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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欧论坛 - 全体大会
2007 年 10 月 6 日

 米歇尔 • 罗卡尔 (Michel Rocard)
欧洲议员, 法国前总理, 中欧论坛创始人

-- 全体发言--

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中国与古埃及大约在同一时代诞生，拥有着六千年延续不断历史和文明，令人由

衷赞叹。中国人在欧洲人之前发明了纸、指南针、船舵以及火药等工具。早在葡萄牙

航海家恩里克王子在位的年代，欧洲航海家们就经常在环游非洲的途中遇见中国帆船

中国在欧洲之前就已踏上引领世界的征途。然而到了 15世纪，某位神秘的中国皇

帝认为与欧洲蛮夷的交往会玷污中国人民的精神与文化。于是皇帝颁布诏书，禁止并

惩罚一切建造航船的活动及出海远航的计划，违令者会被处以极刑。由此，中国沉睡

了五个世纪之久。长达五个世纪，占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没有参与到世界人

类史进程中。而那时中国的生产总值也仅占世界的 1%，贸易额占世界的 0.5%；久而久

之，中国被淡忘了。但世界各地仍不乏惧怕中国的人。历史教科书里、人们谈话间仍

残留着“黄祸”这样的字眼，而不久后，这个词就单用来形容日本人了。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今天，中国的苏醒令人震撼，在我看来，这是今日世

界最伟大的事件。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推行多项重大改革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

展，今天的中国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回升到了约8%、9%，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也达

到了同样高的水平。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欧洲、美国的三倍。用不了二十年，中国

在世界生产总值和国际贸易中的份量将跃升到 20%到 25%。我们将成为这一重大历史事

件的见证人。

中国特别强调，中国希望以和平的方式崛起，以和平的方式重返世界经济舞台。

这种态度是理智的。的确，在其漫长的历史上，中国未曾侵略过任何国家。西藏和越

南或许是例外，但这些地区于中国好比阿尔萨斯和洛林对法国一样关键。而中国自身

则自经历了无数次大规模的侵略。我们了解这些历史，却仍对中国感到恐惧。其中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疆域辽阔；其次，中国有能力迅速掌握尖端科技，最近

中国在航天领域的新进展是众所周知的；最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可能并正在威胁

欧洲的就业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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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地辽阔，历史文化悠远，在当今世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在座的各位一

样，我真切地希望，中国的再度腾飞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我曾经担任过法国总

理，经验告诉我，在世界任何地区，无论涉及哪方面的问题，讲和平、讲协商远比搞

战争、搞冲突更复杂、更艰难，需要更多的智慧。总理的经验还让我认识到，民族间

的矛盾并不仅仅涉及到各国部长与元首，更是由各国人民酝酿的。中东今天之所以上

演民族冲突的惨剧，恰是因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大多数人都拒绝为争取和平做出象

征性的让步。所以说，中国的崛起在相互理解的前提下的进行，欧洲给予中国振兴的

空间，乃至中国接受发展过程中某些行业上的条件及期限等等也不一定能够一帆风

顺：论坛的创立者们恰恰意识到了这一点。

一系列论坛的展开是由欧洲的中国教授们联合发起的。他们迅速与人类进步基金

会建立了联系，并且展开了一项规模极其庞大的工程：他们创立的志愿者联络网产生

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获得了惊人的成绩。今天距第一届南沙中欧论坛已经过去两年

了。我有幸获邀参加了南沙的论坛。那是一次珍贵的经历

在南沙，欧洲各国人民的代表和中国人民的代表第一次在不受任何监控，也不承

担任何政府层面上的责任的情况下举行了广泛的会晤。从根本上说，高校及科研机构

之间的沟通实现了中欧两地的公民社会的交流。这种交流形式丝毫不意味着对政府机

构的不信任。两方的政府刚才也对此表示了认同。中国和欧洲的官方代表今天亲自来

到论坛上对交流进程给予支持。我们认识到，无论是欧洲政府还是中国政府在处理很

多问题、尤其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常感到无助。棘手问题出现时，否决另一方似

乎更轻而易举。甚至还有人要投票确立类似的口号，敌视是一种可怕的态度

我们今天所在的比利时就正经历着民族矛盾。中欧两方的政府都意识到两地的知

识分子、专家、教授、学者、科研人员、政治学家之间的交流是相当紧迫的，切实有

必要扩大相互了解和理解，增强对对方问题的认识。说到这里，我联想到了世界治理

讨论组中方的开幕词（我在此表示我对吴建民大使的诚挚友谊，我本应和大使共同领

导这个讨论组的工作，遗憾的是大使没能到会，于是我独自负责了该讨论组的工

作）。中方与会者对我们说：“不要高估中国的份量，中国算不上国际强国，只能算

地区性强国。”欧方代表们为此感到很惊奇，中方或许过于谦虚了。我们回答说：尽

管贵国如此看待这个问题，但是，无论是全球变暖、美国棘手的财政赤字问题、争取

和平的斗争还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都需要全球做出迅速的行动，中国朋友们也必然

参与其中。的确，时间是循序渐进的，现在尚不是为各讨论组做总结的时候，总结要

在明天进行。关于我参加的讨论组，我还希望补充最后一点：我们比上一届南沙论坛

时进行了更有效、更开放的对话。你们会说，我们的确有必要开展这种形式的交流，

因为两方的相互了解还很少。此外，某些历史原因造成双方都心存戒备。正因为如

此，今天的沟通更令人振奋。我们发现，双方拥有很多共同尺度、共同理想，如在解

决独立的国家主权和必要国际规范的确立之间的矛盾这一方面。欧洲人之间曾相互争

辩了很久，如今已经感到疲倦了。最近这些年，中国也越发咄咄逼人，不夸张地说，

先前我们欧洲人之间的争吵还要更加激烈。如今，争吵过后疲倦了的欧洲人认识到，

世界有必要确立国际规范，进行更完善、更合理的治理。我这里并不是指需要建立世

界政府：世界治理可以通过合约、程序、法庭和有实际效力的法规条文等多种方式展

开。这类进展是世界所迫切需求的。贵国坚信，各民族对自身力量和尊严的发掘是一

切的前提。我们万不能忽视这一点，共同探讨这个问题是一项了不起的举措。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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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清楚，欧洲和中国的会晤并不是一种抵触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行动。恰恰相反，中

欧的交流只是国际治理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环节，之后我们还要与美国、俄罗斯、印

度、巴西等多个国家继续这一进程。其二，同样的道理，即便是大国也不可能独立解

决世界问题，例如中国或是已经在经济和金融领域获得了国家层级权力的欧洲。世界

问题的新形式迫使世界各国共同对治理进行思考。各国都在这方面不断发现和摸索，

携手共进，展开认知过程。这一点在我看来是至关重要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为我所

参加的讨论组的成功进行感到欣慰，我高兴得看到，讨论顺应了某种需求。想必其它

四十五个讨论组也不例外。如果明天，双方在此决定交流进程应当继续，那么我们将

在第二届中欧论坛之后举办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中欧论坛，一届一届地扩大论坛

的规模。我们将矢志不渝地促进世界大国之间的了解，为世界未来的和谐与和平做出

贡献。这一过程会相当艰难，也因此而更加意义深刻。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