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论坛 2018 观点集萃 

跨文化对话 创新伙伴关系：东亚-北欧合作新思维 

文化文明子论坛 02   第一场   

5 月 27日 8:30-9:30 

 

主  席：刘春荣 ： 复旦发展研究院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Geir Helgesen ： 北欧亚洲研究所主任 

Niklas Swanström ： 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所长 

 

主持人：刘春荣 

 

刘碧伟 

中国公共外交协

会，中国前驻丹

麦大使 

中国-北欧合作的中国视角 

1．中国为什么要在北欧地区探索次区域合作机制？ 

a. 中国－北欧长期的双边合作为新兴的区域合作奠定了基础。中国推

动和北欧地区的区域性合作，是建立在扎实的双边关系的基础之上

的。这种合作是中国－北欧关系的有机构成和必要的补充，它有利于

丰富而非削弱这种双边关系。 

b. 中国－北欧的次区域合作契合并顺应了北欧国家自身协同发展的

态势，它能够更加有效地提供区域公共物品，共同建构区域命运共同

体。 

c. 中国－北欧的次区域合作为中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增添了新内容

和新动力。它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助于中国

自身的发展转型，而且能够通过积极的益处效应丰富中国和欧盟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的内容。 

2. 如何继续推进北欧与中国的创新合作？ 

a. 政治互信和战略远见 

b. 渐进发展次区域创新 

c. 人文交流与教育科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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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 

Broman  

北欧部长理事会

幕僚长 

北欧部长理事会与中国的合作 

1.北欧各国之间的合作让它们可以更容易面对经济危机。 

2.虽然北欧各国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内部机制，但它们还是希望通过一

体化的趋势来加强国和国之间的合作。 

3. 北欧与中国进行合作的领域： 

a. 经济业务：海洋经济和生物经济 

b. 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和减排 

c. 科学研究和教育方面 

d. 人和人之间的合作和交流：艺术、体育、文化等方面的人文交流 

e. 福利方面：公共卫生，老龄化，劳工健康建设 

。 

 

Lars Vargö  

瑞典安全与发展

研究所，前瑞典驻

日本、 

韩国大使 

北欧，中国与东亚 

1. 北欧与中国之间的合作才刚刚起步。虽然北欧和中国之间的政治制

度完全不一样，但是二者的目标非常相似。 

2. 虽然各国的理念，政治体制可能不同，但是对一个功能齐备的税收

系统，以及一个让民众的声音能够为政策的制定者所听到的系统的需

求是一致的。 

3. 在挑战世界自由贸易的问题上，北欧和中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

二者都捍卫自由贸易，希望有一个正常运转的自由贸易的系统，二者

可以在这些领域展开进一步的合作。 

（编辑：曾秦子祺、郑灵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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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对话 创新伙伴关系：东亚-北欧合作新思维 

文化文明子论坛 02   第二场   

5 月 27日 9:30-10:30 

 

 

主  席：刘春荣 ： 复旦发展研究院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Geir Helgesen ： 北欧亚洲研究所主任 

Niklas Swanström ： 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所长 

 

主持人：Niklas Swanström 

 

Geir Helgesen 

北欧亚洲研究所

主任 

面对跨文化现实 

1. 对于政治治理来说，文化约束和文化规范十分重要。 

2. 北欧偏向于重结果，重实效，重时间。而中国结果导向性的做法

是另外一种表现，即通过一种关系，将关系作为一个基础来展开

一个，流动式的，开放式的交流。 

3. 不管对于任何一个地区的文化认知，我们都必须葆有文化敏感

性，有差异性的对待。 

Svein Berg 

北欧创新中心主

任  

北欧创新的精髓 

1. 什么是北欧创新？ 

创新中心是北欧各自派出创新沟通来构成的协调机制。 

2. 北欧的公司 

北欧的公司比亚洲的公司拥有更多外部的合作者，其管理层级非

常扁平化，公司人员数量不是很多，但他们都有一些外部的联系，

这对于创新成功十分必要。 

3. 在可持续发展项目中要秉承知识的分享，双方参与文化的尊重的

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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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la 

Gudmundson 

瑞典外交部前政

策分析司司长 

“北欧模式”背后的秘密 

1. 北欧合作模式的秘密 

a. 历史文化的传承：北欧国家开放且拥抱创新 

b. 注重对于人力资源的投入 

c. 合作的基础是社会的现代化 

d. 妇女的解放：允许成年的妇女成为劳动力 

e. 家庭福利和社会福利系统 

2. 北欧国家与众不同的特点是：高社会信任度 

3. 在北欧，社会信任度跟经济以及人们的幸福感紧密相连。因为高

的社会信任不仅能够推动经济发展，而且能够让普通人感到快乐。 

4. 北欧的合作不仅仅是高层的合作，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整个市民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强化了北欧的合作和我们在现

代化条件下合作的意识。 

（编辑： 曾秦子祺、郑灵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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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对话 创新伙伴关系：东亚-北欧合作新思维 

文化文明子论坛 02   第三场   

5 月 27日 10:45-12:00 

 

 

主  席：刘春荣 ： 复旦发展研究院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Geir Helgesen ： 北欧亚洲研究所主任 

Niklas Swanström ： 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所长 

 

主持人：Geir Helgesen 

 

Niklas 

Swanström 

安全与发展研究

所主任 

东亚安全的北欧模式 

1. 国与国之间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安全机制的基础是互相的信

任。但国家的安全形式是异常复杂的，这就要求我们要有多元化

的意识。 

2.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可以让我们在未来的道路选择方面形成共识的

机制。 

3. 信任机制的建立应该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人民之间的交流在

这之中极其重要。 

 

SangWoo Kim 

瑞典安全与发展

研究所高级研究

员 

北欧地区与东亚的地区安全 

1. 韩国有较高的工业水平，但是国民幸福指数却很低，其主要原因

是缺乏社会信任。 

2. 在安全方面，朝美、朝韩之间都缺乏信任。韩国政府虽然同情朝

鲜，也希望双方之间建立互信，但韩国社会内部很多人不信任政

府，认为韩国政府放弃了一部分的国家安全利益来讨好北韩。 

3.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面我们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4. 历史上，中国在亚洲有很大影响力，我希望在未来这种影响力，

是一个友善的影响力，而不是以威胁其他亚洲国家的形势出现的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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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e-Seung Lee  

高丽大学国际研

究部教授 

朝鲜半岛和平建设的北欧-东亚对话 

1. 东亚并不是表面上看来的和平，处处都是地雷，包括中韩之间非

常柔性安全问题，都被硬安全问题所掩盖。 

2. 我们必须要启动和平建设的进程，并且要持续地进行和推动和平

进程向纵深发展。 

3. 和平建设北欧模式对于国际社会有五方面的影响： 

（1）可以祛除闭锁效应 

（2）建立起相关会谈各国，多方的会谈机制 

（3）能够很好促进可持续化的经济转型 

（4）对于那些非传统的安全威胁的解决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5）人道主义的援助和技术援助也逐步到位 

 

 

马晓华 

日本大阪教育大

学副教授 

历史和解：北欧模式对东亚的启发 

1. 中日两国仍然缺乏真正需要的信任。 

2. 一方面，中日的岛屿的争端和领土纠纷意识在不断抬头。另一方

面中国社会的反日情绪也在不断的高涨。这种误解和互相不信任

依然困扰着日中关系。 

3. 在一个变动的世界当中我们必须减少紧张情绪，需要建立新的社

会系统，以便能够推动双方的信任和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北欧

的模式会让我们了解到如何来建立一个新的模式。 

 

讨论与点评 

郭定平 

复旦大学国际关

系与公共事务学

院教授 

 

1. 北欧模式与东亚模式的对比 

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环境治理、和平进程值得我们学习。而东

亚模式的经济成就为其他很多国家提供了借鉴经验。 

2. 东亚在机制建立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是今天这种机制建立的进

展还处在非常低的水平。 

3. 东亚地区信任水平比较低，但这种情况是可以改善的。我们可以

通过市民社会的建设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需要更多地

发挥政府和领导人的作用。 

（编辑：曾秦子祺、郑灵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