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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经济上的竞争者和制度对手。然而，由于越来越多的刺激因素，中欧关系变得日益复杂。中

国对世界的开放度降低了并加强了对国内的压制，同时在国外则采取更加强硬的姿态，诉诸经济胁迫、抵制欧洲商品并

对重要原材料实行出口管制。  

 

我们的双边关系中存在很多分歧，例如中国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人权、市场准入及投资、环境问题以及主要

外交和安全政策问题上的立场等。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已经变得不平衡。欧盟必须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使竞争更加

公平。因此，欧盟正在减少关键的依赖性和脆弱性，包括供应链中的依赖性和脆弱性，并在必要时降低风险和实现多样

化。 

与此同时，欧盟继续寻求与中国在气候变化、减免发展中国家债务、可持续金融等全球问题和双边问题上的合作。 

12 月 7 日举行的欧盟—中国领导人会晤是探讨如何使中欧关系对双方都有利且更加雄心勃勃的一个契机。欧盟将秉持诚

意，在保护自身利益的同时，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贸易与投资（2022年）  

 
 

+23%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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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 月 25 日举行的第十次经贸高层对话上，欧盟和中国讨论了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和多个双边贸易问题。欧盟对欧盟企
业在华营商环境不断恶化、持续存在和新出现的贸易壁垒以及公平竞争的重要性表达了关切。双方还讨论了透明和可预
测的供应链的重要性。 

 

世贸组织改革 

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必须进行改革，以应对可持续性和数字化挑战，并促进全球公平竞争环境。 欧盟继续领导
这些改革的努力。 中国从加入世贸组织中受益，应该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作用，帮助实现这些改革目标。 

 

 

 

欧中关系 

欧盟对华出口增长3.2%，与欧盟

自华进口增长32.3%形成鲜明对

比。欧盟赤字创历史新高，达

3960亿欧元，较2021年增长

58.2%。 

亿欧元 



外交与安全政策 

 
 

 

 

 

 

欧中战略对话是双方在外交与安全议题进行沟通的重要平台。2023年10月13日，第12轮欧中战略对话在北京

召开。本轮对话由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利（Borrell）和中国外长王毅共同主持。 

 

中国对于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的立场持续影响欧中关系的

发展。欧盟继续呼吁中国向俄罗斯施加重要影响使其停止对

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欧盟要求中国防止俄罗斯任何绕过

或破坏对其制裁的尝试。 

 

在中国南海，欧盟支持按照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 海洋法

公约》）以及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的原则和平解决争端；同

时，欧盟呼吁在该地区避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 

欧盟完全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持续呼吁通

过和平、对话手段解决任何争端。 

 

 

     欧盟与中国定期就全球与区域层面的挑

战进行沟通，如中东、阿富汗、缅甸以及朝

鲜半岛等问题。 

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占 

 

2021年，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全球总排放的 

28% 

 

7%   

     *（含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变化和林业） 

。 

气候变化 

 

数字、科学、技术与创新 

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