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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兆荣 

 

在一个长期致力于中德关系并密切关注其发展变

化的中国人看来，中德关系的在经历了 2007 年下半

年至 2008 年初的波折之后，近两年处于平稳发展、

趋势看好的阶段。 

首先，一度严重受损的信任关系逐步得到恢复并

正在加强，两国高层领导通过互访、热线联系和多边

场合会见等方式保持了频繁接触，就共同关心的重大

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进行沟通，这是双方互为重要伙

伴的明显标志。 

第二，中国从战略高度重视德国在欧洲的举足轻

重地位，愿意看到统一的德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

的作用，支持欧盟通过联合自强为世界和平、稳定和

发展作贡献的努力，这一态度和原则立场未变。而联

邦政府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鼓励、不支持任何谋求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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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努力，并承诺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这种政

治上的相互支持是两国关系顺利发展的重要基础。 

第三，在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对各国都造成严重

困难的背景下，中德贸易保持了相对较好的发展势头。

中德贸易额相当于中欧贸易额的 1/3 左右，德国是中

国引进技术和外贸的重要来源地，而中国巨大的市场

潜力和良好的投资场所对德国经济仍具有较强的吸引

力，德国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在改善，德国汽车工业

的三大品牌从中国市场的得益尤为明显。经贸合作给

双方带来了有目共睹的实惠，构成了中德关系的亮点

和突出特点。 

第四，从 2008 年开始持续三年的《德中同行—

—系列文化活动》，在中国政府和有关省市的支持和配

合下取得了圆满成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两国文化交

流的巨大潜力。今年双方又启动了“中德科技年”活动，

2012 年中国将在德国举办“中国文化年”。情况表明，

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和经济合作的深化，人文领

域的交流方兴未艾，大有可为。它对增进相互了解和

促进互利合作将产生不容低估的积极影响。 

第五，面对国际形势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层出不穷



 3 

的全球性挑战，中德两国不仅具有共同的责任，需要

“同舟共济”，而且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目标和不少共同的

观点。双方都谋求世界和平与稳定，都致力于通过谈

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都主张改革现存的国际经济治

理机制和金融体系，都反对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扩散，都支持实行多边主义而拒绝霸权主义。尽

管在具体落实这种相同或相似的目标和共同的原则立

场方面仍存在一些困难和分歧，但这种目标的一致性

和观点的共同性对促进对话与合作意义重大，不容低

估。 

当然，中德关系也并非没有摩擦和问题。而且，

随着两国发展的反差增大，对华认知和利益关系增添

了新的变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上

升，一方面促使德国各界人士更加重视中国在国际格

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理智地思考问题的人们认为中国

的“经济崛起”给德国带来了更多机遇，许多全球性问

题的解决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但另一方面，非理性

的反应也急剧膨胀，德国媒体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

出。比如，面对中国商品竞争力的改善，一些人产生

了恐惧心理，并把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带来的某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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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咎于中国，而不是从自身应对新形势不力中寻找原

因。又如，有些人总是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看待

中国，对中国根据国情选择发展道路和决定政策说三

道四，攻击中国是什么“不自由、不民主的国家”，但又

指责中国的发展模式取得成功“削弱了”西方民主制度

的“普世价值”和吸引力，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再

如，有些人不实事求是地估计中国的发展水平和经济

实力，并向中国提出不适当的过高要求，或者不合理

地要求中国对解决“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承担“更多

责任”，实际是要求中国按照西方的利益和解决办法行

事，如果中国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就被扣上“傲慢”、

“不负责任”的帽子。更有甚者，一些舆论把中国取得

的经济成就说成是“窃取西方技术”的结果，毫无根据

地把中国留学生和驻外人员打成“黄色间谍”，而且声称

信息来自某个情报部门。类似的问题很多，不一一列

举。这种拙劣宣传的制造者也许认为这样做可以抹黑

中国、遏制中国的发展并凸显自己的道德优势。他们

错了，实际效果是：阻挡不了中国沿着既定目标继续

前进，不仅伤害了中国人民和两国的友好关系，也损

害了德国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给德国帮了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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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 

指出影响两国关系积极发展的消极现象，并不是

要否定中德关系的主流是好的，更不意味着对中德关

系的前景抱悲观态度。中德之间在地缘政治上没有直

接的利害冲突，也不存在历史遗留的争议问题，经济

上互补性很强，可以互通有无、相互补充的领域十分

宽广，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和相近

的观点，进一步全面推进两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符

合双方的根本利益。中德关系的发展大有可为。默克

尔总理访华在即，中国人寄予厚望。在某种意义上，

中德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双方应当总结过去，

面向未来，规划蓝图，以充实两国“具有全球责任的伙

伴关系”。为此，需要就一些问题取得共识，消除障碍。 

全面推进战略伙伴关系，要求双方都从战略的高

度，以长远的眼光审视双边关系，而不以一时一事的

需要牺牲两国关系，更不应受第三者的影响。保留冷

战时期一方对另一方的“制裁”，无疑会使战略伙伴关系

大打折扣，缺乏可信性。 

中德、中欧关系的历史经验表明，相互尊重对方

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是确保双方关系顺利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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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前提。反之，双边关系必将遭受挫折。这个教训

应当记取，不应重演。中国人民所理解的核心利益，

主要是指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统一，以及基本

的生存发展权。 

世界是多样的，应当承认和接受这一现实。处理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应以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异同

划线，决定关系的好坏。我们尊重欧洲朋友历史上形

成的价值观，但反对任何人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

对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应当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

通过平等的对话增进共识，相互借鉴。 

中德都实行市场经济，商业上的竞争是不可避免

的，中国过去长期处于劣势，现在总体上也不占优势。

作为市场经济竞争原则的积极鼓吹者，德国理应像施

密特前总理所说的那样，接受“中国有权向世界市场提

供自己的产品，占领部分世界市场，并且应该为它们

创造这样做的实际可能”，而不应在公众中反复制造中

国损害了德国的就业岗位和福祉的错误印象。 

有人说中国人对批评的承受能力太差，这种说法

起码是误解。问题是批评应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我们

中国人懂得建设性批评与恶意攻击之间的区别。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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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密特前总理在其《以中国为邻》一书中指出的，“尽

管不干涉其他主权国家内政的原则完全允许对这些国

家的行为提出批评，但是，如果这种批评变成群体性

的敌意或者群体性的恐惧，就完全有可能危及和平。” 

从中国人的视角看中德关系，归结到一点，关键

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坚持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中国

“崛起”，以及按照什么原则处理双方关系。历史的经验

告诉我们，只有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不干涉内

政、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原则，我们之间的战略伙

伴关系才能生机勃勃，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造福

于中德两国人民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