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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波战略伙伴关系 ： 基础 、 问题及前景

崔法伟

【 内容提要 】 中 国 和波兰 于 年 月 建立 了 战略伙伴关 系
，
彼此在各 自 对

外 关 系 中 的地位提高 ， 中波合作发展进入 了 新阶段 。 中 波战略伙伴 关 系 建立 在共 同

利 益和务 实合作的基础上 但也存在诸如 经济相互依存度低及 因价值观 差异所 引 起

的政治摩擦等不利 于双方 关 系稳定发展的 问 题 。 未来 中波关 系 的发展需要巩 固和充

实 战略伙伴关 系 的基础 ， 即深化双边经济合作 、 加强 中 国 对波公共 外交 、 促进中 波关

系 与 中 欧关 系 良性互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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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年年底 ，在波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访问

中 国期间 ， 中 国和波兰共同发表 了关于建立战略 —

中波战略伙伴关 系的基础
伙伴关系 的联合声明 。 战略伙伴定位既是中 波

两国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各 自 内部的发展需要 中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务实合

而不断相互调适的结果 更是双方对相互关系 进 作的基础上 。 中 国和波兰顺应全球化和国际体系
一

步发展的期待
， 即深化平等互信的政治关系 和 演化大势 ，

理性面对原先社会主义 国家友好关系

扩大互利共赢的 经贸合作
，
同 时也是为 了促进整 基础 的变化 ， 重新确立发展双边关系 的原则 ，加强

体中欧战略伙伴关系 的稳步发展 。 中波关系成为 平等对话与互利合作 。

中欧战略伙伴关系 的组成部分 ， 良好的 中波关系
（

一

） 面对冷战后 国 际环境和 双方政治关系

有利于中欧关系 的全面均衡发展 。 波兰是欧盟最 基础的变化 ， 中 国和波兰重新确定了发展双边关

大的新成员 国 ， 在欧盟内 的政治 经济影响力处于 系 的原则 。 年波兰举行议会大选
，
团绾工会

上升期 。 波兰 自 年起已 经连续 年成为 中 获胜 ， 并在波兰组建了东欧第一个非共产党领导

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而中东欧 已 的政府 ， 政治上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 ， 波兰内外政
。

祖弦易辙 。 由 于中波关系共同 的意识形态和制
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为推进 中波关系发展提供 政

度基础发生了变化 ，
波兰有意在政治上拉开与 中

治上的和机制上 的支持 。 然而
， 中波地缘政治经

国 的距离 ， 对华政策突出政治制度差异 ， 中国在波
济关系相对疏离 ，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差异时常干 兰对外关罕 中 的地位下 降 年 月 波乂

扰双边政治关系的发展 。 中波战略伙伴关系 的基 ： ：
° ， 一

仍需力口 以巩固 ’
挖掘双方合作 的潜力 ， 进一步

①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共和 国关于建立 战略合作伙伴

大共同利益 的汇合面 。 关系的联合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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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亚历 山大 克瓦希涅夫斯基对中 国进行国事 系 ， 中国与世界市场及欧洲市场 的联 系越来越密

访问期间
，
中 国 与波兰发表了 《 中 华人民共和 国 切 。 中波双方都采取了 务实主义立场 ， 高度重视

和波兰共和国联合公报》 ， 公报指 出
“

双方将在相 经贸关系 ， 扩大和提升双边贸易规模和水平
一

直

互尊重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 平等互利和互不干 是双方关系 的首要 目标 。 在双边高层频繁互访的

涉内政及其他公认的 国 际法准则的基础上发展长 推动下 年 以后 中 波双边贸易额不断扩大 。

期 、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 。

” ①波兰继续坚持
一

个 年 ， 中波双边贸易额历史性地突破 了 亿

中 国政策 ’ 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 国 ， 中华人民共 美元 年达 亿美元 ， 相 比 年

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 国人民 的唯
一

合法政府 。 中 亿美元的 贸易 额 ， 中波经贸 关系 获得 了 巨大发

国表示充分理解并尊重波兰谋求同 欧洲大西洋机 展 。 到 年 波兰巳经连续 年成为 中国在

制和欧洲
一体化所作的努力 。 中东欧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 ， 中 国成为继德 国 、俄

随着 中国 年加人 波兰 年正 罗斯之后波兰 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进 口来

式成为欧盟成员 国 ， 双方加强 对话合作的 意愿进 源地 。

一

步增
巧

。 年 月
， 国 国家主席胡锦涛对 波兰成为 中 国 企业实施

“

走 出 去
”

战略的 目

波兰进行国事访问 ， 两 国元首共同 签署 了 《 中 华 的地 。 波兰的投资环境较好 宏观经济比较稳定 ，

人民共和国和波兰共和 国联合声 明 》 将中波关 对中 国直接投资持开放立场
，
且鼓励 中 国企业进

系提升为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 双方重 申尊重对方 人波兰私有化进程和波兰 的金融市场 。 年

根据本国 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奉行的 内 外政
后中 国对波兰投资稳步增长

一

些大型企业如华
策

，
尊重并支持对方为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作 浦技 、 中 技 、 中国五 中 工集团 、清华

的努力 。 同时 ， 中波第 次将两 国在政治 、 经济 、

同方等先后进人波兰 。 目 前中 国在波兰的投资涉
社会、 念和人权施的 差异提了出来 ’

及电子 、汽车 、 工业机械 、 家用 电器 、 高速公路 、

并且表示愿就这些差异冋题进行建设性对话与交
技术 、财金等许多领域 。 年 月 广西柳工集

流 。 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的情况下 ’

团正式收购波兰 公司 的工程机械事业部 ，

定增
这是中 国资本第 次参与波兰 国有企业 私有化 。

金融危机导細瞬麵新变化 ， ￥
絲 年 柳工还将纖喊公聰资共约

日 中波战略伙伴关系声明提 出 ，
以战略眼光把 ：由 ；

抿四 士 苯 玄 卷 百 酋靑
亿美兀 。 上海电力集 团计划投资 亿美兀在

握双边关系 大局 ’ 本着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的原
波 建立新型煤炭发 电厂 年 月 日

则 ， 超越社会制度 、 意识形态的差异 重 申 尊重和

支持彼此根据本国 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内外政
’

策以及对方为维护 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作努

力 ，
照顾彼此核心利益 ，

确保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 ？

展 。 中波建立 了 副 外长级 战略对话机制
， 并于

年 月 日 在波兰举行了首次对话 就双
（ 二 ） 国际金融危机后 中 波顧在 国 际和地

边关系 、 中欧关系及共同关秘重大醜和舰
巾 力 ’ 双 ■ ■ 。

问题深人交换看法 、臓立场 。

， 入

二 ） 中 国赚兰 都积极主动地参与经济全

球化纖 ，
经贸互利合作不断加深 。 冷战后波兰 对外关系范畴 ，

也增加 了 中 国 与欧盟关系 的新渠

由计划经济朝着 以私有制 为基础 的市 场经济转

变 ， 对外政策首要 目标是加入欧盟、 融入欧洲统一

二
国

：
波兰共和 国联合公报 》 ’

大市场 ，并因此实施 自 由 开放的经济政策 。 波兰 ②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 兰共和 国联合声 明 》

加入欧盟进程促使其对华政策 向欧盟立场靠拢 ， 转引

°

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波兰大使馆经济参赞处资料 。

积极发展与 中 国的经济贸易关系 。 同样 ， 中 国
一

义
④

直坚持实施改革开放政策 ，
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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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作为最大的新成员 国 ， 波兰不仅提 出要强化 球事务有影响力 的非正式组织 波兰的这两项 目

其在欧盟 内 中东欧 国家代表性地位和领导角 色 ， 标都希望得到中 国 的支持 。 而
“

国际政治 、 经济 、

而且其欧洲大 国战略 目 标也越来越明晰 。 波兰在 安全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 中 国高度重视

年 月 日 公布的 年对外政策 波兰 的发展潜力和在欧洲 以及国 际事务中的重要

优先 目标中 ， 提出 了
“

强大的政治联盟 中强 大的 影响 。

” ④

波兰
”

的 目 标 自 年起波兰政府开始调整

对外政策 ， 旨在增强其在欧盟中 的地位和影响力 ’
二 中波战略伙伴关 系发展

因而积极推动欧洲政治经济一

体化 支持建立一

中 在的 题
个更加紧密的

“

联邦欧洲
”

。

最近几年 ，
波兰 在欧盟 政策领域 的参与 、 提 尽管冷战后 中国与波兰在经历了短暂不确定

议 、结盟能力有所增强 。 波兰处于欧洲地缘政治 关系后重新开始友好合作并建立 了 战略伙伴关

经济结构的关键位置
， 对乌克兰和立陶宛等东欧 系 ，但仍存在着一

些不利 于双方关系稳定发展的

和波罗 的 海国 家有较大影 响 。 年波兰联合 问题 。 中波地缘经济政治关系相对松疏 意识形

瑞典提议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并被欧盟采纳 。 波兰 态和价值观差异经常左右波对华关系 ， 尽管波兰

积极参与推动 欧洲共同 防务建设 。 年 月 认识到中 国 国际影 响力 的增长 ， 但其对华政策过

波兰 、 德国 、法国
“

魏玛三角
”

外长发表联合声明 ，
浓的实用 主义色彩妨碍双方战略关系 的实质性

支持欧盟常设军事安全总部并于 年共同组 发展 。

建一支应对危机和 冲突 的快速反应部 队 。

—

）
经济相互依存度低。 从地区分布看 ， 波

年 月
“

魏玛三角
”

再次会晤 ，讨论欧洲安全与 防 兰的主要贸易伙伴多为欧盟成员 国 ， 波兰绝大部

务以及协调三 国在东欧 、俄罗斯问题上的战略和 分的 出 口 商品销往欧盟 内其他成员 国 ， 从该地区

政策立场 。 此外
， 波兰在欧委会 、欧盟对外行动署 进 口 金额则 占波进口总额的六成 。 波前十大出 口

及欧洲议会中获得 了重要职位 。 年下半年 市场 中有九个是欧盟成员 国 前十大进 口 来源地

波兰任欧盟轮值主席 国期 间也显示了其在欧洲层 中有六个欧盟成员 国 。 俄罗斯与波兰有重要的经

面的协调能力 ， 被认为是
“

困 难时期一个成熟的 济联系 在波兰对外经济关系 中 占有不可或缺的

轮值主席 国
”

吒 地位 。 据波兰 经济部 年统计数据
，

年

波兰的欧洲大国 目标促使波兰从战略角度看 波兰从中国进 口 只有波兰总进 口 的 ，
波兰

待与中国 的关系 ， 而波兰的全球视角也提出 了对 出 口 中 国只 占波兰总出 口 的 ⑤
。 波兰信息

华战略需求 。 国 际金融危机后 ， 波兰希望通过加 与外 国投资局统计表明 ， 截止到 年年底 ， 波

强与中国等有 国 际影响力大 国 的联系 实现对外 兰累计吸 弓 丨 外 国直接投资达 亿美元 其中 ，

政经关系 多元化 。 波兰 国 内不少学者和官员提 来 自 中 国的实际直接投资额仅为 亿欧元 （ 协

出 ， 中 国 巳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国际政治经 议投资超过 亿欧元 ） ， 仅 占 波兰 吸 引 外资 的

济重要性不断增长 ， 在全球事务中影响力增大 ； 波
⑥

。 尽管存在客观的地缘因 素
，
但中波相互

兰必须有足够的智慧认识当今中 国 、反思其对华

政策 抛弃对 中国过多的情绪化和陈规偏见 ， 中 国 ① 波兰 对外政策优先目 标 。

⋯士 、士 祉 私 方 山 —

应在波二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 中应得 以反映 ，
不

， ， ，

可继续与这个崛起的大国失之交臂 ， 强调波兰对
⋯

②
，

：

中 国更加 开放的重要性 ， 主 张对华务实合作 。

波兰在欧债減讓维持了鶴且连续的经济增 二 。

长率 ， 成为欧洲经济的一个亮点 ， 提高 了波兰的地 ④ 温家宝在波兰发表电视讲话 。

’

； 八
区影响力和国冢形象 ， 进而也提升了 波二■全球视 ⑤ 转 引 自

角 的信心 。 波兰提出争取 年成为联合国安
■

理会非常任理事 国 ， 并且期待进入 这个对全 ⑥ 波兰信息与外 国 投资局统计中文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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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的贸易投资合作与两 国的经济规模 、在世界经
“

普遍伦理
”

价值观原则 ， 注重 讨论少数民族 自

济中 的地位不相称 。 由 、人权等 问题 ， 在对华关系方面强调
“

人权高 于

经济相互依存度低 的同 时 双方贸易不平衡 主权
”

。 波兰右翼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在西 藏问题

问题较突 出 。 年 以 后 中波两国 贸易快速增 上活跃 ，将西藏问题与所谓 的反对共产主义体制

长的 同时不平衡状况快速显现 ， 波兰对华贸 易出 挂钩 。 对波兰政府积极发展与 中 国的 经贸政策 ，

现较大逆差 ， 从而加剧 了 波兰在市场准入和技术 波兰议会甚至批评政府利用贸易支持
“

中 国的 共

标准方面的 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 这种状况也使波 产主义
”

。 此外 ， 波兰对华政策带有较大 的历 史

兰在欧盟对华政策上 ， 被描述为有主张 的工业主 遗留和意识形态歧视 。 波兰学者也承认 波对华

义者 ， 也就是说 ， 当波兰认为欧盟政策向 中 国方向 政策经常
“

由 情绪和陈规偏见
”

所塑造 认为冷战

倾斜时就会毫不犹豫地采取保护行动 ， 同时也只 后波兰之所以没有将中 国看做是重要伙伴
， 原 因

会对中 国开放有需求的部分 并且在认为有正 当 之一

是因为中 国的政治体制 。

理由 的时候会支持采取反倾销行动或其他贸易措 相互认知不足和认识偏差加深了原本就存在

施 。 中波贸易确 实存在不平衡问题 ， 这种 状态 的价值观分歧 。 尽管中 国和波兰早在 年

除了两国经济规模不对称的原因外 ，
还存在着统 月 就已建交并且开始友好合作 但中 波之间 的相

计差异的问 题 ， 波方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远高于 互了解和相互认识并不深人 双方的 交流合作遭

中 国统计数字 。 比如 根据波兰经济部统计 ， 遇多次中 断 。 世纪 年代末 ， 中波友好合作

年波兰对华出 口 亿欧元
， 从中 国进 口 关系 随着中苏关系逆转而 日 渐疏远 髙层往来逐

亿欧元②
， 而根据中方统计 年 中 国对波兰出 步 中断 。 世纪 年代初 ， 中波关系走 向正常

口 额为 亿美元
， 从波兰的进 口 额是 亿 化 ，

两国都表现出 改善彼此关系 的 良好愿望和行

美元 波方逆差 亿美元 。 造成统计数字 动 。 年中波两国副总理进行互访 双方在经

巨大差距的主要原因 是
， 波兰海关根据原产地原 济 、科技 、 贸易 、文教等领域的合作也显著恢复和

则统计来 自 中 国的进 口
， 将原产于中 国 的商品通 发展。 年秋波兰统一工人党 中央第一书记 、

过欧盟其他国家转 口 进人波兰的也统计在内 。 波 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对中 国进行工作访

兰对外政策行动具有现实主义估算的特点 。 波兰 问 。 年中共中央代总书记 、 国务院总理赵紫

基本上是一个出 口 驱动型经济
， 出 口对波兰 阳对波兰进行了正式的友好访问 。 此后 中波友好

增长贡献率为 以上 。 中波经济依存度低且 合作和交流因 年波兰国 内政治剧变而受阻 。

波兰对华贸易又存在逆差 ， 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 波兰专家认为冷战结束后的 年 波兰精英对 中

有效解决 ， 势必阻碍中 波战略关系 的发展 。 国 了解太少 ， 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过长 ， 且对中 国

二
） 价值观和政治制 度差异干扰双方政治 的认识有太多的情绪和 陈规偏见 ， 因而错失 了这

关系 的顺利 发展 。 冷战后 ， 出 于 国家安全利益的 个超级大 国的崛起 。

需要 波兰对外政策行动往往宣示其与欧美一致
（ 三 ） 中波双边关 系 发展受第三方 因 素的 影

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立场 。

“

在实现共同 自 由 和 响 。 冷战后波兰一直将美 国视为最重要的战略伙

民主理念时 波兰将永远与美 国站在
一

起 。

”

波 伴 将美国领导的北约作为维护国家安全 的保护

兰在涉藏问题上的立场阻挠 中波双方政治关系的

发展 。 年 月 ， 波兰前总统卡钦斯基敦促 中 ①

国政府与少数西藏人对话 并以此抵制北京奥运

会 。 年 月 ， 卡飲斯基不顾中 方反对接见 ②

了持西藏分裂主张的达赖喇嘛
，
触及中 国 国家核

七、利益 。
③ 中波双边 贸易统计报告 （ 。

、

士 仏从 方 布 廿口！ 山外仏 、 斗也
④ 波兰 叫 奶 对外政策优先 目 标规划

波二对华政治关系受其国 内政治生态及选举 ⑤ ：

政治 的影响 。 年波兰建立 了多党 制的 政治

体制 ， 不 问 党派对华 场存在差异 ， 有 些党派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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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 因此波兰往往从美国视角看安全问题 ， 接受美 已经逐步形成 了稳定消费 的 中产阶级 ， 保持着较

国对中 国的认知 和判断 。 比如 ， 波兰反对欧盟解 高的国 内需求 。 波兰加人欧盟后 获得 了大量的

除对华武器禁售令主要有两大原因 ， 即 维持跨大 欧盟基金援助 ， 欧盟基金促进了其经济结构转型

西洋同盟和人权问题 但 主要是基于波兰与美国 和基础 设施改造 。 波兰 市场具有投资 吸 引 力 。

的战略伙伴关系 。 年 月 欧盟首脑会议期 年年底彭博新闻社根据商业成本 、 原材料和

间 ， 波兰不支持欧盟解除对华军售令 。 年 劳动力成本 、 运输费以及全球经济
一

体化程度 、 消

月 欧盟内部讨论对华武器禁运 问题时 波兰仍持 费力 、通胀和会计标准等评价项 目
， 发表世界最具

反对立场 。 尽管波兰在中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 商业吸引力 国家排名 ， 波兰在 个国 家中 列居

明中表示 ， 将为欧盟在解除对华军售禁令问 题上 第 位 。 波兰在 国土 、人 口 、 经济总量及竞争

达成共识而努力 但未来存在不确定性 因为美 国 力等方面位于 中东欧地区之首 。 除了俄罗斯外 ，

因素在取消欧盟对华武器禁令 问题上或多或少仍 在 年 中东欧和东欧排位前 家公司 中
，
波

将会影响波兰的立场取向 。 兰就占 了 家 。

俄罗斯是中波战略伙伴关系 发展 中的另
一

个 中 国政府一直积极推进对波兰经济合作 。

潜在 的第三方 因素 。 尽管波兰对俄政策 目 标是继 年 月 温家宝总理访波期 间 确定建立 中波

续与俄罗斯实现
“

和解
”

， 密切 双边经济合作 ， 但 总理定期会晤机制 成立两 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 ，

对俄罗斯持战略怀疑立场并未改变 ， 这种疑虑在 统筹协调各领域合作 。 双方决定制定经贸合作 中

普京 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加重 波兰已经公开批评 长期规划 ， 确定合作的重点领域和重大项 目
， 并为

俄罗斯大幅增加 国防开支 而波兰对乌克兰 、 东欧 此成立产业合作指导委员会
，

建立和完善两 国企

及南高加索 国家 的 民 主推动政策和能 源安全政 业交流平台 加强双方在财金 、基础设施 、 新能源 、

策 则与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相抵触 ， 波兰与俄罗斯 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 采取措施促进中波双边贸易

的未来关系仍将是争执不断的 。 波兰对中 国发展 平衡增长 争取 年内实现贸易额翻一番 。 此外 ，

与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有戒心
， 鉴于此 波兰与 中 国政府还决定针对包括波兰在 内 的 中 东欧 国

中 国 的 战略 关系 不 可避免地受到 波俄关系 的 家 ，设立 亿美元专项信贷额度和 亿美元投

影响 。 资合作基金 ， 重点用于支持基础设施 、高新技术 、

绿色经济等领域的合作项 目③
。 中 国对波兰积极

三 中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前景 的经济合作政策举措无疑将深化双边关系 ， 增加

对波兰 投资也将有效改善波兰 对华 贸易 逆差

中波关系未来发展仍将经受价值观差异 的考 状况 。

验 ， 但与之前不同的是 ， 中波互动的 国际环境发生 （
二

） 加 强 中 国 对波兰 多 层 面的公共外 交 。

了深刻变化 战略合作伙伴框架为双方关系 的发 中 国公共外交的指导方针是阐释中 国和平发展的

展提供了政治上 的和机制上的支持 。 未来中波关 主张 ， 寻求人类共 同利益和共同 价值的新内 涵 。

系需要在深化经济合作 、加强 中国对波公共外交 、 中 国对波公共外交在于展现中 国走和平发展道路

与中欧战略伙伴关系互动等三个方面展开 以此 的 国家形象 ， 向 波兰公众解 释并共享
“

和而不

扩大双方共同利益汇合点 进一步巩固 战略伙伴 同
”

、

“

合作共赢
”

、

“

可持续发展
”

、

“

公平正义
”

等

关系 的基础 。 进步的 、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 ，从而在相互了

一 深化经济合 作 ， 拓展双边关 系的 经济利 解的基础上达成相互谅解 、求同存异 减少波兰民

益基础 。 经济关系在 中 波关系 中 占 中心地位 ， 是 众对中 国的偏见和误解 ， 促进双边政治关系 的 良

中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基石和得以推进的基础

保证 。 中波 目 前经贸合作程度较低 ， 鉴于双方的 ① 参见 中国 商务部 网站 。

、
— 、 ， ， ， 、丄 、 ， 、

市场规模和开放的政策取向 ， 中 国与波二之间 的 ②
“

。
，

经济合作潜力巨 大 。 波兰是 个中 等发达国家 ’

、

哪

拥有 万人 口 ， 人均 为 美兀 ，
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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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发展 。 人文交流一直是 中 国对波公共外交的重 年 月 的第 次 中欧峰会达成有关尽早召

要层面 。 社会主义时期 中波双方 已 经建立起 了文 开中欧高技术贸易工作组首次会议
，
以促进双边

化教育与科技合作 的基础 ， 冷战后这
一基础并未 高技术贸易 的决定 但仍面临各成员 国 的政策考

削弱 但未来仍需通过加强人文交流得 以巩 固和 验 。 中波之间不存在知识产权纠 纷 问题 ， 波兰支

发展 。 年 月 温家宝总理访波期 间 ， 宣布设 持欧盟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 出 口 限制 。

立
“

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 研究基金
”

， 中方每年 中德关系将是 中波关系与中欧关系 良性互动

提供 万元人民 币 的研究经费 ， 增加双方社会 的
一

个重要环节 。 德国在欧债危机 中发挥着中流

层面上的交流活动 ， 增进相互认知和对共同价值 砥柱的作用 。 德 国是波兰最大的 贸易伙伴和直接

理念的理解 。 投资来源国 波兰将德 国作为其在欧洲最重要 的

除了政府推介和人文交流等形式外 ， 中 国企 伙伴 。 欧洲债务危机促使欧元区强化经济金融合

业活动也可被视为 中 国对波公共外交 的 一种形 作 欧元区集团 的 影响 力上升 。 为 了防止在欧盟

式 。 中 国企业在波兰的经济活动将是 中 国形象的 中影响力受到限制及被欧 区边缘化 ， 波兰把加

代表 。 随着 中 国对波兰投资增加 ， 中 国企业需强 强与德 国关系作为其对外关系 的 首要 目 标 ， 积极

化市场化运营 遵守波兰商业规范和当地法律 ， 以 支持德 国有关解决欧债危机方案和德国在欧盟的

及欧盟法律对生产和产 品在环境 、 安全等方面的 领导 地位 ， 期 望 通 过 建立
“

波一德 双轮协 作
”

规范 。 由于波兰实行高福利体制 ， 社会监督力量 （ 机制 ， 防止欧元 区 与

较强
，
工会力量强大 中 国企业在波兰的投资和并 非欧元区 国家联系松弛 。 中德战略伙伴关系 已 经

购中 ， 应特别重视劳工和劳动就业 问题 。 进人了全面推进的新发展阶段 ， 中德关系 与中 波

中国对波公共外交还在于更全面深人地 了解 关系在
一

定程度上也将形成新 的互动关系 。

波兰 。 尽管 中 国对波兰政策较积极 ，
但对波兰政 （ 责任编辑 陆 齐华 ）

治和社会转型也缺乏相应 的了解和认知 。 波兰已

经确立了认识世界的 西方化视角 ， 这一 点由 其不

可逆转的 欧洲化进程所决定 。 波兰社会越来越
“

热心欧洲
”

，
这不仅体现在制度和政策上也反映

在大众文化 、青年人的价值取向等方面 。

三
）
促进 中波关 系 与 中 欧关 系的 良 性互动 。

中波关系是 中 欧战略伙伴关系 的组成和促进部

分 。 欧洲债务危机后 ， 波兰在欧盟内 的影响上升 。 少

中 国可以争取波兰在 中 国关键的 战略利益领域对

欧盟政策的 正面影响 。 波兰已经明确表示支持欧

盟尽快承认中 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 在 中 国投资

欧洲方面 ， 波兰的 态度与一些既要合作又有防备

心态的 国家不 同 波兰持积极 的 支持立场 。 欧盟

著名 智库欧洲外交理事会 年 月 出 版的报

告认为 ， 金融危机前波兰对欧盟 中 国政策 的取 向

总体上倾向于支持市场保护 ，
而国际金融危机后 ，

波兰支持欧盟对华经济关系 的优先议题则从反倾

销 、 贸易逆差等转 向重点关注中 国在欧投资 、 购买

政府债券 、 进入 中 国 市场等方面 。 在欧盟对华 ①

高技术贸易限制方面
， 欧盟 以知识产权保护为 由 ’

搁置 了原本应于 年第 次 中欧峰会出 台的 ② 。 。
，

“

“

，
，

《 中欧高 科技 贸 易工 作组谅解 备忘录 》 。 尽管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