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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的 “１６ ＋１” 领导人华沙会晤既标志着中国与中东欧

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ꎬ 也开启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首脑外交的新篇章ꎮ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首脑外交取得了长足进展ꎬ 实现了总理层面的 “１６ ＋１”
领导人会晤机制化和成果务实化ꎬ 以及双边首脑外交的形式多样化和运行立体化ꎮ 首

脑外交不仅对 “１６ ＋１” 合作起到了政治引领作用ꎬ 而且促进了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之

间的政治互信ꎬ 增进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人民友谊ꎮ 尽管首脑外交

在发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ꎬ 但也应当看到目前存在的

不足与隐患ꎬ 有必要及时总结经验ꎬ 防范和化解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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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巴斯顿 (Ｒ Ｐ Ｂａｒｓｔｏｎ) 在探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外交行为主体

的变化时ꎬ 开门见山地指出ꎬ “现代外交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国家或政府首脑个人

外交的作用得到强化”①ꎮ 的确ꎬ 从历史上看ꎬ 首脑外交尽管源远流长ꎬ 但直到

２０ 世纪中叶ꎬ 现代意义上的首脑外交形态才真正得以确立ꎬ “并日益成为当代外

交实践中的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外交样式”②ꎮ 最近几十年来ꎬ 科技进步与传

媒业的发达为首脑外交的繁荣进一步创造了有利条件ꎮ 如今ꎬ 首脑外交已成为各

国外交实践的常态与主流ꎬ 并吸引着国内外舆论的目光ꎮ “政治领导人发现ꎬ 首

脑外交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最高级对话的外交舞台ꎬ 也是开展重要的国际和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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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的绝佳机会”①ꎮ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生活日益融入全球化进程ꎬ 国际地位与影响力蒸蒸日上ꎬ

以及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利害关系的增加ꎬ 中国外交也在积极适应首脑外交的发

展趋势②ꎮ 以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例ꎬ 第一个任期至少已经 “完成 ２８ 次

出访ꎬ 飞行里程约 ５７ 万公里ꎬ 累计时长 １９３ 天ꎬ 足迹遍及五大洲、 ５６ 个国家以

及主要国际和区域组织” ③ꎮ 不仅如此ꎬ “这些年ꎬ 习主席成为国际舞台最受欢迎

的领导人之一ꎮ 争相与习主席发展 ‘私人情谊’ 已成为国际外交舞台的新时

尚”④ꎮ 近年来ꎬ 首脑外交对促进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作用日益显现ꎬ 不仅媒体

热衷报道ꎬ 学界也在跟进研究⑤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ꎬ 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访中东欧地区ꎬ 并在波兰华沙出

席了史上首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 (以下简称 “１６ ＋ １” 领导人会晤)ꎬ
标志着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步入了 “开启机制化合作的新时期”⑥ꎮ 六年多来ꎬ
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的合作 (以下简称 “１６ ＋ １” 合作) 成果显著ꎬ 特点鲜明ꎬ
其中就包括定期举行总理层面的 “１６ ＋ １” 领导人会晤、 中国最高领导人积极推

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巩固与提升等⑦ꎮ 不过ꎬ 虽然近年来 “１６ ＋ １” 合作

渐成学术热点ꎬ 但从首脑外交视角出发论述新时期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专文

似不多见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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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首脑与首脑外交

所谓 “首脑外交” (ｓｕｍｍｉ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ꎬ 有时又被译为 “峰会外交”ꎮ 根据

２０１６ 年版 «赛奇外交学手册» 的定义ꎬ 首脑外交指的是 “最高层政治领导人的

会晤”①ꎮ 然而ꎬ 首脑外交的内涵与外延并没有顾名思义的那么简单ꎮ
先看首脑外交的主体ꎮ 美国学者普利施科认为ꎬ “当外交超出部长级而达到

最高一级时ꎬ 就被认为是首脑外交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ｉｔ) 了”ꎬ “就高层级别

而言ꎬ ‘首脑’ (ｓｕｍｍｉｔ)② 这个词一般指行政首长 (ｃｈｉｅ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ꎬ 包括国家

元首 (ｃｈｉｅｆ ｏｆ ｓｔａｔｅ) 与政府首脑 (ｈｅａｄ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可

以包括某些级别高于部长的其他官员”③ꎮ 中国学者鲁毅、 黄金祺等提出ꎬ “首脑

外交是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或国家对外政策最高决策者直接参与的ꎬ 主要是双

边的 (也包括一些多边的) 会商与谈判”④ꎮ 荷兰学者扬梅里森还在首脑行列

中加入了国际组织的领导人ꎬ “从严格意义上讲ꎬ 首脑外交只适用于现任国家元

首、 政府首脑或者政治领导人以及国际组织的最高代表之间的会议”⑤ꎮ
由此可见ꎬ 就主权国家之间的首脑外交而言ꎬ 除了拥有法定职权的国家元首

或政府首脑ꎬ 实际掌握外交大权的政治领导人也是首脑外交的主体ꎮ 对于中国和

剧变前的东欧国家来说ꎬ 执政党的核心领导人即使没有担任国家或政府的最高职

务ꎬ 也是当仁不让的 “首脑”ꎮ 比如ꎬ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以副总理身

份出访美国ꎬ “但美国政府和人民ꎬ 以及国际上都非常清楚ꎬ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

开放的总设计师ꎬ 是中国 ‘拿大主意’ 的人ꎮ 因此美国政府并没有把他当作一

般的副总理ꎬ 而是把他当作中国的最高决策者ꎮ”⑥ 在礼宾上ꎬ 时任美国总统卡

特给予了邓副总理政府首脑的破格待遇⑦ꎮ 中美关系如此ꎬ 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

亦复如是ꎮ 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和 １９８８ 年 ５ 月ꎬ 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执政党的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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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访华ꎬ 标志着中国与这两个国家的党际关系乃至国家间关系完全恢复正常①ꎮ
１９８９ 年东欧剧变后ꎬ 中东欧国家开始在政治上向西式民主制度转轨②ꎮ 如果

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ꎬ 即使是执政党的领导人一般也不再

被视为首脑外交的主体ꎮ 中国顶住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冲击ꎬ 但党和国家的

领导体制和形式在冷战后也发生了变化ꎬ 逐渐形成了执政党总书记、 国家主席和

军委主席的 “三位一体”③ꎮ 这意味着中国国家主席不再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

人ꎬ 而是重新成为名副其实的 “国家元首”④ꎮ 中国学者赵可金认为ꎬ 除了作为

最高外交决策首脑的国家主席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的中国首脑外交的主体还应

当包括国务院总理ꎮ 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外交事务上都服从和服务于两位首

脑ꎬ 发挥辅助性作用”⑤ꎮ 因此ꎬ 本文所称的首脑外交的主体主要是中国与中东

欧国家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ꎬ 特殊情况下也包括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的

代表ꎮ
再看首脑外交的目的、 形式与内容ꎮ 英国学者大卫邓恩将首脑外交

(ｓｕｍｍｉｔｒｙꎬ 此处译为 “峰会” 似更适合) 界定为 “政治领导人出于官方目的举

行的会议”ꎬ 因此不包括领导人纯粹私人性质的活动⑥ꎮ 同样来自英国的杰夫
贝里奇和阿兰詹姆斯对首脑外交的理解是 “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于外交或宣

传目的举行的会议”ꎬ 他们还按照频率将这样的会议划分为特别首脑会议 (ａｄ ｈｏｃ
ｓｕｍｍｉｔｓ) 和系列首脑会议 ( ｓｅｒｉａｌ ｓｕｍｍｉｔｓ)⑦ꎮ 扬梅里森更是主张首脑外交应

该与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其他形式的直接的个人外交ꎬ 如通信、 通电话或者视频对

话等区分开来⑧ꎮ
然而ꎬ 在当代首脑外交的实践中ꎬ 既有行礼如仪的官方活动ꎬ 也有不拘一格

的私人交流ꎬ 既有直击要害的外交谈判ꎬ 也有浓妆艳抹的政治表演ꎬ 到底它们更

多出于官方目的还是半官方意图ꎬ 更多聚焦外交本身还是宣传动机ꎬ 往往虚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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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ｖｉｄ Ｈ Ｄｕｎｎꎬ “Ｗｈａｔ ｉｓ Ｓｕｍｍｉｔｒｙ ”ꎬ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Ｈ Ｄｕｎｎ ｅｄ ꎬ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ｔ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ｍｍｉｔｒｙꎬ Ｈｏｕｎｄｍｉｌｌｓꎬ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ꎬ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１９９６ꎬ ｐ ２０
Ｇ Ｒ Ｂｅｒｒｉｄｇｅ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Ｊａｍｅｓꎬ Ａ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２５５ － ２５６
Ｊａｎ Ｍｅｌｉｓｓｅｎꎬ “Ｓｕｍｍｉ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Ｃｏｍｉｎｇ ｏｆ Ａｇｅ”ꎬ 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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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ꎬ 难解难分ꎮ 此外ꎬ 在一些国内学者看来ꎬ 首脑访问与会晤固然是首脑外交最

主要的渠道ꎬ 但首脑通信与通话、 特使外交、 首脑宣言或声明等也是首脑外交的

重要形式①ꎮ 因此ꎬ 除了纯粹的礼节性寒暄与电函ꎬ 本文论述的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的首脑外交在形式与内容上也不仅仅拘泥于首脑访问与会晤ꎮ

二　 新时期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首脑外交的进展与特点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的 “１６ ＋ １” 领导人华沙会晤不仅标志着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

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ꎬ 也开启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首脑外交的新篇章ꎮ ２０１２ 年

以来ꎬ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建立了 “１６ ＋ １” 年度总理会晤机制ꎬ 同时中国与中东

欧 １６ 国的双边首脑外交也相当活跃ꎮ 总体来看ꎬ 六年多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

首脑外交既推动了 “１６ ＋ １” 合作ꎬ 也促进了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的双边关系ꎬ 可

谓进展显著ꎬ 特点鲜明ꎮ

(一) 总理层面的 “１６ ＋１” 领导人会晤机制化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ꎬ 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于华沙举行的第二届中国—中东

欧国家经贸论坛上致辞时ꎬ 明确提出 “我们要健全合作机制ꎮ 双方有必要继续举

办经贸论坛ꎬ 召开领导人会议”②ꎮ 第二年举行的 “１６ ＋ １” 领导人会晤通过了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纲要»ꎬ 正式决定 “每年举行中国—中东欧

国家领导人会晤ꎬ 梳理合作成果ꎬ 规划合作方向”③ꎮ 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ꎬ 每一次

“１６ ＋ １” 领导人会晤通过的合作纲要ꎬ 都以书面形式确认下一次 “１６ ＋ １” 领导

人会晤的承办方ꎮ ２０１２ 年至今ꎬ 已连续七年在中东欧国家和中国轮流举行

“１６ ＋ １”领导人会晤ꎬ ２０１９ 年的会晤将由克罗地亚承办ꎮ 目前ꎬ 出席 “１６ ＋ １”
领导人会晤的领导人基本上是各国的政府首脑 (总理或部长会议主席)ꎬ 偶尔出

现国家元首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波兰总统杜达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 “１６ ＋ １” 领

导人会晤) 或议长、 副总理、 外交部长等首脑代表ꎮ

２３１

①
②

③

赵可金: «外交学原理»ꎬ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 ２５７ ~ ２６２ 页ꎮ
«温家宝在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上的致辞»ꎬ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

ｃｅｅｃ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ｌｄｒｈｗ / ２０１２ｈｓ / ｈｄｘｗ / ｔ１４０９８６９ ｈｔｍ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纲要»ꎬ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 ｃｅｅｃ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ｌｄｒｈｗ / ２０１３ｂｊｌｓｔ / ｈｄｘｗ / ｔ１４０９８４５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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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１６ ＋１” 领导人会晤成果务实化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政府体制各不相同ꎬ 之所以将 “１６ ＋ １” 领导人会晤定位

于总理层面ꎬ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１６ ＋ １” 合作聚焦经贸等领域的务实合作ꎬ 较

少涉及政治安全领域的议题①ꎮ 这从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比 “１６ ＋ １” 领

导人会晤早一年启动ꎬ 此后两者同期举办这一现象中可见一斑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中国首次承办 “１６ ＋ １” 领导人会晤ꎮ 李克强总理在于苏州同期举办的经贸论坛

上致辞时ꎬ 开门见山地指出ꎬ “会晤前我们共同参加第五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

贸论坛ꎬ 这本身表明 ‘１６ ＋ １’ 领导人会晤高度重视务实合作ꎬ 各国都有强烈的

政治意愿推动经贸合作取得更大发展ꎬ 助力各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②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ꎬ 李克强总理在布达佩斯出席第七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开幕式

并致辞时重申ꎬ “ ‘１６ ＋ １’ 合作的主基调是务实合作在领导人会晤期间坚持

配套举办经贸论坛ꎬ 也是 ‘１６ ＋ １’ 合作务实性的体现”③ꎮ
从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 “１６ ＋ １” 领导人会晤发布合作纲要开始ꎬ 贸易投资、 互联

互通、 金融、 人文、 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占据了文件的主要篇幅ꎮ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在苏州通过的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ꎬ 未来五年内“１６ ＋ １”
合作将覆盖以下九大领域: 经济合作ꎻ 互联互通合作ꎻ 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ꎻ 金

融合作ꎻ 农林与质检合作ꎻ 科技、 研究、 创新与环保合作ꎻ 文化、 教育、 青年与

旅游合作ꎻ 卫生合作ꎻ 地方合作ꎮ 其中ꎬ 每个领域的合作又包括若干具体方

面④ꎮ 不仅如此ꎬ 为了便于监督合作的进程ꎬ 评估合作的实际效果ꎬ 从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 １” 领导人会晤开始ꎬ 合作纲要的最后都会附上上一年纲要相关措施执行情

况的清单ꎮ ２０１７ 年是 “１６ ＋ １” 合作启动 ５ 周年ꎬ 中方梳理和汇总了 ２００ 多项成

果清单ꎬ 主要涵盖政策沟通、 互联互通、 经贸、 金融、 人文五大类ꎬ 其中不少是

３３１

①

②

③

④

有学者早就注意到ꎬ 中国领导人在开展多边首脑外交方面是有一定分工的ꎬ 事务性和专业性较强
的多边首脑会议一般由国务院总理出席ꎮ 参见雷兴长: «论 ９０ 年代中国多边首脑外交»ꎬ 载 «甘肃社会科
学» １９９９ 年第 ３ 期ꎮ 此外ꎬ 还有学者观察到中国领导人在参加多边首脑会议上的区域分工ꎬ 中国 － 东盟峰
会、 亚欧峰会、 中国 － 欧盟峰会等一般由国务院总理出席ꎮ 参见胡勇: «中国元首外交的法理地位与实践
空间»ꎬ 第 ２３０ 页ꎮ

«李克强在第五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上的致辞»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２５ / ｃ＿ １２８４６４４８４ ｈｔｍ

«李克强在第七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上的致辞»ꎬ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 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ｔ ＿ ６７４９７９ / ｄｎｚｔ ＿ ６７４９８１ / ｌｚｌｚｔ / ｌｋｑｚｌｃｆ２０１７１１２１ ＿ ６９１２６７ / ｚｘｘｘ ＿ ６９１２６９ /
ｔ１５１４４８３ ｓｈｔｍｌ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 ｃｅｅｃ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ｌｄｒｈｗ /
２０１５ｓｚ / ｈｄｘｗ / ｔ１４１１４７４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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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 １” 领导人会晤的产物ꎮ

(三) 双边首脑外交形式多样化

除了机制化的 “１６ ＋ １” 领导人多边会晤ꎬ ２０１２ 年以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

双边首脑外交也相当活跃ꎬ 形式更是丰富多样ꎮ 第一ꎬ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

在 “１６ ＋ １” 领导人会晤期间举行双边会见ꎮ 除了极少数情况ꎬ 每一次 “１６ ＋ １”
领导人会晤期间中国国务院总理都会尽量安排跟与会的每一个中东欧国家的领导

人 (包括首脑代表) 举行双边会面ꎮ 事实上ꎬ 这种多边首脑外交场合的双边首

脑外交活动也趋近机制化ꎮ
第二ꎬ 中国国家主席或国务院总理利用其他多边外交的场合与部分中东欧国

家领导人开展双边首脑外交ꎮ 比如ꎬ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先后在北京

会见过来华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纪念活动以

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波黑、 捷克、 塞尔维亚、 波兰、 匈牙利等

中东欧国家的首脑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ꎬ 习主席在上海会见了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的匈牙利、 捷克、 立陶宛等中东欧国家的首脑ꎮ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 中国国务

院总理在出席三次亚欧会议期间先后会见过保加利亚、 拉脱维亚、 罗马尼亚等中

东欧国家的首脑ꎮ
第三ꎬ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首脑访问ꎮ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 中

国与捷克、 塞尔维亚、 波兰、 罗马尼亚、 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实现了正式的首脑

互访ꎮ 除了上述在华举办的重大多边外交活动和来华出席第四次 “１６ ＋ １” 领导

人会晤ꎬ 阿尔巴尼亚、 保加利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马其顿、 黑山等中东欧国

家的首脑还曾经多次非正式访华ꎬ 出席过夏季达沃斯论坛、 中国 － 中东欧国家地

方领导人会议、 青奥会等各项活动ꎮ
第四ꎬ 除了首脑访问和会晤ꎬ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首脑外交的渠道还包括首脑

通话等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和 ４ 月ꎬ 李克强总理曾先后与时任波兰总理图斯克和匈牙利

总理欧尔班通电话ꎮ 通话内容既有礼节性成分 (如图斯克就马航客机失联向中方

表示慰问ꎬ 李克强祝贺欧尔班蝉联执政)ꎬ 也有乌克兰局势、 中匈合作等实质性

议题ꎮ

(四)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首脑外交运行立体化

所谓 “立体化”ꎬ 指的是在外交实践中ꎬ 首脑外交往往与经济外交、 公共外

交、 主场外交甚至第一夫人外交等不同维度的外交形态穿插进行ꎬ 从而产生兼容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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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 相得益彰的效果ꎮ 比如ꎬ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６ ＋ １” 领导人会晤首次来到中国主

场ꎬ 李克强总理适时亮出高铁这一中国装备制造业的 “黄金名片” ———不仅以

“高速列车” 妙喻 “１６ ＋ １” 合作ꎬ 而且邀请中东欧 １６ 国领导人亲身体验中国高

铁的舒适度与安全性ꎮ “从苏州北站到上海虹桥站ꎬ ９１ 公里的高铁线路ꎬ 见证了

总理这场别开生面的 ‘高铁外交’ꎮ”①

三　 首脑外交在发展新时期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中的作用

陈志敏等国内学者认为ꎬ 首脑外交承担着培养首脑的外交素质、 突破外交谈

判僵局、 塑造首脑形象和开展国际公关ꎬ 以及沟通两国社会与民众之间的友好等

功能②ꎮ 杰夫贝里奇则指出ꎬ 首脑外交可能有效地提升了双边外交的五大功

能———促进友好关系、 澄清意图、 搜集情报、 领事工作 (主要是促进出口和代表

遭到扣押的国民说情) 以及谈判③ꎮ 总之ꎬ 首脑外交因其主体级别高、 政治传播

力强、 直接效果显著等特点而区别于其他外交形态ꎬ 在国家间关系中具有重要和

特殊的作用ꎮ 就新时期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发展而言ꎬ 首脑外交扮演了不可替

代的角色ꎮ

(一) 首脑外交对 “１６ ＋１” 合作发挥了高层政治引领的作用

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１６ ＋ １” 领导人会晤后发布的新闻公报中ꎬ 与会领导人强

调 “高层交往对国与国关系发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ꎬ 愿今后继续开展此类形式的

合作”④ꎮ 李克强总理在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 １” 领导人会晤时不仅指出 “中国 －
中东欧领导人会晤这一平台ꎬ 为彼此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ꎬ 而且提出了包括三

大原则和六大领域在内的中国—中东欧国家战略合作框架ꎮ 与会的中东欧国家领

导人 “热烈欢迎李克强提出的双方合作战略框架ꎬ 认为这进一步明确了双方合作

发展的大方向”⑤ꎮ 也就是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ꎬ “１６ ＋ １” 领导人会晤正式得以机制

化ꎬ 其功能被定位为 “梳理合作成果ꎬ 规划合作方向”ꎮ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 １” 领

５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９１ 公里线路见证总理 “高铁外交”»ꎬ 载 «解放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ꎮ
陈志敏、 肖佳灵、 赵可金: «当代外交学»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ꎬ 第 １９９ ~ ２０１ 页ꎮ
〔英〕 杰夫贝里奇: «外交理论与实践»ꎬ 庞中英译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１８４ 页ꎮ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新闻公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ｃｅ / ｃｅｐｌ / ｃｈｎ / ｚｂｇｘ / ｔ９２７

０５２ ｈｔｍ
«李克强总理出席中国 － 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ꎬ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ｌｄｈｄ /

２０１３ － １１ / ２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５３５６７２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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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会晤上ꎬ 李克强总理提出了包含一个目标和六大重点的 “１ ＋ ６” 合作框架ꎮ
在这一年通过的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 中ꎬ 领导人们评价 “年度

领导人会晤对合作发挥引领和指导作用ꎬ 将制订年度纲要ꎬ 锁定重点成果ꎬ 及时

解决合作进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①ꎮ 从 ２０１２ 年中方推出关于促进与中东欧国家

合作的十二项举措ꎬ 到后来提出匈塞铁路、 “中欧陆海快线”、 “三海港区合作”
等多个重大倡议ꎬ “１６ ＋ １” 合作迄今为止的重点成果几乎都是借助 “１６ ＋ １” 领

导人会晤机制正式宣布的ꎮ
除了 “１６ ＋ １” 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ꎬ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其他多边场合的

首脑外交有时也能起到引领和指导 “１６ ＋ １ 合作” 的作用ꎮ 比如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习近平主席在北京集体会见来华出席 “１６ ＋ １” 领导人会晤的中东欧 １６ 国领导人

时ꎬ 提出下一步 “１６ ＋ １” 合作应实现三大对接———同 “一带一路” 建设充分对

接、 同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对接、 同各自发展战略有效对接②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 习主席在会见来华出席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波兰总理希德沃

时ꎬ 除了鼓励双方要深挖 “一带一路” 倡议同波兰国家发展战略的契合点ꎬ 还

进一步主张将 “１６ ＋ １” 合作打造成 “一带一路” 倡议融入欧洲经济圈的重要

“接口”、 中欧四大伙伴关系落地的优先区域和中欧合作新增长极ꎬ 希望波方继

续推动 “１６ ＋ １” 合作做大做强ꎬ 促进 “一带一路” 建设、 中欧合作在中东欧地

区得到更大发展③ꎮ

(二) 首脑外交促进了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之间的政治互信

习近平主席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访问波兰前曾在波兰 «共和国报» 撰文ꎬ 认为

“ ‘１６ ＋ １’ 合作和中欧关系发展离不开中国同地区国家双边关系发展”④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ꎬ 李克强总理在对匈牙利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第六次 “１６ ＋ １” 领导人会

晤前夕ꎬ 在 «匈牙利时报» 发表署名文章ꎬ 指出 “我们之间的政治互信日益加

深ꎮ 中国同中东欧国家高层互访频繁ꎬ 双方坚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ꎬ 照顾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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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 ｃｅｅｃ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ｌｄｒｈｗ / ２０１５ｓｚ / ｈｄｘｗ / ｔ１４１１４７４ ｈｔｍ

«推动合作取得更多实质成果: 习近平主席关于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的重要论述»ꎬ 载 «人民日
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５ 日ꎮ

«习近平会见波兰总理希德沃»ꎬ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２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ｃｐ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７ / ０５１２ /
ｃ６４０９４ － ２９２７１７６１ ｈｔｍｌ

«习近平在波兰媒体发表署名文章»ꎬ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７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ｔ＿ ６７４９７９ / ｙｗｚｔ＿ ６７５０９９ / ２０１６ｎｚｔ / ｘｄｄｃｆｙｓｌｓｈ＿ ６８６８２４ / ｚｘｘｘ＿ ６８６８２６ / ｔ１３７３２０９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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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ꎬ 整体关系水平不断提升ꎮ”① 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双边

首脑外交中ꎬ 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访问最具有象征意义ꎬ 堪称国家间关系的晴

雨表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ꎬ 习近平主席对捷克的国事访问是两国建交 ６７ 年来中国国家元

首首次访问捷克ꎬ 也是习主席对中东欧国家的首访ꎮ ６ 月ꎬ 习主席对塞尔维亚和

波兰进行国事访问ꎬ 这是中国国家元首 ３２ 年来首次访问塞尔维亚和时隔 １２ 年再

次访问波兰ꎮ １１ 月ꎬ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拉脱维亚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第五次

“１６ ＋ １” 领导人会晤ꎬ 这是中拉建交 ２５ 年来中国国务院总理首次访问拉脱维

亚②ꎮ 这些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最高层访问夯实了中国与上述中东欧国家的传统友

谊ꎬ 开启了双边关系的新篇章ꎮ
来而不往非礼也ꎮ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 塞尔维亚总统、 保加利亚总统、 匈牙利总

理、 罗马尼亚总理、 捷克总统、 克罗地亚总统、 波兰总统、 捷克总理、 塞尔维亚

总理等中东欧国家首脑对中国进行过国事访问或正式访问ꎮ 其中ꎬ 塞尔维亚、 捷

克、 波兰、 匈牙利等国首脑曾多次正式或非正式访华ꎬ 充分显示出中国与这些国

家的双边关系在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的关系中处于领跑位置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ꎬ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底 ９ 月初ꎬ 捷克总统泽曼、 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 波黑主席团轮值

主席乔维奇等部分中东欧国家首脑应邀来华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纪念活动ꎮ 其中ꎬ “泽曼是唯一一位以国家元首身份出席纪念

活动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ꎬ 表明了捷克对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活动的巨大支持ꎮ”③

除了以上政治或外交上的象征性意义ꎬ 首脑外交对于提升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的双边关系也有实质性作用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ꎬ 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访华ꎬ 两国元

首签署 «中塞关于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ꎬ 保加利亚总统

普列夫内利埃夫访华ꎬ 两国元首决定建立中保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ꎬ 习近平主席访问捷克ꎬ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ꎬ 将中捷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

系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 习主席先后访问塞尔维亚和波兰ꎬ 中塞和中波元首一致决定ꎬ
将双边关系由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 匈牙利总理

７３１

①

②

③

«李克强总理在匈牙利媒体发表署名文章»ꎬ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 ｃｅｅｃ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ｚｙｘｗ / ｔ１５１４０７０ ｈｔｍ

赵纪周: «中欧关系: 扩大合作和共同发展»ꎬ 载黄平、 周弘、 程卫东主编: «欧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１８８ 页ꎮ

陈新: «习主席访捷开启中欧关系新十年»ꎬ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２８ / ＡＲＴＩｒｃＳｕ６５Ｏｐｆ８ＢＩｔＳｖｇＶ３６Ｓ１６０３２８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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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尔班访华ꎬ 在与习主席会见后两国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ꎮ 在外交实践

中ꎬ 国家间关系的定位不能只是看作一种政治修辞或者官样文章ꎬ 它 “不仅体现

了双边关系的总体性质ꎬ 而且为这种关系塑造了一个框架ꎬ 规定了它的主要内容

和发展方向”①ꎮ 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习主席首次出访中东欧为例ꎬ 中国和捷克建立战

略伙伴关系不仅推动中捷关系迈上新的台阶ꎬ 而且推动了中捷战略新对接、 拓展

了经贸合作新领域、 培育了人文交流新成果ꎬ “必将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 开辟广阔空间ꎬ 进而对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ꎬ 带动中国同中东欧及

整个欧洲地区互利合作产生积极和深远影响”②ꎮ

(三) 首脑外交增进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

由于首脑外交是 “最受关注的外交”③ꎬ 因此首脑外交的形象塑造、 公关沟

通等功能会被媒体成倍放大ꎮ 客观来讲ꎬ 尽管近年来 “１６ ＋ １” 合作如火如荼ꎬ
但 “中国对于社会全面转型后的中东欧国家缺乏全面和深刻了解ꎮ 同时ꎬ 中东欧

国家对中国的了解也大多流于表面”④ꎮ 在此背景下ꎬ 精心设计的首脑外交可以

成为沟通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社会和民众的桥梁ꎮ
以 ２０１６ 年习近平主席出访捷克、 塞尔维亚和波兰为例ꎮ 首先ꎬ 访问前夕习

主席在对象国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ꎮ 除了提出有针对性的合作建议ꎬ 习主席还

以讲故事的方式深情回顾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历史上的传统友谊ꎬ 从而一下子拉近

了两国人民的心理距离ꎮ 比如ꎬ 习主席在 «奏响中捷关系的时代强音» 一文中

讲述了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捷克著名画家斯克莱纳尔访华的故事ꎬ 成功引起了捷克舆

论界的注意⑤ꎮ
其次ꎬ 除了与对象国高层举行会见或会谈ꎬ 习主席还尽量安排时间接触对象

国各界人士ꎮ 比如ꎬ 在布拉格ꎬ 习主席和捷克总统一起会见了中捷足球和冰球少

年运动员ꎮ 在贝尔格莱德ꎬ 习主席和塞尔维亚总统、 总理一起参加了河北钢铁集

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项目揭牌仪式ꎬ 并在塞方领导人陪同下来到员工食堂与工

８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胡勇: «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演变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ꎬ 载 «国际展望»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ꎮ
«积极拓展互利共赢合作ꎬ 坚定推进全球安全治理———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访问捷克并出席

第四届核安全峰会»ꎬ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３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 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ｔ ＿ ６７４９７９ / ｙｗｚｔ ＿
６７５０９９ / ２０１６ｎｚｔ / ｘｊｐｃｘｈａｑ＿ ６８６０４８ / ｚｘｘｘ＿ ６８６０５０ / ｔ１３５２８２５ ｓｈｔｍｌ

陈志敏、 肖佳灵、 赵可金: «当代外交学»ꎬ 第 ２１０ 页ꎮ
朱晓中: «中国—中东欧合作: 特点与改进方向»ꎬ 第 ４７ 页ꎮ
«奏响时代强音ꎬ 开创美好明天———捷克民众热议习近平主席在捷媒发表署名文章»ꎬ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６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２６ / ｃ＿ １１１８４５２３５９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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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交流互动ꎮ 在华沙ꎬ 习主席夫妇与波兰总统夫妇共同欣赏波兰马佐夫舍歌舞团

的演出ꎬ 并与曾经 ６ 次访华的该歌舞团成员亲切交流ꎬ 感谢这朵波兰人民的 “宝
石之花” 为促进中波人民友谊和文化交流作出的宝贵贡献ꎮ

再次ꎬ 作为首脑外交的补充ꎬ 中国也适时发挥了 “第一夫人外交” 的优势ꎮ
访问塞尔维亚和波兰期间ꎬ 习主席夫人彭丽媛走访了两国的有关特殊教育学校、
参观肖邦博物馆、 到访孔子学院ꎬ “推动了中国同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ꎬ 巩固了

人民之间的世代友好”①ꎮ 总之ꎬ 首脑外交不仅增进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高层的

政治互信ꎬ 也加深了双方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ꎮ 用塞尔维亚记者协会主席、
«政治报» 总编辑莉莉亚娜斯马伊洛维奇的话来说ꎬ “习近平主席此访让塞尔

维亚人民重新发现了中国ꎬ 为塞中两国人民心灵相通打开了新渠道”②ꎮ

四　 问题与思考

在充分肯定新时期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首脑外交取得长足进展ꎬ 首脑外交在推

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中发挥特殊作用的同时ꎬ 也应当看到当前中国与中东欧

国家的首脑外交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存在一定的不足或不确定性ꎮ
就量而言ꎬ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首脑外交的发展很不平衡ꎮ 与中国首脑外

交最频繁的是塞尔维亚ꎮ ２０１３ 年以来塞总统或总理几乎每年都访华或来华出席

活动ꎬ 中国国务院总理和国家主席也先后正式到访过塞尔维亚ꎬ 两国关系更是率

先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ꎮ 相比之下ꎬ 中国与爱沙尼亚、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

亚等国家的首脑外交大概只能算 “点头之交”③ꎮ 这一落差既反映了中东欧国家

多样化的对华合作诉求ꎬ 也警醒中国应做好国别与区域的平衡ꎬ “不要因重点发

展同某些国家关系而引起整个区域的不良反应ꎬ 也不能过度关注区域整体性而失

去政策特色与重点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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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访问塞尔维亚、 波兰、 乌兹别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
首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ꎬ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 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ｔ ＿ ６７４９７９ /
ｄｎｚｔ＿ ６７４９８１ / ｘｚｘｚｔ / ｘｄｄｃｆｙｓｌｓｈ＿ ６８６８２４ / ｚｘｘｘ＿ ６８６８２６ / ｔ１３７５２５３ ｓｈｔｍｌ

«塞尔维亚各界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访问»ꎬ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６ / ０６２３ / ｃ４０４９７８ － ２８４７２６０２ ｈｔｍｌ

有学者对 ２０１６ 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合作作了量化分析 (首脑外交是其中的一部分)ꎬ 结果
也发现分数相差很悬殊ꎮ 排名前三的波兰、 匈牙利、 塞尔维亚都在 ９ 分以上 (最高 １０ 分)ꎬ 排名垫底的黑
山、 斯洛文尼亚和拉脱维亚得分都在 １ 分以下ꎮ 参见陈新、 杨成玉: «中国—中东欧经贸合作进展报告»
(２０１６)ꎬ 第 ９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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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质而言ꎬ 首脑外交固然对国与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引领和推动作用ꎬ 但如

何评估首脑外交的成效也存在不确定性ꎮ 以首脑访问和会谈确定的双边关系的升

级为例ꎬ 有学者就直言不讳地指出ꎬ “如果不能将 ‘战略伙伴关系’ 落到实处ꎬ
没有清晰规划双边关系中的 ‘战略’ 领域ꎬ 而只是中国领导人给欧洲一些国家

的 ‘荣誉称号’ꎬ 则只能反映出中国外交政策发展双边关系的 ‘务虚’ 成分ꎬ 不

利于切实推进中国同包括中东欧国家在内的欧洲国家关系的发展”①ꎮ 在实践中ꎬ
中东欧国家更多也是从获取现实利益的角度理解 “战略伙伴关系”ꎬ 跟中国对这

一概念的认知并不完全一致②ꎮ
事实上ꎬ 学术界早就注意到了个人化外交的局限性、 首脑判断失误的严重

性、 首脑更迭后的政策反复性等首脑外交的风险或隐患③ꎮ 有些问题在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的首脑外交中已经露出端倪ꎮ 曾有中国领导人在首脑外交场合评价

“ ‘１６ ＋ １’ 合作搭建了具有南北合作特点的南南合作新平台”ꎮ 虽然这一评价可

以在学术上得到一定的论证④ꎬ 但现实却是中东欧国家不希望自己被看作 “发展

中国家”⑤ꎮ 这说明首脑外交的准备工作可能还不够细致充分ꎮ 再比如ꎬ 这几年

中国与捷克的首脑外交急剧升温ꎬ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捷克执政联盟内占主

导地位的社会民主党ꎬ 以及曾任该党主席的泽曼总统的大力支持ꎮ 一旦捷克政局

发生较大变动ꎬ 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前景就可能出现变数ꎬ 首脑交往也必然受到

影响⑥ꎮ 总之ꎬ 为了使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行稳致远ꎬ 我们既要看到首脑外交

的成绩ꎬ 也要认识到目前首脑外交存在的不足和可能的隐患ꎬ 及时总结经验ꎬ 防

范风险ꎮ
(责任编辑　 张红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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