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顾
70年发展历程，分析“中国奇迹”背后
的原因和奥秘，很重要的一条在于，中
国始终把自身发展同世界各国发展紧
紧联系在一起。这不仅给中国创造了
良好发展条件和动力，也给世界分享
了宝贵的机遇和红利。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
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才能回答和应
对，合作共赢是必然选择。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重要主张，既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
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
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美好世界的文化基因，又是
对时代潮流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
展大势的深刻洞悉，汇聚了世界各国
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
约数，在人类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的
重要时刻，登高望远、拨云见日，为世

界发展和人类未来指明了正确方向，
成为引领人类发展的一面旗帜。

“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是中
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
开放的重大举措。这一倡议顺应了世
界大势、时代要求和各国发展的愿望，
把中国发展同各国发展结合起来，把
中国梦同各国人民的梦想结合起来，
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一带
一路”建设的一大批重大合作项目已
经落地生根，结出了累累硕果。

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
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纵观人类
历史，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让世界更加
丰富多彩，也为不同国家和民族加强
合作提供了强大支撑，可以为人类社
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我们应该以海
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
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
的养分，努力做到求同存异、取长补

短，谋求和谐共处、合作共赢，促进不
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传统友谊深
厚。中东欧不少国家是最早承认并同
新中国建交的一批国家。70年来，彼
此之间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
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
展。当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交往密
切，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
流丰富多彩，双方进一步合作交流面
临新的广阔前景和发展机遇。

通过智库方面的交流合作，将有助
于进一步增进我们相互之间的了解，拉
近我们心与心的距离。在这方面，自
2016年起，已先后在波兰华沙、匈牙利
布达佩斯和中国北京成功举办三届的
中国—中东欧高端智库学者交流论坛，
为智库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希望我们共同努力，继续加强多边和双
边交流互动，不断为推动中国与中东欧
国家合作走深走实作出新贡献。

推进中国—中东欧合作走深走实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主任 陈 理

罗马尼亚与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值得珍
惜和传承。罗马尼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尤利娅·莫妮卡·厄勒—欣卡伊表
示：“罗马尼亚是第三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今年迎来了中罗建交 70 周年。上世纪 50 年
代，罗马尼亚在新中国早期工业化建设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双方开展了长期石油勘探开采和
炼油方面的合作。”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发展成就举世瞩
目。厄勒—欣卡伊用罗中两国的 GDP 作对
比，证实了中国的发展模式值得借鉴。她说，
上世纪80年代，罗马尼亚与中国的GDP比例
是1:6.6，现在是1:56。“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
况呢？因为中国的发展模式非常健康，罗马尼
亚则遇到了很多困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走了
很多弯路。”当前，罗马尼亚正在大力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

谈到对华合作，厄勒—欣卡伊认为，罗中
合作基础牢靠，潜力巨大，大有可为。第一，两
国建立了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两国高层交
往频繁，相互了解与信任不断增强，为深化双
方合作奠定了基础。

第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东欧
国家合作机制为中罗关系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和
新平台。罗马尼亚是较早与中国签订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之一，两国在互联互通方
面，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潜力巨大。罗马尼
亚有一些港口亟需扩建，但遇到资金短缺等困
难。在5G建设方面，罗马尼亚平等对待包括华
为在内的中国公司，保障其合法权益。

第三，两国在旅游、教育和文化合作方面
潜力巨大。她说：“这是低敏感度的领域，我觉
得两国的合作潜力就在这里，相信与中国的合
作大有可为。”

罗马尼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尤利娅·莫

妮卡·厄勒—欣卡伊：

罗马尼亚与中国合作大有可为
本报记者 徐惠喜

爱沙尼亚塔林大学人文学院高级研究员
马格努斯·伊尔姆贾夫认为，中国与波罗的海
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深化“17+1”合作，尤
其在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项目合作方面，潜
力巨大。

伊尔姆贾夫表示，波罗的海国家都奉行
一个中国原则。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波
罗的海国家的投资力度，立陶宛成为该地
区中国投资的最大接受国，占中国对波罗的
海国家投资总额的75%。此外，中国对拉脱
维亚的投资也在增加。但总体而言，波罗的
海国家只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很小一
部分。

“中国与波罗的海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合作潜力巨大。”伊尔姆贾夫指出，中国发表
了极地政策白皮书《中国的北极政策》，鼓励积
极参与北极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在北极

海域进行石油与天然气钻采、可再生能源开
发、冰区航行，参与北极航道开发利用和旅游
资源开发、海底光缆建设等。波罗的海国家临
近挪威、芬兰等极地国家，随着“冰上丝绸之
路”建设的推进，中国的货物通过北极航线运
往欧洲将变为现实，这给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
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目前，波罗的海国家正在研究建设跨海隧
道项目，将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和芬兰首都赫尔
辛基通过海底隧道连接起来，使两地的交通时
间从2小时缩短至20分钟。挪威和芬兰也在
考虑修建北极铁路，将挪威的港口与芬兰的铁
路网连接起来。伊尔姆贾夫指出，由此将形成
一个连接东北亚与西欧之间的新通道，与现有
绕行苏伊士运河的航道相比，这一航道行程较
短。赫尔辛基至塔林海底隧道将为现有船运
企业带来竞争压力。

爱沙尼亚塔林大学人文学院高级研究员马格努斯·伊尔

姆贾夫：

加强中国与波罗的海国家基建合作
本报记者 徐惠喜

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
作势头良好，取得了显著成果。现在中国与
中东欧国家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刻。中
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欧洲研究所所
长、中国中东欧国家全球伙伴关系中心中方
秘书长崔洪建表示，一方面要对未来的中国
和中东欧国家合作抱有更多信心，另一方面
对未来挑战也要有更清晰的认识。在国际变
局的各种因素作用下，结合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合作的内涵，应该着眼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合作再出发，其目标是向着高质量合作的方
向发展。

当前，全球化发展进程受阻，全球贸易和
投资形势处于一个相对艰难的状态，在这样的
情况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地缘经济合作也
面临诸多挑战。但是，人们对已经形成、相互

依存的全球化基础依然充满信心。崔洪建提
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需要设定合理预期，这
对维护和巩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非常重
要。此外，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政治互信、政
治沟通上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基础，“一带一路”
和“17+1”框架下合作稳步推进，未来要把“一
带一路”合作与欧盟提出的欧亚互联互通战略
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崔洪建看来，做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
亚互联互通战略对接已经成为中国与中东欧
国家合作的一大亮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
应该发挥支柱性作用。“中东欧国家在中欧、亚
欧互联互通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中
东欧国家内部的互联互通也非常重要，未来通
过陆海联运，可以把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更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崔洪建说。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

推进中国—中东欧国家高质量合作
本报记者 周明阳

“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如气候
变化、收入不平等和技术鸿沟等。”希腊帕潘
德里欧基金会学术与国际项目部主任迪米特
里奥斯·奥伊科诺穆表示，“我们应该携起手
来共同努力，加强交流和沟通，共同商讨处理
应对这些挑战的方法，这样才能实现人类的
光明未来。”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世界各国人民
联系空前紧密。但也应该看到，人类面临一些
共同的挑战，“这些挑战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我
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奥伊科诺穆表示。

首先是气候变化。数据表明，人类生存环
境在不断恶化，自然灾害频发，造成大量人员
伤亡。在应对环境问题时，各国都应献计献
策，共同面对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灾难性
问题。

其次是收入不平等问题。当今世界财富
不均衡问题非常突出，贫富差距悬殊。不同国
家之间，同一国家内部，都存在着巨大的收入
差距。不平等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
在巴西一个贫困小镇里，穷人的平均寿命只有
54岁，但富人的平均寿命却能达到75岁。

再次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第
四次工业革命是技术创新，极大地影响和改变
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需要注意的是，最新的
技术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导致的结果就是
差距会越来越大。

奥伊科诺穆表示，“需要强调的是，上述
挑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世界将人类联系得
越来越紧密。面对共同的挑战，我们无论身
处何方，都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共同寻找
解决方案”。

希腊帕潘德里欧基金会学术与国际项目部主任迪米特里

奥斯·奥伊科诺穆：

全球应携手应对三大共同挑战
本报记者 徐惠喜

在全球变局下，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形
势趋于复杂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
洲所研究员王莉表示，中方一直强调，“17+1”
平台不是地缘政治平台，而是经贸人文合作的
平台。而且，中国已经以实际行动对新形势下
如何应对合作新挑战作出了回应。

第一，强调互利和务实合作。中国与中东
欧的贸易在“一带一路”和“17+1”框架下一直
在持续增长，但贸易逆差问题一直存在。中国
近两年来在想方设法改善双方贸易中的逆差
问题。从数字上看，中方的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增速，虽然贸易逆差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在
朝着好的方向迈进。

第二，倡导合作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中国
表达了愿意与中东欧国家继续相互理解、彼此
尊重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期望。同时，中国
始终十分重视回应欧洲的关切，强调这是对中

欧关系一个有力的补充。今年“17+1”全球伙
伴中心正式建立，推动帮助双方企业更好地遵
循国际通行的规则和欧盟的法律法规，这也是
中国在与中东欧合作中充分尊重欧盟法规的
生动体现。

第三，重视合作的创新性。正视双方对发
展的共同需求，通过协调与对话不断改善合作
条件，寻求合作动能。一是创新合作方式。比
如，中小企业合作、地方合作，都是在双方长期
合作中不断探索出来的，符合中东欧国情，具
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二是创新合作内容，数字
经济、电子商务、绿色经济合作都将推动双方
创新发展。

第四，重视人文交流合作。促进文明对话
和民心相通，用好并扩大双方均兴趣日增的地
方合作以及旅游、卫生、体育、智库交流等，通
过人文交流的方式来增进了解，构建信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研究员王莉：

四种努力让合作动能更澎湃
本报记者 渠丽华

人文交流是各国间交流的基础，教育和科
技之间的交流是其中重要部分。拉脱维亚大
学政治学系、拉脱维亚—中国学术交流中心讲
师西吉塔·施特鲁伯加认为，对中东欧国家而
言，应该利用“一带一路”以及“17+1”机制，抓
住相关机会打造更高水平的教育，这是非常好
的一个契机。

施特鲁伯加认为，“17+1”合作模式对教
育交流而言，是一个更加广泛的平台，中东欧
国家和中国可以在这一平台上频繁互动和交
流，采取一些制度化做法和倡议。比如，教育
政策的对话交流，显示出各方有决心加深互相
之间在科学教育方面的合作，而且期待更加透
明的互信交流，推动教育水平共同提高。“我们
也看到了有很多联合科研项目的好方式，包括
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合作，NGO和智囊团之间
的合作。我们期待合作更加双向并且密集。

我们关注到中国有数量巨大的本科生出国生
源，他们可以选择的中东欧国家也非常丰富，
而且可以加深彼此之间的合作和交流”。

施特鲁伯加认为，迈出教育交流新步伐，
需要在以下方面努力。一是加深相互了解。
为了能够实现平衡和长期的战略合作，中东欧
各国与中国应该在语言文化、社会背景、思维
观念以及政治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加深相互了
解。二是制定有效措施便利跨文化教育交流
合作。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教育管理和程序
方面的巨大差异，阻碍了高等教育领域的交流
和沟通。例如，在学位制度方面，应该制定更
多举措对欧盟和中国的法律加以解读。三是
制定明确的目标和战略性部署。中东欧国家
需要明确的政府支持和教育专项支持，需要与
中国开展全方位、综合性的交流和沟通，构建
共同愿景，以期长久且卓有成效的合作。

拉脱维亚大学政治学系、拉脱维亚—中国学术交流中心

讲师西吉塔·施特鲁伯加：

抓住契机迈出教育交流新步伐
本报记者 渠丽华

12月3日至4日，第三届中国—中东欧高端智库学者交流论坛在北京举办。来自中东欧的智库专家和国内

智库专家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中东欧合作等展开研讨。图为论坛现场。

中国经济网记者 马常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