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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在欧洲——协同与挑战 

全球治理子论坛 01   第一场   

5 月 27日 13:30-15:00 

 

主  席：Andris Spruds | 拉脱维亚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主持人：Una Aleksandra Berzina-Cerenkova |拉脱维亚国际事务研究所，“新丝绸

之路”项目负责人 

 

Nicola Casarini  
意大利国际事务

研究所高级研究

员 

欧洲对中国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回应 
1. 东南欧地区是“一带一路”的投资重点，这给相关国家带来经济机

遇，同时带来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挑战。 
2. 面对挑战，双方应寻求共识，共同解决南海问题、伊朗问题等现存

问题。 
 

Kim Jin-Young  
釜山大学政治学

与外交系教授 

“一带一路”倡议的三个视角 
1. “一带一路”是一项让中国跳脱经济增长瓶颈的经济战略。“一带

一路”将为中国国有企业提供新的投资和消费市场。建设基础设施连

接中亚和南亚偏远地区将提高中国向亚洲和欧洲产品出口的能力，并

降低运输费用。在中亚发展天然气和石油产业并通过管道运输到中

国，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举措。 
2.“一带一路”在欧亚大陆和印度洋谋求重要影响力和权力以和美国

进行竞争。中国开始在中亚建设基础设施，并且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如果亚投行进展顺利，将为不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作出贡

献。 
3. “一带一路”是一项长期的全球性政策，可以将中国推向全球领导

者位置。很多亚非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希望学习中国经济发展经验，同

时得到中国经济资助和投资。通过“一带一路”向亚洲、非洲和欧洲

的推广，中国发展模式及北京共识的影响力将得到提升。 

Katarina 
Brockova 
斯洛伐克布拉迪

斯拉发经济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副

教授 

中国—欧盟投资保护新纪元 
1. 中国和欧盟双边投资协定多数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达成

的一代双边投资协定，存在投资保护范围有限、相关规定及投资保护

标准模糊、三方投资国际仲裁机会有限等问题。 
2. 欧盟和中国已出台新欧盟-中国投资全面协定，为双边投资关系中

存在的棘手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规则，推进公平竞争，为欧盟和中国

投资者优化投资环境，明确投资权力、无差别原则、透明原则、许可

和授权程序。 
3. 最终目标是让双方权力和义务更加清晰、透明、公平，让投资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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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资方的权力和义务更加平衡。 
 

刘作奎 
中国社会科学院

欧洲研究所中东

欧研究室主任、副

研究员 

“一带一路”和欧洲计划项目对接研究 
1. 中国和欧洲在过去五年中面临巨大成就和重大问题。 
2. 最重要的成就是投资和人文交流。 
3. 主要的问题和挑战是贸易和金融问题，包括贸易数量、贸易赤字、

市场需求和欧盟管制。 
 

Nargis 
Kassenova 
KIMEP 大学中国

和中亚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 

超越联通 走向更好的治理 “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 
和中亚 
1. “一带一路”为欧洲和中亚国家带来重大机遇。“一带一路”对沟

通连接和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2. 从长远利益考虑，“一带一路”成员国需要为投资和计划优化治理

机制。欧盟接下来对欧亚大陆连通的战略目标是推广透明原则及环境

社会标准。 
3. 中亚治理机制落后，阻碍了中国和欧洲的投资，最终会影响该地区

的稳定性。多方应开始应对这些挑战，否则“一带一路”所带来的经

济、政治和社会进程动力会加强这种不稳定性。 
（编辑：龚璇、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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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在欧洲——协同与挑战 

全球治理子论坛 01    第二场   

5 月 27日 15:30-17:00 

 

主  席：Andris Spruds | 拉脱维亚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主持人：Una Aleksandra Berzina-Cerenkova |拉脱维亚国际事务研究所，“新丝绸

之路”项目负责人 

 

宋黎磊 
同济大学中东欧

研究所副教授 

欧盟与日本战略合作关系的推进对一带一路的影响 
1. 欧盟和日本有很多相似的核心价值观，中国需要被西方规范和价值

所“驯服”。欧盟和日本进行合作以便在亚洲推行他们的价值观。 
2. 在安全领域，日本和欧盟认为所有保障中国在南海和东海主权的行

为都是对于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 
3. 在经济合作方面，中国成为欧洲和日本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 
4. 建立 SPA 和 EPA 双轨战略会导致日本和欧洲对于应对“中国崛起”

的途径存在差距，但是它构成了“一体两翼”的合作模式。 

Maximilian 
Mayer 
同济大学研究教

授 

“一带一路”的薄弱环节：知识、意识形态和制度化 
1. 知识、意识形态和制度化这三个元素比贸易、地缘政治或“一带一

路”的成功和可持续性都重要。 
2. 更完善的知识体系。“一带一路”需要大量的知识产出，特别是关

于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需要进行更多学术研究，这给欧洲和

中国在知识体系层面的合作带来重大机遇。 
3. 意识形态矛盾。欧洲担心中国未来会推广普世价值，文化对于中国

来说只是一种浅层表现，这阻碍了跨文化多样性和双方互相理解。 
4. 仪式和制度化。我们需要明确下一步要做什么，如何进一步推进“一

带一路”。“一带一路”的发展需要和中国领导人的意图相联系。从文

化层面看，“一带一路”更多是关于其象征意义而非实质意义，因此

很难建立和欧洲经验及政治原则相符合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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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 Aleksandra 
Berzina-Cerenk
ova 
拉脱维亚国际事

务研究所，“新丝

绸之路”项目负责

人 

“16+1”过渡到“一带一路”倡议——来自波罗的海的视角 
1. “16+1”有利于群体建设、规范性制定、经济交往、贸易便利化、

政治交往和人文交流。 
2. 欧洲和中国合作的目标应保持不变，包括交通物流、出口增长、电

子政府、通过品牌建立进行人文交流。 
3. 波罗的海诸国对“一带一路”仍持不确定态度。尤其是中国会如何

处理“16+1”和“一带一路”这两个重叠的设计，尽管会有计划的调

整和转变，波罗的海诸国对未来仍然无法预测，并期待更为实用的合

作。 

Dragan 
Pavlicevic 
西交利物浦大学，

中国研究系讲师 

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的影响力：以中欧和东欧为例 
1. 关于“一带一路”的争议点主要是在中国在国际上日益野心勃勃和

先发制人，这对全球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会带来哪些影响以及各国

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和发展方向。 
2. 欧洲国家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正在迅速提高国际影响力。“一

带一路”尚未制定完善的标准、进行完美的实践，中国将这种模式在

国际范围内推广实施，加剧了全球治理现存挑战，并带来新的挑战。 
3. 欧洲国家不应该对中国进行细究，也不应该回避与中国的交往或与

中国产生分歧。欧洲国家应对中国进行更多的分析和研究，否则将面

临负面结果。 
 
 

讨论总结 1. 对“16+1”给欧洲国家人文交流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进行进一步阐

述。“16+1”的成员国之间接触不多，但成员国都有意与中国进行合

作，通过中方努力，成员国有机会在经济等方面进行交流。 
2. 如何让“一带一路”从单边政策转变为多边政策，如何让人们认为

中国梦是每一个人的梦？双边合作是基础，多边合作进行额外补充。

“一带一路”仍在建设中，我们会倾听多方声音，让“一带一路”更

加完善。“一带一路”非常公开和灵活，中国仍然在学习如何和世界

其他各国打交道。 
3. “一带一路”的安全问题，特别是海上军事和南海问题。关于安全

问题，“一带一路”目前还不涉及，但是未来为了共同利益，可能会

有更多这方面的发展，未来合作力度也会加强。 
4. 从中国成员重叠性的角度来看，“16+1”分裂了欧洲，弱化了欧洲

同一性，为什么欧洲成员国会同意这一协定？ 
5. 数据管理，特别是电子政府带来的隐私问题 
6. 俄罗斯在“一带一路”中的角色 
7. 为什么有些国家（例如德国）没有包含在“一带一路”倡议中？ 

 

（编辑：龚璇、潘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