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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萨科齐与中国 

――走向全球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的中法关系 

肖云上 1

中法自 1964 年签署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后，两国的外交关系时有起伏。其原因错综复杂，

但始终与法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密不可分。法国宪法没有明确赋予总统外交决策权，根据法

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政府决定并指导国家的政策”（宪法第二十条），“总理领导政府的活

动” （宪法第二十一条），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创建者戴高乐执政后，一直掌控外交和国

防的做法，使得外交成了总统权利的范围。总统在外交上的决策决定了政府的取向，即使在

左右派共治时期。萨科齐是法兰西第六位总统，他的决策与其前任在对中法关系上各有不同。 

 

 

历史的回顾 

 戴高乐（1958-1969 任总统）将军高瞻远瞩，从冷战特定时期的地缘政治战略考虑，摆

脱美国，走法国独立外交之路，在 1964 年西方各国中率先作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

关系的重大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中法两国社会制度迥然不同，作

为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戴高乐对中国有着中国人民不能同意的评价和看法。但是，戴高乐

的明智之处在于，他是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他认为，“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充分参与，

建立世界和平才有可能”
2

                                                        
1 肖云上：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语系主任。 

。因而，两国建交的公报只有简短的两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戴高乐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中唯一没有访问过中国的总统。蓬皮杜总统（1969-1974）
1973 年访问中国。他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法国国家元首，也是西方国家元首访华第一人。

他的访问与特定的历史时期紧密相连：中国重返联合国。作为常任理事国，法国在对抗美苏

争霸时需要中国。蓬皮杜访问结束时发表了《中法公报》，表达了两国政府进一步发展双边

关系、加强交流的共同愿望。从此，中法之间有了一定实质性的交流。德斯坦（1974-1981）
总统 1980 年访问中国，同邓小平等领导人就国际重大问题和发展双边关系深入交换了意见。

中法双方商定两国外交部官员进行定期磋商，并决定两国在上海和马赛互设总领事馆。双方

还谈论了在广东建造大亚湾核电站项目问题。德斯坦总统向中国力荐法国核能技术，促成了

中国决定向法国购买两座反应堆。德斯坦时期实行的是戴高乐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冷战的现

2 看中国网 http://www.showchina.org/zwgxxl/zgfg/200701/t1073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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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法国不愿靠向美苏任何一方。对华关系是法国地缘政治的强国梦。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历任总统中，密特朗（1981-1995）是惟一的左翼人士。他的政治

理念本应使他与中国更加亲密，但他执政的时期也是中法关系最跌宕起伏的时期。1983 年

密特朗总统访问中国。一直到 80 年代末，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两国领导人互访，政治关系

良好，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互利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在中国同西方国家的交往中，中法在

很多方面都走在前头，开创了不少有益的先例。密特朗一方面看到了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他保持了对中国的成见。他领导的政府，他的社会党，对中国政体，人权，民主，

自由没有停止过批评。在密特朗当总统的 14 年内，除了左右共治时期（1986-1988, 1993-1995）
中法意识形态的对立没有停息过。1989 年天安门事件使得中法关系落入了冰点。1989 年 6
月 6 日，罗卡尔总理在国民议会上宣布全面冻结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3。中法关系开始出现倒

退。1991 年法国向台湾出售 6 艘“拉法耶特”护卫舰，1992 年向台湾出售 60 架“幻影 2000-5”
战斗机。法国的做法使中法关系严重恶化。而其中的关键是法国总统。在向台军售问题上，

法国有两种声音，一个是以外交部为代表的，他们从长远发展和外交考虑，反对向台湾军售，

另一方则是国防部和财政部，他们从工业和财政考虑，支持军售，最后是密特朗拍板，批准

向台军售 4

希拉克任总统（1995-2007）任期内，中法关系处于最好的发展期。这与他的务实外交

紧密相连。他继承了戴高乐主义，但作法上有所不同。他主张一个多极世界，在冷战结束后

的世界不要让一超独霸的强权国家统领世界。他力推文化外交，强化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与密特朗不同，法国不抛弃人权卫士的形象，但更要以一个文化强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在

他执政期间，主张解禁对华武器销售。他在任时对中国态度友善，一是出于后冷战时期彰显

法国大国形象，二是出于中国国际地位、尤其经济地位的提高，使得法国可以在对华交往中

获得更多实惠，发展法中经贸往来，是法国工商界的愿望，也对法国经济的提升有益。密特

朗留下的人权外交影响，部分媒体始终对中国抱有成见。是希拉克将法国媒体无休止对中国

意识形态的批评与经贸往来分开，务实的态度，使得双边的合作翻开了新的一页。1997年 5

月希拉克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法元首签署联合声明，决定中法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

的“全面伙伴关系”。《声明》指出：“中法两国应承前启后，建立长期的全面伙伴关系，

从而使中法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双方决定进一步密切合作，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

支持在尊重多样化和独立的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反对国际事

务中任何进行支配的企图，实现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

。密特朗推行的是人权外交。在国际舞台上，法国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都无

法与美苏相比、抗衡，为树立一个国际大国形象，法国以世界人权捍卫者的姿态出现。在对

中国的交往中，始终不忘对中国的批评。密特朗的人权外交对法国舆论的影响今天继续存在。

政治影响经贸往来，1989 年至 1993 年，中法贸易大踏步的后退。随着密特朗领导的左翼在

1993 年立法选举中失利及其任期届满后，法国对华人权外交政策也随之弱化，但作为一种

外交理念，人权外交对中法关系产生持续的影响。 

5

 

这是自 1964

年以来中法关系中最重要的文件。2004 年中法签署联合声明，将全面伙伴关系深化为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虽然区区两字之差，但意义重大而深远。2004 年的联合声明为两国间的合

作定下了基调。 

                                                        
3 « M. Rocard annonce le " gel " des relations avec la Chine » 法国世界报，1989 年 6 月 8 日第三版。 
4 参阅密特朗研究网页 http://www.mitterrand.org/Les-premiers-pas-de-la-Chine-vers.html 
5 http://www.people.com.cn/GB/jingji/8215/41174/41177/3020680.html 

http://www.mitterrand.org/Les-premiers-pas-de-la-Chine-v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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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富个性的萨科齐 

萨科齐 2007 年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六位总统。萨科齐是法国例外的典型。人们

对萨科齐始终有种难以捉摸的感觉，他的诸多行为让人难以理解。就像法国例外
6

萨科齐很早开始从政，1977年，22岁的萨科齐就当选为巴黎西郊“富人区”诺伊市的

议员，28岁出任诺伊市市长，是个有权欲的人。作为一个有权欲者，他有某种吸引力，同

时又有种“霸气”，能驾驭部属。他在政坛上为达到目的而不顾及其他，有某种“机会主义”

色彩。例如，萨科齐的政治仕途是与希拉克的提携分不开的。但在 1995年法国总统大选中，

他却支持希拉克的对手、当时的总理巴拉迪尔，为此他与希拉克拉开了距离。2002年总统

大选，他又回到希拉克阵营奔走效劳，当他没当上总理时，他又与希拉克疏远。从他与希拉

克的关系上，可以看到，萨科齐为其自身利益，情谊是不存在的。 

。出生于

匈牙利移民家庭，不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当选法兰西总统开创了法国历史的先例。他的婚姻

状况更是史无前例。萨科齐被人称为“小拿破仑”。他有拿破仑小个子的外貌，也像拿破仑

一样玩命工作。当他在当内政部长时，强硬的工作作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果敢行

事，打击犯罪敢下辣手。他严厉地实施交通法规，遭致多方面的批评，但最终因交通事故率

显著下降，而获得民众的支持。当他被任命为财政部长时，他的工作作风，无论以雷厉风行

还是风风火火来形容，使得从容得很的财政部官员不得不打起精神，跟上他的节奏。尽管他

的政绩有争议，但他那充满激情，拼命工作的样子，几乎可以说，哪儿有重大事件，他就会

出现在哪儿，他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的上镜率极高，媒体对他的关注度超过了任何政治

领袖，同时也获得了民众对他工作热情的认可。法国在世界上的整体形象欠佳，法国选民迫

切需要一位强势领导人来向世界证明法国的强大，他那副拼命三郎为法国工作的形象迎合了

法国选民求变的要求，这也是他 2007年当选总统的重要原因之一。 

萨科齐想要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的戴高乐第二，在其身上能够看到戴高乐的影

子。戴高乐上台后让法国的面貌焕然一新，萨科齐上台后，他要与过去“决裂”，改变法国

的“墨守成规”,要重塑法国大国形象。在总统大选第一轮之前的六天，2007 年 4 月 16 日，

他专程去了科龙贝，拜谒了戴高乐墓。在那，他说道：“我要走的是法国的延续之路，我属

于这类传统的人。我要维护法国的民族身份，但同时要制定与他人不同政策……两者之间没

有矛盾。也许可这么说，在制定政策方式上，我所称作的决裂是指重新找回法兰西民族身份

的意义。”
7

2007 年 7 月 12 日，法国国庆前两天，萨科齐在法国东北部小城埃皮纳勒举行的政治集

会上发表了由电视直播的演说。法国《解放报》2007 年 7 月 12 日对此发表文章，题为“萨

科齐沿着戴高乐将军的足迹前进”。萨科齐演讲的地点是有意识选择的。戴高乐将军 1946
年 9 月 29 日曾在埃皮纳勒发表演说，批评国民议会通过准备付诸全民公决的第四共和国宪

法草案，阐述了他关于未来法国政治机构改革的设想。戴高乐埃皮纳勒的讲话人们没有忘记。

今天，萨科齐选择在那发表他对法国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讲话，信息很明确：他要继承戴高

乐的思想，要为实现法国的强国梦奋斗。萨科齐当上总统面临的是法国经济问题，但他没有

将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而放在了体制的改革上。这与 1958 年戴高乐重返政坛时不首先着

 他的谒陵向选民传递了一个信息，即他是戴高乐的追随者，戴高乐主义的继承

者。 

                                                        
6 法国在 1993 年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时，为将文化排除在自由服务贸易之外，提出了“文化例外”，

2001 年 Yves Tinard 出版了一本题为“为什么法国例外”一书。例外在法语中有与众不同，特殊，难以理解

之意。法国人自嘲的法国例外文章数量不少。 
7 
http://www.lepoint.fr/actualites/2007-04-16/nicolas-sarkozy-se-place-sous-le-patronage-du-general-de-gaulle/1037
/0/178895 

http://www.lepoint.fr/actualites/2007-04-16/nicolas-sarkozy-se-place-sous-le-patronage-du-general-de-gaulle/1037/0/178895�
http://www.lepoint.fr/actualites/2007-04-16/nicolas-sarkozy-se-place-sous-le-patronage-du-general-de-gaulle/1037/0/178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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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他要体现戴高乐提出的一个超越党派利益的

共和国总统的思想，在新组阁的政府中任命了左翼社会党出身的贝尔纳·库什内为外交部长，

组成了一个有不同政治背景人员构成的超党派的政府，类同于戴高乐在 1958 年组建的政府

样子。冠冕堂皇地讲，他打破了左右两翼的分界，是个心胸宽广的人，为国家利益，唯才是

用，超越了政党之见。 
但他与戴高乐又不同。他的做法更多趋于其政治利益。如果说他任命库什内为外交部

长要成立一个超越党派的政府的话，那他同时说服社会党大象
8
，曾在左翼执政期间当过十

几年部长的雅克·朗格
9

萨科齐对戴高乐尊敬有加，2010年 6月 18日他专程去英国，法国第一位总统，在戴高

乐和丘吉尔照片前发表讲话，纪念戴高乐“6.18”讲话 70周年

参加了 2007年 7月 18日正式成立的由 13名智者组成的“第五共

和国政治体制平衡和现代化思考委员会”，参与改革文件的起草，以及将社会党另一位大象，

曾作为 2007 年总统大选社会党党内三名选人之一的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推荐到国际货

币基金当总裁，则显而易见他有着明显的政治意图，那就是分裂法国左翼最大政党，打击他

领导的传统右翼的最大竞争对手。 

10
。他与戴高乐不同，戴高

乐将外交和国防作为总统的“禁猎地”
11
，他对国家管理的工作少有干预。即使像 1968年 5

月风暴那么大的事件，戴高乐都可以让他的总理蓬皮杜应对。萨科齐则不然，他明确表示“共

和国总统管理国家。”
12
他不但是这么说，而且是这么做了。法国国内的任何改革，任何吸

引眼球的大事，都可以看到总统的身影，听到总统的声音。总理，就像其名字所指的，只是

第一部长而已
13
。这似乎给人这样的感觉，菲永总理只是萨科齐思想的执行者。萨科齐总统

在改变法国，他在当一个比总统制国家总统权力更大的超级总统，把法国变成了一个没有君

主的君主共和国。萨科齐没有一味的照搬戴高乐的做法，有的甚至与戴高乐相反，如法国重

返北约。2008 年 2月萨科齐在科龙贝说：“戴高乐主义不是教条，谁也不知道如果戴高乐在

世，他会怎么做。”“在 1958 年电视是黑白的，今天是彩色的”
14
萨科齐高举戴高乐主义要

证明他所作是正确的，“尼古拉·萨科齐援引戴高乐以证实他运用权力的正确的”
15

2009 年法国驻华大使苏和在接受《南方都市报》专访，谈到萨科齐时提到两件事：“金

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他调动所有欧盟国家共同推行世界货币体系改革。他建议了许多改革的

方向和项目，都在欧盟通过了。为法国、中国、美国一道参加的华盛顿峰会打下了基础。格

鲁吉亚事件发生后，他马上和俄罗斯领导人通了电话，很快去现场，主持欧盟参加格鲁吉亚

他现在

与戴高乐有所不同的政策也是正确的，如戴高乐退出北约，萨科齐重返北约。 

                                                        
8 大象是社会党对其党内重量级党首的形容。 
9 Jack Lang, G 字母是发音的，根据音译法，“朗格”为好。 
10 1940 年 6 月 18 日，戴高乐将军在英国发表了著名的《告法国人民书》，即“6·18 宣言”，号召法国人民团

结起来抗击纳粹德国的侵略。这一宣言标志着戴高乐成为法国抵抗运动的领袖，并带领法国人民最终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了胜利。 
11 在法国左右共治时期，为划分总统和总理权限，根据戴高乐的做法，左右翼都认可，外交和国防为总统

的权限范围，为表示总理无权插足，人们用了“禁猎地” (chasse gardée)一词，“禁猎地”源于君主狩猎场。 
12萨科齐 7 月 12 日讲话，全文见爱丽舍宫网站：
http://www.elysee.fr/elysee/elysee.fr/francais/interventions/2007/juillet/allocution_a_epinal_sur_le_theme_de_la_
democratie_irreprochable.79092.html 
13 总理法语为 premier ministre, 直译就是第一部长 
14 法国世界报，2010 年 6 月 18 日“Nicolas Sarkozy célèbre De Gaulle et Churchill, 70 ans après l'appel du 18 
juin”， 2010 年 6 月 18 日 
15 
http://www.lemonde.fr/politique/article/2009/02/06/nicolas-sarkozy-invoque-de-gaulle-pour-justifier-sa-pratique-d
u-pouvoir_1151716_823448.html 

http://www.lemonde.fr/politique/article/2009/02/06/nicolas-sarkozy-invoque-de-gaulle-pour-justifier-sa-pratique-du-pouvoir_1151716_8234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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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解决方案。他有独到的风格，有活力，反应极快。”
16

 

言中不乏对萨科齐的褒奖。但

换一个角度，可以看到，在金融危机爆发时，萨科齐在对美国挑战，对美国说不，要当世界

领头羊。当他以欧盟主席的身份去调停格鲁吉亚事件时，他并没有得到欧盟成员国的授权，

他的做法开创了先例，法国媒体对此不乏批评。萨科齐在世界舞台上大有自封导演的样子。

格鲁吉亚调停成功让他更为膨胀。他那挥舞手指的习惯，一副教训人的样子不时出现在世界

各地。既然他能对美国批评，能影响俄罗斯，为什么他不能对中国说三道四呢？这可作为他

对中国一波三折的态度的相对的注解。 

萨科齐与中国的三个阶段 

一、 平稳发展 

 萨科齐对中国没有敌意，没有排斥中国的主观意愿，但也不像他的前任，喜欢中国。一

方面，萨科齐对中国充满赞赏之情，不断用“强大国家”、“文明大国”甚至“中央帝国”等

词汇，来表达他对中国经济成就的认可。他多次高调表示，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态度，对世

界和平与稳定具有关键影响。萨科齐说：“中国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中国对世界事务的态度对于世界和平与稳定有关键性的影响。”
17

2007年 11月 25-27日，萨科齐作为总统首次访华。“萨科齐来访拉开中欧关系定位外

交序幕”

另一方面，萨科齐又以他

一贯强硬的态度称，中国在环保、人权和新闻自由等方面，“不能逃避大家遵守的规则”。无

论说萨科齐具有务实作风，或说他是个实用主义者，他对中国的政策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利

益至上”。利益分成两部分，法兰西的国家利益及他萨科齐的个人政治利益。为法兰西国家

利益，中法关系得到发展，为其个人政治利益，则两国关系急剧下降。 

18
萨科齐上任仅六个月便访华，打破了过去法国总统上任至少两年后才访问中国的

纪录。2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与法国总统萨科齐举行会谈。双方就双边关系和

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全面、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取得了积极成果。

“萨科齐表示，法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他指出，法

中各领域合作深入发展，双方在核能、环保、教育、旅游等领域合作成果令人鼓舞，法方积

极评价中方对两国经贸问题的开放态度，将继续同中方开展对话合作，在各领域建立更为密

切的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萨科齐表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不断扩大，越来越多地参与

国际和地区问题的解决进程，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等问题上发挥了积极而

重要的作用，使有关地区局势取得缓和和改善，向世界传递了和平信息。世界需要中国，法

国支持中国发展，将继续以实际行动推动法中、欧中关系不断深入发展。”
19

                                                        
16 法国中文网 http://www.cnfrance.com/info/jiaoliu/20090201/220.html 

11月 27日萨科

齐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演讲的主题是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通篇演讲中未提及法国媒体关

注的中国人权问题。在演讲中他肯定了中国在环保方面的积极作为：“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

国家在人和资源的关系方面看法和法国最为接近，那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国一贯信守她的

传统观念，崇尚天人合一，所以中国今天可以再一次证实她的活力，她的实践经验和她成为

表率的能力。”但同时，他间接地提出，要求中国负起大国的责任: “由于你们的人口众多，

你们的力量强大，所以你们应该比其他人负起更大的责任。你们现在有 13亿人口，而且经

历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飞速发展，所以你们在保护全球生态环境方面应该承担起责

任。”“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加入到一个新的全球协议中去，加入到全球环境和经济的新的发

17 《人民日报》 ，2007 年 5 月 17 日，第 3 版。 
18 中国青年报 2007 年 11 月 27 日文章标题 
19 中央电视台网站 http://news.cctv.com/china/20071126/10824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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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案中去。而且根据自己的经济规模和力量，迅速地、彻底地、持久地改变其能耗和生产

方式。中国完全有能力做出这样的战略决策。为什么？因为中国有着巨大的优势，比如她的

教育优势，特别是科学教育的优势，她的计划能力，这种能力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还有她的经济活力以及她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威信，中国一定能够做出这样的战略决策。我

希望，中国能够无愧于她悠久的历史，能够做出她的选择，能够做出贡献。”
20

萨科齐访华是要表明法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延续性，即希拉克的对华政策没有变，他是个

继任者。但毫无疑问，促进双边经贸合作是贯穿法国新科总统此次访华行程的主旋律。犹如

希拉克总统，每次来华，都伴随着庞大的企业家代表团。萨科齐对这一点没做掩饰，在清华

演讲回答问题时，他说道：“为什么法国人来到这里？这是因为法国愿意和中国进行合作，

她并不是仅仅寻求一个客户，寻求一个购买设备的人。我们来这里是寻求合作伙伴，建立合

作伙伴的关系。”中国政府没有让萨科齐失望，中法企业约二百亿欧元合作项目的签署，可

以称得上是中国对法国经济的支持，对新任总统的支持。媒体普遍认为，中法关系的未来“前

景看好”。 

他的演讲避

开了媒体希望听到的对中国人权批评声，但他又不乏对中国的指责，他访华不是要来刺激中

国，而是要合同来的。 

萨科齐访华带回二百亿欧元的合作合同，这对经济处于低迷状态的法国不无益处。对其

个人而言，他获得了更多企业家的支持，对他的民意支持率是有帮助的。 

二、紧张恶化 

萨科齐作为总统第二次访华是 2008年 8月 8日，出席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但这次

访华与一年前的情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法关系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萨科齐出席奥运

会开幕式不是简单的对法国运动员鼓劲，而多了政治色彩。他出席奥运会开幕式是种政治外

交的选择，是种无奈，应景。他在中国逗留十二小时就是注脚。在此期间，胡锦涛主席会见

了萨科齐。“胡锦涛强调，中国政府十分珍惜中法关系，希望双方继续共同努力，排除各种

干扰，不断增进互信，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萨科齐强调，同中国发展

战略伙伴关系是法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不会改变。”
21

“3.14”拉萨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之后，法国媒体对西藏问题的报道数量大增，歪曲的新

闻不断。达赖喇嘛在法国，在欧洲有着良好的形象，他是藏传佛教的领袖，是个智者，诺贝

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他的著作在法国书店到处有售，大的书店甚至有其专门的书架。媒体声

音是一边倒的，就是对中国的谴责，欺骗了不明真相的读者。而媒体的许多记者对中国的了

解，甚至某些媒体的主编对中国也是一知半解。以法国两份全国大报为例，法国《世界报》

2006年 10月 26 日上的文章标题：《MM. Chirac et Jintao signent une timide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humains》（希拉克与锦涛先生签订了一份腼腆的人权宣言），法国《解放报》2009

年 3月 2日上的文章标题：《Jiabao content de son plan de relance》（家宝对他的振兴

计划感到满意），我们感到惊讶，一名报道中国的记者，中国人的姓与名都搞不清，怎么会

对中国有进一步的了解？那是不可能对中国问题作客观报道的。2009年 7月 8日法国外交

部长在法国新闻电台谈到中国新疆回族时，他把回族（ouigours）说成了酸奶（yoghourts）。

中国对萨科齐的态度从奥运会开幕式

的位置安排上可略见一斑。如果萨科齐能真的从发展两国战略伙伴关系考虑，中法关系的紧

张状态就能得到改善，更不会恶化。但在西藏“3.14”拉萨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之后，萨科齐

已走远，他对达赖喇嘛问题表述难以往回走。 

                                                        
20 中国驻法大使馆网站 http://www.amb-chine.fr/chn/zfzj/t384756.htm 
21 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8-08/134114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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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是通过媒体获得的。法国人对达赖喇嘛的崇敬，对西藏历史的无知，

媒体起了引导作用，媒体歪曲的报道造成了一种对中国极为不利的舆论。 

萨科齐是媒体运用的老手，面对舆论，他对是否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态度发生了变

化。在 2007 年总统大选过程中，“当社会党候选人罗雅尔喊出“抵制奥运”的说法时，萨科

齐选择了和她不同的做法，特别派他的竞选顾问接受中文媒体采访，表示如果他能当选法国

总统，到时候又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那么他一定会出现在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

席台上。”
22
当他在 2007 年访华时，他也明确表示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意愿。

23
但在 3月 24

日就他是否出席奥运会开幕式时，他则表示：“我们的中国朋友应该意识到世界对西藏问题

的关注。我将根据事态的发展作出回应。”“我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表达了我对此事的极大

关注。我要求他克制，打开对话之门。我有个密使，他已与达赖喇嘛身边的权力机构接触。

基于这两个方面，我要求对话开始，我将根据中国政府的回应逐步作出回答。我要求情况有

所改善。”
24

萨科齐有条件的参加奥运会开幕式拉开了中法关系紧张的序幕。2008年 4月 7日奥运

火炬在巴黎传递过程中遭遇藏独分子抢夺火炬事件，使中法关系紧张加剧。中国媒体、网络

对在法国发生的事件极为愤怒，开始炮轰法国。法国媒体网络则反唇相讥，呼吁抵制奥运，

抵制中国。中法两国的民间情绪都甚为激烈。而 4月 16日巴黎市长德拉诺埃向巴黎市议会

提议，要授予达赖荣誉市民称号。21日巴黎市议会经过投票，决定授予达赖“荣誉市民”

称号，这一举动使法中关系进一步紧张。为缓解紧张气氛，来华访问的法国参议院议长克里

斯蒂安·蓬斯抵达上海浦东机场后，径赴上海市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专程看望中国奥运

火炬手金晶，并转交了法国总统萨科齐致金晶的慰问信。“5.12”汶川地震发生后，5月 19

日萨科齐等法国政府官员前往中国驻法大使馆，对中国汶川地震遇难人员表示哀悼，他在吊

唁簿上写道：“我们与遭受严峻考验的中国人民团结一致。”随后他对在场的中法媒体说，法

国人民对中国四川汶川地震灾害感到“非常悲伤”，他本人来到中国驻法使馆吊唁，希望以此

表达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友情和支持。

他的用语les autorités les plus proches du dalaï-lama将达赖喇嘛的权力机

构与中国政府les autorités chinoises放在了同一层面。他将是否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与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代表的谈判联系起来，并将此作为出席奥运会的条件。他的表态满足

了媒体的意愿，人权外交有死灰复燃的倾向。抵制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声音开始上涨。法国政

府人权国务秘书拉玛•亚德即刻表示她不参加中国的奥运会开幕式。 

25

“无疆界记者组织”的不断地摇旗叫嚣，媒体不断制造的舆论，面对舆论，萨科齐既不

是无动于衷，也不是就此受约。萨科齐如果要抵制在中国举办的奥运会，他就不会提出有条

件的参加奥运会开幕式。作为一国元首，政治家，他的举止是经过思虑的。他在寻求如何做

对他有利。可以说，他是想来北京的，有着几十亿电视观众的北京奥运开幕式，萨科齐作为

深谙媒体力量的政治家，是无论如何不会放弃这一机会的。他希望中国在第一次举办奥运会

的时机，对他提出的要求作出退让，为他增加在法国舆论中的民意。因为他的民意调查数据

 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举动，但此举并没

有缓解与中国政府因巴黎奥运火炬传递期间发生的抗议活动而产生的紧张关系。萨科齐没有

对其参加奥运会开幕式予以确定，没有否定他会与达赖喇嘛见面。在根本性问题没解决前，

缓和是种幻想。 

                                                        
22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5/11/content_6085214.htm 
23 中国驻法大使馆网站 http://www.amb-chine.fr/fra/zfzj/t385584.htm 
24 法兰西晚报 2008 年 3 月 25 日 http://www.francesoir.fr/divers/jeux-olympiques-sarkozy-pense-au-boycott 
25 中国驻法大使馆网站 http://www.ambafrance-cn.org/法国总统萨科齐到中国驻法使馆悼念汶川地震遇难

者.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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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滑。同时，他在看其它国家首脑的反应。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

法国人权外交思维，冻结与中国的交往，给法国带来的是法国失去了很大一块中国市场，以

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远远落后于德国。萨科齐既要体现世界人权卫士的形象，又不想冲在第

一位，法国媒体不断的提出萨科齐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条件，使已经紧张的外交关系趋于恶

化。 

在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参加北京奥运之后，萨科齐发现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尤其是 7

月起法国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身为法国总统的萨科齐要代表欧盟 27 国，但欧盟并没有达

成抵制北京奥运开幕式的共识。此外，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 4月 10日在北京已经明确表示，

“某些组织和个人试图把奥运会政治化的企图，是对奥运精神的破坏。奥运会的参与者可以

发表意见，国际奥委会坚持这一点，但是参与者的言论、意见和所作所为必须符合《奥林匹

克宪章》的精神。要是允许运动员、教练或是一些官员，把奥运开、闭幕仪式或颁奖仪式，

变为表达不同政见的场所，完全不符合奥运精神。”
26

萨科齐不理智的支持达赖的行为，除了鼓励了“藏独”分子的暴力行动和引起中国人对

法国货的抵制，网民对法国激烈的批评外，并没有什么收获。这不能不让欧盟担心萨科齐缺

席北京奥运开幕式将给中欧关系带来损害。 

 

为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西藏问题的关注，“2008年 5月 4日，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

与副部长斯塔，在深圳麒麟山庄会见了‘西藏流亡政府’两名官员洛地嘉日与格桑坚赞。这

是双方自拉萨‘3·14’事件以来的首次直接接触”
27

中国政府官员与达赖代表的会谈成了萨科齐保留脸面借坡下驴的机会。7月 4日，法国

《世界报》引述法国总统府的消息称，法国总统萨科齐将出席 8月 8日的北京奥运开幕式，

萨科齐将在下周的 8国峰会上宣布这一消息。7月 9日，萨科齐正式宣布他将出席奥运会开

幕式。萨科齐在离奥运会开幕式一个月前作出的决定，是处于一种政治选择的无奈，他面对

的是不断发展，对全球经济影响力日益俱增的中国，他能效仿密特朗时期的人权外交策略对

待中国吗？一年前他的来访带回了二百亿欧元合作项目，现在不要了？法国的经济低迷，没

有中国的合作，重振经济谈何容易。法国需要中国。从 2008年 3-7月，两国间政治关系紧

张，但在经贸、文化交流方面没有明显的变化，一切还在按原有的计划进行。如果把紧张的

政治关系蔓延，对法国有益吗？美日首脑确认参加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也满足了他提出的与

达赖对话的要求，他还有什么说辞不参加呢？但他迟到的明确答复与他的如意算盘效果恰好

相反。他既没得到法国对华不友好媒体、激进网民的支持，更没得到中国政府、民众的谅解。

7月 9日《费加罗报》对此发表评论文章，题为“萨科齐将参加奥运会，但中国仍冷漠如石”。

。7月 1日、2日又进行了会谈。 

28

在萨科齐访华前夕，新华社采访了萨科齐，“您参加奥运会想对中法人民传递一个什么

信息?”“萨科齐在回答中说道 : “我到北京再次证明，中法友谊是法国外交政策的一条主线，

它符合两国共同的强烈愿望，它是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安全、更加和谐的世界秩序必不

可少的。”

 

29

                                                        
26 http://news.cctv.com/china/20080411/103954.shtml 

采访过程中，萨科齐只字未提人权或西藏问题。信息是积极的。但对萨科齐不

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萨科齐到北京后，他对法国队运动员说：“我到北京来的理由首

先是支持法国队，其次是支持奥运会，支持人类体育理想……体育具有为和平服务的普世价

值……如果奥运会只为部分国家，这就不是奥运会……奥运会对 13亿中国人是极为重要的，

27 凤凰周刊 http://news.ifeng.com/opinion/meiti/ph/200807/0715_1901_654837.shtml 
28 原文为 Sarkozy ira bien aux JO, mais la Chine reste de marbre。 
29 法国总统府网站
http://www.elysee.fr/president/les-actualites/interviews/2008/entretien-du-president-a-l-agence-chine.55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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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抵制世界四分之一的人民。”
30
 但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萨科齐在星期四

31
以欧盟的

名义给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人权卫士及监禁人员的名单。
32

萨科齐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在法国受到了许多批评，尤其是左派和人权组织。无论他

来不来北京，他都受到批评。这就解释了他到北京后，与一年前的态度有如此大的转变。2007

年几乎不谈意识形态问题，这次他则带着人权方面任务。他在法国国有电视二台上北京录制

节目时说：“如果没有对话，怎能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相互不说话，怎能试着相互理解？

我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政府总理。我与他们讲了人权问题，并将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单交给

了他们。”

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他在

中法媒体前的两次讲话，前后差异极大。人们不禁要问，他到北京究竟为了什么？ 

33

2008年 8月 22日，达赖喇嘛在法国南部城镇罗得佛（Lodève）绕林寺举行开光仪式。

萨科齐再次陷入两难处境，会见必将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应，不会见又遭媒体的攻击。此外他

在 8 月 6 日已表示他在 8 月不会见达赖喇嘛。

他的讲话应该说就是告诉法国的左派，人权组织，他来中国就是来做中国人权

工作的。他来华可以说也是在试探中国对他可能会见达赖喇嘛的反应。萨科齐在日本G8峰

会上“亲自”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中国国家元首。他期盼中国能够感谢萨科齐的这一正确

决定，而对他会见达赖喇嘛网开一面。更何况，法国认为，美国总统、德国总理和英国首相

都已经会见了达赖，没有理由法国总统就不能会见。法国没有料到，7月 9日在他向胡锦涛

主席确认他参加北京奥运开幕式前几小时，中国驻法大使孔泉在法国外交部向记者明确表

示，8月 12日至 23 日达赖喇嘛在法期间，如果萨科齐与其会面，中国将采取报复措施，后

果是很严重的。此外，当萨科齐表示他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后，没有消除 3月以后积累下

来的中国对法国的不满。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布什不将奥运政治化参加北京奥运开幕式，中国

对他表示感谢，而对萨科齐的参加，没有感谢之词。布什在北京呆了四天，与萨科齐在北京

的时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中不难让人感觉到中法关系的紧张状态。 

34
 而萨科齐当时的解释是这次访问达赖喇嘛

没有要求见他，而且奥运会期间时机不宜。
35

卡拉·布吕尼

这不能不说这是中国的强硬态度使他放弃了 8

月份的会见。但参加仪式的法国政府官员有外交部长库什内，人权国务秘书拉玛•亚德，还

有引人注目的 。尽管她没有任何官方头衔，但她是萨科齐夫人，她的举动不能

说不代表萨科齐的意愿。然而在 8 月 13 日法国新闻台报道，萨科齐将与达赖喇嘛的会见推

迟了，他将在 12 月 10 日诺贝尔和平奖的纪念会上邀请会见达赖喇嘛。
36
 实际上在 8 月 6

日的世界报上称，受到中国驻法大使孔泉所说的，如此的会见会产生“严重后果”的威胁，

7月 10日萨科齐让人们听到他将会见达赖喇嘛。并说：“中国不能规定我的日程，也不能决

定我的约会。”
37

                                                        
30 法国电视一台
http://lci.tf1.fr/monde/asie/2008-08/bush-evoque-la-liberte-d-expression-sur-le-sol-chinois-4904863.html 

 

31 2008 年 8 月 8 日为星期五 
32 法国电视一台
http://lci.tf1.fr/monde/asie/2008-08/bush-evoque-la-liberte-d-expression-sur-le-sol-chinois-4904863.html 
33 同上。 
34法国快讯周刊 2008 年 8 月 22 日
http://www.lexpress.fr/actualite/politique/le-dalai-lama-rencontre-carla-bruni-sarkozy-et-bernard-kouchner_55311
1.html 
35费加罗报 2008 年 8 月 22 日
http://www.lefigaro.fr/politique/2008/08/22/01002-20080822ARTFIG00359-carla-bruni-sarkozy-accueillie-par-le-
dalai-lama-.php 
36 
http://www.france-info.com/france-societe-2008-08-13-en-visite-privee-le-dalai-lama-parle-politique-172420-9-12
.html 
37 

http://www.haibao.cn/star/3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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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4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华出席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的法国总

统萨科齐。新华社报道如下：“胡锦涛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法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明年中法将迎来建交 45 周年，两国关系面临新的重要发展机遇。希望双方以此为契机，总

结过去，规划未来，将中法关系不断推向更高水平。胡锦涛建议双方共同规划好今明两年中

法高层交往，加强两国战略对话；就当前重大全球性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加强磋商和协调，

密切两国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框架内的对话和合作；高度重视并处理好彼此重大核心利益和

关切，不断深化双方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进两国重大经贸项目合作，开拓新的合作

领域；加强文化交流和旅游合作，增加互派留学生，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萨科

齐表示，我始终认为中国是法国的战略合作者，这一立场没有改变。希望两国继续深化各领

域合作，同时共同搞好两国建交 45周年庆祝活动，进一步推进法中关系。”
38

11 月 13 日萨科齐宣布他将在 12 月 6 日会见达赖喇嘛。法国主流媒体《解放报》第二

天如此报道：“由《国际政治》杂志赋予他光环《政治勇气奖》后，尼古拉·萨科齐宣布 12

月 6日他最终将会见达赖喇嘛……在波兰。为不让中国生气，总统没有在他 8月来法期间会

见他。受到批评，总统放弃了原定在 12 月 10 日巴黎会见的打算。”

 胡锦涛主席

已向萨科齐发出了明确的信号，要法国高度重视并处理好彼此重大核心利益和关切，不断深

化双方政治互信。但萨科齐没予以考虑，而继续一意孤行。 

39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11月 14日就萨科齐宣布将同达赖见面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

要求法方从大局出发，切实重视中方重大关切，妥善处理相关问题。”“我们坚决反对达赖

以任何身份到其他国家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也坚决反对外国领导人同达赖进行任何形式的

接触。当前，中法、中欧关系正保持改善和发展势头，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我

们要求法方从大局出发，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恪守承诺，切实重视中方重大关切，妥善处理

相关问题，促进中法、中欧关系稳定发展。”

这篇报道解读是很有

味的。萨科齐的勇气来自于《政治勇气奖》，所以他最终宣布会见，但他又放弃了巴黎，选

择了波兰。是褒是贬全由读者自己解读。萨科齐宣布准备会见达赖喇嘛后，中国作出了强烈

的反应，宣布推迟原计划 12 月 1日在法国里昂召开的中国与欧盟 2008年度峰会。中法关系

紧张局势加剧，中法关系陷入低谷。 

40

                                                                                                                                                               
http://www.lemonde.fr/asie-pacifique/article/2008/08/06/nicolas-sarkozy-ne-rencontrera-pas-le-dalai-lama_108093
9_3216.html 

 面对中国的抗议，萨科齐没有理会中国的

表态。对此中国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推迟了原计划于 12月初在法国举行的第十一次中欧

领导人会晤。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推迟举行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答记者问时，这样回答

道：“中方高度重视计划于 12月初在法国举行的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并为此作出了

积极努力和大量的准备工作。但在前不久，担任欧盟轮值主席的法国领导人公开高调宣布将

于中欧领导人会晤后会见达赖，这立即引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涉藏问题事关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坚决反对达赖以任何身份到其他国家从

事分裂中国的活动，也坚决反对外国领导人同达赖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中方为了维护中法

和中欧关系，多次耐心做法方工作，希望法方妥善处理涉藏问题，为中欧领导人会晤创造必

要的条件。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法方对中方维护中法、中欧关系的努力未给予积极的回应，

使中欧领导人会晤已不具备应有的良好气氛，也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在此情况下，中方不

得不推迟中欧领导人会晤。造成目前局面的原因和责任不在中方。尽管如此，中方没有改变

3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8229164.html 
39 http://www.liberation.fr/politiques/0101265994-le-dalai-lama-verra-sarkozy-en-pologn 
40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11/14/content_103591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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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发展中欧关系的决心和既定政策，仍愿着眼长远，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则基础上，

与欧方共同努力，继续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41

萨科齐没有冒犯中国的故意，在各种不同场合下，他都表示了中法合作的重要性。那萨

科齐为什么仍然要会见达赖喇嘛？原因可归纳如下：一是履行承诺。萨科齐曾表示过要在

2008年会见达赖喇嘛。为体现出他是个言必行的总统，他要逐步兑现承诺。法国媒体对他

的承诺放在放大镜下予以监督。法国《世界报》网站为此开辟了专门栏目，题目就是“尼古

拉·萨科齐是否履行他的承诺”，

 

42
该栏目分成 23个专题，分别予以报道，哪些已经做了，

哪些正在做，哪些没有动静。在媒体放大镜的监督之下，萨科齐不得不小心为之。在法国，

一个言而无信的人是为人不齿的。萨科齐在总统大选时许下的改革诺言众多，在短短的一年

时间里，他全面铺开。而改革不可能不影响部份既得利益集团。这也解释了今天法国的不平

静。既然说过了要见达赖，就不能言而无信，让人说三道四。不然就会受到民意的惩罚，在

下一次总统大选时不投他的票。二是政治利益。在大规模的改革举措，引起国内不满意率提

高，萨科齐的民意不断下滑。而在那一阶段，法国媒体以法国的价值观为取向，对中国人权

指责是一方面，歪曲的报道起了更恶劣的影响。媒体制造的氛围，“总统有权在任何时候任

何地点会见任何人”使萨科齐为自己政治上的得分不得不会见。而且，萨科齐的会见与否，

还影响到他的执政党在选举中的得票率。而 2009年 6月 7日就有欧洲议会选举。为显示他

是个敢做敢为的总统，他不怕对美国说不，同样也可以对中国说不。如果说他在 8月份没见，

但他已表示在 12 月见。他希望显示出是个有勇气的总统，得到民意支持率的提高。三是错

误判断。媒体几乎是一个说法，即美国总统，英国总理，德国总理都会见过达赖喇嘛，事后，

“中国部份领导人可以口头表示不满，但没有过具体的取消合同的威胁。”
43

2008年 12月 7日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奉命召见法国驻华大使苏和，就法国总

统萨科齐日前在波兰会见达赖提出严正交涉。何亚非说，“12月 6日，萨科齐总统不顾中国

人民的强烈反对和中方的一再严正交涉，执意以法国总统和欧盟轮值主席的双重身份会见达

赖，粗暴干涉了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了中方核心利益，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破

坏了中法和中欧关系政治基础，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萨科齐总统此次公

开提到其所谓作为欧盟轮值主席的义务以及会见现场的欧盟旗帜，是法方将其错误做法强加

于欧盟，开创了恶劣的先例。上述错误做法损害的是中法建交 45 年来之不易的政治互信、

全面合作和良好前景，这一严重后果只能由法方来全部承担。我们要求法方能以两国关系大

局和两国人民利益为重，真正重视中方的严正立场和合理关切，充分认识到萨科齐总统会见

达赖对双边关系以及中欧关系造成的损害，在涉藏问题上采取实际行动纠正错误。”

所以，媒体普

遍认为，中国只会做一个口头抗议，不会有强烈而具有实质内容的风险。此外，萨科齐认为，

达赖喇嘛 8月在法国时他没有会见，他已作出了让步。这次是在为纪念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获

得诺贝尔和平奖二十五周年的活动中与达赖喇嘛会面，他会面的是宗教领袖，此外他没有单

独邀请达赖喇嘛去巴黎，没有给他铺红地毯，没有在法国会面，而是在波兰格但斯克，小心

翼翼地避免使会见染上任何“官方”的色彩，他已做了极大的让步，中国应该能够予以谅解。 

44

                                                        
41 中国外交部 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dt/fyrbt/t523998.htm 

 中国

的强烈反应使法国担心中国的经济制裁，对中国的态度难以理解。在 12月 9日的外交部发

言人刘建超举行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曾会见达赖,为什么中方对

42 
http://www.lemonde.fr/societe/visuel/2006/12/15/les-promesses-de-nicolas-sarkozy-a-la-loupe_846317_3224.html 
43 法国十字报 http://www.la-croix.com/article/index.jsp?docId=2343402&rubId=4077 
44 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b/zzjg/xws/xgxw/t5252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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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总统会见达赖的反应这么强烈呢?刘建超回答到：“我觉得你得到的印象是不正确的。在

外国领导人会见达赖的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也是清楚的。我们反对任何外国领导人

会见达赖,支持和纵容达赖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发生这样的情况后,中方都通过不同的方式

向有关国家表明严正立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只针对法国的问题。法国总统高调会见

达赖,严重损害了中方核心利益,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破坏了中法关系,中方作出

反应是完全正当的。我们要求法方拿出诚意,找出切实办法来修补当前的中法关系。”针对你

们希望法方做出什么样的努力来恢复与中方的友谊?中方是不是会对法方的一些企业采取经

济制裁的问题，刘建超回答道：“中法关系下一步朝哪个方向发展,关键取决于法方行动。法

方应切实以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利益为重，充分认识到法国领导人执意会见达赖给中法和

中欧关系造成的损害,真正重视中方在核心利益上的关切和中方阐述的严正立场,以实际行

动纠正在涉藏问题上的错误,消除负面影响,恪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做到言行一致。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法国领导人执意会见达赖严重损害了中法合作的良好气氛,也破

坏了中法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对双方在包括经贸在内的各领域合作气氛也不可避免地带来

负面影响。当前关键是法方要采取切实行动,为中法关系的发展,为中法各领域的合作创造良

好的气氛和条件。法方应该有足够智慧,知道怎样纠正自己的错误。”
45

中方的态度是明确的，萨科齐会见达赖喇嘛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责任在法方，中法

关系政治基础的破坏不可避免地对经贸在内的各领域合作气氛带来负面影响，中方在等待法

方是如何纠错。然而法方不知如何纠错。萨科齐已经表示他会见达赖喇嘛不是针对中国，不

想损害中法关系。信息很明确，他不希望中法关系搞僵。但是法国没有作出中国希望的实际

行动，因而，我们看到中国给法国继续加压。 

 

2009年 1月 20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举行例行记者会，首先发布了一条消息。“应瑞

士联邦主席梅尔茨、德国总理默克尔、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英国首相布朗、欧盟委员会主

席巴罗佐和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邀请，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于 2009年 1月 27日至 2

月 2日对上述四国和欧盟总部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 2009

年年会。” 温家宝总理此次出访欧洲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我们希望温家宝总理此访能够促

进国际社会提振信心，凝聚共识，团结协作，共同更好地应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我们也

希望此访能够加强中国与上述欧洲四国的战略共识，深化双边务实合作并推进中欧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46
温家宝总理走访了瑞士、德国、比利时、西班牙和英国，走了一圈，

就是没去法国，正好在法国周边国家除了意大利之外走了一圈，媒体通称温总理的这次出访

为“环法之旅”。温总理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说：我这次是信心之旅，你们可能都报道了。

我要传达的三个信心，就是对中国的信心，对中国发展的信心，对加强中欧合作，推动中欧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信心…… 至于你说的，环法之旅，我在飞机上确实把地图

看了一下，我这次的访问是绕了法国一圈。但是这次没有安排访问法国的原因，是众所周知

的，责任不在中国。现在我需要强调的是，中法两国业已形成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不可动摇的，

这是中国外交的既定方针。进一步发展中法两国友好合作，从根本上有利于两国人民的利益，

也有利于推动中欧关系。我们希望法方能够认识到这个大局，作出应有的努力。使中法关系

在原有的基础上，不仅得以恢复，而且得以发展。”
47

                                                        
45 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hn/gxh/mtb/fyrbt/jzhsl/t525791.htm 

温总理不是没有时间，安排不过来不

访问法国，就是故意避开，为了报复刺激法国。 

46 外交部网站 http://www.mfa.gov.cn/chn/pds/wjdt/fyrbt/t533029.htm 
47 闾丘露薇的博客 http://lvqiuluwei1510.blog.163.com/blog/static/9028525120091294327835/ 

http://news.hexun.com/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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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已成为国内的一种共识，外交部长杨洁篪在 2009年 3月 7日的记

者招待会上说道：“对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外外交机构来讲，为国内经济发展服务，为推进

中国同有关国家经贸合作服务，已经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我们有的大使回国就告诉

我，说他计算了一下，在他的工作时间里，至少 30％乃至 50％是用于抓经济方面的事情。

我们的驻外使领馆，为促成很多大的项目，为解决很多经济方面的纠纷做了很多事。”
48

中国的强烈反应在欧洲其它国家引起的反响是相当有意思的。中国取消中欧峰会，温家

宝总理环法访问前，《费加罗报》2009年 1月 22日报道说：温总理访问布鲁塞尔总部是小

型的没有法国人参加的中欧峰会，根据日程，他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举行会谈，并会

见欧盟理事会秘书长兼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等高级官员。捷克驻华大

使维捷斯拉夫·格雷普尔则明确表示，捷克在其任欧盟主席国期间，捷克领导人不会见达赖

喇嘛。而欧盟对中法僵硬的外交关系感到担忧。欧盟驻中国大使赛日·安博表示“一个欧盟

主要成员国与中国出现问题是不正常的”。

外

交为经济服务，但同时经济也可以成为外交的利器，为外交所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

是法国对中国采取了经济制裁，中法贸易急剧下滑，当时的法国政府希望此举能逼迫中国，

朝着他们的模式方向走。时过境迁，中国从 1990年后的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已今非昔比，

不再仰人鼻息，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中国同样用经济方式来惩罚法国，用经贸手段为

外交服务。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际，法国需要中国。 

49

法国媒体对萨科齐会见达赖喇嘛一事没有批评，但温总理绕开法国的环法之旅的报道是

值得去意味的。《费加罗报》1月 29 日报道温总理访问德国文章的标题就是“默克尔铺下红

地毯欢迎温家宝”。文章写道：“在金融危机严重影响欧洲第一经济大国之时，对德国总理而

言，不可能再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纠缠。从柏林看，德国出口的唯一曙光在北京……温总理显

现出大气，说对德国的访问是他‘欧洲之行最重要的一站’。在签署五项大合同，肯定德国

重新成为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之前，他感谢德国总理重新回到她前任理格哈德·施罗德

的政策。德国企业为回到经济道理之道感到高兴，特别是在德国正经历着 60年来最严重的

危机，经济道理压倒了其余的理由。”

对法国为萨科齐一己私利、以欧盟主席的身份

会见达赖喇嘛的做法没有得到欧盟成员国支持。对此，法国的媒体不乏这种声音，即中国在

分化欧盟成员国。而事实上，欧盟本身就不存在一个共同的对华政策。 

50

2月 24 日，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带队的“中国贸易投资促进团”前往欧洲。这一大型

采购团让英国和德国都获得了大量的采购订单。面对如此采购盛宴，法国人一无所获，法国

企业的感受可想而知。中国的分化战略绝对是有效果的。萨科齐在为其行为自食其果。面对

中法关系的恶化，法国出现两种声音，一种是理想主义的，认为法国的人权主张应该普世，

不要在意中国的反应。一种声音是要改善中法关系，认为僵化的两国外交关系对法国不利。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代表的是后一种声音。2009年 2月 5日他访华前夕在法国参议院向菲永

这篇文章让我们看到，温总理访问欧洲，法国人的

感触是多重的。德国没有站在法国一边，没有指责中国，他们拿到了中国的大合约，为德国

的经济注入了活力。法国呢?作者虽然没有批评萨科齐的做法，但字里行间能让人意会到，

他的观点尽在不言中。 

                                                        
48 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dt/wjbxw/t541165.htm 
49 费加罗报网站
http://www.lefigaro.fr/international/2009/01/16/01003-20090116ARTFIG00007-la-chine-renoue-avec-toute-l-euro
pe-sauf-la-france-.php 
50 费加罗报网站
http://www.lefigaro.fr/international/2009/01/30/01003-20090130ARTFIG00007-merkel-deroule-le-tapis-rouge-a-
wen-jiabao-.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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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45年前，戴高乐将军是第一个欧洲国家总统勇敢地主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

交关系。”（人民运动联盟参议员议席上发出掌声。）（社会党参议员希涅插话）“他们是在为

45年前的决定鼓掌。” 拉法兰接着说 :“1964年有远见第一个看到中国在世界上作用的国

家，而在中国的作用对世界不言而喻的今天，法国与他处于复杂、困难的外交关系，这是荒

谬的。中国的新地位在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提议下出席在华盛顿 20国峰会得到了进一步的

增强。”（希涅插话）“那又怎么？”“我们是认真对待中国最近的决定的，中国一方面推迟了

法国主办的中欧峰会，另一方面，中国总理温家宝先生近来环法之行，即在我们边境外的欧

洲访问。我们共同作了选择，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社会党参议员瑞潘

谭插话)“在西藏背后 !” “我们坚定地支持中国对世界的开放。我们知道，一个民族自我

封闭，尤其是在危机时期，是令人担心的。第五共和国的历任总统，夏尔·戴高乐，乔治·蓬

皮杜，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弗朗索瓦·密特朗，雅克·希拉克，尼古拉·萨科齐都

表示了对中法友谊的重视。法国不会对其主权提出异议，就像法国不希望别人对她的主权提

出异议。”（希涅插话）“自由西藏万岁 ! ”法国尊重中国古老的文明，她经济上的巨大成就。

但我们知道，古老的人民，古老的国家间，只有相互尊重才能建立友谊！”（人民运动联盟议

席上鼓掌声，叫喊：好极了！）（希涅插话）“这是声明，不是问题！”（社会党，共产党，公

民共和运动和左翼政党议席上喊 :提问题！）“同僚们，中法关系问题也许对你们来说是次要

的，但我认为，中法问题对世界平衡是很重要的！”（左派议席上发出嘘声。）“总理先生，法

国准备采取何种主动态度来增强法国与中国建立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下周，我们几

人将带着您的使命就要去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运动联盟议席上掌声，叫喊：好极了！) 
51

对我们而言，这一事件丝毫不会影响我们继续强化与中国战略伙伴关系。”

 

菲永总理的回答阐述了法国对华政策：“法国对中国的政策是明确的，犹如拉法兰先生所说，

它是一如既往的。……中国，以她的经济、人口和文化，在世界事务的分量在加重。而我们

需要中国，世界需要中国。世界需要中国以走出经济的衰退；很难想象，如果中国不实行改

革政策，不实行经济振兴政策，帮助世界走出目前的危机，我们怎能走出衰退？……我们对

西藏的态度也是明确的。……我们始终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这不妨碍西藏有宗教领

袖，代表西藏佛教，我们有权利接待他，有权利与他交谈，就像欧洲其他国家首脑所作的那

样。在共和国总统会见达赖喇嘛一事上，中国反应是不对的。我们能预计到她会有反应。 
52

如果说菲永政府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没变，但他的讲话中，对萨科齐会见达赖喇嘛一事没

有丝毫歉意。同时意味着法国政要将来能继续这么做。对此中国政府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此

外，回看参议院在谈论中国问题时，社会党参议员不时的发出嘘声，指责中国民主。不过要

指出的是，左派内有不友好的声音，右派内不乏类似的情况。这种现象表明，法国政界有股

对华不友好的势力，这股力量是不容忽视的。 

 

在 2009 年 3月 17日国民议会上，前总理，社会党议员，法比尤斯批评了萨科齐的对华

政策的前后不一：“我们对华关系是绝对无法理解的，其做法是完全不合时宜的，这让我想

到了对魁北克的宣言。
53

                                                        
51 法国参议院网站 http://www.senat.fr/seances/s200902/s20090205/s20090205008.html 

”而国民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人民运动联盟议员波尼亚焘维斯基

则这样说道：“当人权受到侵害或一个帝国主义，无论是什么样的帝国主义，出现时，我不

相信法国会沉默无语。我们将一如既往表明我们的信念：我们欣赏美国的民主，但我们谴责

52 总理府网站
http://www.gouvernement.fr/premier-ministre/reponse-du-premier-ministre-a-jean-pierre-raffarin-ump-lors-des-qu
estions-au-gouver 
53 1967 年 7 月 24 日戴高乐将军在魁北克演讲中，喊出了“自由魁北克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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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保护主义；我们希望发展与中国的交流，但我们关心西藏的命运；我们要俄罗斯的天然

气，但我们担心其民族主义的企图。”
54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的访华，表明法国希望修复两国严重挫伤的外交关系。从经济、政治、

国际事务多个方面讲，法国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法国。这是一个不争的共识。但在涉及中

国核心利益问题上，中国的态度是明确的。拉法兰的来访没能带来中国期望的承诺。中法关

系接下来怎样发展取决于法国，取决于萨科齐领导下的政府如何采取实际行动修正在西藏问

题上的错误立场。法国媒体对中国的态度大为不解，他们问道，究竟要怎么作才能改善中法

关系。他们看到，中国政府采用的是分化战略，在强化与欧盟国家的交往的同时，孤立法国，

让人们感觉到法国是欧盟中一个例外国家。中国的做法就是要让法国知道其行为的后果，迫

使她调整相应的对华政策。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尽管不是一个一流大国，

但她却对大国都说不，以体现法国是不为她国左右的大国，她的外交政策是独立的。在对华

关系上，无论是菲永总理或是国民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他们表达的实际上都是萨科齐的对

华政策：认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承认发展中法关系的重要性，但不放弃对西藏问题的干

预态度。而在此期间，2月在法国“兽首拍卖”再次引发了中国民众对法国的极度不满。针

对法国对华自相矛盾的作法，对法国的批评，对萨科齐的谩骂声网上比比皆是，网民呼吁抵

制法国产品，还向中国政府发出了叫停中法大型合作项目的呼声。甚至有人提出，如果中国

支持科西嘉岛的分裂分子，法国将作什么感想？ 

三、复苏回暖 

2009年 4月 2日在伦敦召开 20国集团金融峰会。外交部在 3月 23日举行了 20国集团

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吹风会。会上何亚非表示，“胡主席除参加金融峰会外，还安排了多

场双边会晤。在伦敦的主要活动包括：（一）4月 1日晚出席英国女王为与会领导人举行的

招待酒会和布朗首相举行的工作晚宴。（二）4月 2日出席峰会并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中国

的看法和主张。当日还将出席布朗首相举行的工作早餐和工作午餐。（三）峰会期间，胡主

席还将以各种形式分别会见东道主英国首相布朗、美国总统奥巴马、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巴西总统卢拉、韩国总统李明博、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泰国总理阿披

实等领导人”
55
当日，法国《费加罗报》即刻对此予以了报道，并对何亚非副部长对两国首

脑是否会晤问题的回答予以了转载: “大家知道，前不久中法关系确实出现了一些困难，其

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的。中方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明确、积极、正面地回应中方的重大关切，

促使中法关系尽快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全球性挑战。”文章

小标题“中国没有责任”一节里写到：“外交部长即刻确认，法国‘不赞同西藏独立’，外交

部发言人埃里克·舍瓦利耶则明确到，但‘我们关注着西藏，关注那里的宗教自由，关注藏

民文化的自由，为降低那里紧张局势，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北京政府与达赖喇嘛之间开展对

话’。这样的回答，显然是不能说服中国当局的。”
56

法国媒体注意到，在这张重要的会客单上，尚无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名字。他们为法国无

法跻身大国领导人之列担心。但法国外交部的表态，中国绝对是不能接受的，犹如《费加罗

报》记者所说，他们的表态是不能说服中国政府的。在 2009 年 3 月 19 日，3 月 26 日，3

月 31 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上，法国记者多次问道，胡锦涛主席和萨科齐总

 

                                                        
54 法国国民议会网站 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13/cri/2008-2009/20090194.asp 
55 中央电视台 http://big5.cctv.com/gate/big5/news.cctv.com/china/20090324/106515_3.shtml 
56 
http://www.lefigaro.fr/international/2009/03/23/01003-20090323ARTFIG00333-g20-le-president-chinois-ne-renco
ntrera-pas-sarkozy-.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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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是否将在G20伦敦金融峰会上会面。“问：后天就要召开伦敦G20峰会，在此之前，中法之

间是否还有可能达成和解？双方是否会为促成胡锦涛主席和萨科齐总统在峰会期间的会晤

进行最后的外交努力？答：我更愿从中法关系发展的角度来回答你的问题。中法关系的发展

是大势所趋，也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一个必然的选项。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中法关

系的发展。我们愿意同法国各界支持和致力于中法友好合作的人士一道努力，推动这一重要

的双边关系向前发展。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希望法方能够以实际行动，明确、积极、正面地

回应中方的重大关切，为中法关系尽快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创造必要条件。”
57
中法关系的恶

化源于萨科齐，是他以人权为理由在出席北京奥运会要挟中国，后又以法国总统、欧盟主席

的双重身份会见达赖喇嘛，触及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但是，萨科齐并不认为中法两国关系恶

化的责任在他身上。“他曾于上月表示：‘这种情况是中国人自己造成的。’早在 2008 年 8

月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萨科齐就曾告诉北京方面他将在年底前会见达赖喇嘛。总

而言之他不会道歉，也不会效仿德国外交部长的做法：在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会见达赖

喇嘛半年之后，德国外长给中国政府送去了一封修好的神秘信件。法国建议通过官方公报的

形式来平息中国的愤怒。法国总统外交顾问让·达维德·莱维特就此和中国同行戴秉国进行

了讨论。这份以法中‘相互尊重’为基础的文本将重申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北京要求法国

的更多，要法国成为第一个承诺不再会见达赖喇嘛的国家，对此巴黎无法接受。”
58

中法关系的恶化使得在 4月 2日举行的 20国集团伦敦峰会期间，没有中法领导人会晤

的计划。而在此类峰会中，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说是第一次。中法在较劲，看谁能在这场博弈

中胜出。中法政治关系趋冷的时机对中国有利。面临经济危机的冲击，法国需要中国的成分

远大于中国需要法国。当中法两国政治关系发生困难时，双边经贸关系客观上必然会受到影

响。虽然中国不会以中法经贸正常项目作为向法国施加压力的手段，但是客观来说，两国经

贸关系不可能不受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加剧蔓延的形势下，两个世界重要国家应该携手合

作。这就不难理解，在 4月 1日中法两国外交部共同发布《中法新闻公报》。这份新闻公报

是由西藏问题引发，主题必然是西藏问题。公报中写到：“法国充分认识到西藏问题的重要

性和敏感性，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由戴高

乐将军做出的决定没有也不会改变。本着这一精神，并根据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法国拒绝支

持任何形式的‘西藏独立’。”

 

59

在 3月 31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上，胡锦涛主席还没有会见萨科齐的计

划。公报发表的当天晚上，萨科齐主动到胡锦涛的住地会晤，中法之间围绕西藏和达赖嘛喇

的风波也可以说以萨科齐低头画上了一个句号。中国媒体对此作出了积极的评价，对萨科齐

的态度作了充分的肯定，他的理性现实外交取代了人权外交。为中法恢复正常关系高兴。当

然，不乏有文章说，这是中国惩罚法国的胜利。而法国的媒体对此报道的心态是复杂的，报

道的语言中既隐含着无奈，又不缺一种自嘲。以法国主流媒体之一的《解放报》4月 2日标

题为“法国与中国背着西藏和好了”文章为例，“两国元首签署了反对西藏独立的文本。尼

古拉·萨科齐与胡锦涛在G20 会外会见。在G20幕后交易后，法中两国悄悄地和好了……恢

萨科齐会见达赖喇嘛引发的中法关系紧张问题由此结束。这

是份双赢的公报。中国得到了法国的许诺，法国拒绝支持任何形式的“西藏独立”，这意味

着法国政府没有理由再会见达赖喇嘛。法国则得到了中法关系的正常化。因为两国关系长期

僵持下去，客观的说，对法方不利，对中方也不利。 

                                                        
57 中国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fyrbt/jzhsl/t555062.htm 
58 2009 年 3 月 24 日巴黎人报网站
http://www.leparisien.fr/politique/facherie-a-la-chinoise-24-03-2009-452560.php 
59 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hn/gxh/wzb/zxxx/t555315.htm 



欧洲观察|2011.2                                                         - 17 -                                                                                                                         

威海路 233号 803室，上海，200041                  电话/传真: 0086-21-63276919 

网址：www.sies-cn.org                             电子邮件: sie103@yahoo.com.cn 
 

 

复两国关系，只要简短的一句话：‘法国充分认识到西藏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重申坚持

一个中国政策，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时（“3.14”拉萨事件之后）

尼古拉·萨科齐还在强调他对西藏的‘关心’，认为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重启谈判和西藏少

数民族的尊重是极为重要的。但在昨天的公报中，对此没有任何提及。现实政策超越了上述

的内容。（法中）快速的媾和的新闻很大程度上在巴拉克·奥巴马与胡锦涛的握手间黯然失

色。美国总统接受了中国国家主席的邀请，将在年底访问中国。美国与许多国家一样，愿意

走在与中国巨人进一步合作的道路上。”
60
同时，也有文章直接说“萨科齐确认法中公报允

许他会见达赖喇嘛”。
61

中国采取的是双赢政策。4月 1日的公报使中法两国得到了各自希望的东西。随着胡锦

涛主席与萨科齐的会晤，中法关系翻过了历史的一页，重新恢复了两国间的交往。在外交部

网页外交动态一栏里，可以看到，从 2008年下半年后中法高层往来有着明显的不均衡，法

国高层访问中国的人数大于我国的回访数。中法公报发布之后，交往逐渐趋于频繁。在此期

间，不计法国部长，议员访华官员，法国的两位前总统，德斯坦，希拉克，前总理拉法兰（2009

年 2月、4月、11月、2010年 6月四次访华），国民议会议长阿克耶（2009年 4月，2010

年 6月两次访华），法国总理菲永（2009年 12月），法国总统萨科齐（2010年 4月）。法国

的权力机构三巨头，超越党派的立法与执法间的仲裁者法国总统，执法的政府首脑，立法

 

62

有必要指出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两任总书记帕特里克·德维吉昂（2008年 10月）和格

扎维埃·贝特朗（2009年 10 月）先后访问中国。贝特朗来访期间，法国人民运动联盟与中

国共产党签署了交流与合作谅解备忘录。执政党总书记访华表明该党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愿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人民运动联盟是法国传统右翼，是戴高乐政党改名演变过来的。该

党的态度，对中法关系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的国民议会议长短期内先后访问中国。法国对两国关系的重视度由此可见一斑。 

温家宝总理在此期间没有访问法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2010年 7月），总书记胡锦涛

（2010 年 11 月）先后访法。中国访法的时间上可以看作是对应的回访，是对法国姿态的一

种积极反应，更是对中法关系的一种提升。时间顺序上说明，法国更需要中国。另外，两国

的国家元首和议长一年内实现互访，信号明确，中法关系升温很快。 

在出访前，胡锦涛主席接受了法国费加罗报的采访，胡锦涛主席就中法关系问题这样说

道：“我们愿同法方坦诚对话，增进了解和信任，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保持两国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扩大贸易往来，扎实推进核电、航空等传统领域合作，积极拓展节能环保、

信息技术、高端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合作。重要的是，双方合作要超越简单的贸易

和投资关系，成长为平等合作伙伴；发挥中法文化优势，密切人文交流；加强战略协作，携

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提升到新的高度，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
63

                                                        
60 法国解放报网站
http://www.liberation.fr/monde/0101559781-la-france-et-la-chine-se-reconcilient-sur-le-dos-du-tibet 

中法关系要提升，不再局限与经贸，而是要加强战略协

作，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变化。萨科齐在今年 4月访华期间对中法关系这样说道：“对

61 法国新观察家 2009 年 4 月 2 日
http://tempsreel.nouvelobs.com/depeches/economie/20090402.FAP4196/sarkozy_assure_que_laccord_francochino
is_lui_permet_de_.html 
62 根据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参议院在立法中的作用不如国民议会。 
63 
http://www.lefigaro.fr/international/2010/11/01/01003-20101101ARTFIG00469-hu-jintao-comment-la-chine-veut-
cooperer-avec-la-franc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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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来说，中国不是一个明天的强国，而是今天的强国”
64

外交部副部长傅莹的讲话充分表明了胡锦涛主席出访法国的目的：“我们希望，两国领

导人通过对话，能够进一步深化中法在全球层面相互立场的了解和合作。我觉得不能排除讨

论任何议题的可能性，从我们这个层面看，两国领导人肯定会重点就即将召开的首尔的会交

换意见，对所有会议上关心的热点问题会交换意见。另外，他们也会有一些前瞻性的探讨，

就是对G20下一步、明年的合作。”

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法双

方都需要对方的支持。 

65

2010年 11月 4日至 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法访问，在法国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应。

特别是中法签署的经贸协议，200 亿美元的大单。在胡锦涛主席访法其期间，解放报对此报

道的大标题是“胡锦涛访法，关键是合同”。

胡锦涛主席访法国际合作的目标不言而喻。 

66
费加罗报的标题是“与中国超过 200亿美元

的合同”
67
世界报的标题是“中国国家主席访法，大订单是背景”。

68
大报醒目的标题，电台

电视台的报道，中国成为法国媒体聚焦点。法国民众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中国成了一个重

要话题。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数量明显增加。媒体报道数量增加说明法国媒体对中国的关注，

中国在法国的分量。200 亿美元的订单能给低迷的法国经济带来一定的活力，创造一定数量

的就业岗位。在金融危机的年代里，这份大订单的分量绝对是不能忽略的，萨科齐对此这样

说道：“这对工人和工薪族都是非常重要的”。
69

胡锦涛主席与萨科齐总统在 48小时内分别在巴黎和尼斯两地进行会谈，这一现象充分

说明萨科齐与胡锦涛主席有许多问题要谈，他对中国关系的重视，他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

的火车头，在世界问题大问题上是不能绕开中国的，没有中国的支持，什么也解决不了”。

也正因为此，萨科齐对胡主席的高规格接待

顺理成章。中国的这份大礼，不是为感谢萨科齐对华态度的转变。从媒体各方面的报道中，

我们可以感觉到，这是互惠互利的举动，也是中国对两国关系发展的诚意。萨科齐高规格的

接待，明确无误的告诉世人，中法关系不但修好，而且得到升华。法国是欧盟发动机之一，

法国的反应直接影响欧盟成员国。温家宝总理环法游按照法国某些媒体的说法是分裂欧盟成

员国，胡锦涛主席访法则告诉其邻国，与中国做朋友实在。这份大单给了法国，传递了更多

的信息给想与中国发展合作国家。这一单子告诉法国国内对华不友好人士，抱着他们人权外

交理念不变的人士，中国不是欧盟，她的体制不同，中国的特殊性是否能让他们反思一下，

为什么在他们眼中的不民主国家能实实在在地得到发展、取得不容置疑的成就。这份大单说

明与中国做朋友好于做敌人，双赢比双输好。未来的发展不是一国的发展，是多国家的共同

发展。200亿美元的订单是对萨科齐的支持，是对法国经济的支持，同时也是对部分对华不

友好人士的告诫，对话总比对立强，合作总比对抗强。如果谁用人权的名义与中国过不去，

中国就会在经贸方面与他过不去。 

70

                                                        
64 http://www.liberation.fr/monde/01012300058-rep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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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表明，两国首脑谈得有进展，有成果，共识大于分歧。在 11月 4日发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关于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71

萨科齐任总统后的三年时间里，中法关系起伏跌宕。胡锦涛主席的这次访法开辟了两国

友好交往的新篇章，打下了未来关系发展的新格局。但在胡锦涛主席访法期间，不和谐的声

音仍然存在，无疆界记者，非政府组织打着横幅要求释放刘晓波等。11月 4日《费加罗报》

网页上发表了题为“晓宝：不能涉及的主题”

中，可以看到中国与法

国共识很多，“中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两大经济体，肩负着特殊责任。中

法关系应当继续发挥示范作用。两国既要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也要按

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弘扬多边主义，相互尊重对方独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应该建

立平等合作、包容互利、面向未来的新型大国伙伴关系。”声明中相互支持的共识，中国给

予的是：“法国即将担任G20 主席国，中国给予积极支持。双方强调各国应致力于推行协调、

连续和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一步推进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应对原材料价格过度波

动。双方希望大力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支持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

的改革，以顺应时代要求。”法国回应的是:“双方一致认为，欧盟应取消对华军售禁令，尽

早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双方在全球化中的态度：“双方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

义，愿在维护现有授权和基于已有进展的前提下，尽早完成多哈回合谈判，取得全面、均衡、

富有雄心的成果。”在对中国批评声最多的人权问题：“双方肯定中欧人权对话取得的进展，

愿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加强对话和双边交流。”声明的前半部分阐述的是国际问题，双

方的态度，后半部分是中法具体的合作。声明反映出中法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相互倚重，全面

提升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甚至可说，中法关系提升到了全球全面战略伙伴的特殊关系。

这一特殊关系对两国提升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都有益处。 

72
（ Xiaobao : "pas un sujet à aborder"）。

晓波成了晓宝如果说是打印错误，那直呼其名，是否能理解为作者对刘晓波非常亲热？如果

不是，那则是作者对中国人的姓与名没有搞清楚，作者按照法国人的习惯，以为中国人的姓

名顺序和法国人一样，把晓波当作了姓。在对报道国的基本文化概念都没有的记者，怎能写

出客观的报导？然而，不能不承认，法国这部份媒体的声音应该说是极具影响力的。有关中

国人权的问题，法国政府领导人可以少谈或不谈。但媒体制造的压力，他们不能回避，以至

于《世界报》载文，标题为“萨科齐说他与胡锦涛谈过人权问题”
73

                                                                                                                                                               
http://www.lefigaro.fr/conjoncture/2010/11/03/04016-20101103ARTFIG00679-sarkozy-veut-rallier-la-chine-a-son
-g20.php

，以避免见利忘义的形

象，说萨科齐在大合同面前忘记了法国的价值观。萨科齐 5日在尼斯老城饭店等待胡锦涛主

席时接受记者采访，他说：“胡锦涛主席是个容易接近的人。中国人和法国人之间有很大的

差异，但我们谈论了各种问题。主题没有禁忌，尤其是人权问题。”他解释了法国领导人为

什么对中国人权问题小心谨慎：“法国希望情况有进展，我们有我们的价值观要维护，但是

同时要尊重、理解我们伙伴，他们的文化与我们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们远道而来，应该鼓励

他们更加开放。没人能否定中国在经济上的进步，中国的开放。应该鼓励中国朝这方向发展，

因而我们平静地、相互尊重地商谈，尽量去理解对方。这事项重大工作，这正是我们在做的。”

 
71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11/05/c_12742228.htm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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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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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问道刘晓波时，萨科齐简单地回答说，他与胡锦涛主席“谈了各种话题。”11月 8日

费加罗报载文，标题为“库什内对中国讲了诺贝尔和平奖的问题”。
74

在法国确实存在带有偏见对华不友好的人群，但随着中国的发展，中法交流增多，在法

国对华友好的人士数量在增加，分量显得越来越重。11月 3日法国《解放报》载文：“不要

得罪中国巨人”

文中说外交部长库什

内（原法国社会党党员）申明他与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谈了一个半小时中国的人权问题，包

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监禁的问题。以证明，法国领导人没有为讨好中国而放弃他们的

价值观。然而，人们可注意到，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布后，萨科齐没有表过态。对此，可以说，

法国领导人一方面不想激怒中国，另一方面，又不想让人权成为政治游戏中反对派的话柄。

现实政治使法国领导人极具两面性。 

75

人物

，文中如数家珍，一一列举了“北京的朋友”及他们的作为：前总理拉法

兰，一年要去四次中国；国民议会议长贝尔纳·阿夸耶 2009年 4月携带萨科齐致胡锦涛的

邀请信前往中国；翌年 10月，经济、财政与就业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达能公司、欧

洲航空防务和航天公司以及家乐福的总裁们陪同下，访问北京，她是与北京恢复友好关系的

关键 之一；对外贸易国务秘书阿乐-玛丽·伊塔克每隔六个月要去一次中国；弗朗索瓦·菲

永小心翼翼避开恼怒中国的话题；人民运动联盟主席格扎维埃·贝特朗去中国签下了与中国

共产党两党合作协议。 

如果说上述人士仅为传统右翼，人民运动联盟成员，亲华人士中不乏左翼成员，超越了

法国传统左右翼的政治分界。社会党参议员让·贝松作为法国参议院法中友好小组主席，是

个“对华现实主义者”，他记得法国在 2009年“失去了几十亿欧元的合同”。作为社会党党

员，他没有忘左翼的理想，他引用了社会党创始人饶勒斯的话：“要朝着理想的方向前进，

同时要理解现实”。这位北京的朋友一年去两次中国，不断地在为他所在的罗纳儿大区发展

与上海的合作，他说：“不要冒险忽视未来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萨科齐在刘晓波获得诺

贝尔和平奖后没有任何表态是有理由的。否则可能会导致金融和经济后果。”  

除了政治家之外，法国可以说存在着院外集团，法中委员会和法国法中协会。法中委员

会是中法两国间贸易合作的最高层。阿尔斯通、阿海珐、路易威登、雷诺汽车、道达尔……

所有这些大企业都加入了这个依附于法国雇主协会的合作机构。30 年来，它一直是法国商

界的橱窗。由施耐德电气投资有限公司总裁让－帕斯卡尔·特里夸尔领导的该委员会，其主

要任务是促进两国政治和经济领导人的交往，促进中法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安排中国

代表团访问法国，并且全年筹备市长、专家、企业主之间的圆桌会议。人们在委员会中可看

到法国企业界的杰出人物、部长、共和国前任总统。法中协会是个民间组织，1996 年，在

邓小平和雅克·希拉克及阿兰·佩尔菲特等中法双方一些最高层领导的提议和构思下，创立

了法中协会。该协会旨在推动两国在工业、贸易、科学、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在中法两国各

主管部委和决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决策者那里都很有影响力。法国法中协会的会长，雅克·温

明登鼓励让法国企业投资一个“拥有 13 亿居民、他们每周工作超过 35 小时的市场”。温明

登认为：“在人权方面应停止急切的做法，他们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用不着要求释放诺贝

尔和平奖获得者，这是行不通的。” 
法国大中小企业在中国不但看到了商机，也看到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中国国情的了解，

他们的看法随之也发生变化，用理性的思考方式扩大法国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因为“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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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仅为 1.2%至 1.3%之间，与法国在全球的约 5%的占有率有极大的差

距。”76

中法关系随着胡锦涛主席访法已上升到了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在国际事务中共

识的增加，贸易往来翻番，相互间的支持越发不可或缺，合作能使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

加重。在萨科齐总统任期的未来两年中，中法关系基本不会出现大的变化。三年时间，起起

落落的中法关系，他应该是能从中汲取教训的。而他之后双边关系是否会倒退？这种可能性

是存在的。法国外交事务为总统管辖的领域，总统大选后的左右派交替轮换，尽管存在萨科

奇连任的可能性，新的总统可能会带来不同的法国对华政策。人权、西藏问题今天在金融危

机需要中国时刻不提或少谈，但肯定还会重新提及，尤其法国政治是大选政治，选举需要，

拿中国说事的投机可能性极大。特别是法国左翼，理想化的理念有时会作出不切实际的决定。

对此，我国的经济发展是首位，“发展是硬道理”，强大的国力产生引力；积极主动的公关，

逐渐改变法国人对中国模式化的曲解。法国在抵御美国文化全球化中提出了文化的多样性，

政治体制的多样性应该同样得到认可。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她

的合理性、有效性，既要让世人看到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也要让人注意到中国人民生活在

30年中的大幅提高，中国在人权民主的理解与欧洲的差异及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

中法关系发展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与法国。自中法建交以来，两国外交关系的起伏，都

是法国外交政策变化引起，而我国对法政策连贯。胡锦涛主席在访法前明确表明了中国对法

的政策：“我们愿同法方坦诚对话，增进了解和信任，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保持两国

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扩大贸易往来，扎实推进核电、航空等传统领域合作，积极拓展节能环

保、信息技术、高端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合作。重要的是，双方合作要超越简单的

贸易和投资关系，成长为平等合作伙伴；发挥中法文化优势，密切人文交流；加强战略协作，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提升到新的高

度，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

胡锦涛主席 11 月 6 日在参观施耐德电器集团访问时说：“我高兴地看到，今年中法

双边贸易有望突破 400 亿美元。在这次访问期间，我们双方签署了许多新的合作协议。我和

萨科奇总统商定，在 2015 年努力把双边贸易额提高到 800 亿美元，也就是实现翻一番目

标。……我们希望法方企业要更多的开拓中国市场所需求的产品。”这是让法国企业振奋的

消息，意味着法国将有更多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但胡锦涛主席也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法方企业要更多的开拓中国市场所需求的产品，不仅是法国的奢侈品，法国的酒，更需要的

是高科技产品。随着中法两国交流的增加，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在加深。媒体的片面或负面

报道越来越多地遭到读者的质疑。交流的增加，相互的了解、理解将深化，相互的依存度也

将提高。 

77

 

 

简讯 
＊  1 月 18 日下午，欧盟委员会政策顾问局邓彼得（Peter Dun）先生应邀访问我会，

学会顾问梅兆荣大使、会长戴炳然教授、学术研究部主任张祖谦教授、秘书长曹子衡博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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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就中欧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交流。邓彼得先生还愉快地接受聘书担任我会顾问。 
＊ 1 月 25 日下午，上海欧洲学会 2010 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同济大学召开。本次会议

由同济大学德国学术中心、德国研究所/欧盟研究所共同承办，来自上海各高校和科研院所

的 60 余位欧洲问题研究专家和学者受邀出席会议。同济大学德国学术中心副主任李乐曾教

授、学会会长戴炳然教授分别代表承办方和主办方致辞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曹子衡向大

会作了 2010 年度学会工作报告，汇报了 2010 年度学会主要工作情况和活动情况，并提出

2011 年的工作计划。在接下来的“国际体系变迁中的欧洲与中欧关系”学术研讨会上，各

位专家和学者就当前国际格局变动，主要就欧债危机对欧洲在国际上地位的影响，后危机时

代欧洲与各大国包括与中国间的关系，以及欧洲的政治、经济、外交及其他领域政策的变化

等进行了热烈讨论。市社联学会处王克梅副处长出席了会议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欧洲动态 （2011 年 1 月 1 日—2011 年 1 月 31 日） 
中欧关系 

 1 月 11 日下午，中欧青年交流年开幕式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举行。中国和欧盟

双方签署了《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与欧盟委员会关于中欧青年领域对话合作的联合声明》，

正式启动中欧青年领域的对话与交流。 

李克强副总理访欧 
（综合欧洲时报、新华网、中新网、中国外交部网、人民日报等媒体消息） 

李克强副总理 1 月 4—12 日对西班牙、德国和英国进行为期 9 天的正式访问。 
李克强副总理在西班牙访问期间，会见了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国王胡安·卡洛斯一

世，同副首相萨尔加多举行了会谈。李克强表示，中国是西班牙债券市场长期、负责任的投

资者，不仅没有减持西国债，而且增加了持有，并将视情继续购买。表达了中国支持西班牙

和欧洲国家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带来深层次影响的坚定态度。李克强称，西班牙是中国在欧盟

内最友好的国家；是中国在欧洲可信赖的好朋友。李克强表示此次访西的目的是传递信心，

扩大合作、增进友谊，深化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西签署了 75 亿美元经贸合同。 
6 日—9 日上午，李克强副总理对德国进行了为期 4 天的访问。期间，李克强会见了德

国总统武尔夫和副总理兼外长韦斯特韦勒，并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李克强听取了德

国领导人对于当前欧洲经济发展形势的看法，以及对未来中德合作的想法和建议。在李克强

访德前夕，中国驻德国大使吴红波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2010 年对中德关系的发展

具有特殊意义。2010 年两国高层交往频繁。胡锦涛主席与默克尔总理在国际会议场合 5 次

见面，温家宝、李长春等领导人先后访德，时任德国总统克勒、总理默克尔、外长韦斯特韦

勒半年内先后访华。如此高规格、高密度的接触为中德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两国政

府 7 月发表了联合公报，将中德关系正式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中德关系站在了新起点。两

国政府决定从 2011年起建立政府磋商新机制，德国是欧盟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建立这种机

制的国家。双方还决定，自 2011年起将两国战略对话从副部级提升为正部级。吴说，展望

未来，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将继续发生深刻和复杂的变化，中德两国既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也有扩大合作的重要机遇。中德完全应该、也有条件发展更为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德互

为各自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2010 年，中德双边贸易额超过了 1400 亿美元。李克强抵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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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当天下午，就接连出席了三场与中德经贸有关的活动，表达了中国政府对于加强中德两

国经贸合作的决心与诚意。中德双方签署了约 87 亿美元经贸合同。 
李克强副总理对英国进行为期４天的正式访问。在与英国副首相克莱格举行的会谈中，

双方一致同意，抓住机遇，深化合作，全面推进中英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李克强表

示，在国际格局深刻变化、世界经济复苏形势仍存在不确定因素的背景下，中英双方要明确

方向、把握大局，进一步发展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此，李克强提出了“在政治上作相

互尊重、平等相待的伙伴；在经济上作共同增长、互利共赢的伙伴；在国际事务上作密切

沟通、平等合作的伙伴”的三点建议。中英签署经贸合同约４７亿美元。 
 访欧期间，李克强副总理在不同场合多次要求欧盟取消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

制，敦促欧盟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并明确表示希望解除对华军售禁运。 
 环球网 1 月 11 日， 近日，中国与英国、西班牙等多个欧洲国家签下贸易大单，

引起了西方舆论的高度关注。美国媒体于当地时间 1 月 10 日发表评论，称中国的经济影响

力已逐渐笼罩整个欧洲大陆，或许中国将成为多个经济低迷的欧洲国家的“白马王子”。 
 李克强此次出访欧洲三国，每及一处均在当地权威媒体刊登署名文章，阐明中

国的发展蓝图。在西班牙《国家报》发表了题为《携手互利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一文。在德

国《南德意志报》发表的题为《以更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一文中，李克强副总理阐释了中

国“十二五”期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发展蓝图，并从克服金融危机影响、扩大贸易领

域、改善投资环境、推进服务业开放和深化人文交流等方面，指出中德战略伙伴关系将进一

步发展。在英国《金融时报》刊发的题为《中国同世界共成长》一文中，李克强指出中国到

2020 年的发展目标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他表示，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发展对其

他国家有益，并将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专家认为，在国外媒体上如此密集地连续发表文章，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尚属首次，在国内外实属罕见，展现了中国领导人的自信和外交魅力。 

 
欧洲政治外交 
欧盟 

 联合早报 1 月 2 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在新年电视讲话中表示将奋力维护欧元，

并称法国将坚守改善本国财政状况的承诺。萨科齐称，60 年的欧洲架构为我们带来了和平

与友爱，而那些有关法国应当退出欧元区的建议是在破坏这种架构，因此我将尽所有努力予

以反击。萨科齐表示，2011 年他不会令法国重蹈那些遭受主权债务危机冲击的成员国的覆

辙，并承诺继续实施改善国家财政的计划。德国总理默克尔同一天在新年献词中，强调欧元

对德国的重要性，并表示德国将继续捍卫欧元。默克尔表示：“欧洲这几个月面临重大考验。

我们必须补强欧元。这不只关乎我们的钱财。欧元不单是一个货币这么简单。”            
默克尔说，欧元是德国繁荣的基础，为了自身的福祉并克服全球性巨大挑战，德国需要欧洲

和欧元。 
 新华社 1 月 9 日， 匈牙利自本月 1 日起担任今年上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国。匈

牙利政府与欧盟委员会 7 日举行会议，确定上半年的重要任务和工作议程。保卫欧元、带领

欧盟走出经济危机是匈牙利任职期间的头号任务。 
 国际在线 1 月 10 日，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 7 日在匈牙利表示，匈牙利担任

今年上半年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欧盟将启动“欧洲学期”机制，对成员国预算方案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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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等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协调。分析人士认为，在债务危机的阴云笼罩下，启动“欧洲学期”

机制是欧盟在完善经济治理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是欧盟在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推出的一项

重大改革举措。该机制试图让各成员国在财政政策方面保持步调协同，对于完善欧元区的体

制性缺陷具有重要意义。（“欧洲学期”定于 3 月启动，为期半年。欧盟成员国需要在“学期”

内制定出各自的预算方案和改革计划，并提交欧盟委员会统一审议并协调。之后，各国需要

结合欧盟委员会给出的政策建议完成下一年度预算方案的制定。） 
 法国中文网 1 月 13 日，法国总理菲永 13 日对英国《泰晤士报》表示，他将敦

促英国进一步支持欧洲一体化以拯救欧元，否则，如果欧元崩溃，则英国将面临自身经济陷

入灾难的风险。“为了巩固欧元，我们需要逐步协调我们的经济/财政和社会政策，因此我们

将要实现更大程度的一体化。”菲永表示，“我们将需要制订一套欧元区治理经济体制。英国

并不是欧元区的一部分；然而，我们将采取的决定将对英国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如果欧元崩

溃，这对英国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中新网 1 月 24 日，英国和法国去年 11 月签署了新的防务协议，同意共享军事

资源。目前，法国正推动英国让德国也加入有关协议。据香港《文汇报》24 日报道，英国

国防部高官表示，英国乐于与德国改善国防关系。法国国防部长朱佩上周向军队表示，金融

海啸迫使欧洲国家必须找出“共享和集中才能、经济规模和生产力的共同解决办法”。他“决

心尽一切可能朝这个方向进发”，撮合英国与德国合作。 

法国 
 法国中文网 1 月 1 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发表电视新年祝词中勾勒了未来一年

法国政府施政的纲要，包括内政和外交。在祝词中萨科齐大声疾呼，要求国民不要相信退出

欧元的言论，他表示：如果退出欧元，法国将被孤立，那么这将是非常愚蠢的。欧元的结束

将是欧洲的结束。萨科齐认为欧洲对法国的未来、地位、价值至关重要。                    
 法国中文网 1 月 4 日，为解决经济增长缓慢问题和扭转产业亏损局面，法国政

府对德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模仿。法国总统萨科齐近日表示：“我欣赏德国模式，

其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为此，法国正在将自己和德国的纳税体系做详细对比，旨在减

小法德两国之间的差距，这将使法国的经济更具竞争力。 
 法国中文网 1 月 8 日，法国总统萨科齐 6 日在总统府邀请来自法国、意大利、

德国、土耳其、俄罗斯、英国、厄瓜多尔、日本和中国等 19 位国际知名经济学家举行午餐

会，就法国担任 G20 主席国的准备工作进行咨询，并就“优先考虑的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 
与会者强调，目前，世界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经济增长、改善就业、发展问题，以及应对气

候变化。G20 在应对上述挑战应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协调各国

经济政策，为发展，以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筹措资金发挥作用。 
 欧洲时报网 1 月 11 日，法国总统萨科齐 10 日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奥巴马

举行会晤。法国 2011 年作为同时担任二十国集团和八国集团轮值主席国，萨科齐为法国定

下了任内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抑制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波动和加强全球治理等议题。萨科齐

此次访美旨在寻求奥巴马政府在实现这些目标上的支持。萨科齐在会谈结束后与奥巴马共同

会见记者时说，他在会谈中对奥巴马明确表示，希望美国和法国在这些问题上密切合作。他

说：“我知道美国在世界上发挥着何等重要作用，美元作为世界头等货币有多么重要。我们

与贝拉克·奥巴马决意提出新想法，推动事情在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框架内向前发展。” 
 法国中文网 1 月 12 日，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对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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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国总统萨科齐表示，法国是美国最大的盟友。媒体称，此番表态破坏了美英长久以来形

成的特殊关系。  
 法国中文网 1 月 19 日，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 18 日发表的人口调查报告，

截至 2011 年 1 月 1 日，法国人口首次超过 6500 万，在欧盟各国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德国。 
 法国中文网 1 月 22 日，法国外交部 21 日在收到“基地”组织头目本·拉丹以

法国人质性命为要挟要求法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视频后表示，法国是在北约领导的驻阿富汗国

际安全援助部队框架下展开军事行动，该援助部队得到联合国授权，使命是帮助阿富汗恢复

和平、稳定与发展。法国将坚持与阿富汗人民及其盟友一道继续执行这一使命。 
 国际在线 1 月 24 日，约旦国王阿卜杜拉 23 日在会见来访的法国外交部长米谢

勒·阿利奥－马里时，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措施结束巴以和谈面临的僵局。双方就中东和

平等问题交换了看法。 
 中国新闻网 1 月 25 日，法国总统办公室 25 日宣布，法国已就向俄罗斯出售四

艘“西北风”级军舰一事与俄方达成协议，每艘造价高达 5 亿欧元。这是北约成员国首次向

俄罗斯出售如此级别的尖端武器，部分北约国家已就这一交易表示担忧。 
 新华网 1 月 25 日，法国总统萨科齐 24 日宣布，他已邀请德国总理默克尔、墨

西哥总统卡尔德龙、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英国首相卡梅隆共同参与二十国集团(G20)相
关组织工作。萨科齐表示将与 G20 成员国一起努力，力争实现 G20 峰会成果的最大化。 

 法国中文网 1 月 26 日，法国总统萨科齐 24 日在总统府举行的各国驻法国使节

新年团拜会上发表讲话。今年法国担任 G8 和 G20 主席国的口号是“新世界新观念”。萨科

齐指出，法国无意改变美元现有的国际地位，也无意“监控资本”。萨科齐强调，法国希望

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希望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体系，

以顺应新兴国家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趋势。                    

 
欧洲经济                       

 新华网 1 月 3 日，欧盟金融监管迎来全新格局。欧盟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开始运

作。这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将分别负责对欧洲银行业、保险业和金融市场交易活动进行监管，

总部分别位于英国伦敦、德国法兰克福和法国巴黎。由此，新的泛欧金融监管体系已全部就

位。三大泛欧金融监管机构的成立标志着欧洲金融业的转折点。 
 欧洲新华网 1 月 12 日，爱沙尼亚今年 1 月 1 日加入欧元区，成为第 17 个使用

欧元的欧盟成员国。按计划，爱沙尼亚克朗在 1 月 14 日之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新华社 1 月 19 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 18 日发布《2011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

展望》，预计欧盟 2011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增长 1.6 个百分点，2012 年增长 2 个百分点。

尽管欧盟出现经济复苏迹象，但 2011 年 2012 年欧盟经济增速仍将缓慢。报告显示，欧盟各

国之间的经济复苏程度不尽相同，其中 2011 年德国英国经济增长有望超过 2%，法国仅为

1.2%，葡萄牙爱尔兰和希腊则仍为负增长，其中希腊 GDP 将比 2010 年低 3.6 个百分点。 
 联合早报 1 月 4 日，英国今年失业人数将达 270 万，将创 17 年新高。 
 中国经济网 1 月 17 日，据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所提供数据显示，英国经济在

12 月份 GDP 增长为零。 
 法国中文网 1 月 8 日，法国经济、财政与工业部和中央银行 7 日公布的数据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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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截至去年 12 月底，法国官方外汇储备达 1408．87 亿欧元（约合 1882．53 亿美元），比

去年 11 月底增加 4．52 亿欧元，。 
 欧洲时报网 1 月 19 日，法国预算和公务员事务部长巴鲁安 17 日宣布：公务部

门将继续实行每两名公务员退休只替补一人的政策，预定 3 年内在公务部门裁减 10 万个工

作岗位。 

 中新社 1月20日，针对欧元危机在德国民众中造成对欧洲共同货币的不信任感。

德国总理默克尔 19 日公开拒绝恢复使用德国马克力挺欧元，并对法国在欧元区建立经济政

府的建议第一次态度鲜明地表示赞成。默克尔 19 日在接受《明星》周刊的采访时说，重新

恢复德国马克是不可能的。德国依赖欧元并将继续做出努力保持欧元的稳定。  
 中国证券报 1 月 24 日，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 24 日表示，为加强欧盟《稳定

与增长公约》的实施力度，减少欧洲经济政策波动，德国政府已同意在未来几周内尽快出台

一个综合性的一揽子救助方案，其中包括增加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规模，适度扩大被救助对象

范围等实质性问题。德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希望通过注入资金扩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规模，

显示对欧元区高负债成员国的强大支持，并希望能够借此缓解整个欧洲地区的信贷危机。 
 中新社 1 月 30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 29 日在基民盟党代会上强调一些欧盟国家

应该重视公民的退休年龄问题，必须进行社会福利改革以应付债务危机。默克尔认为认为各

国之间在这方面不应差别太大。某些欧盟国家的公民 60 岁退休，而德国却将退休年龄提高

到 67 岁，这样非常不公平，因为所有欧盟国家都有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目前，欧盟国家中

的荷兰、西班牙、丹麦也将其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了 67 岁。英国和爱尔兰甚至计划到 2020
年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 68 岁。       

 
国际综合  

达沃斯论坛（综合新民网、联合早报、法新社消息） 
 第 41 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26 日在瑞士达沃斯开幕。本届年会为期 5 天，主题

是“新形势下的共同准则”。来自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500 多名各界精英将围绕“应

对新形势”、“经济前景和制定包容性增长政策”、“支持二十国集团的行动计划”和“建立全

球风险应对机制”四大论题展开讨论，探寻新形势下如何确立全球新经济秩序和新经济治理

规则。 
据法新社报道，一个曾经依赖无穷尽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经济体的中国，现在面对人口

老化、经济成功导致全球贸易不平衡等问题。中国需要承担责任来协助全球经济的稳定，这

意味着允许人民币升值以及促进内需。另外，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古柏 25 日公布的

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商界领袖眼中是未来增长最重要的国家。与会企业家、政治领袖

和学者认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需要新一轮的改革。 
法新社 24 日报道称，“世界权势向中印等新兴大国转移”将成为本届达沃斯论坛的核心

议题之一。“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发生改变。”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办人克劳斯·施瓦布在接受采

访时说，“这些根本性变化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地缘政治权势与地缘经济实力正在

同时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从西方向东方转移。这不仅将影响政治和经济。我想，整个

世界都将经历一场令人惊讶的改变。”世界经济论坛首席商务官罗伯特·格林希尔也表示，

发展中国家、东方国家正在新世界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点从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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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沃斯论坛上出席情况的变化就可以看出来。“中国代表团的人数是十年前的五倍，印度

是十年前的四倍。”格林希尔解释说，“这反映出中国和印度的全球领导力正在加速上升。”

报道称，围绕新兴大国展开的各项话题料将成为本届达沃斯论坛最核心的议题。 
据报道，2010 年，中国香港的全球化指数在 60 个国家和地区中拔得头筹。其后依次是

爱尔兰和新加坡。中国台湾排名第 12 位。中国大陆位列第 39 名，比去年上升一位。韩国第

33 位，日本第 42 位。 
 在第41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进入第二天，担任G20轮值主席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就“G20

远景”发表讲话，强调 20 国集团携手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坚决捍卫欧元的决心。萨科齐在强

调欧债危机、金融体系失衡、商品价格波动的“三大风险”时表示，各国面对的问题既艰难

复杂，又棘手繁多。各国应摒弃欧美差异、南北差距，站在共同立场上讨论问题。” 
 
粮食问题 

 新华网 1 月 26 日，英国官方研究机构历时两年，参考了全球 35 个国家超过 400
名专家的相关意见，24 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全球粮食系统在今后 40 年里将面临人口增长

等因素带来的巨大压力，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变革措施，可能会出现粮食危机。报告说，全球

粮食系统未来将面临的首要挑战是人口增长，预计到 2050 年全球人口将超过 90 亿，这将导

致巨大的粮食需求。而在粮食供给方面，全球耕地却在不断减少，对农业至关重要的水资源

也日益紧张。在诸多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粮食价格未来有可能快速上涨，因此全球粮食

系统需要广泛深入的变革，才能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粮食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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