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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20 年适逢中意建交 50 周年，同时新冠肺炎疫情深刻改变着

国际局势。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加强中欧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

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通过战略伙伴关系理论框架探讨伙

伴关系的深化，就是以巩固伙伴关系的长期性、稳定性和战略性为目标，以发

掘和拓展共同利益为基础，以提高合作水平为手段，探讨持续增进共同利益和

促进互利共赢。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同时也面临挑战。中意双

方应在政治上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提高双边合作的制度化水平；在经济

上拓展合作领域，加强竞争管控，实现互利共赢；在人文领域促进相互了解与

信任，消除误解与偏见；在地区层面注重协调中国、欧盟和意大利三边关系，

防止中欧关系波动影响中意双边合作；在全球层面，进一步加强金融体系等改

革、环境与经济治理以及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政策协调，深化全球战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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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3 年至今，中国通过推进伙伴关系战略，有效拓展了外交战略空

间。当前，深化伙伴关系承担着进一步拓展国家利益、提升国际影响力、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使命。习近平强调，“站在历史前进的十字路口，我

们要坚持深化伙伴关系，携手应对共同挑战。”① 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相伴

而行，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增加，导致大国竞争加剧、周边安全局势

复杂化，深化伙伴关系有助于为中国和平崛起塑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与发展，为中国建设性参与地区

和全球事务提供了重要契机，完善伙伴关系网络在中国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

革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基础作用。② 共建“一带一路”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拓展了新实践，为实现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搭建了新平台，深化伙伴关系是

中国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 

意大利是世界重要国家、欧盟核心成员国之一。自 1970 年正式建交以

来，中意关系虽历经风雨，但实现了深入发展。两国 2004 年建立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迄今在政治互信、经济相互依赖、文化交流、社会互动等方面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树立了中国同欧盟国家双边友好关系的典范。2019

年，在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 15 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出访意大利，

两国签署共同建设“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成为中意合作新的里程碑。 

中国正以建设性、合作、可预期的姿态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

向发展，③ 而发展中意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意大利是“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加强中意合作能够发挥意大利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节点作用。中意关系是中国连接欧洲资本、技

术与先进管理经验的重要窗口，是深化中欧合作的战略支点和强化中欧联系

的坚实纽带，对新时代打造“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

明四大伙伴关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中意关系是中国打造与发达国

① 习近平：《把握时代机遇  共谋亚太繁荣——在亚太经合组织第 26 次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2018 年 11 月 19 日，第 2 版。 
② 门洪华、肖晞：《百年变局视角下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2009—2019）》，《学

习与探索》2019 年第 10 期，第 51 页。 
③ 门洪华：《中国国际战略布局的展开》，《中国战略报告》2018 年第 2 期，第 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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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试验场，深化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维护世界和平

稳定与发展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开拓和象征意义。 

在学术研究领域，人们尚未对中意伙伴关系给予充分的关注。① 有鉴于

此，本文在构建与深化伙伴关系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梳理中意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的历史演进，评估两国伙伴关系现状，探寻深化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的可行路径。当前，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共求发展、共迎危机为动力不

断深化，同时面临意大利国内一些人的对华疑虑与偏见、经济结构趋同、欧

盟干涉等问题与挑战。双方应抓住两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共建“一带一路”

和全球危机治理合作持续深入的机遇，在政治、经济、人文、地区协调和全

球治理等领域全面提升合作水平，进一步深化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一、分析战略伙伴关系深化的理论框架 

 

自 1993 年与巴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至今，中国逐步构建起层次化的全

球伙伴关系网络。其中，大体可以分为友好伙伴关系、合作伙伴关系和战略

伙伴关系，不仅表现为与不同国家的推进进程不一，也体现为与同一国家伙

伴关系的深化与升级。② 伙伴关系是“国际行为体间基于共同利益、通过共

同行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独立自主的国际合作关系”③，深化

伙伴关系意指在现有伙伴关系层次上提升合作水平，巩固其长期性、增强稳

定性、提高战略性。本文关注的核心是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与深化

问题，因而重点分析深化伙伴关系的路径、动力与阻碍因素等。 

① 笔者在中国知网以“中意关系”为主题搜索，相关文献数量不足 20 篇，学术研究远

滞后于中意伙伴关系的实践。参见周可仁：《中意经贸现状和发展前景》，《国际贸易》1991
年第 10 期，第 4—5 页；丁忠泽：《发展中意关系起好桥梁作用》，《国际贸易》1991 第 10
期，第 5—6 页；张敏：《中意（欧）关系的回顾与展望》，《西欧研究》1992 年第 1 期，

第 55—56 页；罗红波：《平稳发展的中意经贸合作关系》，《欧洲》1999 年第 6 期，第 36
—46 页；孙彦红：《“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意合作：机遇、优势与前景展望》，《当代世

界》2019 年第 4 期，第 52—57 页；等等。 
② 肖晞、马程：《中国伙伴关系：内涵、布局与战略管理》，《国际观察》2019 年第 2

期，第 81 页。 
③ 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

第 2 期，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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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伙伴关系的战略考虑 

建设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基于对世界趋势的判断和国家发展的现

实需求做出的重大外交战略选择，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决摒弃冷战

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① 建

立伙伴关系具有深远的战略考虑。 

第一，推动以共同发展为导向的制度化合作。国际局势深刻变革，和平

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普遍存在的发展赤字和发展鸿沟成为滋生恶性竞

争与地缘冲突的温床，结盟和对抗思维明显强化。同盟关系为应对威胁而建

立，侧重安全与军事领域；伙伴关系则以共同发展为导向，不设假想敌、不

针对第三方，以对话协商的方式管控分歧、协调矛盾，形成长期稳定的制度

化合作框架。伙伴关系既赋予合作双方充分的外交灵活性，又保证两国行进

在合作共赢的主干道上，这不仅符合中国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发展趋势。 

第二，在实现共同利益的过程中拓展国家利益。全球化深入发展，推动

国际社会形成利益交融格局，中国与世界各国利益的共享性与共同性在急剧

增强。② 相较于可能会牺牲弱势参与者利益以维护整体利益的结盟关系，新

型伙伴关系更具开放性、持续性，是中国在维护核心利益基础上拓展国家利

益的战略手段。它要求伙伴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

完整；同时中国充分尊重伙伴国核心利益，支持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自由

选择发展道路。双方在平等、相互尊重基础上增进共同利益，务实合作、互

利共赢，可以实现中国国家利益在不同国家、各个地区和全球范围的拓展。 

第三，落实外交理念与理想，提升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伙伴关系倡

导平等、开放、包容的新型合作原则，蕴含着中国追求天下为公、公平正义

和互利共赢的外交理念。基于良好合作意愿建立伙伴关系是中国落实外交理

念和理想的重要实践，构成传播中国理念、提升国际影响力的主要途径。 

第四，在巩固历史、地缘联系纽带的基础上加强民心相通。与西方国家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

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18 日，第 1 版。 
② 韩爱勇：《论当前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战略报告》2018 年第 2 期，

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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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的急功近利和重利轻义相比，中国外交既讲原则，又重情义。① 伙伴关

系具有强烈的行为属性和过程导向特征，② 强调两个国家在长期交往中产生

的情感认同和身份关联。在建立伙伴关系时，中国会着重选择具有历史、地

缘联系纽带的国家，并称之以“好朋友”“好邻居”“好兄弟”，既能促进

不同文明与制度观念的国家间相互理解，也能强化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情感和

道德约束，体现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二）深化伙伴关系的路径 

作为理性的行为体，国家在合作过程中不断衡量成本和收益，深化伙伴

关系有赖于双方绝对利益的持续增长。伙伴关系的深化路径为：以巩固伙伴

关系的长期性、稳定性和战略性为目标，以发掘和拓展双边共同利益为基础，

以提升合作水平为战略手段，持续增进共同利益、促进互利共赢是根本保障。 

基于共同利益与合作共识，双方以高层会谈和联合公报的形式正式建立

伙伴关系，形成双边合作的战略性指导框架，以经济相互依赖为先导，逐步

发掘和拓展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的共同利益，并以双边为主协调多边，

贯通官方和民间，着力提升合作水平，打造多维合作格局。作为一种新型合

作关系，伙伴关系倡导的共同利益与合作具有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特

征。在横向上，伙伴关系以经济为主，涵盖政治、安全、文化等各个领域；

在纵向上，以双边为主，协调地区与全球两个层面；在进行政府间对话的同

时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和民间团体的对外交往。 

建设伙伴关系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手段。③ 深化伙伴关系以建

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指引，着

重在五个方面提升合作水平。一是政治合作的核心在于提升政治互信，维护

持久和平。通过密切高层交流、建立多元对话磋商机制加强彼此在核心利益

问题上的战略信任，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协调立场、塑造共识。二

① 杨洁勉：《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战略和实践的探索创新》，《中国战略报告》2016
年第 2 期，第 215 页。 

② Georg Strüver, International Alignment between Interests and Ideology: The Case of 
China’s Partnership Diplomacy, Hamburg: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March 
2016, p. 10. 

③ 王毅：《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31 日，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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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济合作的目的是实现互利共赢，促进共同繁荣，通过深化双边贸易、投

资和次级领域的合作实现双方财富增长，推动可持续发展，同时加强在地区

发展和全球经济治理层面的政策协调。三是人文交流注重不同文明互学互

鉴、和谐共存。通过在文化、教育和旅游等方面的交流构建能够缩小身份差

异、强化相互理解的积极观念，① 加深双方对不同制度观念的理解。四是在

安全上倡导和落实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统筹应对日益复

杂化、综合化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合作促安全。五是在生态领

域以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为目标，以推进全球气候治理为核心，加强双方在

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 

打造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体现，也是新型国际

关系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② 作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载体，深化伙伴关系

的目标是推动双边关系超越具体合作领域，超越制度观念差异，超越零和博

弈思维，立足国家发展战略，建立不受一时一事干扰，内含情感、道德和规

范认同的战略性合作机制，充分发挥伙伴关系在维护国际战略平衡、促进世

界和平发展、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作用。 

（三）深化伙伴关系的动力 

伙伴关系处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进程中，根植于各国求和平、谋发展、

促合作、要进步的共同诉求，彰显于全球危机治理的深度实践中。 

第一，全球化转型发展是深化伙伴关系的基本保障。世界多极化、经济

全球化、文化多样性、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赖、利益交融的深

度和广度空前加深和扩大，既表现在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推动各国经济融

合，也体现为全球性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增长动能不足、经济

治理滞后与发展失衡等问题促使全球化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

向转变。王毅指出，“身处全球化时代，彼此命运相连，休戚与共，需要的

是团队精神，而不是各行其是；是同舟共济，而不是独善其身。”③ 国家利

① 刘笑阳：《中德伙伴关系的评估与展望》，《中国战略报告》2018 年第 2 期，第 175
页。 

② 肖晞：《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8
期，第 39 页。 

③ 《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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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相对性增强，国家间合作得到鼓励，为深化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各国对发展与繁荣的共同追求构成深化伙伴关系最持久、最根本

的动力。世界转型促使国家战略进一步调整，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伙伴关系以共同发展为导向，依托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与经济发展带来

的巨大机遇，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致力于为各国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与空间，

大多数伙伴国期待搭上中国发展便车，共享发展与繁荣。中国通过“一带一

路”倡议将自身开放与地区合作、全球发展有机结合，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

的动力，为深化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国际平台。 

第三，应对日益增多的地区性风险和全球性挑战为深化伙伴关系提供了

重要契机。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性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愈加凸显，

单个国家无力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这样的问题。这也使基于共同利益，侧重

经济、文化和非传统安全等“低政治”领域伙伴关系的作用得以彰显，① 其

在全球危机治理过程中也发挥着更为基础的作用。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仅愿意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也正在成为国

际形势的稳定锚，世界增长的发动机，和平发展的正能量，全球治理的新动

力。② 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而提出的中国方案、中国

理念和中国智慧正被更多伙伴国所认可，为深化伙伴关系凝聚了广泛共识。 

（四）阻碍伙伴关系深化的因素 

中国外交面临的世界形势日趋复杂，决定了深化伙伴关系在存在机遇的

同时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和障碍。 

第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各国战略考虑存在较大差异。世界

经济深入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为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与加快经济复

苏，各国纷纷采取不同应对之策，提出不同理念主张，利益诉求和政策着眼

点也不尽相同。尤其在经济领域，尽管各方都认为多边体系需要改革，但在

如何改革、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上，缺乏共识。③ 逆全球化潮流仍在持续，

年 3 月 9 日，第 3 版。 
①  Even S. Medeiros,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09, p. 86. 
② 王毅：《共建伙伴关系  共谋和平发展》，《学习时报》2017 年 3 月 29 日，第 1 版。 
③ 张蕴岭：《世界在“综合调整期”艰难前行》，《世界知识》2019 年第 24 期，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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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主义抬头，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展开长期博弈，宏观政策协调和达成合

作性共识的难度增加。 

第二，利益冲突导致伙伴关系内部出现离心力，弱约束力和低成本降低

了风险管控的能力。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共同利益与利益冲突并存，不同

时期、不同国家对国家利益优先性的排序具有很大差异，影响国家政策的选

择，① 导致长期合作缺乏基础，战略互信难度加大。不对称复合相互依赖产

生的权力导致经济问题政治化，使许多伙伴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加深。另外，

伙伴关系强调通过协商对话使双方采取共同行动，这使建立和放弃伙伴关系

的成本较低，② 但对伙伴国国内环境的适应性较弱，一旦合作收益不足以平

衡利益冲突，就无法维持伙伴关系，导致伙伴关系停滞甚至退化。 

第三，外部势力介入限制了伙伴国之间的合作水平，甚至诱使伙伴国放

弃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建立的伙伴关系网络与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其他超

国家体系（包括欧盟、东盟等地区组织）、国际组织网络等相互交融，一旦

伙伴关系发展威胁到第三方利益便会受其掣肘。这一影响主要有对伙伴国施

加压力和限制其与中国的合作两种途径。相较于伙伴关系的“软约束”，同

盟体系、超国家体系和国际组织等可通过强制性规则限制成员国的对外政

策，也可对中国的伙伴国进行诱导和拉拢。③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进一步凸显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紧迫性的同时，也

加速了国际权力转移、加剧了大国竞争，中国深化伙伴关系的机遇和挑战并

存。中国崛起引发的结构性矛盾、经济竞争以及观念制度竞争导致中国与一

些伙伴国之间也存在矛盾、冲突，并受到美国等的强势干涉；同时，中国—

东盟自贸区的升级、“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的发展为中国

页。 
① 蔡拓、刘彬：《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反思与超越》，《中国战略报告》2017 年第 1 期，

第 19 页。 
② Thomas S Wilkins, “ ‘Alignment’, not ‘Alliance’–the Shifting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oward a Conceptual Taxonomy of Align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8, No. 1, 2012, pp. 60-61. 

③ 中国的大部分伙伴国在安全、援助和投资等方面都有替代性选择，当其他关系网络

以更多利益进行诱导时，便会产生投机行为，放弃与中国的合作，参见 John D. Ciorciari, “A 
Chinese Model for Patron–Client Relations? The Sino–Cambodian Partnership,”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5, No. 2, 2015, p.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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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伙伴关系提供了更强劲的动力。这些都要求中国外交在全面评估伙伴关

系发展基础上审时度势，抓住机遇，进一步深化伙伴关系。 

 
二、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演进 

 

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与深化，是一项综合考虑双边关系历史渊

源、合作现状与未来期望的战略决策，是回应双方共同利益不断拓展、合作

意愿日趋强烈的发展进程。 

（一）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 

鉴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较强的经济实力，意大利在国际格局中一直处于

较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发展中意关系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具有重要价值。 

意大利不仅是联通欧亚大陆的重要纽带，而且是稳定巴尔干半岛、中东

等动乱地区的重要力量，其长期依托欧盟、北约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广泛

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以提升国际地位和威望。① 在地区层面，意大利作为

欧盟创始成员国和多边机制（申根区与欧元区）的核心成员国，在推进欧洲

一体化和欧盟制定对外政策中具有重要影响。德国视其为推动欧洲一体化深

入发展的重要支持者，也是欧盟内部领导地位和有影响力的竞争者。② 英国

将意大利视为在欧洲次区域体系和国际事务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中等强国，要

求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③ 在全球层面，意大利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七

国集团（G7）的重要成员，对全球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意大利着力推动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并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内的国际维和行动。 

中意关系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符合双方现实发展需求。中、意是

古代丝绸之路两端的两大文明古国，长期的文化交往奠定了双边关系发展的

基础。在现实层面，对意大利而言，经济因素主导其对华政策，发展中意关

① Alessandro Marrone and Alessandro R. Ungaro,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Italy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A Defense-Industrial Perspective,” Cahiers de la 
Méditerranée, No. 88, 2014, p. 169. 

② Philip Stephens, “Donald Trump, Italy and the Threat to Germany,” Financial Times, June 
7,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41da5d38-6973-11e8-b6eb-4acfcfb08c11. 

③ Nicola Chelotti, “Italy Seen through British Eyes: A European Middle Power?” Modern 
Italy, Vol. 15, No. 3, 2010, p.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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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核心目的在于拓展海外经济利益。① 意大利认为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和

开放进程为其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希望与中国建立战略性

经济合作关系。② 中国领导人强调两国不仅经济合作潜力巨大，而且认为中

意关系友好发展表明不同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实现合

作共赢。③ 加强中意合作，有助于中国巩固新建立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进

一步打开欧洲市场，助力中国现代化建设。同时，意大利始终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④ 发展中意关系可以发挥某些积极的示范作用。 

进入 21 世纪，中意两国以务实态度审视双方在彼此对外战略中的作用，

开展密切的交流对话，推动双边关系进入新的成熟阶段。意大利在 2000 年

第三届中欧峰会上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加入 WTO 和解除欧盟对华武器禁运，

并在 2003 年向中国出售价值 1.2 亿欧元的武器，⑤ 这对推动中欧关系发展

起到了积极引领作用。2004 年，中意双方正式宣布建立“稳定、友好、长

期、持续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致力于加强双边经贸合作和促进中欧

关系发展。⑥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使中意合作开始进入制度化轨道，能

够有效缓解意大利国内政治变动带来的不利影响，标志着中意关系迈入面向

未来且从战略高度协调与合作的新阶段。 

（三）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演进 

基于中、意两国对彼此利益诉求的演变并结合中国、欧盟和意大利三边

互动的整体逻辑，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进程可以分为战略磨合期、

战略转折期和战略突破期三个阶段。 

第一，战略磨合期（2004—2008 年）。中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

① John Fox and Francois Godement, A Power Audit of EU-China Relations, London: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pril 2009, p. 6. 

② Valter Coralluzzo, “Italy’s Foreign Policy toward China: Missed Opportunity and New 
Chances,” Journal of Modern Italian Studies, Vol. 13, No. 1, 2008, p. 21. 

③ 参见《江主席同斯卡尔法罗总统会谈》，《人民日报》1999 年 3 月 23 日，第 1 版；

《江泽民会见意大利总理阿马托》，《人民日报》2001 年 1 月 17 日，第 1 版；习近平：《东

西交往传佳话 中意友谊续新篇》，《人民日报》2019 年 3 月 21 日，第 1 版；等等。 
④ 白达宁、迟永：《当前中意关系及其未来》，《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4 期，第 2 页。 
⑤ Valter Coralluzzo, “Italy’s Foreign Policy toward China: Missed Opportunity and New 

Chances,” Journal of Modern Italian Studies, p. 16. 
⑥ 《中意两国政府联合公报》，《人民日报》2004 年 5 月 10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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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差异与经济矛盾开始凸显。意大利国内针对是否解除欧盟对华武器

禁运再次产生巨大分歧，① 还认为中国的出口增长挤占了其全球市场，支持

欧盟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限制中国纺织品和皮鞋进口。② 针对双

边矛盾加剧的问题，两国领导人积极开展对话，努力管控分歧。意大利时任

总统钱皮与时任总理普罗迪均明确表示支持解除欧盟对华武器禁运，并引导

意大利企业将中国视为机遇而非威胁。2004 年 12 月，中方在中意两国领导

人会谈时也强调愿为意大利企业开拓中国市场提供支持和帮助。③ 同时，两

国建立了中意政府委员会，将其作为协调双边合作的核心机制，推动中意经

贸额平稳增长，并通过共同举办“中国意大利年”、开办孔子学院有序开展

人文交流。通过有效磨合，两国正式确立了以增强政治互信为基础，加强经

贸合作为中心，全面拓展合作领域，以双边合作为核心协调多边尤其是中欧

关系发展的战略合作框架，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战略转折期（2009—2012 年）。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意大

利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欧盟因整体经济衰退也无力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而

中国经济稳步发展，并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在此背景

下，意大利认为中国不仅能成为其主要投资来源国，而且可为其扩大出口创

造空前机遇，④ 因此更加主动谋求对华合作，中意伙伴关系迎来重要转折点。

两国共同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着力开拓新的合作领域。2009 年 7 月，

在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均强调要合

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⑤ 随后，双方

①  这一时期意大利国内对是否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讨论参见：Flavia Zanon, “EU 
Foreign Policy in the Italian Parliament: The Debates on China and Iran,”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42, No. 4, 2007, pp. 551-570。 

②  中国出口市场的扩大对意大利经济的影响参见：Giorgia Giovannetti, Marco 
Sanfilippo, and Margerita Velucchi, The “China Effect” on Italian Exports, Rome: Fondazione 
ManlioMasi, 2011, p. 16。 

③ 《胡锦涛与意大利总统钱皮会谈》，《人民日报》2004 年 12 月 7 日，第 1 版。 
④  Giovanni Andornin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taly’s Relations with China,”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47, No. 2, 2012, p. 87. 
⑤ 参见《推动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09 年 7 月 8 日，

第 2 版；《胡锦涛主席与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会谈》，《人民日报》2009 年 7 月 7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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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贸易、投资、环保、创新、财政、文化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① 并通过举

办中意创新合作周、建立工业设计与创意联合研究中心和技术转移中心来推

进双边技术合作。2012 年 4 月，时任意大利总理蒙蒂访华并作为欧洲国家

唯一的政府首脑出席当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展现出加强两国经济合作的强烈

意愿。以共同应对金融危机为契机，两国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拓展合作领域、

提升合作层次，强化战略性合作，推动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第三，战略突破期（2013 年至今）。中国相继推出“一带一路”、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重大倡议和举措。与此同时，意大利提出泛欧交通运

输网（TEN-T）、北方港口建设和“投资意大利”等发展战略。尽管欧盟对

华竞争态势加剧，但通过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纵深

发展，形成了深化合作的新格局。立足于国家发展战略，中意合作水平迅速

提升，并以战略互信为基础，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发展双边关系。② 这不

仅促进了两国贸易额的快速增长和中国对意大利新增投资的猛增，③ 而且两

国建立了中意企业家委员会、经贸合作论坛和创新合作论坛等对话机制分享

改革发展经验，还建立了中意文化合作机制促进人文交流。在发展战略层面，

2015 年，意大利宣布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9 年 3 月，中意签署

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意大利成为第一个加入“一带一

路”倡议的 G7 成员国，开启了两国战略合作的新征程。 

当前，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两国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受阻，但是双方

针对疫情防控开展了密切合作。习近平主席致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的慰问电

中强调，“值此意方困难时刻，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支持意方抗击疫情的努

力，愿开展合作，提供帮助。”④ 中国向意大利提供了大量物资援助，并多

① 《温家宝与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10 年 10 月 8 日，第

2 版。 
② 《习近平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会谈》，《人民日报》2017 年 2 月 23 日，第 1 版。 
③ 截至 2013 年底，中国在意大利的投资存量只有近 10 亿欧元，2014 年，中国对意大

利新增投资高达 27 亿欧元，成为中国对欧投资第二大目的地国，对外投资第五大目的地

国。2015 年，中国化工以 70 亿欧元收购意大利轮胎制造公司倍耐力（Pirelli），成为当年中

国企业最大的海外并购项目。参见 Thilo Hanemann and MikkoHuotari, Record Flows and 
Growing Imbalances: Chinese Investment in Europe in 2016, Berlin: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January 2017, p. 4。 

④ 《就意大利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向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致慰问电》，《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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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派遣医疗队，展现了两国深厚的政治友谊。 

（三）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成就 

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构成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主线，政治、经

济与人文领域的合作水平在共谋发展、共迎危机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的长期性、稳定性和战略性得以巩固和增强。 

第一，在政治领域，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取得一定进展。在双

边层面，中意两国政府、政党、议会与地方联系较为密切，① 外交、财政、

反恐等领域逐步建立机制化交流平台。在地区层面，中欧关系的健康稳定发

展一直是两国核心共同利益所在。中国尤其注重意大利在深化中欧伙伴关系

中的积极作用；意大利则着力推动中欧合作，反对欧盟在政治问题上对中国

施压，在中欧关系发展中发挥着建设性作用。② 在全球层面，双方一致同意

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并在“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框架内开展合作。③ 

第二，在经济领域，两国依赖加深，互利共赢的合作深化，并形成多元、

系统的经济对话机制。在双边贸易方面，总额增长迅速（见表 1）。在投资

方面，2000—2018 年，意大利 600 余家企业接受了来自中国 137 亿欧元的

投资，是中国海外投资的主要受益国。④ 在环境与科技方面，双方 2000 年

启动环境合作项目，这符合双方国情，且合作领域广泛、投资规模大，成为

双边环保合作的全球典范。⑤ 意大利也是最早与中国签署政府间科技合作协

2020 年 3 月 15 日，第 1 版。 
① 笔者通过整理《人民日报》与外交部公告得出如下数据：2004—2019 年，中国国家

主席对意大利进行了两次国事访问，国务院总理访问意大利 3 次；意大利总统和总理访问中

国的次数达 8 次之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外交部长与国防部长等与意方高级别领导人会

面次数超过 10 次。 
② 《习近平会见意大利总理伦奇》，《人民日报》2014 年 6 月 12 日，第 1 版。 
③ Governo Italiano Presidenza del Consiglio dei Ministri,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Italian and China,” 2019, http://www.governo.it/sites/governo.it/files/Memorandum_ 
Italia-Cina_EN.pdf. 

④  中国对意投资状况可参见意中基金会年度报告，Centro Studi per L’Imoresa 
Fondazione Italia Cina, Cina 2019: Scenari e Prospettive per le imprese, Milano: Fondazione Italia 
Cina, 2018, pp. 208-230。 

⑤ 中意环境合作项目发展状况可参见：《中意环境保护合作简介》，生态环境部对外合

作与交流中心网站，http://www.mepfeco.org.cn/ywly/sdbhz/ sbhz/zy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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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西方国家之一，双方在航空航天、生物医药、节能环保和先进材料等领

域取得了显著合作成效，① 为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增加了创新实践形式。 

 

表 1  中国对意大利进出口贸易一览表（2005—2019 年）（单位：亿美元） 

 

 
出口额 增长率 进口额 增长率 贸易总额 增长率 贸易顺差 

2005 116.89 26.72% 69.25 7.35% 186.14 18.75% 47.64 

2006 159.72 36.64% 86 24.19% 245.72 32.01% 73.72 

2007 211.7 32.54% 102.11 18.73% 313.81 27.71% 109.59 

2008 266.29 25.79% 116.39 13.98% 382.68 21.95% 149.9 

2009 202.43 -23.98% 110.12 -5.39% 312.55 -18.33% 92.31 

2010 311.39 53.83% 140.07 27.20% 451.46 44.44% 171.32 

2011 336.93 8.20% 175.77 25.49% 512.7 13.56% 161.16 

2012 256.53 -23.86% 160.68 -8.59% 417.21 -18.62% 95.85 

2013 257.53 0.39% 175.74 9.37% 433.27 3.85% 81.79 

2014 287.56 11.66% 192.82 9.72% 480.38 10.87% 94.74 

2015 278.34 -3.21% 168.2 -12.77% 446.54 -7.04% 110.14 

2016 263.88 -5.20% 167.13 -0.64% 431.01 -3.48% 96.75 

2017 292.88 10.99% 204.98 22.65% 497.86 15.51% 87.9 

2018 331.72 13.26% 210.62 2.75% 542.34 8.93% 121.1 

2019 369.53 11.40% 223.09 5.92% 592.62 9.27% 146.44 
数 据 来 源 ： 2004 — 2018 年 数 据 来 自 中 国 国 家 统 计 局 ： http://data.stats.gov.cn 
/easyquery.htm?cn=C01 ； 2019 年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海关统计数据查询平台：

http://43.248.49.97/。 

 

第三，在社会领域，双方人文交流日益密切，民间往来更加频繁。在文

化领域，交流形式日渐多样，制度化水平得到有效提升。② 在教育领域，中

① 李军华：《开启中意科技创新合作新起点》，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意大利共和国大使馆

网站，2019 年 11 月 27 日，http://it.china-embassy.org/chn/sbyw/t1719198.htm。 
② 2004—2019 年，两国开展了包括文化年、中国—意大利当代艺术展、电影展、意大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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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留学生是意大利大学非欧盟国家留学生的主要群体。① 中国是意大利学生

在欧盟以外国家的第一大留学目的地国。② 在旅游方面，意大利是中国游客

在欧洲最喜欢的目的地之一，③ 意大利来华游客人数也在稳步增长（见图 1）。 

 

 
 

图 1  来华意大利游客人数变化（2004—2018 年）（单位：人）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三、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深化伙伴关系就要增强其长期性、稳定性与战略性，这不仅要求我们从

战略高度审视伙伴关系的整体发展趋势，而且要客观分析其发展动力与阻碍

因素。本文拟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从双边、地区、全球三个层次，

系统分析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未来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机遇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对两国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造成冲击，但中意

利“欢乐春节”等各类活动。截至 2020 年 3 月，已有 12 所孔子学院和 3 个孔子学堂落户意

大利，参见孔子学院总部网站：http://www.hanban.org/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① 2018 年中国有近 2 万名留学生在意学习，占意大利大学非欧盟国家留学生的 24%。

参见《中国赴意大利留学人数持续增长》，《人民日报》2018 年 7 月 17 日，第 22 版。 
② 《中国教育的“一带一路”同样通往意大利——访意大利教育部高等教育和国家化司

负责人钦奎巴米博士》，《中国教育报》2019 年 1 月 2 日，第 3 版。 
③ 在 2018 年“中欧旅游年”的带动下，中国赴意游客达 200 万人次，意大利成为中国

在欧洲的第二大旅游目的地，具体参见：Turismo Cinese in Italia, “Estratto dal rapport Italia 
Cina 2019,” Turisoroma, 2019, http://www.turismoroma.it/sites/default/files/Turismo%20cinese% 
20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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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却存在进一步深化的机遇。 

第一，意大利经济增长乏力，对中国的倚重与合作需求上升。2019 年，

意大利 GDP 增长率为 0.3%，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其正在经历第三轮经济

衰退。① 与此同时，中国有效防控疫情并逐步实现复工复产，将进一步成为

全球核心投资来源国和出口市场。在欧元区仍存在经济失序风险的情况下，

意大利政府需要中国购买其债券以稳定国内金融秩序。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副

部长米凯莱·杰拉奇（Michele Geraci）强调，与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

谅解备忘录的目的就在于强化中意贸易纽带，促进中国对意大利的投资，增

加意大利的就业岗位。② 

第二，两国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增强，互补性进一步提升。目前意大利是

中国在欧盟的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国，中国需要进一步发挥意

大利在中国进入欧洲市场中的桥梁作用。对意大利而言，中国市场仅占其出

口总额的 2.7%，存在较大开拓空间。2016 年，意大利最重要的两大出口部

门、通用型和特定型机械设备的主要出口市场已从欧盟转移至金砖国家。意

大利制造的中高端仪器设备有助于中国生产和出口能力的升级，双方在化学

制药、仪器机械和运输工具等领域的贸易也存在较大增长空间。③ 

第三，共建“一带一路”为两国对接发展战略和拓展共同利益提供了广

阔的平台。意大利国家战略重心转向经济复兴，专注于重振工业与服务业在

国际上的领先地位，④ 着力推动“2040 科技创新计划”和“工业 4.0”计划。

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引进境外先进技术，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以提高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共建“一带一路”为两国实现资金与技术优势互补提供

了重要平台。2018 年，中意签署《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备忘录》；2019 年，

召开首届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探讨共同开发以非洲为代表的第三方市场；

① Istituto Nazionale di Statistica, “GDP and General Government Net Borrowing,” March 2, 
2020, https://www.istat.it/en/archivio/239146. 

② Michele Geraci, La cooperazione con la Cinaaiutera le nostreesportazioni, La stampa, 
Marzo 7, 2019, https://www.lastampa.it/topnews/economia-finanza/2019/03/07/news/michele- 
geraci-la-cooperazione-con-la-cina-aiutera-le-nostre-esportazioni-1.33686094. 

③ Alessia Amighini,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Italy and China: Trends and 
Prospects, Milano: Ital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tudies, May 5, 2016, pp. 6-8. 

④  Federico Romero, “Rethinking Italy’s Shrinking Plac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51, No. 1, 2016, p. 11. 
 
16 

                                                        



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演进与深化路径 

这些必将为两国创造新的利益增长点和汇合点。 

第四，欧盟和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使中意双边合作意愿提升。多重危机

使欧洲的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兴起，民众对欧盟官僚机构的信任下降，欧盟

面临严峻的政治挑战。意大利在应对难民危机和欧债危机过程中备受欧盟掣

肘，国内反对欧盟新自由主义政策和一体化的呼声日益高涨。① 美国霸权的

衰落，特朗普政府推卸大国责任，推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美、意合

作无法充分保证意大利周边安全与经济利益，因此强化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

合作成为意大利外交政策的重心。② 对中国而言，欧盟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

疑虑加深，深化中意伙伴关系成为中国改善与发达国家关系的重要契机。 

第五，国际危机、共同威胁要求两国合作推进全球治理。继国际金融危

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难民危机之后，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显示了非传统安

全问题的破坏力，以及世界各国共同合作、风雨同舟的必要性。意大利在数

次危机中首当其冲，经济发展受到重创。中国则依靠国家实力和战略定力，

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帮助国际社会共渡难关。2020 年 3 月，在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的 G20 特别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阻

击战、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加强国际宏观

政策协调四点倡议，③ 未来，中、意两国在疫情防控、构建公共卫生防控机

制和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等方面的合作成效可期。 

（二）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中国的崛起，以中美为代表的大国竞争也在加剧，

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

也将增加。 

第一，意大利党派政治影响双边关系的风险增大，意大利国内对与中国

加强合作仍存疑虑与担忧。意大利中国问题专家弗朗西斯科·郗士（Francisco 

① Daniel Debomy, Emmanuel Riviere, and Arnd Husson, The Italians and Europe: Chronic 
of Disenchantment, Milan: Jacques Delors Institute, February 16, 2018, p. 9. 

② Nathalie Tocci, “Italian Foreign Policy: A Message in the Bottle to the Next Italian 
Government,” Istituto Affari Internazionali Commentaries, Vol. 18, No. 9, 2018, p. 2. 

③ 习近平：《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发言》，《人

民日报》2020 年 3 月 27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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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ci）指出，“意大利对华政策中的偏见至今仍未消除。右派把中国视为意

大利中小企业的竞争者，左派则将意大利的失业归咎于中国，并指责中国在

国内剥削工人，压制自由和人权。”① 意大利两大执政党北方联盟和五星运

动党都曾在 2018 年的议会选举中通过反对中国获得蓝领工人的支持，同时

由于担心中国的投资威胁国家安全和战略资产，意大利政府强化了国家监察

机制，并建立特别委员会监管华为的对意投资。② 

第二，中意产业结构趋同，意大利企业竞争力不足，导致两国经贸关系

失衡，出口市场竞争较为激烈。两国经济均具有明显的出口导向特征，严重

依赖制造业，工业部门的优势也有所重叠。另外，意大利工业生产部门以中

小企业为主（所占比重为 94%左右），竞争力较弱，利用庞大的中国市场获

取规模利益的能力有限，而且由于文化差异意大利企业无法理解中国的商业

运行规则，③ 这限制了意大利企业对华出口的能力。除此之外，新冠肺炎疫

情后两国刺激经济的需求也会带来双方企业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第三，意大利民众坚持西方民主价值观念和制度，对中国普遍存在误解

和偏见，文化隔阂导致这一问题更加严重。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调查显示，

71%的意大利人认为中国领导全球经济是不可想象的，70%的意大利人认为

中国不利于意大利的发展。④ 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9 年意大利对

中国没有好感的民众比例高达 57%（见图 2）。⑤ 在旅游和留学方面，相比

中国赴意大利的人数，意大利赴华人数明显较少，意大利人对中国仍很陌生，

这一问题将因新冠肺炎疫情对跨国人员流动的打击而更加严重。 

 

① Francesco Sisci, “China, the Italian Prejudic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44, No. 2, 
2009, pp. 119-123. 

②  Nicola Casarini, Rome-Beijing, Changing the Game— Italy’s Embrace of China’s 
Connectivity Project, Implications for the EU and the US, Rome: Istituto Affari Internazionali, 
March 5, 2019, pp. 7-11. 

③ Giorgio Prodi,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Italy and China,” in Maurizio Marinelli and 
Giovanni Andornino, eds, Italy’s Encounters with Modern China: Imperial Dreams, Strategic 
Ambi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 172. 

④ Constanze Stelzenmueller and Joshua Raisher, Transatlantic Trends: Key Finding 2013, 
Washington, D.C.: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September 18, 2013, pp.13-17. 

⑤  Laura Silver, Kat Devlin, and Christine Hua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Mostly 
Welcomed in Emerging Markets but Neighbors Wary of its Influence,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December 5, 2019, p. 27. 
 
18 

                                                        



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演进与深化路径 

 
图 2  意大利民众对中国的态度（2013—2019 年） 

资料来源：皮尤研究中心，https://www.pewresearch.org/?s=china。 

 

第四，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欧盟正竭力限制成员国与中国的双边合

作。2017 年，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中欧关系评估报告，指责中国利用

经济筹码绕过欧盟的规则和法律发展与成员国的双边关系。① 2019 年 3 月，

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中国：战略展望》，将中国视为欧盟追求科技领导

力量的竞争者与推进治理模式的对手。② 新冠肺炎疫情使中美竞争加剧，强

化了欧盟内部对中国地缘政治意图的担忧，认为中国意在填补美国单边主义

在欧洲造成的日益扩大的权力真空。③ 对此，欧盟不仅将“一带一路”视为

政治挑战，担心对中国投资的需求将进一步分化欧盟成员国，④ 加紧制定针

对中国投资的监管措施，同时利用贸易保护措施限制成员国与中国的合作。 

 
四、继续深化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路径 

 

深化伙伴关系要坚持以发展为导向、以合作为主要途径，顺应时代趋势，

① Francois Godement and Abigael Vasselier, A Power Audit of EU-China Relations, London: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December 2017, p. 6.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EU-China: A Strategic Outlook,” March 12, 2019, p. 1,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sites/beta-political/files/communication-eu-china-a-strategic-outlo
ok.pdf. 

③ Atlantic Council, “Is China Winning the Coronavirus Response Narrative in the EU?” 
March 25, 2020, https://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is-china-winning-the-coronavirus- 
response-narrative-in-the-eu/. 

④ Nicola Casarini, “When All Roads Lead to Beijing: Assessing China’s New Silk Road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Europ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51, No. 4, 2016, pp. 9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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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拓展和实现双边共同利益、缓和利益冲突，协调多边利益，缓解外部压

力。中意之间不存在根本性冲突与矛盾，这为两国建立与深化伙伴关系提供

了政策基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凸显两国共克时艰、共谋发展的必

要性和可能性。同时，在后疫情时代，伴随着中国崛起加速，两国存在的政

治疑虑、经济竞争与欧盟干涉等问题也将加剧。对此，双方应坚持以合作为

核心，以双边为主协调多边，从政治对话、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地区协调

和全球治理等领域全面发力，实现互利共赢，并将两国合作效应扩大到中欧

关系，推动亚欧地区联动发展。 

第一，加强战略对话和政策沟通，提升合作的规范化水平，为共建“一

带一路”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

的战略走向将更加敏感，中国要具有战略远见，理性看待各国不同的考量以

及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习近平主席指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一些

问题上存在利益差异和观点分歧很正常，各国应坚持伙伴精神，本着相互尊

重、相互信任态度，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管控分歧、扩大共识。”① 为此，

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应在既有政府对话平台基础上，强化战略对话机制，

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奠定基础。应在政府各级部门、各领域间推动形成制度

化合作机制，致力于消除意大利党派政治和政府更替对中意合作的影响。 

第二，拓展经济合作领域，提升产业互补性，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面对利益冲突，中国应着眼于双边战略性合作，适当让渡部分非战略性利益。

中意关系的核心是经济，面对双边经贸关系不平衡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后双方

经济竞争加剧的形势，双方要着力通过对接两国发展战略管控短期利益冲

突。首先，通过政策支持和政府牵引增强意大利中小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能

力，鼓励两国企业加强在医疗卫生、5G、人工智能等技术研发领域的合作。

其次，进一步推进科技人文交流、联合实验室共建、科技园区合作和技术转

移，提升两国产业结构互补性。再次，中国要积极完善双边投融资机制，增

加基础设施合作项目，有效利用对外投资刺激意大利经济。最后，双方应加

强在以非洲为主的第三方市场的协调，建立有效的利益分配和责任共担机

① 《为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把准航向——论习近平主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重要讲

话》，《人民日报》2019 年 6 月 29 日，第 1 版。 
 
20 

                                                        



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演进与深化路径 

制，结合中国资金优势和意大利软实力优势，实现两国优势互补、共同开发。 

第三，推进人文交流，加深相互了解和信任，消除误解与偏见，树立不

同文明良性互动的典范。中、意两国分别作为东西方文明的杰出代表，两国

文化存在巨大差异，意大利民众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中

国文化的陌生。两国人文交流应当依托中意文化合作机制，鼓励双方文化艺

术机构开展多渠道交流和全方位合作，注重吸引更多普通民众参与其中，以

文化交流深化民心相通；通过扩大友好城市网络、扩建人文交流的设施和机

构、提升意大利“欢乐春节”活动吸引力、增加互办文化年的频率等方式加

强双方在深度旅游、电影和创意设计、博物馆与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交流

合作。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国通过积极承担大国责任有效提升了

在意大利的国家形象，也将为中意合作带来较大溢出效应。中国要努力克服

新冠肺炎疫情对跨国人员流动的负面影响，利用政策优惠吸引更多意大利民

众来华旅游和留学，借助公共媒体和在意华人加强国家形象建设，促进意大

利民众对中国的了解与认可，提升中国在与意大利合作中的软实力。 

第四，在地区层面，积极协调中国、欧盟和意大利三边关系，降低中欧

关系波动对中意合作的不利影响。尽管“疑欧主义”盛行导致欧洲一体化受

阻，但是各国强调对欧盟进行改革而非扭转一体化趋势，同时新冠肺炎疫情

让各国深刻认识到加强欧盟多边合作以应对全球危机的价值。中国要继续推

进“无敌国外交”，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针对欧盟的干预，中意两国要持

续稳步推进双边合作，以切实的发展成果向欧盟释放中国的善意和诚意，缓

解欧盟对中国的疑虑。中国要以中意伙伴关系为战略支点，着力发挥意大利

在中欧关系中的桥梁和协调作用，通过中意合作进一步强化中欧关系、深化

复合相互依赖，推动中欧关系的整体发展。 

第五，深入共建“一带一路”，落实好“一带一路”框架下双边合作项

目，争取更多早期收获。作为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

录的 G7 成员国，中意合作备受瞩目。两国要落实好基础设施、卫生、交通

等优先领域的合作项目，夯实共建基础。需深入开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

第三方市场合作、沿线国家疫情防控合作、“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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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内的气候治理合作，推动双边合作优化升级。应充分利用意大利的地理

优势，以其为支点和纽带，推进欧亚大陆互联互通，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充分发挥双方共建“一带一路”助力欧洲乃至全球发展的效应。 

第六，深化双方在全球层面的战略关联，加强全球治理合作，推动全球

治理体系改革。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性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愈加凸显，也为各

国深化合作提供了契机。这要求中意两国进一步合作推进全球治理、实现共

同安全。在国际金融领域，双方应共同深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内协调立场，创造更加公平的合作环境；在全球经济治

理领域，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打造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市场是双方的

共同立场，两国要共同推动全球化转型发展，构建开放、透明、非歧视的合

作机制，为南北合作树立典范；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需为落实《巴黎协定》

进一步共同努力；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应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疫

合作，支持国际组织在全球抗疫中发挥更大作用。 

 
结 束 语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让世界深刻认识到既有国际关系的缺陷，构建以

互利共赢为基础、以发展为导向、以加强国际合作为手段的新型国际关系将

成为国际共识。作为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重要基础的伙伴关系将在推进全

球治理、保障共同安全、实现共同发展的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与此同

时，2020 年正值中意建交 50 周年，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迎来深化的契机，

同时也是深化双边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发展中欧关系、完善全球治理

的新起点。发展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促进欧亚互联互通、实现世界和平

的中坚力量，发展也是新时代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战略使命。这一使命

要求我们要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战略视野，着眼于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布

局，彰显中意关系在塑造新型国际关系进程中的示范效应，为中国完善伙伴

关系战略提供积极启示、积累有益经验。 

[责任编辑：石晨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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