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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依据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世情、国情及中欧关系的新特

点，从中国的战略全局和实际需要出发，高度重视中国对欧外交，对中欧关系及欧盟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作

用与地位做出了新判断，提出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积极推动中国对欧外交的发

展。 然而，由于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中国崛起表现出的复杂心理，他们的对华政策充满不确定性，进而使中国

的对欧外交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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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对欧外交

2013 年，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

领导集体依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从战略全

局和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打造中欧

“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积极

推动中国对欧外交的发展。 然而，由于欧盟及

其成员国对中国崛起表现出的复杂心理，他们

的对华政策充满不确定性，进而使中国的对欧

外交面临挑战。

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对欧外交新举措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

体高度重视对欧外交，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认识

中欧关系，并以稳健的进取意识打造“升级版”
的中国对欧政策。

（一）高度重视中国对欧外交

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布局中，对

欧外交居于重要地位。 2013 年以来，国家主席

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对一些欧洲国

家及欧盟进行访问，增进了中国与受访国的联

系和政治互信， 引领了中国对欧外交的方向。
2013 年 5 月，李克强总理的首次外访即选择了

瑞士和德国两个欧洲国家。 李克强访瑞期间，
与瑞士联邦主席毛雷尔共同宣布， 中瑞历经 3
年多磋商，终于完成了自贸区协议谈判。 [1]在当

前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欧美

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中瑞以实

际行动向全世界宣布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对其

他国家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 11 月，李克强总

理出席在罗马尼亚举行的中国—中东欧国家

领导人会晤，提出深化中国—中东欧合作的战

略框架。 [2] 2014 年 3 月 22 日—4 月 1 日，习近

平 在“两 会”刚 一 结 束 即 出 访 荷、法、德、比 四

国， 并作为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欧盟总

部。 [3]访问期间，习近平发表了 5 次演讲和 4 篇

署名文章， 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中国道路、中

国梦、中华文明、中国外交理念和政策、中国同

世界的关系进行了深刻阐释，对于促进欧洲重

新认识中国起到了积极作用。 6 月 16—21 日，
李克强总理对英国、希腊进行访问，并分别与

两国发表《中英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和《中希深

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4]重点在经

贸领域中延展中欧合作关系。 10 月 9—17 日，
李克强对德国、 俄罗斯及意大利三国进行访

问。 在德访问期间，李克强与德国总理默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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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主持中德第三轮政府间磋商，两国共同发

表《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5]其中纳入

200 多项具体合作倡议、项目和举措，涵盖中德

合作 20 多个细分领域， 是迄今为止中德之间

内容最丰富的一份共同文件。 两国还签署了双

边贸易与相互投资及技术合作协定， 总额为

181 亿美元。访意期间，李克强与意大利总理伦

齐举行会谈，双方就全面推进中意关系发展深

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两国企业间签署

的合作协议金额超过 100 亿美元。 [6]中国国家

领导人史无前例地接连访问欧洲，体现了新一

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对欧外交的重视。
（二）对中国对欧政策做出新的规划

2014 年 4 月 2 日，中国政府发表了第二份

欧盟政策文件———《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 此

前，2003 年，中国政府发表了第一份《中国对欧

盟政策文件》， 文件强调欧盟是世界上一支重

要力量，中国政府赞赏欧盟及其成员国重视发

展对华关系，并表示加强与不断发展中欧关系

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件在政

治、经济、科教文卫、社会、司法、行政及军事等

方面提出 25 个与欧合作的具体内容。 [7]第二份

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在总结第一份中国对欧

盟政策文件以来中国对欧外交成就的基础上，
提出新时期对欧盟政策的目标，规划了中国今

后 5—10 年在政治、经贸等领域与欧合作的路

线图。 文件不仅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阐述了

中欧之间的传统合作领域， 还提到了北极事

务、海上执法、联合护航、网络安全、水资源、社

会求助等一些全新的合作内容。 与第一份文件

相比，未来中国与欧盟合作领域更宽，合作层

次更深。 同时，文件对双方存在的问题与矛盾

并不回避， 对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
涉藏问题，以及军售、人权问题，特别是对于中

欧之间的经贸摩擦问题，都明确主张应通过对

话磋商加以解决。 [8]

（三） 给予中欧关系及欧盟在中国外交战

略中的作用与地位新的定位

中国、欧盟虽然同为当今国际战略格局中

的主要战略力量，但在中国对欧外交中，对于

中欧关系的定位主要是着眼于地区层面的双

边关系。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站在战略全局的

高度给中欧关系以新的战略定位，即中欧是维

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中欧是促进共同发

展的“两大市场”；中欧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两

大文明”。 [9]这一定位是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会

见来京参加第十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的欧洲

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

时首次提出的。 2014 年 4 月 2 日，中国政府发

表的第二份对欧盟政策文件中，再次明确了这

一定位。 该文件还进一步对欧盟在中国外交战

略中的作用与地位做出新的判断，指出：欧盟

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

要战略伙伴，是中国实现“新四化”和“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合作对象。 加强与发展

中欧关系是中国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外交

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 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

体在深刻洞察国际局势和中国在国际格局中

的作用与地位基础上， 重新审视中国外交战

略、中国对欧政策及中欧关系，经过深思熟虑，
对中欧关系及欧盟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作用

与地位做出的新判断。 这就意味着中国对欧外

交不仅要着眼于区域层面的双边关系，更要着

眼于战略层面、全球层面的双边合作。
（四）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

伴关系，确立中国对欧政策的新目标

习近平访问欧盟期间，在同欧洲理事会主

席范龙佩举行会谈时强调，要从战略高度看待

中欧关系，将中欧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

明结合起来，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
文明”伙伴关系，为中欧合作注入新动力，为世

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0]中国发表的第二

份对欧盟政策文件中，把打造四大伙伴关系确

立为新时期中国对欧政策的目标。 四大伙伴关

系反映了中方在新形势下对中欧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的期许。 打造和平伙伴关系，就是中欧

凝聚战略共识，明确双方面临的挑战、潜在分

歧及承担责任，携手带头走和平发展道路。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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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增长伙伴关系，就是中欧实现更高层次的互

利共赢合作。 《中欧合作 2020 战略规划》中已

经提出了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积极探讨自

由贸易区建设， 以及至 2020 年实现双边贸易

额 1 万亿美元的目标。 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欧方的技术与

经验，欧方尽快走出欧债危机也需要中国的投

资与市场。 中欧携手还能促进周边经济体，如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为发展开放型的世界

经济做出贡献。 打造改革伙伴关系，就是双方

借鉴彼此改革经验，分享彼此改革红利。 中国

与欧盟都处于各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都需要

靠改革创新来实现突破。 双方可以就宏观经

济、社会治理、公共政策、农业农村、就业民生、
环境保护等重要领域改革加强交流、 分享经

验、深化合作，以合作促改革，以改革促增长，
以增长促发展。 打造文明伙伴关系，中欧分别

作为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和西方文明的发祥

地，都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也应为彼此进步提供更多营养。 中国提倡

的“和而不同”与欧盟的“多元一体”有许多契

合之处，中国与欧盟完全可以相互尊重彼此，
依据自身不同的发展理念、发展阶段、国情认

知 所 选 择 的 不 同 的 发 展 路 径 和 社 会 制 度，通

过对话协商缩小分歧，管控好摩擦，走相互合

作的共赢之路。

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对欧外交的依据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欧外交的依据主

要是国际国内局势的新变化、中共十八大以来

确立的国家总体战略目标和外交战略及中国

对欧外交的实践经验。
（一） 国际国内局势的新变化是新一届中

央领导集体对欧外交的基本依据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

级大国，其外交战略的主要目标是维持其在国

际事务中的主导权和防止任何一个挑战其霸

权地位国家的崛起。 中国一直是美国防范的

“潜在对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美国

加大了防范的力度。 2009 年，奥巴马政府正式

做出 “重返亚太”的外交调整，力图主导亚太新

秩序的构建。 政治上，通过加强与亚太盟国、东

盟等亚太多边区域组织的关系，介入中国与周

边国家的领海主权争端，试图离间中国与周边

国家关系。 军事上，美军在全球重新部署，强化

在亚太区域的前沿存在。 近几年，美军还不断

强化与亚太多国的军事演习，包括韩国、日本、
菲律宾、越南、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等国。 经

济上，美国 2009 年 11 月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 TPP），希望强化对东亚

经济合作的主导权。 美国的这些举措针对中国

的意图十分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平

稳快速增长， 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稳步攀升，
2010 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已经不可能回到封闭的、 孤立的经济发展模

式，中国的持续崛起需要进一步实施“走出去”
的战略， 也需要和平环境。 冷战结束以来，中

国、欧盟在促进国际格局多极化、国际关系民

主化及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方面存在共同利益，
是促进国际局势和平与稳定的两大力量。 与欧

盟发展稳定合作关系有利于促进中国所需要

的和平国际环境的建立。
（二） 实现中共十八大以来确立的国家总

体战略目标和外交战略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

体对欧外交的出发点

中共十八大以来确立的国家总体战略目

标是实现 “两个百年奋斗目标”： 一是到 2020
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时，国内生产总

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 2010 年的基础上翻

一番， 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
二是到本世纪中叶， 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周年时，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 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的核心目标。 这一目标要求国内工作重心

仍是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外交工作首先还是

要紧紧围绕国家发展这个中心， 服务发展，促

进发展，更加积极有效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大国是影响世界和平的

决定性力量，不管是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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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实现中国梦的目标，还是维护周边和国

内的稳定，都需要妥善处理与大国的关系。 新

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大国外交，而对欧

外交是中国大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 中国政府对欧外交实践为新一届中

央领导集体对欧外交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政府就表示愿意与

欧洲各国建立外交联系， 包括西欧和东欧国

家。 但由于种种原因，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中

国对欧外交的进展并不顺利。 中国真正意义的

对欧外交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特别是改革开

放后开始的， 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72—1989 年），中国对欧政策的主

要方面是联合西欧应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
第二阶段（1989—2002 年），东欧剧变、苏联解

体， 持续 40 多年的美苏两极格局宣告结束。
欧 共 体 追 随 美 国 以 北 京 发 生 政 治 风 波 为 借

口，宣布对中国实行制裁，使中欧关系急转直

下。 第三阶段（2003—2012 年），这一时期，中

国政府进一步提高对欧外交认识， 不仅重视

发展与欧盟主要成员国关系， 还积极发展同

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关系。
中国对欧外交 40 年的历史表明， 欧洲主

要国家及欧盟对中国的战略利益和发展利益

的实现有着重要的影响。 作为当今国际社会一

支重要的战略力量，欧洲国家一直是中国营造

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可以借重的力量。 就中国

发展而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欧经济上的

互 补 性 促 进 了 双 方 经 贸 关 系 的 迅 速 发 展，到

2013 年， 中欧双方贸易额达 5591 亿美元，欧

盟对华累计投资超过 900 亿美元。 [11] 2004 年

以来，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12] 2006 年

以来，中国是欧盟第一大进口市场。 [13]欧洲国

家在技术转让上也历来对中国最为慷慨。 这

些影响正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重视中国对

欧外交的重要原因。

三、中国对欧外交面临的

主要挑战及政策建议

（一）中国对欧外交面临的主要挑战

对欧外交是中国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打

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是新

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发展平等互信、 包容互鉴、
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体现，它将对

中国对欧外交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

而，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欧盟及其成员

国对中国崛起缺乏心理准备，这使他们的对华

政策充满不确定性，也使中国的对欧外交面临

挑战。
第一，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中国崛起产生的

战略疑虑。 中国的快速崛起使欧盟及其成员国

充满疑虑，但在欧盟希望发挥影响力的许多问

题上，没有中国的支持和配合，欧盟将难以取

得成功。 形势的发展要求欧盟必须以平等的态

度赢得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谅解与合作。 近几

年欧洲出现的各种“中国威胁论”及欧盟对中

非合作的诟病都是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中国崛

起战略疑虑的反映。
第二，美国因素的影响。 在中欧关系史中，

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的中欧关系中，美国因素

始终都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20 世纪末，中

国通过发展与欧洲主要国家务实的经贸合作，
对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霸权行径起到了一定的

制约作用。 美国布什政府在 2003 年以反恐的

名义，独断专行地发动伊拉克战争，造成美欧

关系紧张。 恰恰在这样的美欧关系低谷期，中

欧关系在 2003—2005 年间出现了被某些西方

学者称为“蜜月”的时期。 中欧这种相互借重的

互动关系，对美国单边主义政策构成了很好的

制约。 奥巴马从第二任期起，重视加强对欧外

交， 美副总统拜登 2013 年 2 月初出席年度慕

尼黑安全会议时宣称“欧洲仍然是美不可缺少

的头号伙伴”，[14]美国新任国务卿克里将欧洲国

家作为履新后的首访对象国。2013 年 6 月举行

的八国集团北爱尔兰峰会上，美国和欧盟共同

宣布，双方将正式展开《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

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预计全部谈判在两年

内完成。 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框架下，奥

巴马政府加强对欧外交主要目的是希望借助

欧盟经济实力强化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

济支柱。 欧盟对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并不持

异议，作为美国盟友，欧盟也感到有义务支持

美国的亚太政策。 未来如若美欧在亚太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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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加强合作与干预， 必将对中国对欧外交产

生影响。
第三， 欧盟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上

升。 经贸关系一直是中欧关系的重要基础和主

要推动力。 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经济全球

化浪潮的蓬勃兴起，经济因素更是成为中欧双

方越走越近且须臾不可分离的黏合剂。 然而，
随着中国的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原本互补的

中欧经贸关系，开始凸显竞争性。 欧盟抱怨不

断增长的对华贸易逆差，并且更加频繁地诉诸

贸易保护措施。 与此同时，欧盟也升级对华关

于开放市场，以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压力。
（二）中国应对这些挑战的政策建议

第一，充分利用中欧间已经建立起来的各

种联系机制，加强与欧洲各国及欧盟各机构间

的沟通和联系，增进彼此间的相互理解，培育

双方间的战略互信。 自 1998 年 4 月亚欧首脑

峰会确立中国—欧盟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后，
中欧关系在制度化建设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2003 年 10 月， 中欧确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双方先后建立起高级别战略对话、经贸高

层对话和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三大机制；中国

外长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外交部长和欧

盟共同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根据需

要随时召开。 自 2010 年开始，由中国倡议，中

欧开始每年举办“中欧政党高层论坛”；中欧议

会机构之间的机制性联系也在增强，全国人大

和政协也与欧洲议会和欧洲经社理事会建立

了定期交流机制。 目前，中欧各领域对话与磋

商机制达 60 多个。 此外，中国与西欧主要大国

如德、法、英等国也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对话与

磋商机制。 这些对话与磋商机制，是中国深入

了解欧洲内部的事态演变，了解欧洲力量的起

伏变化，特别是深刻认知欧洲对华的优势及其

对中国关切的重要渠道，同时，通过这些对话

与磋商机制，中国也可以向欧洲表达我们的利

益关切，使双方在充分交流信息、加深理解的

基础上，相互尊重彼此重大利益关切，增进战

略互信，共同为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

深入发展做出贡献。

第二， 加强与欧盟在全球治理层面的合

作，充实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容。 随着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间的相互依赖达到前

所未有的水平。 与此同时，全球化带来的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冲突、“失败国家”、极

端恐怖主义、能源和粮食安全、气候、生态等全

球性问题不是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独自可以

解决的。 中欧作为当今国际格局中两支重要的

战略力量，在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维护国

际社会和平与安全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 中欧

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也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由于长期以来，双方把中欧关系更多地定位为

地区性双边关系，再加上双方在应对一些全球

治理问题认知上的分歧，因此双方的合作关系

更多地停留在经贸层面，在全球治理层面的合

作比较薄弱，这也成为双方进一步深化互利合

作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国家利

益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扩展，加强与欧洲在全球

范围内的合作与协商是维护国家日益增长的

国家利益的必然要求。 《中欧合作 2020 战略规

划》中倡议中欧就具有全球重大影响的国际和

地区问题加强对话与沟通， 加强中欧在非洲、
中亚、 拉美及双方各自周边地区事务中的磋

商。 双方应利用现有政治对话机制讨论彼此关

切的问题，并可以在一些热点问题上建立专家

级对话机制，就反恐、能源安全改革等发表各

种形式的共同文件，扩大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

共同声音。
第三， 妥善处理中欧在经贸方面的摩擦，

进一步夯实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 近

年来，引起中欧经贸摩擦增多的主要原因有两

个：一是欧洲债务危机，二是中欧经贸关系的

结构变化，即上文所言中欧经贸关系由互补关

系向竞争性关系的转变。 在欧洲债务危机的影

响下，欧洲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严重影响了中

欧贸易的正常发展。 因此，中国应从战略和全

局的高度重视欧债问题， 支持维护欧元稳定，
同欧方一道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与投资

保护主义，扩大相互投资，深化在高科技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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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产业领域的合作， 走共同发展和繁荣的道

路。 同时，正确对待中欧间贸易争端问题。 中欧

间的贸易争端只能通过双方谈判和彼此妥协

来解决。 对于中欧经贸关系中与知识产权、市

场准入、补贴、卫生与环保标准、劳工条件等相

关的问题，我们应该以世贸协定为底线维护我

们的权利，但也要在这些问题与世界接轨方面

有所考虑。 近年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的谈判旨在引导制定全球新的贸易规则，新的

贸易谈判中都包含有对知识产权、 竞争政策、
环保标准、劳工条件等的规定。 虽然我们不能

完全屈从于美欧的压力，但长远而言，自我边

缘化也不是上策。 因此，应对上述几个方面的

政策机制逐步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革，为参与

全球新的贸易规则的制定争取主动。

综上所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

央领导集体， 依据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世情、国

情及中欧关系的新特点，从中国的战略全局和

实际需要出发，高度重视中国对欧外交，对中

欧关系及欧盟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作用与地

位做出新判断。 视中欧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两

大力量”，促进共同发展的“两大市场”，推动人

类进步的“两大文明”。 这就意味着中国对欧外

交不仅要着眼于区域层面的双边关系，更要着

眼于战略层面、全球层面的双边合作。 基于此，

提出新时期中国对欧政策的目标是：打造中欧

和平伙伴关系、中欧增长伙伴关系、中欧改革

伙伴关系和中欧文明伙伴关系。 “四大伙伴关

系” 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发展平等互信、包

容互鉴、 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体

现，它将对中国对欧外交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

进作用。 然而，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欧盟

及其成员国对中国崛起表现出的复杂心理，再

加美国因素及双边经贸因素的影响，使他们的

对华政策充满不确定性，进而使中国的对欧外

交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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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 of socialism. It is not a mode of socialism, but a mode of capitalism.（ZHOU Xin-cheng）
“Labor Glory”: the Core Value of Socialism Established with the Theory of Marxist Labor Value：To build our
country’s core socialist value system must be guided by Marxist theory. The labor glory value came from the basic point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principle of efficiency goes with the basic point of dialectic materialism. To match the
labor glory and efficiency, stick to reality and ideal can help to elucidate the meaning of prosperity, democracy, legality,
justice, patriotism, civilization, harmony, freedom, equality, commitment, fidelity, friendship and other values and their roles
in socialist causes can be elaborated. （ZHANG Qing-xiong）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Promoting Custom Change in Revolutionary Bases：In
the period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d made greatachievements in improving the
materialist life of the people in the bases, but also made great progress in cultivating science, democracy, civilization and
other cultural aspects. Relying on youth league and organizations of poor peasants, women and children, by legality, various
activities, education and other measures against superstition, promoting woman emancipation, forbidding drugs and
gambling, the people of the bases are liberated from old constrains. To review the history, summarize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help the cultivation of advanced social culture and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GUO Yun）
The Special Advantage of Market Economy of Socialism and Rethinking of the Dominant Role of State-owned
Economy：The Third Plenary of the 18th Congress proposes that “let market play decisive role in resource distribution and
let the government play a better role.” What should be minded is that, in the present stage in our country, there are
capitalist economic elements, the capitalism economic rule and socialist economic rule all are playing roles in each’s field.
In what kind of productive relationship should the market play decisive role in resource distribution? The profit-pursuit,
blindness, spontaneity exist in many fields and constrain the concerte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Though
government can to some extent regulate them, private economy is constrained by its innate economic law, certain
unfavorable behavior may arise automatically. Therefore，the socialist forc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constrain or reduce
the negative role of private economy. If the dominant role of public-owned economy, and the force of public ownership
system and private ownership system may be reversed, which may cause the loss of the advantage of socialist market.（WU
Xuan-gong）
Clean Governanc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Revelation in Contemporary Time：Corruption is the most
serious “political smo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also the tumor erodes the healthy body of the Party. To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of ideology and anti-corruption, pay attention to both culture and system, the basic work should be done from the
beginning to check corrup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re rich clean governance concepts. To be clean is the first,
love people makes good official, frugality is good virtue, rule and laws are the priority in governance, all of which are
important political culture heritage, and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lean governance cul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NG Min-juan）
Diplomacy with Europe of New Leaders of China：The new leaders with Xi Jinping as the General Secretary place high
priority to China’s diplomacy with Europe and make new judgment of the role and position of EU in China’s diplomacy
according to the world situation, 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new features of Sino-European relations. It is proposed to build
Sino-European partnership relations featuring “peace, growth, reform and civilization.” However,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EU and its members to China’s rise, uncertainty in their policy to China exists, which is a challenge to China in the
diplomacy with Europe. （WANG Qiao-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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