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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澳门中欧高端对话”在澳门举行 

 

2013 年 1 月 23 日 

 

2013 年 1 月 21、22 日，首届“澳门中欧高端对话”在澳门科学馆会议厅召开。此次对话由中欧

社会论坛、澳门基金会主办，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香港理工大学中欧对话中心协办，旨在利用

澳门的传统地理优势，深化中西之间的理解、交流与合作，打造汇聚中欧优质资源、多方参与、锤炼

共识的思想平台。 

来自中国和欧洲各地区的思想大师、外交使者、专家学者，以及媒体代表约 50 人共聚澳门，一

同围绕“澳门与中西对话”、“欧洲危机与中国转型”、“欧洲和平与东亚和平”三大主题展开对话。凤

凰卫视震海听风录栏目、腾讯网为此次活动提供媒体支持，人民网强国论坛对部分参会嘉宾进行了专

访并搭建专题页面，并在腾讯微博、新浪微博将现场的对话内容实时发布，同网友展开互动。 

 

 
图：全体与会嘉宾合影 

 



Organized by/主办机构 

   

Media Support/媒体支持                      Co-organized by/协办机构 

  
   

1 月 21 日上午九时，本次对话活动通过播放欧洲理事会范龙佩主席的录像致辞正式拉开帷幕，

并由代表欧盟驻世贸组织前大使保罗‧张万亭的巴黎政治学院德拉诺瓦教授、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副理

事长陈越光先生，以及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委员钟怡女士分别致开幕辞。范龙佩主席表示这次对话

有助于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相互了解，并预祝对话成功举行。德拉诺瓦教授相信会议有助促进中西意见

交流。陈越光副理事长则肯定会议的举办为与会者提供退而远瞻的中欧发展新视角，而中欧关系唇齿

相依，如何加强两者的紧密合作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议题。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钟怡委员致辞时表示，

在中欧关系日渐紧密的今天，澳门作为双方对话交流的平台角色日益突显，而澳门本身也通过与欧盟

在法律、翻译、经贸、文化艺术和学术研究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促进中欧双方通过澳门进一步了解

彼此；她并希望通过此次高端对话，能让中国与欧洲的交往推向更高和更新的层次，同时能使中欧社

会论坛的宗旨──“推动公民参与，共同思考未来”的重要理念得以贯彻，为澳门提供积极的参考作

用，以促进澳门的公民社会建设更进一步地发展。 

 

 

图：欧洲理事会范龙佩主席通过录像为会议致开幕词 

 

其他出席是次对话的中外嘉宾和本地代表阵容强大，包括欧盟驻世贸组织前大使、中欧社会论坛

创始委员保罗·张万亭教授，中欧社会论坛执行主席陈彦博士，香港理工大学中欧对话中心主任于硕

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宋新宁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秦晖教授，香港城市大学杨

富雷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日本驻希腊大使北村隆则教授，科英布拉大学法学院前

院长曼努埃尔‧波尔图教授，国际军事网络协调罗桑伯格上校，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世界伦理中

心主任杨煦生教授，澳门欧洲研究学会主席麦健智先生，澳门亚太拉美交流促进会理事长魏美昌先生

等。而这次对话亦特别邀请了多家海内外著名媒体的代表，例如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邱震海、腾讯网

燕山大讲堂主持人杨子云、《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新望先生、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杨恒均博士

等莅澳与会开展对话，众多嘉宾通过分享和借鉴各国社会的发展经验，探索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共同应对新时代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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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主礼嘉宾，从左至右：于硕博士、陈彦博士、钟怡女士、陈越光先生、杨煦生教授、德拉诺瓦教

授 

 

主题一：澳门与中西对话 

 

开幕式结束后随即开展对话。首场以“澳门与中西对话”为题，探讨澳门作为近代西方世界通向

中国的第一扇大门在中西交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如今中西之间的新一轮对话与合作正在新的文化语

境中展开序幕，如何进一步发挥澳门的优势，使澳门成为中国内地与欧洲大陆之间另一个深层次的对

话沟通平台成为与会嘉宾的对话焦点。 

 

 

图：主题对话一：澳门与中西对话，从左至右：《成都日报》评论员周晓翔先生，杨富雷教授，杨煦

生教授，于硕博士，陈越光先生，中山大学哲学系吴重庆教授，麦健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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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体现了近代欧洲变迁 

 

杨富雷教授称，实际上传教士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本意并不是来对话的，但是因为他们来到中

国，对话恰恰就这么发生了。杨煦生教授认为当时中西方把对方作为精神上的对象，真正企图进入对

方的价值世界，使对话真正得以开始。今天我们来到澳门，实际上是一种对话精神的重温。在谈及澳

门的变迁时，于硕博士说，澳门相当一段时间作为进出中国的唯一门户，也是欧洲人进入中国的落脚

之地，等待每个月两次与珠江上的人进行交易，它从历史的意义上说已经说明其重要性。澳门体现了

近代大的欧洲变迁，新大陆的开发、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民族国家的建立都在澳门有体现。她希望

澳门可以成为走出第三次经济人相逢的阶段，走向第四次相逢：生态人相逢。 

 

 

图：于硕博士发言 

 

·中欧关系需创新思维面对 

 

欧洲正面临着欧债危机，中西之间的对话显得更加重要。澳门欧洲研究学会主席麦健智先生表示，

中国人认为欧洲越来越不重要了，中国人会认为欧洲基础不稳固等，这些都是误解。中国和欧洲要建

立战略伙伴的话，必须增进相互了解，所以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中欧之间要有创新的思维来面对中欧

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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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澳门欧洲研究学会主席麦健智先生发言 

 

·媒体互动：澳门人需要建立自己的身份和文化建构 

 

腾讯网燕山大讲堂主持人杨子云女士主持了之后的媒体互动，共同探讨“澳门学”以及澳门的发

展方向。于硕博士认为，澳门有特殊的中西交流史，其他地方没有；澳门人需要建立自己的身份和文

化建构，去掉赌城的符号；澳门相对来说比较开放，在澳门可以做真学问。 

 

 

图：媒体互动环节，左一：杨子云，左二：澳门亚太拉美交流促进会理事长魏美昌博士，左三：法国

国家社会科学院艺术与语言研究所博士候选人洪慧女士 

 

谈及澳门，不得忽视的就是博彩业。博彩业为澳门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的同时，亦为澳门带来

了问题。澳门亚太拉美交流促进会理事长魏美昌博士认为，目前难以解决的问题是，赌城的形象非常

负面，不是文化之城。非洲民众不知道澳门，以为是香港的一部分。澳门跟非洲和拉丁美洲还没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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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比较好的贸易渠道，了解那边环境的人少，精通双边情况的人更少。澳门不引进，把门关得死死的。

这要问政府，他们是怎么考虑的。现在信息传播非常快，应该用新媒体传播澳门。澳门主导企业家赚

钱，还要引导他们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还有学术机构没有把门打开，宣传力度不够。 

 

主题二：欧洲危机与中国转型 

 

第二场对话则以“欧洲危机与中国转型”为讨论主题，与会者围绕处在欧债危机困局的欧洲和中

国展开激烈的思想碰撞，努力寻找实现社会转型的突破路径。 

 

 

图：主题对话二：欧洲危机与中国转型，从左至右：杨恒均博士、德拉诺瓦教授、秦晖教授、宋新宁

教授、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澳门大学访问学者 Thomas Christiansen 

 

·中欧都面临经济增长与福利制度之间的问题 

 

对于欧债问题，宋新宁教授认为，欧洲的主权债务问题是个别国家的问题，他不认为欧元或欧

洲存在多大的危机，但是存在很多问题。欧洲的社会福利制度有它的问题，但不能下定论说欧洲现在

的福利制度就走不下去了。欧债问题是一场被夸大了的危机，各利益相关者都有夸大它的需要。欧洲

的主权债务问题更大程度上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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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宋新宁教授发言 

 

欧洲面临债务危机的同时，中国也面临转型问题。秦晖教授认为，关于税收与福利，中国的问

题和西方的问题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方的问题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中国的问题

是：马山珍海味都吃，但就是不跑。中国的下一步改革不仅有利于中国人，也有利于世界，否则不仅

中国有问题，全世界都有问题。不能否定存在这样的可能性，那就是中国经济中的一些特点能在全球

化中胜出，但是这种特点的胜出不是中国的胜出。现在中国的福利分配起到的是扩大不平等的作用，

而不是缩小不平等。现在扩大不平等的功能有弱化，但依然没有改变。 

 

 
图：秦晖教授发言 

 

在澳门大学做访问学者的 Thomas Christiansen 先生称，“过去几十年我们以为我们内部非常团结，

但是危机流露出我们并没有实现社会的一体化，欧洲各国之间还存在较大的隔阂。欧债危机跟中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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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关系？我发现确实欧洲和中国面对的挑战是有关联的，对政府是个挑战，对民主是个挑战。欧洲

和中国都会强调经济增长和福利制度，到底应该强调欧洲模式还是中国模式呢？我们都面临着这种压

力。” 

 

 

图：Thomas Christiansen 发言 

 

·媒体互动：很多事情我们努力便可能有 

 

《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新望先生主持了媒体互动环节，科英布拉大学法学院前院长曼努埃

尔·波尔图教授和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宋卫清教授，与参与该主题对话的嘉宾同媒体展开了

互动。 

 

 

图：主题对话二的媒体互动环节，左一：《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新望先生，左二：曼努埃尔•波尔

图教授，左三：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宋卫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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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下有媒体代表对中国的转型与未来提出思考。秦晖教授回应：“我觉得历史的不确定性很重要，

很多事情我们努力便可能有。国家的演变是很难预言的，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时候也许就可能了。

在中国，我们只能讲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努力，很难讲这样的努力是否可能成功。” 

 

主题对话三：欧洲和平和东亚和平 

 

22 日上午举行的第三场对话以“欧洲和平和东亚和平”为题展开。与会者认为和平是一个亘古

不变的时代主题和追求，如何促进真正的和平有赖各国加强合作和沟通，而欧洲推动和平发展的经验

将为实现东亚的永续和平提供重要的参考作用。 

 

 

图：主题对话三：欧洲和平和东亚和平，从左至右：邱震海博士、保罗·张万亭大使、曼弗雷•维尔

纳•罗桑伯格上校、北村隆则教授、岭南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张伯汇博士 

 

保罗·张万亭大使认为和平是最重要的，他指出“之前如果欧洲各国之间要打战比较容易，因为

国与国之间有疆界，现在国与国之间的疆界变得模糊了。重要的不仅是政府之间要去促进和平，公民

之间也要每一天去巩固。当然仅仅是在经济方面的合作不能够避免战争，和平是要在每天的生活去不

断地去巩固的。欧洲有五亿人口，所以我们要尽力去做一切的事情，要有同等的机会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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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保罗·张万亭大使发言 

 

来自国际军事网络协调的曼弗雷·维尔纳·罗桑伯格上校认为，人们能够和谐共处其实不是和平，

即便各国没有宣布战争，但是一直存在潜在的战争威胁，所以我们必须缔造这样的氛围，没有爆发战

争并不能确保永久和平，和平是需要创造的。 

 

 

图：曼弗雷·维尔纳·罗桑伯格上校发言 

 

随后，中欧社会论坛执行主席、中欧社会论坛创始委员陈彦博士，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

王建伟教授与上述嘉宾一起参与了《新京报》文化部主任萧三郎先生主持的媒体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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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主题对话三的媒体互动环节，左一：《新京报》文化部主任萧三郎先生，左二：陈彦博士，左三：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王建伟教授 

 

 

会议最后，钟怡女士、保罗·张万亭先生、陈彦博士分别代表澳门基金会和中欧社会论坛致辞宣

布会议圆满结束。主办方感谢嘉宾的参会与精彩对话，并希望能够保持对话的精神，跨越重洋，携手

应对人类社会大变迁中面临的共同挑战。 

 

 

图：钟怡女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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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保罗·张万亭大使致辞 

 

 

图：陈彦博士致辞 

 

与会者对这次对话的意义和成效高度肯定，这次对话在十分热烈的讨论气氛下圆满结束。而部分

嘉宾于 23 日移师香港，在香港理工大学继续参与“欧洲人文主义 协助精神反思”研讨会，对相关议

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