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中关系

过去一年，欧盟与中国双边关系恶化，主要源于刺激因素的增加（即：中国对欧盟过去一年，欧盟与中国双边关系恶化，主要源于刺激因素的增加（即：中国对欧盟
人权制裁的反制措施、针对单一市场的经济胁迫和贸易措施，以及中国对乌克兰战人权制裁的反制措施、针对单一市场的经济胁迫和贸易措施，以及中国对乌克兰战
争的立场）。 争的立场）。 

欧盟和中国互为最大的货物
贸易伙伴

2021年每天贸易额为
19亿欧元

2021年
欧盟与中国的货物贸易

出口总额为 2230亿欧元
进口总额为 4720亿欧元

2021年，欧盟向中国出口服
务贸易总额为 470亿欧元

同时中国向欧盟出口服务贸
易总额为 310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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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China

贸易

COVID-19

后（COVID-19）疫情时期下的经济复苏

欧盟和中国同意通过国际合作应对全球卫
生威胁的必要性，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在确
保有效协调应对方面的核心作用。

2022 年 1 月 24 日，政府间委员会（IGC）开始制定一项关于大流行病预防、防范和应对的全球协议的进程。 
欧盟致力于同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所有成员国推动这一进程。

经过两年多的全球努力应对COVID-19，
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是欧盟和中国的首要
任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所代表的挑战与机遇在其平衡中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所代表的挑战与机遇在其平衡中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鉴
于中国在应对全球和地区挑战中所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欧盟仍然致力于积极与中于中国在应对全球和地区挑战中所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欧盟仍然致力于积极与中
国接触与合作。在这方面，在国接触与合作。在这方面，在2019年3月12日的欧中—战略前景》联合声明2019年3月12日的欧中—战略前景》联合声明中阐述的中阐述的
欧盟当前对华政策依然有效。欧盟将继续以‘合作及谈判伙伴、经济上的竞争者和欧盟当前对华政策依然有效。欧盟将继续以‘合作及谈判伙伴、经济上的竞争者和
制度对手’的对华三重定位，处理中欧关系。制度对手’的对华三重定位，处理中欧关系。

为了实现欧盟和中国之间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利益最大化，必须找到解决长期关切为了实现欧盟和中国之间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利益最大化，必须找到解决长期关切
的方法。确保待遇的相互对等性、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和解决关系中的不对称是当的方法。确保待遇的相互对等性、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和解决关系中的不对称是当
前重点。目前，更广泛的政治背景不利于全面投资协定（CAI）的批准工作。前重点。目前，更广泛的政治背景不利于全面投资协定（CAI）的批准工作。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China-EU_-_international_trade_in_goods_statistics#Recent_developments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China-EU_-_international_trade_in_goods_statistics#Recent_developments
https://www.ecdc.europa.eu/en/covid-19
https://www.ecdc.europa.eu/en/covid-19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default/files/communication-eu-china-a-strategic-outlook.pdf


 人权

• 欧盟一直对中国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尤
其是新疆、西藏、香港、内蒙古，以及人权律
师和维权者所遭受的待遇直言不讳。

• 人权对话：欧盟已准备好定期与中国举行人
权对话，以促进人权、促进法治和支持公民社
会。 

• 欧盟全球人权制裁制度：2021年3月22日，
欧盟列出了来自中国的四名个人和一个实体，
应该对在新疆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 香港高度自治的恶化：根据香港基本法和中
国的国际承诺（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
至少到2047年必须保护政治多元化及人权和
政治自由。然而，国家安全法限制了对于这项
权力的行使。

 世贸组织改革

• 世贸组织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必须
进行改革，以应对可持续性和数字挑战，并促
进全球公平竞争。中国理应发挥与其经济实力
相称的作用，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海洋治理

• 根据欧盟—中国促进海洋治理的（蓝色）海
洋伙伴关系（宣言），欧盟希望中国能更积极
地参与渔业可持续发展和海洋资源保护的合
作，包括支持在南大洋建立更多海洋保护区并
就打击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渔业捕捞活动
（IUU）取得具体成果。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能源和资源效率
 
•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28%，是欧盟
（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8%）实施《巴黎
协定》的重要伙伴。

• 作为昆明COP15 的主办国，中国在确保达
成一项强大而雄心勃勃的新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支持遏制全球森林砍伐和推动无毁林供应
链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 欧盟认可中国在实现经济脱碳，以及在第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 26）之前提升
其国家自主贡献方面所作的努力。

• 各方都需要采取更多措施将全球气温升高控
制在1.5ºC以下。为推进国际气候谈判，欧盟
和中国正在加强碳市场、长期排放发展战略、
清洁能源和能效、低碳交通和城市等领域的合
作。

 网络安全

• 网络空间中的负责任国家行为有助于国际安
全和稳定，使每个人都能从互联网为经济和社
会发展提供的机会中受益。

• 欧盟希望中国更多地参与打击恶意网络活
动，并保护知识产权。

• 欧盟网络制裁制度：欧盟多次遭受来自中国
境内的网络攻击。欧盟于2020年7月30日通
过了针对中国个人（2个自然人和2个法人）
的首次网络制裁。

欧盟与中国的合作，作为 2015 年联合
全面行动计划（即：伊朗核协议）的主
要贡献者，双方正在共同努力促进协议
的恢复。

欧盟已呼吁中国运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以实现立即停火、建立人道主义走廊以及防止造
成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进一步升级的任何风险。

在南海，欧盟支持根据《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和平解决争端，维护航行和领空
飞越自由，避免使用武力或受到使用武
力的威胁。

欧盟与中国应加强密切合作，应对包括
阿富汗、缅甸和朝鲜半岛在内的全球和
地区挑战。

欧盟望与中国进一步合作，向最有需要
的人提供帮助：人道主义援助和减灾。

对外政策

人权，法治，多边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