲突
,

也不存在历史遗 留

下来的争议问题
。

第二
,

在应对层 出不穷的全球性

挑战和处理事关世界和平与稳定 的重大问题上
,

包

括应对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问题
,

两国不

仅有广泛的共 同利益
,

需要相互借重 与协作
,

而且

有相同或相 近的观点
。

第 三
,

特别重要 的是
,

两 国

在经济上互补性很强
,

可 以互通有无或取长补短的

领域十分 宽广
。

经济技术合作是 中德 关系 的一个

突出特点和亮点
,

在中德关 系中起着杠杆作用
。

第

四
,

两 国都拥 有光辉 灿烂 的文化 和丰 富的人 文资

源
,

历史上 双方 的人 文交 流有 良好的传统
,

在今天

经贸合作取得长足发展 的条件下
,

人文领域相互交

流和借鉴 的需求 日益增长
。 “

德 中同行
”

系列活动

和去年 10 月中国作为主宾 国参加法 兰克福书展成

功表明了这点
。

总的来看
,

连接双方 的共 同点是主

流
,

理智和客观事实终将战胜意识形态 的偏见和鸿

沟
。

当务之急
,

是要加 强和深化相互 的正确认知和

政治互信
,

需要更多的
“

架桥
” ,

通 过坦诚 的对话消

除误解
、

减少偏见
、

增进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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