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德处理问题模式
值得欧盟各国效仿

! ! ! !问! 中德合作能否在欧盟起到

示范作用"

答! 德国在欧盟中的地位决定

了其在中欧合作中的引领和示范作

用!在欧盟各国经济普遍萧条"通缩

严重# 而德国经济一枝独秀的背景

下# 德国在欧盟事务中发挥的领导

作用越发显著和重要! 德国加强对

华全方位互助合作# 特别是在传统

经贸往来之外各领域全面广泛深入

的合作#无疑会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在默克尔此访中# 中德把握合

作主流"直面问题#通过建立有效的

对话机制坦诚对话" 共同探讨双边

问题的解决方案# 建设性地解决问

题的态度# 欧盟各国树立了通过谈

话解决双边关切和问题的合作共赢

的范式!

中德关系中的存在的问题在中

国与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中也

普遍存在#中德处理问题的模式#体

现了成熟的全方位双边合作关系#

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分歧的弥合#值

得其他欧洲国家效仿!

双方交流开诚布公
促进解决分歧争端

! ! ! !问! 默克尔此次访华有哪些成

果有助于这些隐忧和问题的解决"

答! 此次德国总理默克尔第九

次中国行可谓成果丰富!

首先# 默克尔选择了直面问题

和隐忧# 通过同中方开诚布公地交

流#在充分了解对方意见"态度和立

场的基础上#共同探讨解决方案!这

种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本身就是默

克尔此访展现的最大成果! 尽管两

国仍面临众多挑战# 但积极解决问

题的态度和有效的对话机制将是两

国关系平稳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

其次#对于中德"中欧近来在贸

易" 投资和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上

出现的争端# 默克尔展现出了积极

友好解决问题的态度! 在中科院大

学演讲时# 默克尔表示没人有兴趣

打贸易战!在与李克强总理会谈时#

她又表示欧盟正积极就中国对市场

经济地位要求开诚布公地对话寻找

解决方案# 而德国政府愿意充当对

立双方的调解人! 针对中企在德投

资遇阻# 两国联合公报承诺将为双

向投资创造公平"透明"积极"开放

的环境!这不仅令人想起 !"#$年中

欧就光伏产品发生贸易冲突时#默

克尔积极充当调解人促成事件圆满

解决的先例! 相信这一次默克尔对

中德" 中欧经济争端的态度也将有

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

第三# 为解决德方对技术泄露

和数据安全的担忧# 中方承诺不从

事或支持利用网络侵犯知识产权"

窃取商业机密# 并依照国际义务和

本国法律保护相关合法权益! 这有

助于打消德国企业的担忧# 不仅将

促进德国企业在华投资# 也能够展

现中方对深化合作的诚意# 消除德

国国内对中德经济合作的反对声!

再则#对于落实共塑创新"加强

$德国工业 %&'%与$中国制造 !"!(%

对接# 两国总理都表示要积极落实

在$工业 %&)%领域签署的协议#并提

出具体的创新合作领域& 支持德企

参与$一带一路%和亚欧运输通道建

设# 支持中德企业在高铁领域共同

开发第三方市场! 这些措施有利于

深化细化双方在制造业的合作#让

$工业 %&"%尽早在中国落地结果!

默克尔的沈阳之行有助于德方

深入了解中国当前面临的去产能和

转型压力#增进互信#从而在更广泛

的领域实现合作!默克尔表示中国东

北地区正在经历的转型问题与德国

鲁尔区曾面临的问题相似#中方可以

从德国经验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德方也希望提供意见和行动上的帮

助!这为双方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开

展更深入合作奠定了基础!

另外# 即使在中德贸易往来下

滑"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两国通过互

利合作实现共赢的意愿依旧强烈!中

德签署了经贸"能源"第三方市场合

作" 创新" 智能制造等 *)多个领域

!)多份合作文件& 两国企业间签署

*()亿美元大单# 规模为历届之最!

双方还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文化

教育等领域达成诸多共识与合作!

作为今明两年 +!)主办国#中

德承诺加强在 +!) 框架下的沟通

合作! 相信两国会充分利用这一平

台来协调彼此在国际问题和多边合

作方面的立场# 促进双方分歧和争

端的解决! 德国总理有关德国在南

海问题上不持立场的表态也令中国

感到满意!总之#正如习主席在会晤

默克尔总理时所强调的' 中德双方

应把握合作主流# 照顾彼此核心利

益关切#拉紧互信纽带"相向而行!

德国担忧可以理解
以往案例证其多余

! ! ! !问!中企大举收购德企#产能

钢铁过剩似乎成为中德合作中的

焦点问题$ 请问%两国在这些方面

是否真的存在矛盾"

答!今年年初以来#中企海外

并购步伐明显加快#而拥有大量先

进技术专利"娴熟工艺"且成本相

对低廉的德国中小企业成为寻求

转型升级的中企眼中的香饽饽! 据

统计#仅今年第一季度中企对德企

发出的并购要约总值超过了过去 (

年的总和! 我们不妨看下今年中企

并购德企的成绩单'*月#中国化工

以 *)亿美元收购德国橡塑加工制

造企业克劳斯玛菲&!月#北京控股

花 *(亿美元收购德国垃圾能源化

企业 ,,-&(月# 福建投资基金收

购德国半导体制造企业阿里克森!

面对中资企业汹涌的并购浪

潮#德国政府"企业"媒体与民众担

心技术转移后会中国制造业越来越

强#对德国产业构成竞争#并将工作

岗位转移出德国! 这些担忧终于在

中国美的试图收购纳入德国工业

%.)范畴的工业机器人制造商库卡

公司时被全面激发! 德国政府开始

采取实际行动阻挠这类并购# 甚至

试图劝说欧洲企业发起竞争性并

购! 诚然# 德国的这种担心可以理

解# 但以往案例足以证明其略显多

余! 三一重工收购普茨迈斯特后曾

遭遇德国员工抗议# 但 %年后不但

其德国就业岗位数量持平# 并成功

转型为海外销售中枢即是明证!

钢铁贸易上的争端成为近期

中德经贸关系的焦点问题! 其实#

中国钢企对欧洲出口的份额近年

明显下降! !)*(年全年#中国对欧

盟出口的钢铁和制品同比下降

(.*/#今年前四个月更是同比大幅

下跌 *)&%/& 而就德国钢铁企业而

言#其生产的钢铁制品层次明显高

于中国出产的初级产品#几不不存

在同质竞争!但由于巨大的产量与

出口量#中国在全球产能过剩的背

景下成为了替罪羊#被怀疑在国内

需求放缓的背景下向国外低价倾

销多余库存! 一些欧盟官员担心#

在美国对中国钢企采取强硬惩罚

性关税措施之后#部分中国钢铁将

转道向欧洲倾销#对欧洲钢铁产业

形成更大的压力# 因此拿此说事#

以求自保! 其实#钢铁产能过剩是

当前全球低需求"低价格惹的祸!

默克尔到访中国老工业基地

沈阳#本身就蕴含着德国政府关注

中国去产能"以及对老工业基地升

级"转型重视#并愿意通过传授"共

享德国在原重工业聚集的鲁尔区

为核心的北威州的治理经验#推进

两国技术"创新合作的深意#这种

务实"合作的态度值得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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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第九次访华背后的中德关系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丁纯

! ! ! !德国总理默克尔 !"日至 !#日访问中国。这是她作为总理第九次访
华，她带来了“半个内阁”和一个高级经济代表团。此访的成果备受瞩目。
中德关系目前处在历史上最好时期，但不久前德国工人罢工要求限制进
口中国钢铁产品，德国公众对中企并购的担忧依然历历在目。中德合作
究竟有哪些隐忧？默克尔的到访能否有助于解决分歧？本版编辑特请专
家做详细解读。

两国关系历史最好
隐忧需要妥善求解

! ! ! !问! 在中德双边关系最好时

期%当前还存在哪些隐忧"

答!毫无疑问#中德关系目前

处在历史最好时期! 近几年#两国

建立起了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在经贸"文教"航天科技"环境

和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都开展了

全方位的合作!但中德关系也存在

隐忧#值得双方关注和妥善求解!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消费疲

软#消费和投资预期黯淡的大背景

下#德国经济也深受大宗商品价格

走低"全球性产能过剩以及欧债危

机后欧盟地区通缩加剧"邻国普遍

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在此语境下'

其一#相关产业如钢铁行业等

产能过剩问题凸现!和美国和其他

欧盟国家一样#不少德国政经界人

士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解释为是

中国为保持经济增速#加大将过剩

产能外销的缘由! 诸如$中国通过

补贴钢铁出口缓解国内产能过剩

问题%的鼓噪甚嚣尘上#主张对华

$双反% 调查和制裁! 这也为 (月

*!日欧洲议会不顾中国入世协议

第 *( 条规定中国在 !)*0 年底将

获得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以压倒性

多数否决了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

位的提议提供了具体案例注脚!这

意味着欧盟仍可对进口自中国的

产品开展反倾销措施!这背后所展

示的欧盟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有所

抬头#阻扰中国照章取得$市场经

济地位%的企图昭然若揭!

其二#近年来#随着中国以制

造业为核心的技术升级" 产业转

型"财富积累的加速#经济综合竞

争力明显增强# 这让同为出口导

向"制造业大国的中德的经贸关系

$既合作又竞争的竞合% 特征日益

显著#双方关系向$伙伴和竞争对

手转变%!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海

外投资兼并步伐的加快#尤其是技

术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内

急速上升# 在德国引起焦虑和恐

惧!德方频频阻挠中国企业在德国

的并购活动#甚至指责中方利用网

络间谍窃取德企技术机密和关键

数据&德媒也在渲染中企造成德国

就业机会流失!这也反映在德方在

落实诸如(德国工业化 %&))和(中

国制造 !)!()对接计划等实施中的

犹豫迟缓上! 同时#德方还对双边

投资的不公平性感到不满#认为中

企可以全资收购德企"而德企在中

国许多行业只能通过合资模式投

资是不公平的#要求中方降低对外

企在华投资和运营设置的门槛!

其三#近期中德双边贸易额有

所下滑#!)#(年贸易总额同比下降

##&1/# 中国由德第三大贸易伙伴

退居第四#一定程度也引起担忧!

在对人权"民主"法制等问题

的认识上#双方存在一定差异! 中

方历来主张相互尊重平等对话"求

同存异#但德方却间或对华施压和

指责#一定程度破坏了双边政治互

信#毒化了气氛!

另外#在国际问题方面#近期

德国在诸如中国南海问题上的态

度立场也令人关注!正如前驻德大

师梅兆荣所说#德国越来越显示出

跟着美国调子选边站的趋向#不得

不令人感到诧异!

丁纯

北约与俄“近身对峙”互探底线! ! ! !北约 !"日决定在波罗的海三
国和波兰部署 "个营的多国部队，
军事部署重心进一步东移。
按照当前趋势发展，北约和俄

罗斯的战略对抗可能进入短兵相接
阶段，但双方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
性不大，只是在玩一场危险的“近身
对峙”，不断试探和突破对方战略底
线，亮明和维护己方的战略底线。
北约此次决定驻军中东欧是乌

克兰危机后重新强调集体防御的
“复活”北约战略的最新动作。之前，
北约已采取了一系列军事对抗行

动，对俄“潜在侵略威胁”进行威慑。
当前，美国及北约的军事力量

已在俄周边形成“群集环伺”局面。
北约下月初将在华沙召开峰会，预
计还将出台对抗俄罗斯的新战略举
措。
面对北约的压制和围堵，在俄

方看来，美国及北约布下的战争绞
索已一圈圈拉紧。对此，具有大国情

结和不甘屈从的俄罗斯在表达愤怒
的同时，开始采取行动从多个层面
进行反击，亮明战略底线。

针对北约正在部署的反导系
统，俄方发展新型弹道导弹、加强突
防能力，在加里宁格勒飞地部署了
“伊斯坎德尔”近程弹道导弹，增加
前沿地面部队等。俄国防部国际条
约管理局前局长布任斯基认为，反

导系统破坏战略稳定，促使俄罗斯
不得不进行反击。
今后，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军

事对峙可能造成两种结果。一是双
方“近身对峙”，虽然不至于发生战
争，但军备竞赛和军事摩擦难以避
免；二是双方“近身对峙”引发武装
冲突、甚至局部战争。然而，后者显
然不符合双方根本的战略利益，欧

盟国家尤其是德法等西欧国家会明
确反对。
某种程度上，双方当前的“近身

对峙”更像是在试探和伺机突破对
方战略底线，同时亮明和维护己方
的战略底线。为此，擅长战略博弈的
普京恐怕不会让“近身对峙”演变为
“近身肉搏”。虽然普京在公开场合
对北约反导系统表示极大愤怒，但
在严厉警告美国后依然表示，俄罗
斯不会卷入军备竞赛，而是将按部
就班推进既有战略。

新华社记者 杨民青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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