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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时期
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

角色、基轴与变量*

顾 强 何立强

摘 要: 在特朗普政府出台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政策之后，中美关系已不可
逆地走到了新的历史阶段，拜登政府的上台也不会改变此趋势。
对于中国而言，在考虑拜登政府时期的中美博弈之时，不仅要深
刻洞察美国的政策反应，也要注意第三方( 特别是欧洲) 所扮演的
角色和政策选择。在拜登政府时期，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欧洲的
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出来。从现有情况来看，拜登政府时期欧洲
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既是博弈的“棋盘”，也是拥有相当大主动
权并尽可能掌握自身命运的“棋手”。欧洲面对中美博弈时的政
策基轴中，维持战略自主是核心政策目标，维护欧洲团结是政策
基础，“混合方式”是政策手段。拜登政府的上台使欧洲对中美博
弈的政策产生一定影响，成为中短期变量，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欧洲对战略自主的维护和实施能力;拜登政府对美欧关系的协调
能力;中国对外部环境的反向塑造能力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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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美迅速走向对立。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中美
关系在整体上依然持续恶化。在国际关系中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双边关系会不可
避免地受第三方因素的影响。第三方的角色与政策选择，对中美博弈的结果起关
键性甚至决定性影响。对于中国而言，在考虑拜登政府时期的中美博弈之时，不仅
要深刻洞察美国的政策反应，也要注意第三方扮演的角色和政策选择。唯有如此，
才能尽可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无论从经济体量、综合
实力还是影响力来看，欧洲无疑都是影响最为重大的第三方力量。① 因此，研究拜
登政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政策基轴以及政策变量，具有特殊的理论和
现实意义。

一、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棋盘”+“棋手”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欧洲已经变成了中美两国努力争夺的对象，俨然成为中美
博弈的主要战场。特别是是否应该采用华为 5G 设备的问题成为斗争的焦点。可
以预见，在拜登政府时期，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欧洲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从
现有情况来看，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既是“棋盘”，也是“棋
手”。这可从战略实力以及战略定位两方面体现出来。

(一) 战略实力:中美必争且最重要的第三方
在战略实力方面，欧洲是中美皆高度重视且必争之地，同时欧洲强大的综合实

力以及独特的外交方式使之能够掌握自身命运。具体而言，表现在三个方面。
1． 欧洲强大的综合实力
在经济方面，英国退出之后的欧盟 27 国的经济总量与中国和美国相差无几，

基本处于同一量级。在科技方面，欧洲拥有大量高科技企业，特别是在绿色技术标
准的制定方面掌握巨大优势，在新一轮科技浪潮中与中美两国基本处于同一梯队。
在政治方面，其独特的软实力影响着世界各地。欧盟作为具有超国家性质的独特
实体，向世界提供了一种平衡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全新区域性模式，充分展现
了带有鲜明欧洲色彩的规范性力量与协调发展思维。在欧盟的积极对外输出宣传
下，欧洲逐渐成为中等国家在保障自身利益前提下融入全球化浪潮的成功范例，其
自身也一度成为“强大”“和平”与“繁荣”的象征，这为欧洲积攒了丰厚的软实力。
欧洲正是由于综合实力与中美两强比较接近，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中美两国，所以
能够比较从容地掌握自身命运并表现出基本的独立性。

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 Charles Michel) 表示:“欧盟和美国，我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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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言之欧洲是指现在的欧盟及其成员国，故并不包括已经脱欧的英国，也不包括地理上属于欧
洲的非欧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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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歧，它们不会神奇地消失。美国似乎变了，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对它的看法
也发生了变化。同样，美国对欧盟的看法也必须改变。欧盟选择了自己的路线，
即不必获得他国的允许而自行决策。”①这反映出，欧洲领导人对欧洲的综合实
力有足够的信心。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题为《人工智能、中国以及全球对数字主权
的追求》的报告称: “欧盟在布鲁塞尔和柏林圆桌会议上详细讨论的一个方案
是，欧洲可充当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桥梁，以某种方式缓解日益加剧的竞争。”②这
侧面说明，欧洲不但能够掌握自身命运，还能够展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并进一步成
为中美之间的桥梁。

2． 中美皆视欧洲为重点争夺对象
从政治、经济以及技术等方面看，欧洲在客观上已成为中美两国争夺的重点

乃至焦点，这在华为 5G问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特朗普政府后期，已表现出努
力修复美欧关系以争夺欧洲之意，时任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 Mike Pompeo)
和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 ( Ｒobert O’Brien) 在 2020 年屡次出访欧洲。
拜登政府上台前，无论是拜登总统本人还是政府要员，都曾多次表示要修复美欧
关系。从拜登上台后半年的外交行动能够看出，修复美欧关系是其首要任务。
拜登的首次外交亮相是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接着参加欧盟 27 个成员国的线上
会议。拜登的首次外交出访，就是到欧洲参加与七国集团、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伙伴举行的峰会。拜登出访之前更是发表了题为《我的欧洲之行是为了让
美国团结全世界的民主国家》的文章以在心理上拉近欧洲。③ 新上任的国务卿
安东尼·布林肯( Antony Blinken) 无论是电话外交还是出访，都以欧洲为首要目
标，甚至在首次访问欧洲时表示:“我认为可以这么说，美国在世界上没有比德国
更好的朋友和伙伴。”④这足以反映出拜登政府对欧洲的重视程度以及投入的外
交资源。与之相应，中国同样为稳定中欧关系投入相当程度的外交资源。例如，
在 2020 年和 2021 年，习近平主席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进行了十次通话，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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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行了七次通话。
3． 欧洲外交特殊且强大的规范性力量
因军事实力不足和决策体制的约束，欧洲发展出了极为特殊且强大的规范

性力量。从现有情况来看，欧洲在应对中美博弈之时，就表现出积极运用规范性
力量的态势。2020 年 10 月 10 日，德法意等国学者与其他 D10 国家( 即所谓“民
主十国”) 学者提出，为应对中国的挑战要“建立新的机构，以促进欧洲、印度 太
平洋和全球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合作。”与中国交往的基础是，“在共
同利益之前加强合作并将中国纳入基于规则的体系”。① 对于与中国的贸易纠
纷，欧洲提出应通过改革世贸组织以规范中国的行为。② 在应对中美科技之争
时，欧洲更是很好地使用其规范性力量予以应对。在高新科技方面，欧洲与中美
相比已略显颓势，但在制定技术标准方面明显走在中美之前。欧洲利用其在舆
论、法律、规则等方面的优势，设法把公平、多元、人权、隐私等理念植入高科技的
标准当中。“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到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纷纷启动数据
税，以及为推进针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而讨论实施碳关税，都反映出欧盟利用
其‘规范性力量’和市场规模，强势为全球相关产业制定标准所作出的努力。当
前，欧盟针对美国数据企业巨头采取的一系列反垄断举措，已彰显出其市场规模
的‘规范’效应。”③在应对中美博弈的过程中，预计规范性力量将发挥非常突出
的作用。从逻辑上来看，由于其权力来源不同于中美两国，所以其目标和举措也
将有别于中美两国。正因如此，中美才得以可能争取欧洲，欧洲也将努力保持自
身的独特性。

( 二) 战略定位:成为掌握自身命运的“棋手”
在战略定位方面，欧洲官员和智库做了相应阐述，主要表达了三方面的定位。
定位一是欧洲将深受中美博弈影响，成为中美争夺的对象，欧洲应避免成为中

美博弈的牺牲品或成为国际舞台的配角。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美关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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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欧盟领导人意识到，“COVID 19 使下一个世界已经来临”。① 如托马斯·戈马尔
( Thomas Gomart) 所形容:“无论如何，在美国和中国的桅杆之间，欧洲是首选。”②欧
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其题为《保护欧洲免受经济胁迫: 2020 年美国大选后的战略》
的政策报告称:“欧盟既是中美冲突的边缘，又是中美冲突的关键战场。一方面，这
两个大国的战略重点是印度 太平洋地区，这意味着它们并不总是关注欧洲的事
件，这可能损害欧洲在该地区的利益。另一方面，矛盾的是，欧洲市场是中美两国
的关键战场。”③这说明，欧洲清楚中美很可能将其变成博弈的场所，必须在此过程
中保护自身利益，避免成为中美博弈的牺牲品或在国际舞台中沦为配角。

定位二是欧洲不愿成为“棋盘”，而要成为“棋手”。在中美博弈逐渐成形过程
中，欧洲已表达出在中美博弈过程中要掌握自身命运的强烈愿望。托尔斯滕·本纳
( Thorsten Benner) 表示:“欧洲正在慢慢但肯定地认识到，美中之间的竞争将是本
世纪决定性的地缘政治挑战。欧洲不能成为大国博弈的‘棋盘’，而必须成为我们
自己的‘棋子’，有自己的战略。”④从欧洲官员和智库的主观定位来看，欧洲一方面
认识到自身深受中美博弈的影响且很可能已经成为博弈的场所，另一方面力争能
够紧紧地掌握自身命运，避免成为中国或美国的附庸。欧洲的战略定位，从其在拜
登政府上台前后的表述来看，并无明显变化。因此，德国外长海科·马斯 ( Heiko
Maas) 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时，在极力呼吁重建跨大西洋关系以及热情赞
扬双方共同的价值观之时，依然没有表达在中美博弈过程中要选边站的意向。⑤

定位三是欧洲要成为中美之外的第三支柱。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欧洲与其
他第三方一样，都不希望成为博弈的场所，更不希望被中国或美国摆布，而希望能
够拥有一定程度的选择空间。与其他第三方不同，欧洲在自我定位方面更积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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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希望欧洲“在由中美两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成为中立但并非等距的第三支
柱。”①汉斯·昆德纳尼( Hans Kundnani) 研究后发现，许多欧洲人期望“欧洲能够像
中国和美国一样强大，成为多极世界中的第三极。”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
表何塞·博雷利( Jose Borrell) 提出:“这是一个地缘战略竞争的世界，一些领导人对
使用武力毫无顾忌，经济和其他手段被武器化。为了避免在当今的美中竞争中成
为输家，我们必须重新学习权力的语言，并将欧洲视为顶级地缘战略参与者。”③为
实现此目标，欧洲智库提出需要加强与中美之外国家的合作。法国国际关系研究
院的政策报告提出:“面对中美竞争，欧洲需要联合以自强，同时与中美之外的国家
合作，组成中美之外的强大力量，避免受制于中美两国。”④沿此思路，能够看到
2021 年上半年欧洲非常积极地推动与印度、澳大利亚、日本、东盟等国的对话与合
作。在阿富汗危机爆发之后，欧洲的危机感暴增，预计欧洲将更加坚定地认为自己
需要成为中美之外的第三支柱。法国财长布鲁诺·勒梅尔( Bruno Le Maire) 就明确
提出:“欧洲必须成为中美之外的第三个超级强权( Super Power) 。”⑤

从上述分析可见，欧洲主观上并不想成为中美博弈的“棋盘”，而想成为掌握
自己命运的“棋手”。但是，客观现实决定了，欧洲不可避免地将成为中美争夺的
重点，成为博弈的重要战场。同时，欧洲强大的综合实力，特别是其发展出来的规
范性力量，使之成为能够维护自身利益和相对独立的博弈者。可以推断，在拜登政
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和定位不会发生明显变化。

二、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对中美博弈的政策基轴

经历了过去两年的激烈博弈，中美关系的框架已基本定型，不会因美国领导人
的更迭而发生明显变化。与之相应，欧洲对中美博弈的政策基轴也已显露，将成为
欧洲的长期政策，在拜登政府时期亦然。面对中美博弈，欧洲的政策基轴可从政策
目标、政策基础以及政策手段三方面推导和总结。对于政策目标，维持战略自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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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核心目标。对于政策基础，维护欧洲团结将成为其必要条件。对于政策手
段，“混合方式”将成为欧洲的首选。

(一)政策目标:维持战略自主
1． 战略自主的提出与维持
欧盟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推出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一直努力发展独立军事

行动能力。受特朗普政府冲击，战略自主被法国总统马克龙重新提出，也被许多欧
洲领导人视为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目标。欧洲也逐渐认识到在中美博弈过程中，
自身需要努力维持战略自主。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 SWP) 就提出: “欧洲需要
逃脱要求在美国和中国经济、技术领域之间进行选择的两极逻辑，欧盟必须制定中
国政策以实现战略自主。”①

从过去的实践来看，欧洲推行战略自主成效明显不如人意。在拜登赢得大选
前后，因对拜登政府存在比较“天真”的想法，②质疑战略自主之声浮现。对此，许
多欧洲政治家坚持认为，为欧洲的长远发展考虑需要继续推行战略自主。在美国
总统大选前，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报告提出: “欧洲人不应该对美国抱有幻想。
最终，美国在欧洲的参与程度是由华盛顿决定，而不是由华沙、巴黎或柏林决
定。”③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塑造一个更加团结、强大、自主的欧洲依然是欧盟的
主要任务”。④ 此后欧洲的主要领导人更是多次表示要坚持战略自主。在阿富汗
危机和澳大利亚“潜艇事件”( 下文简称“潜艇事件”) 的双重重击之下，欧洲进一步
强化战略自主意识。“潜艇事件”爆发后，法国外长和防长在其联合声明中明确强
调这“只会更加需要大声且明确地提出欧洲战略自主问题”。⑤ 从拜登政府上台后
欧洲所推行的多项政策来看，欧洲会坚持推动战略自主，虽然在此过程中会遇到诸
多阻力，但趋势已难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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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战略自主的细化
自战略自主提出以来，其具体内容就不断地进行细化和深化，至今已衍生出

“战略主权”“经济主权”“技术主权”和“数字主权”等概念。首先，是“战略主
权”。欧洲议会把“战略主权”定义为能够自主行动、在关键的战略领域运用自身
的资源且在必要时与伙伴进行合作以实现其目标的能力。① 其次，是“经济主
权”。从欧洲政界和学者的讨论看，欧洲“经济主权”包括贸易、金融和产业等领
域。欧洲“经济主权”的目标是使欧洲能够在经济上摆脱对其他国家的依赖，通
过“自主”选择，最大程度维护欧洲经济利益并免受外界威胁和胁迫。为推进“经
济主权”，避免受到美国的金融制裁，在拜登正式就任前的 2021 年 1 月 15 日，欧
盟委员会公布政策草案，呼吁欧盟团结各成员国寻求防范欧洲易受制裁和其他金
融风险影响的途径。② 随后，欧盟委员会宣布，欧洲市场参与者应减少使用欧盟
以外的清算所，并与欧盟 27 国内部的清算所开展更多合作。③ 第三，是“技术主
权”。聚焦到科技领域，欧洲“技术主权”的诉求是“欧洲是否独立地具有对技术
发展和运用的控制能力。”其手段是创造正确的环境条件，“让欧洲去发展部署自
己的关键能力，从而减少欧洲对全球其他地区关键技术的依赖”。④ 2021 年最典
型的政策体现在半导体市场，为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避免被美国技术“卡脖
子”，欧洲多次出台政策扶持半导体并为此投入巨资。第四，是“数字主权”。“数
字主权”与“技术主权”有所关联，其目标是在数字化浪潮中实现欧洲在数字世界
的自主行动，促进欧洲的数字创新。重点关注非欧洲科技公司的影响力，特别是
保护欧洲的数字经济、创新潜力、个人隐私、数据存储以及数字基础设备的安全，
并为此加强对非欧洲科技公司的监管和审查。

从现有情况看，维持战略自主仍是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长期目标。面对中
美博弈，维持战略自主同样是欧洲的核心目标。在中短期内欧洲的战略自主会面
临一定的阻力，在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内部也会出现反对之声，但长期看维持战略自
主仍是欧洲前进的方向。

( 二)政策基础:维护欧洲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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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盟的 27 个成员国中，单个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都比较有限，特别是面对
中美两国，任何单一欧洲国家都不具有与之相比的综合实力。与此同时，以集体出
现的欧盟，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忽略的存在。因此，团结对于欧洲而言尤其重要，
也成为其内外政策的基础，面对中美博弈尤其如此。博雷利表示，欧洲必须“一步
一步地团结起来。……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内部团结，很明显我们不会成为一个强
大的战略参与者”。① 德国总理默克尔曾言:“欧盟只有加强团结才会强大。”②德国
联邦政府公布的《担任轮值主席国工作纲要》中的口号是“共同努力: 让欧洲再次
强大”。③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政策报告也提出:“欧洲面对中美竞争，欧洲需要
联合以自强。”④

面对美国，欧洲越来越多地强调团结应对，在拜登政府时期亦然。拜登胜选
后，欧洲迄今已采取多项联合行动。“潜艇事件”爆发后，欧盟以比较一致的声音
向美国发声，并强调欧洲团结。德国欧洲事务部部长迈克尔·罗斯( Michael Ｒoth)
就表示:“法国与美国的外交危机是‘对我们所有人的警钟’，此事将使一个经常在
外交与安全政策上存在分歧的欧盟进一步团结。”⑤博雷利表示，欧盟各国外长对
法国进行“声援”，“外长们明确表示与法国保持团结。”⑥面对中国时，欧洲同样强
调团结应对。欧洲团结应对中国之意，近三年表现得日益明显。对于中国有意在
北欧和南欧推行次区域合作的意向，欧盟非常关切，欧盟驻华使团多次公开呼吁中
国减少在欧洲的次区域合作以免影响欧盟内部团结。对于中国与中东欧的“17 + 1
合作”机制，欧盟和德法等国担心中国利用此机制分化欧洲，乃至对欧洲“分而治
之”。为防止中国通过分而治之的方式来分化欧洲，欧洲领导人多次表示要团结应
对中国。随着最近两年中国和匈牙利在政府层面关系日趋紧密，欧洲防范中国对
其进行分化并呼吁团结应对中国的声音进一步高涨。凡此种种，都表明欧洲要团
结以应对中美战略竞争所带来的挑战。

( 三)政策手段:混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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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韦恩( Ali Wyne) 在分析第三国应对中美博弈所采取的政策和立场之后
总结提出:“第三国会继续采用‘混合方式’( Hybrid Approach) 来平衡处理同美国
与中国的关系。”①“混合方式”即第三方国家拒绝一边倒地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
是针对具体问题作出决定，在某些问题上选择支持中国，在某些问题上会更靠近美
国。甚至，在同一问题中的不同议题上，会分别支持不同国家。例如，在新冠肺炎
疫情问题上，某些国家在调查所谓“新冠病毒起源”方面支持美国，而在反对“病毒
溯源政治化”方面支持中国，这是“混合方式”的具体体现。从现有情况看，“混合
方式”已成为多数第三方国家面对中美博弈时的首选。可以预见，拜登政府时期
“混合方式”将继续成为欧洲的首选，这可从逻辑与实践两方面来考察。

在逻辑层面，中美虽在部分领域已明显“脱钩”，但不可能完全“脱钩”。前美
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何瑞恩( Ｒyan Hass) 经过分析后发现，最近几年中
美虽然竞争加剧，但相互依赖程度却在加深。“美中两国之间由贸易、金融、科技以
及学术联系所构建起来的密集网络，已经使一方难以在不伤害自身的情况下伤害
对方。”②拜登政府贸易代表戴琪( Katherine Tai) 也认为中美贸易“脱钩”并不现实，
并提出中美可能寻求某种“再挂钩”。③ 正因中美无法完全“脱钩”，中美关系也将
明显有别于冷战时期鲜有来往和交集的美苏关系，所以学者们把中美博弈概括为
“混合战”。德米特里·特列宁( Dmitri Trenin) 总结: “美中之间的摩擦确实是一场
影响很深远的冲突，但与美苏冷战的情况存在明显差异。在此，我更愿意使用‘混
合战’一词描述美中目前的对立。”④朴喆熙提出:“拜登政府可能采取‘混合战略’，
即在可能合作的领域合作，在无法避免竞争的领域则寸步不让。”⑤从逻辑上看，因
中美博弈是“混合战”，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第三方的政策和立场，使之选择“混合方
式”予以应对。因此，“混合方式”将成为第三方面对中美博弈时的首选。

从实践状况看，欧洲在面对中美博弈时明确拒绝选边站，为“混合方式”的实
施留下了空间。在官方层面，欧洲主要领导人已经多次表示拒绝选边站，而拜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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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也已经多次表示不寻求进行新冷战，也不要求其他国家选边站。在很大程度上，
这是拜登政府无奈的选择。在普通民众层面，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所发布的调查
显示，多数欧洲人“希望他们的国家在美国与俄罗斯或中国之间的冲突中保持中
立，而不是与华盛顿保持一致”。① 这说明，拒绝选边站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基础，
这为欧洲决策者运作“混合方式”留下了相当程度的空间。因此，能够看到拜登政
府上台之后，欧洲在价值观领域与美国联手对中国进行施压，在技术领域提升对中
国的防范和限制，在贸易领域双边贸易额继续攀升，在投资领域欧洲企业继续看好
中国市场。中国欧盟商会“2020 年商业信心调查”显示，89%的欧洲企业都没有计
划撤离中国，考虑撤离的只占 11%，低于 2019 年比例。② 在气候变化和阿富汗问
题上，提倡与中国进行合作。这是“混合方式”的具体体现。

三、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对中美博弈的政策变量

从长期看，面对中美博弈，欧洲会坚持其政策基轴。从中短期看，拜登政府上
台后出现的新形势使欧洲对中美博弈的政策产生一定影响，成为重要变量。这当
中包括欧洲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变量，而外部变量又包括来自中国以及美国的变
量。因此，在中短期内变量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变量一源于欧洲自身，其核心是
欧洲对战略自主的维护和实施能力;变量二来自美国，主要是拜登政府对美欧关系
的协调能力;变量三来自中国，主要是中国对外部环境的反向塑造能力和方式。

(一)变量一:拜登政府时期欧洲战略自主的维护与实施能力
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欧洲能否如其所愿成为中立但并非等距的第三支柱，核

心是其能否坚持和实施战略自主。如前文所述，从长期来看维持战略自主仍是欧
洲前进的方向，但在拜登政府时期面临着挑战，将成为影响欧洲对中美博弈的内部
变量。

一是欧洲主要领导人的更迭将使其在短期内存在一定程度的政策不确定性。
领导人更迭最大的不确定性，无疑是在 2021 年 9 月德国举行大选并组成新政府之
后默克尔的离任。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默克尔事实上成为欧洲的政治领袖，
其政治资本、个人才干和感召力在德国政坛乃至欧洲都难以替代。德国新总理的
政治资本和政治经验皆无法与默克尔相提并论。继任总理以及外长对欧洲战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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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态度就尤其关键。2022 年 4 月法国将举行总统选举，届时如作为欧洲战略自
主最坚定推动者的马克龙败选，法国固然不会改变战略自主的方向，但其具体政策
和执行将引发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二是欧洲内部各思潮的涌动，拖拽着欧洲往不同方向发展。就自由主义而
言，新冠肺炎疫情的逐渐消散以及拜登政府上台，将有助于自由主义的回潮。就
民粹主义而言，民粹主义在欧洲已经泛滥成灾，其所催生的经济保护主义，无论
对中国还是美国，乃至欧洲一体化，都将是重大挑战。就国家干预主义而言，受
疫情以及中美竞争而受到重大鼓舞的国家干预主义，将在欧洲强势崛起，在政府
扶持政策的影响下，法国过去三年估值超过 10 亿欧元的“独角兽”企业在数量上
就增长了两倍。① 可以预见，在后疫情时代，国家干预主义将会在欧洲的经济活
动中强势崛起。不同思潮的拖拽，将会在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影响欧洲战略自
主的发展方向。

三是中东欧国家对战略自主的反应，在短期内将成为欧洲战略自主的消极因
素。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其对东欧的态度就明显有别于对法德的态度，对前者的态
度明显更为积极和正面，最明显的是实施重返中东欧的政策。“美国重返中东欧导
致中东欧地区地缘政治竞争异常激烈，中东欧国家采取包括追随、制衡和对冲等差
异性战略选择，不仅影响了欧盟内部权力关系和跨大西洋纽带关系，还从安全、经
济和规范价值层面弱化了欧盟战略自主。”②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出于对美国安全
保护伞的依赖，中东欧国家进一步靠近美国，在短期内助长了对欧洲战略自主的质
疑之声。甚至，在阿富汗危机爆发后，面对要求欧盟采取更多实质性举措以提升欧
洲自主防务能力的呼声，中东欧国家依然消极以对。③

四是欧盟决策机制的改革，在技术层面影响欧洲战略自主的制定和实施。长
期以来，欧盟在外交政策方面需要欧盟 27 个成员国一致通过，而部分成员国一旦
投否决票，许多决议就无法通过。因此欧盟在外交方面就经常出现“议而不决，决
而不行”的困境。预计在 2022 年，欧盟将对其决策机制进行改革，限制一票否决
权。从欧盟善于妥协的政治文化来看，只要德法两大国坚持推行欧洲战略自主，欧
盟就仍然会沿此方向前行。与此同时，欧盟决策机制的改革，至少在技术层面将影
响欧洲战略自主的制定和实施，使之产生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 二)变量二:拜登政府对美欧关系的协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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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除最近因“潜艇事件”受到较大
影响的法美关系之外，总体来看美欧关系已经明显改善。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对美
欧关系的协调能力将面临诸多挑战，这将成为影响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对中美博弈
的政策变量。

1． 拜登政府使美欧关系获得重构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欧关系获得重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重

建价值观联盟。与特朗普政府弱化价值观因素不同，拜登政府极力强调价值观的
重要性。拜登政府的《过渡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提出: “我们必须与志同
道合的盟友和伙伴一道振兴世界各地的民主。我们将召开全球民主峰会，确保盟
国和伙伴在我们最珍视的利益和价值观上进行广泛合作。”对于台湾、香港、新疆和
西藏等问题，“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们将努力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形成一种共同的
做法”。① 拜登举行其上任后首次记者会，重申召开一次民主峰会的计划。② 美欧
在此领域一拍即合，体现在具体问题上，美欧已联手向中国施压。其次，在安全问
题上，停止向欧洲施压。特别是，暂停从德国撤军，对于军费开支比例问题，弱化向
欧洲的施压程度。在拜登访问欧洲期间，双方更是联手重振北约。第三，拜登政府
对欧洲作出相当程度的让步，以部分解决双方存在的实质问题。例如，停止与欧洲
的贸易战，努力解决美国和欧洲长期存在的飞机补贴争端，使之可联合专注于更大
的问题，包括中国新兴的飞机工业。③ 放弃对“北溪 2 号”相关运营公司的制裁，④

以修复美德关系。第四，协调解决全球性问题，特别是公共卫生问题、气候问题和
伊核问题。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前，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曾发表报告提出: “华盛顿
将寻求欧盟支持美国领导在印太地区应对中国的行动，同时也希望欧洲对东欧、中
东和非洲的安全与稳定承担更多责任。作为交换，欧盟及其成员国应提出一项新
的跨大西洋协议，其中涉及跨领域的全球性问题，例如卫生政策、贸易、安全、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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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和捍卫民主。”①从拜登政府上台后美欧的协调来看，美欧很明显遵循了此思
路，双方在全球性问题上进行了密切的协调。第五，在美欧关系重构的构架下协调
对华政策。竞选期间拜登撰文称，“应对中国挑战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美国盟友和
伙伴的统一战线。”②在多重作用下，美欧对华政策协调已然开始。

2． 美欧关系重构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美国战略调整引发结构性困境。美国要集中力量与中国竞争，就需在其

他地区进行战略收缩，特别是把中东和欧洲的战略资源转向印太地区，这与欧洲的
战略意图明显相悖。其次，美国希望降低其所承担的全球责任，由此势必引发国际
公共产品的进一步缺失，这与欧洲的战略理念和战略利益相冲突。第三，美国国内
政治的民粹化，使欧洲不得不警惕和预防特朗普主义( 甚至特朗普本人) 的卷土重
来。默克尔向拜登致以“最热烈祝贺”的同时亦警告: “不要以为从明天起德美关
系一切都会顺利。……德国与拜登并非将在所有问题上都保持一致。”③拜登政府
的许多政策明显有特朗普痕迹。如拜登政府对新冠疫苗的囤积和不公平分配显示
“美国优先”仍是白宫的政策。④ 第四，美式单边主义与欧式多边主义的冲突。拜
登政府上台后虽然表示要回归多边主义，但是欧洲认为拜登的一些政策实质为“美
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是“美国优先”2． 0 版。⑤ “潜艇事件”爆发后，欧洲再次认识
到，“单边主义不再像乔治·W·布什或特朗普时代被认为的那样是共和党人的专属
领域，它已经成为美国今天行动的关键之一”。⑥ 第五，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存在着明显的认知差异。如在对华贸易上，欧洲主要从经济角度思考且尽可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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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安全问题，美国却将之视为地缘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欧洲认为应改革世贸组
织以限制中国，拜登政府则可能通过关税以及扭曲世贸组织的体制以抵消中国的
经济优势。① 第六，对于经济利益重要性的看法存在差异。美国为与中国进行竞
争，不惜出台对自身经济利益损害甚大的政策，而欧洲则与之存在温差。“德国的
外交政策侧重与盟友和竞争对手建立良好关系，以保护其经济所依赖的出口。”②

欧洲在与美国协调对华政策的同时，也希望与中国保持合作，特别是在经济领域。
( 三)变量三:中国对外部环境的反向塑造
一方面，中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具备对外部环境的反向塑造能力。从历史来

看，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大国对外部环境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反向塑造作用。中国
的崛起，更是积极地推动着国际体系由单极向多极发展。与此同时，无论是中美关
系还是中欧关系，都已经不再被美国和欧洲单方面定义和决定。如著名学者时殷
弘所言，“中美关系趋势颇大程度上可以由中国影响或者塑造”。③ 随着中国国力
的增强，“中国在中美关系中的主动塑造能力越来越强”。④ 袁鹏总结认为: “中国
推进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让自身发展与人类前途命运融通，这本身就是
在塑造中美关系;在全球重大问题上，中国保持定力不搞本国优先，让各国看到中
国是世界稳定和平的力量，这也是在塑造中美关系。此外，中国所拥有的必要的反
制能力，也是对中美关系的一种塑造。”⑤从过去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来看，“面对美
方发难，中方坚决捍卫国家利益，防止中美关系‘脱钩’，同时把握斗争节奏，争取
中美关系转圜发展的空间。……中国将有能力主动塑造未来的中美关系。”⑥中美
关系是如此，中欧关系亦然。冯仲平认为，“当前是中欧关系一个重要的塑造
期”。⑦ 鉴于中国对于外部环境已经形成了相当程度的反向塑造能力，中国对包括
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在内的外部环境反向塑造能力的强弱以及塑造的方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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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对中美博弈的重要变量。
另一方面，中国在四个方面进行反向塑造。首先，是利益塑造。中国作为世界

上的第二大经济体，市场潜力巨大，已经能够利用自身的实力和优势塑造中国与他
国之间密切的利益关系，特别是商业联系。在 2020 年，面对美国所推动的对华“脱
钩”，中国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特别是扩大金融开放，吸引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量
国际投资。这说明，中国可以利用自身的实力和优势，反向塑造中国与包括美欧在
内的外部环境之间的利益关系。其次，是议题塑造。中国所推动的“一带一路”倡
议，反向塑造出了七国集团的“重建更美好世界”(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计划、欧
盟的“全球门户”基础设施计划。中国积极地向第三世界提供新冠疫苗援助和出
口，反向促使美欧在新冠疫苗问题上更加积极地向第三世界给予更大的帮助、更大
规模的出口。中国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向使美欧等国暂时隐藏或压
制“本国优先”理念。这都反映出，中国能够通过议题塑造，反向影响外部环境。
第三，是规则塑造。长期以来，美国在规则制订方面几乎拥有垄断性的优势，但最
近几年美国在此方面已经越来越焦虑。奥巴马在任时就已声称，不能让中国制定
贸易规则。拜登上台之后声称制订新的贸易准则不能允许中国参加，美国商务部
长吉娜·雷蒙多( Gina Ｒaimondo) 称“AI规则不能由中国制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称美国必须领导所谓“自由网络”，新兴科技领域必须由美国制定标准和规范。这
反过来证明，中国至少在部分领域已具备影响规则的制订乃至塑造规则的能力。
第四，是观念塑造。长期以来，美欧在国际话语权方面几乎占据垄断性优势，定义
了所谓民主的标准和经济模式。但是，中国的崛起在观念层面反过来影响和塑造
了外部世界的认知。例如，欧洲普遍不认可中国的经济模式，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崛
起，此观念正发生改变。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表示，“中国经济的份额在从 1990 年至
2020 年的 30 年内从 1． 7% 上升到 16． 3%。2007 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
……我必须承认，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①越来越多的欧洲政治家认识到中
国经济模式有可取之处，因此能够看到，近年美欧的国家经济干预主义强势崛起。

结 语

2021 年 1 月 29 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罕见地表示，他希望美中
关系能够“重启”。② 可见，稳定的中美关系不止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整
个世界。对于中国而言，需要认识到中美关系已不可逆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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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中国乃至其他国家，都不得不为此做好长期的物质和精神准备。中国在应对
中美博弈时，除需做好自己的事情外，也需对美国的内外政策走向进行深入研究，
还需研究和分析以欧洲为代表的第三方对中美博弈的政策。拜登政府上台后美欧
对华政策的联动，站在中国角度看，大有黑云压城之势。但站在全球以及更长的时
间维度看，大可淡然处之。如吴心伯所言: “对于拜登政府积极动员盟友来建立对
华统一战线，我们要重视，但也不必大惊小怪。”①对于未来的全球秩序，如英国华
威大学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肖恩·布雷斯林( Shaun Breslin) 所言，“全球秩序
不可能是由中美两个固定的集团联盟组成的两极体系”，未来的世界是“分化”而
非“极化”。② 未来的全球秩序和中欧关系，依然给中国孕育着大量的发展机遇。
如果纵观全局以及长远趋势，就能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透过短期事件的迷雾看清
前进的方向。因此，随着中美关系的逆转以及博弈的长期化，我们探讨以欧洲为代
表的第三方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政策，不仅需关注短期变量，更需看长远趋势。我们
要以十足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力，把握中国前进的航向。

责任编辑:郑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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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ktiert das neueste Denken der EU über wirtschaftliche Abhngigkeit， Multilateralismus und
strategische Partnerschaften．

Eine Untersuchung zur Wissenschaftsdiplomatie der Europischen Union: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Politik gegenüber China

Zheng Hua /Zhang Chengxin
Die sich abzeichnende wissenschaftlich-technologische Ｒevolution erhht die Bedeutung der
Wissenschaftsdiplomatie， die in den Fokus aller Lnder gerückt ist． Die Wissenschaftsdiploma-
tie verbindet die beiden Bereiche der Wissenschaft und Diplomatie， frdert die Entwicklung
von Wissenschaft und Technologie und dient der Verwirklichung auenpolitischer Ziele． Die
EU ist eine globale Wissenschafts- und Technologiemacht． Der Beitrag untersucht den Ent-
wicklungsprozess der EU-Wissenschaftsdiplomatie seit dem Zweiten Weltkrieg， analysiert die
strategischen Ziele und Mittel der EU und errtert ihre praktischen Merkmale． Die Untersu-
chung zeigt， dass die EU ihre Strategie der Wissenschaftsdiplomatie entwickelt und eine
Vielzahl von Instrumenten geschaffen hat． China ist das Hauptziel der EU-Wissenschaftsdiplo-
matie． Die wissenschaftlich-technologische Zusammenarbeit dient den Interessen beider Seiten．
Angesichts der zunehmenden technologischen Ｒivalitt zwischen den USA und China und der
Komplexitt der China-Politik der EU werden die bilateralen Beziehungen zwischen China und
der EU im Bereich der Wissenschaft und Technologie verstrkt von Zusammenarbeit einerseits
und Konkurrenz andererseits gekennzeichnet．

Europas Ｒolle， Achse und Variable im Spiel zwischen China
und den USA in der Zeit der Biden-Administration

Gu Qiang /He Liqiang
Nachdem die Trump-Administration eine Ｒeihe von chinafeindlichen Manahmen ergriffen
hatte， sind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China und den USA unumkehrbar in eine neue histo-
rische Phase eingetreten． Auch unter der Biden-Administration wird sich diese Entwicklung
kaum ndern． Für China gilt es， im Spiel mit den USA in der Zeit der Biden-Administration
nicht nur die politische Ｒeaktion der USA im Blick zu behalten， sondern auch die Ｒolle und
die politischen Entscheidungen der dritten Partei ( insbesondere Europas) zu berücksichtigen．
In der Amtszeit der Biden-Administration wird die Bedeutung Europas im Prozess des chine-
sisch-amerikanischen Spiels noch deutlicher werden． Was die gegenwrtige Situation angeht，
kommt auf Europa nicht nur die Ｒolle des? Schachbretts im chinesisch-amerikanischen Sp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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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sondern auch die Ｒolle des? Schachspielers，der eine betrchtliche Initiative hat und sein
eigenes Schicksal so weit wie mglich unter Kontrolle behlt． Die politische Achse Europas an-
gesichts des Spiels lsst sich wie folgt zusammenfassen: Die Aufrechterhaltung der strategischen
Autonomie ist das zentrale politische Ziel，die Aufrechterhaltung der europischen Einheit die
politische Grundlage und der? hybride Ansatz das politische Mittel． Der Amtsantritt der Bi-
den-Administration wird für eine gewisse Zeit dazu führen，dass Europa sich auf chinesische
wie amerikanische Politik auswirkt und somit zur kurz-und mittelfristigen Variable wird． Dies
spiegelt sich in drei Aspekten wider: Europas Fhigkeit，die strategische Autonomie aufrecht-
zuerhalten und umzusetzen; Bidens Fhigkeit，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n USA und Europa
zu koordinieren und schlielich Chinas Fhigkeit und Methoden，das uere Umfeld umgekehrt
zu gestalten．

Praktiken und Herausforderungen der nachhaltigen Entwicklung in der
Europischen Union: Eine Analyse aus der Perspektive der Klimaneutralitt

Yang Chengyu
Als Ｒeaktion auf den globalen Klimawandel hat die EU schon früh klimaneutrale Ziele formuli-
ert und die nachhaltige Wirtschaft im Einklang mit der Politikgestaltung， dem technologischen
Fortschritt， dem industriellen Strukturwandel， der gesellschaftlichen Transformation sowie der
ideologischen Narrativbildung systematisch entwickelt， um Wettbewerbsvorteile zu er-zielen．
Die Analyse der nachhaltigen Entwicklung in der EU zeigt， dass die EU seit Jahren die rechtli-
chen und politischen Schutzmanahmen verstrkt， die Ziele nachhaltiger Entwicklung setzt，
Marktregeln festlegt， das Verhalten von Unternehmen reguliert， eine Ｒeihe von bergangszielen
und Entwicklungsplnen vorlegt und eine Vorreiterrolle in der internationalen Klimapolitik
spielt． Auerdem hat die EU sich auf die Unterstützung nachhaltiger technologischer Innova-
tionen konzentriert， indem sie ein breites Spektrum von Forschungs-und Ent-wicklungsmecha-
nismen etabliert und erhebliche ffentliche Mittel zur Erneuerung nachhaltiger Technologien in-
vestiert hat． Die EU hat auch eine selbstversorgende nachhaltige Wertschpfungskette ge-
schafft， innerhalb der jede einzelne Aktivitt in den Prozessen miteinander verbindet， um
schrittweise ein nachhaltiges kosystem für die Zukunft zu bilden． Darüber hinaus hat sie
groe Synergien zwischen den Finanzen und Soft Power erzielt， um eine nachhaltige Nachfrage
nach der Entwicklung der nachhaltigen Wirtschaft in der gesamten Gesellschaft zu schaffen．
Trotz zahlreicher Widerstnde profitiert die EU davon， dass sie sehr früh mit der Entwicklung
der nachhaltigen Wirtschaft begonnen hat， die systematisch strukturiert ist und einen groen
strategischen Spielraum hat． Deswegen kann sie den Schwierig-keiten und Herausforder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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