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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與華互利
豈隨美起舞

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解析美煽歐遏華

盧沙野坦言，一方面，美國為達到圍堵遏制中國
的目的，要拉上歐洲盟友一道對付中國；另一

方面，美國要對中國進行「科技戰」，產業鏈、供
應鏈「脫鈎斷鏈」，離不開歐洲盟友的支持。

歐洲有一定戰略自主性
「雖然美國有這樣的戰略意圖，也極力對歐洲進
行引誘拉攏，但是歐洲國家並沒有完全倒向美國，
並沒有完全跟着美國的腳步，一起對中國採取不擇
手段的打壓。」盧沙野指出，歐洲實際上有其一定
的戰略自主性。
在盧沙野看來，雖然歐洲這幾年接連出台貿易投

資保護主義政策，其中很多也是針對中國的，但是
這些政策與美國相比在程度上還是有很大的差別。
盧沙野認為，這一方面緣於歐洲有一定的戰略自主
性，另一方面是因為中歐之間的利益關係非常緊
密。
據介紹，中歐現在每年的雙邊貿易額早已超過
8,000億美元。歐盟是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中國是
歐盟第一大貿易夥伴。盧沙野說，中歐如此緊密的
經貿關係，如果想完全「脫鈎」的話，實際上損失
的不僅是中國，可能更多的是歐洲，特別是在烏克
蘭危機發生後，俄歐能源、經貿關係被切斷的背景
之下。此外，美國的《通脹削減法案》亦對歐洲製
造業造成了釜底抽薪的不利影響。
盧沙野說，多重危機疊加之下，若歐洲再與中國

「脫鈎斷鏈」的話，恐怕將對歐洲更加不利，相信
歐洲的領導人也會有自己的戰略判斷。
盧沙野強調，中國始終把歐洲視為全面戰略夥
伴，始終對歐洲採取積極友好開放合作的政策。他
說，在原則問題上、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問題上，
我們會堅決維護我們自己的利益，必要時會採取反
制措施，但是在其他的一些方面，中國希望同歐洲
能夠擱置分歧，互利合作、共同發展。
2022年底，德國總理、歐洲理事會主席相繼訪
華。事實上，許多歐洲國家也都希望與中國進一步
加強互利合作。盧沙野指出，法國政府很重視同中
國發展友好合作關係。他近年到訪了法國很多地
方。他說，他接觸的很多地方政府和民眾，對中國
都非常友好，都希望同中國加強合作。另外，有調
查顯示，高達八成受訪的法國大企業高管計劃今年
訪問中國。
「美歐等發達國家的人口加在一起不過10億左
右，而中國一個國家就有14億人口，跟中國『脫鈎
斷鏈』，到底孤立的是誰呢？」盧沙野指出，中國
仍有巨大發展空間和潛力，而發達國家的發展目前
已經到了「天花板」，他們只有往外尋求市場，而
中國自己的市場內循環就已足夠大了。
「歐洲的政治家們如果能夠認清事實，就不會追

隨美國對中國進行打壓圍堵和『脫鈎斷鏈』」。盧
沙野說，「我相信，作為世界上兩支重要的力量，
同時也是全球兩大重要市場，如果中歐加強協調合

作，對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都會起到非常積極的
作用。」

「一帶一路」有益發達國家
近年來，由於西方輿論環境惡化，特別是美國對
華打壓戰略加劇，包括法國在內的一些歐洲國家政
府對「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的相關合作趨向更為
保守。盧沙野指出，「一帶一路」是一個惠及各國
的開放性的國際合作平台，不僅對發展中國家有好
處，實際上對發達國家也有好處。
他以中歐班列為例指出，這幾年中歐班列發展越
來越好，雙向運載的貨物越來越多，班次也越來越
多。即便烏克蘭危機發生後，中歐班列受到短暫影
響，但後來也很快得到恢復。
盧沙野強調，中歐在共建「一帶一路」領域有廣
泛合作潛力，「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也不
是美國想阻攔就能阻攔得了的」。他表示，「我對
『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前景非常樂觀。」

近年來，美國對華認知和定位出現嚴重偏差，誤將中國當成最主要

對手和最大地緣政治挑戰，進而對華大搞霸權霸道霸凌、煽動意識形

態對立和陣營對抗，並企圖拉攏歐洲對華「脫鈎斷鏈」打壓圍堵，欲

將世界推向分裂衝突邊緣。中國駐法國特命全權大使兼駐摩納哥公國

特命全權大使盧沙野近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近年，美國

為維護其霸權，不擇手段地對中國進行打壓和圍堵，但歐洲國家有着

自己的戰略判斷，不會完全隨着美國起舞，而中歐互利合作空間廣

闊，潛力巨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馬靜北京報道

法國總統馬克龍
上月底在巴黎的一
個農業博覽會上對
媒體表示，他計劃

在4月初訪問中國。去年底，法國外交
部長科隆納也曾對外透露馬克龍期待到
訪中國。盧沙野透露，實際上中法雙方
一直在就馬克龍總統訪華事宜進行着探
討和溝通。他說，如果訪問能夠成行，
雙方有望達成諸多共識，訪問將對中法
關係發展起到巨大推動作用。

「馬克龍總統曾經表示，希望每年都
訪問一次中國。馬克龍總統最近一次訪
華是在2019年11月上海世博會期間。」
盧沙野說，那之後，新冠疫情突如其
來，雙方高層間直接面對面的交往暫時
「中斷」了，近三年來，馬克龍總統一
直沒有實現他每年訪華一次的願望。

「如今，隨着疫情防控政策優化調
整，對外交往逐漸恢復，馬克龍總統也
在考慮盡早訪華。」對於馬克龍擬於4
月訪華的報道，盧沙野說，如果這次訪
問能夠成行，將是疫情三年多來法國元
首首次訪華，相信訪問一定能夠對中法
關係發展起到巨大推動作用。

三年來中法元首線上互動
去年11月，二十國集團巴厘島峰會期

間，中法兩國元首曾在多邊峰會場合舉
行了一次雙邊高峰會見。而正式訪問則
可使兩國元首有更多時間、更加深入地
溝通交流，相信雙方一定會就兩國關係
的方方面面，以及重大的國際問題廣泛
深入交換意見，達成諸多共識。他透
露，中方也在為下一階段兩國高層交往
密集做着準備。

盧沙野表示，中法關係在中西方關係中
向來都是走在前列的，即使在疫情三年多
時間裏，中法關係依然保持着穩定發展，
這同兩國元首的戰略引領是分不開的。他
說，過去三年間，雖然兩國元首沒有很多
直接面對面交往的機會，但是雙方通過電
話、視頻會議等方式有10來次的交往。兩
國元首的這種定期交往，對兩國關係的發
展起到了重要引領作用。

盧沙野說，在當前複雜嚴峻的國際形
勢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法兩
個世界大國加強溝通協調，形成一些共
識，對於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全球穩定
發展，至關重要。

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駐法國特命全權大使兼駐摩納哥公國
特命全權大使。1964年出生，浙江省人，外交學院畢業。早年曾在
中國外交部非洲司、駐幾內亞共和國大使館等處工作，曾任駐法國
大使館參贊、駐塞內加爾大使、非洲司司長、中央外辦政策研究局
局長、駐加拿大大使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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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每年雙邊貿易額已超過8,000億美元。圖為法國企業在中國國際消費品博覽會上介紹產品。 資料圖片

從新冠疫情溯源到中國軍力增長……近年來，
「中國威脅論」的死灰又開始變着花樣在歐美復
燃。對此，盧沙野指出，所謂「中國威脅論」完
全是一個謊言，一個偽命題，因為不論是從歷史
文化來講，還是從現實外交政策和國際關係實踐
來說，中國從來沒有威脅過任何國家，相反那些
指責中國構成威脅的國家，特別是美國，才真正
是世界和平的威脅。
「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2019年在一次演講中
說，美國在建國後的240多年歷史中僅有16年沒
有打仗。」「美國的一位獨立調查記者也曾引用
數據報道指出，從1991年至2022年，美國共發動
了251次軍事干預行動。」「如果這樣還指責中
國是『威脅』的話，那美國是什麼呢？」盧沙野
說，「所以，我對『中國威脅論』從來都是嗤之

以鼻。」

互利合作可化解「威脅感」
盧沙野認為，歐洲一些國家跟着美國隨聲附和
「中國威脅論」有其自己的意圖。除了歐洲是美
國的盟友，他們在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方面是一
致的，在炒作「中國威脅論」方面有一定的共識
外，歐洲在講「中國威脅」的時候，還有另外一
層意思，實際上就是說，中國經濟發展太強，他
們感受到「威脅」。
「但我希望這種『威脅』的理解，跟美國所講
的『威脅』是不一樣的，美國講的中國的威脅是
威脅到它的霸權地位了，歐洲本身就沒有什麼霸
權，所以無所謂威脅它的霸權地位，但是可能歐
洲人確實會感到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威脅到它的

經濟發展前景。比如說，過去它在高科技、經貿
投資方面，它與中國比都是有優勢的，企業在國
際上同中國企業競爭都是佔上風的，現在不一樣
了，中國的企業、中國科技也都起來了，所以他
們覺得已經落到下風，這一點他可能感覺到威
脅。但是，我認為這種威脅不是致命的，這種分
歧是可以解決的，可以通過互利的合作來解決他
們所感受到的威脅。」
盧沙野誠懇地指出，實際上，中國的經濟發展

對歐洲不僅不是「威脅」，反而是機遇。「為什
麼呢？因為我們有14億人口的大市場。歐洲很多
市場實際上是飽和的，歐洲那麼多大企業和資本
上哪去投資，在歐洲已經無處可投，其他一些發
展中國家，可能投資環境並不好，只有到中國才
能夠賺大錢。」

「中國的市場大，消費群體特別是中等收入群
體的消費不斷增長，應該說歐洲經濟發展的未來
在中國，這是我的判斷。」盧沙野說。

鍥而不捨與西方民眾溝通
對於所謂「中國威脅論」，盧沙野認為，雖然

這是子虛烏有的東西，但如果不批駁，任由它重
複1,000遍可能就成了「真理」。
盧沙野表示，中國要把道理講清楚，並要面向

西方國家的民眾，多做溝通解釋工作，否則西方
媒體和政界渲染的「中國威脅論」就會被西方民
眾所接受，形成一種民意，進而反過來倒逼政府
對華採取不友好的政策。他強調，對民眾的溝通
不能放鬆，要鍥而不捨，不厭其煩地去批駁「中
國威脅論」。

歐洲經濟發展未來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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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班列發展越來越好，雙向運載的貨物
越來越多。圖為 「上海號」中歐班列從上海
首發，駛向德國漢堡。 資料圖片

◆盧沙野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強調，中歐互利
合作空間廣闊，潛力巨大。 資料圖片

▲盧沙野接受香港文匯報視頻採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