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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叶 江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全球治理研究所，上海 200040) 

摘 要： 文章重点讨论欧债危机对中欧全面战略关系的影响，认为欧债危机对中欧关系 

具有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影响，且促使中欧经贸合作对中欧关系的作用更为明显。但是，更值得 

注意的是欧债危机导致美欧关系更为紧密而对中欧关系构成挑战。对中欧双方而言，在未来 

的几年内都需要认真考虑如何扩大欧债危机对中欧关系的正面影响而缩小负面影响，从而更 

好地维护和推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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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缘起于 2009年年底从希腊开始波 

及到整个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迄今已延续近 

4年。虽然目前欧债危机尚未得以完全解决，但 

是，危机的高潮已基本渡过，欧元区乃至欧盟正趋 

于稳定。然而，即便如此，欧债危机对欧洲一体化 

的发展，以及对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具有深刻 

的影响。由于中欧关系是中国与欧盟双方的战略 

重点之一，因此广泛和深入探讨欧债危机对中欧 

关系的影响应该是国内欧洲研究学界的重要课 

题，本文为此将在这方面作粗浅的探索，以期学界 

同行的批评与指正。 

一

、欧债危机对中欧关系影响的表现 

欧债危机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两面 

性。一方面，欧债危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引发了 

欧盟内部民粹主义思潮，而如果代表这股思潮的 

政治势力坐大，就会推动欧盟采取更严格的贸易 

保护主义政策，中国就会成为替罪羊；同时，欧债 

危机确实也使欧洲对中国产品需求下降，对中欧 

贸易具有明显的挑战性。但是，另一方面，欧债危 

机所导致的欧盟内部一系列金融、经济问题的解 

决需要中国的帮助，以致欧盟需要通过加强中欧 

关系来应对欧债危机，从而导致欧债危机又在很 

大程度上拉近了中欧关系，深化了中欧双方的 

合作。 

具体而言，欧债危机最直接的负面影响是：即 

使欧盟继续成为中国最大出口市场，但由于未来 

1O年欧盟的经济前景并不乐观，欧盟将不再是中 

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欧债危机将由此加剧中欧 

紧张关系。由于贸易逆差，欧盟成员国政府与欧 

盟委员会将继续要求中方升值人民币、开放服务 

市场与政府采购。经济萧条加上高失业率助长了 

欧盟内部极右的民粹主义思潮，成员国可能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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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减少预算、反对欧盟委员会等手段来弱化欧盟 

机构的作用。这股民粹主义思潮是仇外的，尤其 

排斥中国经济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影响。当然， 

迄今这些思潮仍停留在欧盟成员国的选战上，欧 

洲各国政府以及欧盟机构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经常 

采取更加实用主义的立场。然而，如果欧债危机 

的社会影响扩大，导致更多的政治不稳定，更加上 

欧债危机，使得欧盟成员国的国家影响力大增而 

欧盟机构的影响力缩减，因此，不仅在希腊或西班 

牙，而且在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都有可能会推 

动欧盟采取更加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在欧债危机期间，外贸市场与能源供应问题 

更加突出。这将加剧欧中争取一些发展中国家市 

场的经济外交，尤其在中东、非洲、南美等欧洲重 

要的直接投资地。然而，欧债危机也为中国投资 

者进一步参与欧洲经济提供了机遇。如吉利花费 

l8亿美元收购因危机而陷入困境的沃尔沃汽 

车。④这将有助于中国企业增强技术技能、管理世 

界闻名的品牌以及进入欧洲市场的销售网络。那 

些在债务危机期间希望减少公共支出的国家，尤 

其是东欧与南欧国家可以向处于市场低端的中国 

建筑与基础设施企业提供一些市场空间。但是， 

这样的收购并不一定对中欧关系有正面的影响。 

欧债危机前，中国在欧洲的投资较少且低调。但 

随着欧债危机的持续发展，中国在欧洲的收购不 

断增加，欧洲的舆论反映对此却往往是负面的，因 

为欧洲国家一方面担心主权沦丧，另一方面担心 

在世界经济中因中国崛起导致欧洲衰落。尽管中 

国政府试图打消欧洲国家的疑虑，但危机背景下， 

这些收购变得更加敏感，批评声也随之陡增。 

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是欧盟战后以来面临 

的最严峻挑战，对中欧关系有明显的负面影响，但 

是也不乏正面的作用。因南欧国家深陷困境，欧 

元的声誉和地位受到打击。随着中国坚持对欧 

盟、欧元区表示出信心并根据自己的能力予以帮 

助，欧债危机反而也凸显了中欧两个经济体之间 

的相互依赖程度。虽然从中方来看，欧洲对中国 

产品需求的下降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减缓的主要 

因素之一；而从欧方来看，欧洲一直对中国援助其 

应对危机抱有期待，包括欢迎中国投资、希望中国 

扩大从欧洲的进口等；但是，面临这样的局面，中 

欧关系也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加强，因为，不论是欧 

盟内部的债务国还是援助国，老成员国还是新成 

员国，都希望与中国加强经贸合作。中欧经贸合 

作力度反而加大了。中国政府在欧债危机中不但 

雪中送炭，通过购买欧债来帮助欧洲国家脱困，而 

且加大对欧洲的投资，共享先进的生产技术与企 

业管理经验，加深合作关系；中欧在政治领域密切 

联动，中欧关系更加务实，正试图推动建立起一个 

应对危机的全球金融监管机制；为应对危机，中欧 

政府都制定并出台了一些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都 

在寻求双边关系新的发力点和共识，都在进行深 

层次的产业结构调整，都把发展低碳经济、构建生 

态文明视为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这就充分 

说明中欧关系在欧债危机中经受住了考验，并且 

在欧债危机中得到深化。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欧债危机的影响可以 

分为四个方面：1．欧债危机加剧了中欧之间的力 

量对比变化 ，中欧关系有望获得更平等的发展基 

础。中国的发展势头好于欧洲，欧洲正将中国作 

为真正平等的经济、政治伙伴加以对待。2．在此 

基础上，中欧关系正从以经贸为主向政治磋商、经 

贸合作、人文交流与安全对话并重发展，全面、深 

入发展的基本框架和原则得以确立。3．中欧经 

贸关系正由过去过于依赖双边贸易向贸易与投资 

并重的结构转化，中欧相互投资也由过去的单向 

倾斜向双向平衡转化。4．随着形势变化，中欧关 

系将呈现合作与竞争共存的态势。由于中欧都以 

技术创瓶 、新能源等作为未来发展方向，在需要加 

强宏观政策协调的同时，双方的竞争会有所增加。 

如何在加强合作的同时促进 良性竞争，是中欧需 

要认真面对的重大问题。 

二、欧债危机促使中欧经贸合作对 

中欧关系的作用更为明显 

欧债危机对中欧贸易关系具有一定的负面影 

响，但与此同时，中欧之间的贸易关系却实在太重 

要而不能走向倒退。欧盟方面在欧债危机的影响 

下，使用了贸易保护主义——所谓的中欧贸易中 

的防御手段。但是中欧贸易问题的解决则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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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共同战略，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毫无疑问，双 

边贸易摩擦和欧洲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成为发展中 

欧经贸关系的障碍，双方只有理性处理贸易摩擦， 

加强贸易与投资领域的平衡性，形成良性互动，才 

能扫除这样的障碍。由此，欧盟承认中国的完全 

市场经济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 

事实上，中欧在经贸上是完全相互依赖的。 

虽然欧洲经济萧条期可能会与 日本 1990至 2004 

年的经济萧条期一样长，这意味着欧盟经济增长 

将主要来源于其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出口与投资， 

但是，如果中国能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的最大依托， 

则欧盟经济走出低谷的速度可以加快。而中国经 

济同样依赖欧洲经济。欧洲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 

场，而且很可能未来仍然如此。中国经济经历了 

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的特点是外向型，不仅造成 

了环境污染，同时消耗了太多资源，因此必须实行 

科技含量高、节能环保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为此， 

中国需要引进技术，尤其是欧盟的技术，在进入 

21世纪后的前 10年里，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且在未来也将继续发挥作用。 

要而言之，中国经济的杰出表现是中欧贸易增长 

的源泉，而 中欧贸易关系可 以说是 “大到不能 

倒”。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 

盟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欧贸易关系因此也是世界 

最重要的双边贸易关系之一。到 2011年中欧双 

边贸易额达到了5672．1亿美元。②由于欧债危机 

的影响，欧洲市场疲软导致中欧贸易总额下降 3． 

7％，④但即便如此，欧盟依然保持中国的第一大 

贸易伙伴的地位，中国也依然是欧盟的第二大贸 

易伙伴，跨境贸易让 中国和欧洲的企业都获益 

匪浅。 

欧债危机不仅使得欧洲内部市场不振，也导 

致其外部市场需求乏力，欧洲企业的销售额明显 

下降，但是，它们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则保持上升 

势头，中国因此而显得尤为重要。消费者也从中 

欧贸易中受益，因为他们可以获得物美价廉的商 

品。另外，欧洲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的75％属于 

原料产品，这有助于欧洲企业缩减成本，增强产品 

竞争力，扩大出口。中欧贸易关系的发展迄今为 

止是十分成功的。不过这种关系也受到不断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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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摩擦和贸易纠纷的影响。当然，在中欧贸 

易关系中，欧洲无疑是使用贸易防御手段的始作 

俑者。比如，欧盟针对中国电信企业和光伏企业 

发起的调查，欧盟内部也在谈论是否要将欧盟的 

政府采购市场对中国企业关闭，欧盟官员还提议 

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进行公共安全审查。 毫无疑 

问，这些观念均体现了对本土产业的保护。对欧 

中贸易持有这种态度是可悲的。欧盟一些夕阳产 

业缺乏竞争力，一边亏损经营，一边向欧盟领导人 

施压要求得到保护。欧盟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保 

护措施仍只占中欧贸易的很小部分。欧盟有时候 

发出威胁往往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威胁也好，贸 

易防御措施也罢，这都反映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 

欧洲在开放市场、提高 自身竞争力的过程中，经济 

改革力度不够。 

中欧双边的投资和贸易活动将中欧贸易合作 

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未来中欧双边贸易要 

继续保持如21世纪头 l0年那样的繁荣，中欧双 

方都需要寻求一个共同战略，以遏制贸易保护主 

义，打消彼此的疑虑。中国经济以出口为导向，很 

大程度上依赖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和经 

济合作。过去30年的欧中关系发展方式最能说 

明这种状况。3O年前，当欧洲开始与中国建立贸 

易关系时，后者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 

在 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的 1％， 

全球贸易份额不到 1％。 至2012年，中国的国内 

生产总值超过 82270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 

值的 11．4％左右。 中国不仅早已是以国家为单 

位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即将要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贸易国。④相比之下，欧洲则遭遇了困难， 

尤其是欧债危机使得欧洲的经济出现衰退。欧洲 

公司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同时也正失去它们 

的技术优势。但是经贸关系依然是中欧关系中最 

重要的部分，多年来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和最大出口市场，中国也从欧洲引进了大量技术 

和资金。同时，欧盟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和投资需 

求也不断增大。在欧债问题影响下，中欧双方应 

从三方面来处理双方的经贸摩擦。首先，双方应 

致力于使贸易更趋平衡。随着欧洲对华出口的增 

加，中国对欧投资扩大，欧盟对华贸易逆差相应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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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但中欧贸易平衡需要长期的努力。其次，应认 

识到中欧贸易的互补性依然很强，中国虽然生产 

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将长期是发展中国家，双方 

合作的空间还很大，城镇化、新能源、环保领域具 

有广阔的合作前景。第三，理性处理双方贸易摩 

擦，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十分重要。 

就如前文已经提到的，欧债危机导致中欧经 

贸关系中的障碍主要是双边贸易摩擦 日甚，以及 

欧盟因近年来欧债危机蔓延而祭起贸易保护主义 

的大旗，2012年欧盟对华开展的光伏产品反倾销 

立案就是佐证。要根除双边经贸关系中的痼疾有 

难度，必须本着互谅互让、共谋双赢的原则，既要 

解决双边贸易发展中逆差过大的问题，又要加强 

中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平衡性，形成 良性的贸 

易和投资互动。对欧盟而言，承认中国的完全市 

场经济地位尤为重要，惟有如此才能摒弃贸易保 

护主义，使未来的中欧经贸关系更加密切、健康、 

互利。 

虽然，欧盟已连续多年保持了中国第一大贸 

易伙伴、第一大技术来源地以及主要投资来源地 

的地位，密切的经贸往来是中欧关系的基石，但 

是，随着经贸往来的日益密切，中欧在贸易平衡、 

贸易摩擦、技术转让、市场准入和相互投资等方面 

仍存在问题，经贸关系仍不时受到保护主义的影 

响。为正确处理矛盾，中欧之间已建立起较为成 

熟的沟通和磋商机制，减少摩擦，管控分歧。“中 

欧经贸高层对话”更是由双方领导人和主管部门 

直接就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协调的有效机制。同 

时，通过中欧领导人会晤以及中欧之间的高层互 

访，积极寻求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经贸分歧 ，也成 

为中欧之间处理经贸关系的重要方式。 

三、欧债危机导致美欧关系更为紧密 

而对中欧关系构成挑战 

在欧债危机持续发展的背景下，美欧跨大西 

洋联盟关系有明显的改善趋势，自2010年 11月 

北约在里斯本召开首脑峰会，正式批准名为《积 

极参与，现代防御》的北约战略转型新报告之后， 

美欧关系进人到一个新的更为紧密的阶段。美欧 

跨大西洋联盟关系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欧债问题则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这 

无疑对中欧关系构成了新的挑战。 

1．关欧跨大西洋联盟伙伴关系更为紧密的 

具体表现 

其一，以美国主导建立的欧洲导弹防御体系 

获得了美国的欧洲盟国的一致支持，并且在 2012 

年 5月举行的北约首脑芝加哥峰会上公布了欧洲 

导弹防御系统第一阶段成果，表明该系统已具备 

过渡能力，即初具实战能力。预计到2015年该系 

统将具备初步运行能力，到2018年具备全面运行 

能力。@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将 由北约欧洲盟军最 

高司令负责指挥，北约成员国(其中大部分为欧 

盟成员国)将投入 10亿美元用于建设该系统所 

需的指挥、控制与通讯基础设施，西班牙、土耳其、 

罗马尼亚和波兰为美国提供的重要反导设施提供 

基地。美国方面则将把设在土耳其的AN／TPY一2 

型反导雷达移交给北约指挥，同时，美国部署在地 

中海拥有反导能力的“宙斯盾”战舰将在需要时 

划归北约统一指挥，从而为欧洲盟国的人口、领土 

和部队提供全面反导保护。美欧跨大西洋联盟在 

欧洲导弹防御体系方面如此深度的合作，在美国 

小布什政府时期是很难想像的。当年小布什政府 

所制订的与波兰和捷克合作的欧洲导弹防御计划 

遭到了其传统的欧洲盟国法国和德国的明确反 

对，而如今美国主导的欧洲导弹防御体系则得到 

了新老欧洲盟国的一致支持。 

其二，美国的欧洲盟国积极支持美国所主张 

的北约“全球化”战略。在进入新千年之后，美国 

积极主张将美欧跨大西洋联盟 的主要协调机 

制——北约从冷战时期的区域性军事防务同盟组 

织转变为后冷战时期的全球性政治军事同盟组 

织，其总体战略原则从“集体防御”转变为“积极 

干预”从而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其活动范围也逐 

步从西欧地区转向全球范围。起先，美国的欧洲 

盟国对美国所主张的这种北约“全球化”计划是 

有争议的，但是，自2010年北约里斯本峰会之后， 

美欧双方基本达成共识，共同推进北约的“全球 

化”。2011年4月，在德国柏林举行北约高级会 

议，通过了世界各国与北约建立伙伴关系的新政 

策及合作机制，目的是在全球建立与非北约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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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正式关系，扩大北约在全球安全事务中的影 

响力。目前北约已经与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蒙 

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起伙伴关系。 

其三，也是最为突出的表现为：美欧关于亚太 

地区联合声明的发表。2012年 7月 12日，美国 

国务卿希拉里与欧盟外交事务和安全政策高级代 

表阿什顿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参加东盟地区论坛 

(ARF)时，共同发表了《美国与欧盟关于亚太地 

区的声明》。这是美国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提出 

“战略再平衡”而“重返亚太”之后，美欧之间有关 

亚太的第一份联合声明，标志着欧盟对美国的战 

略重心转移的公开支持，同时也说明美欧跨大西 

洋联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联盟从大西洋向亚 

洲太平洋地区扩展。就如该声明开宗明义所提出 

的那样，美国与欧盟共同发表这样的声明“展现 

出美国与欧盟对这个蓬勃发展的地区，及其和平 

与充满活力的发展所给予的重视”。并且，“亚 

洲、美国和欧盟之间的相互依存已经达到前所未 

有的水平。美国和欧盟之间就亚太问题进行更密 

切的双边磋商以及与该地区伙伴之间的沟通，目 

的是为 了促进该地区的安全、发展、福祉与繁 

荣”。在围绕“共同目标”、“和平与安全”、“可持 

续发展”、“贸易与经济”四个方面提出一系列美 

欧之间的共同政策之后，该声明最终指出：“2011 

年美国一欧盟峰会上承诺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政 

治、经济、安全与人权问题领域的合作，以促进和 

平、稳定与繁荣’，与这一承诺相一致，他们计划 

加强与亚太合作伙伴的合作以应对地区与全球挑 

战。为此，双方决定继续定期就亚太问题举行高 

级别政治对话。” 虽然欧盟内部的国际关系学者 

对欧盟与美国签署这样一份有关亚太地区的联合 

声明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政治 

家则对此持赞同的统一立场，可见至少在当下加 

强欧美关系是欧盟及其成员国外交的主流。 

2．关欧跨大西洋联盟伙伴关系更为紧密的 

欧债问题因素 

应当承认，近年来美欧跨大西洋联盟不断加 

强，其伙伴关系更为紧密的原因是多重的。比如 

在当前国际体系发生深刻转型的大背景下，欧盟 

及其成员国，尤其是其中依然拥有大国梦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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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为应对新兴大国的崛起需要通过加强跨大西 

洋联盟来保证自身的影响力；再比如欧盟及其成 

员国为应对发生在 自身周边的阿拉伯之春，其中 

尤其是应对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乱局，都需要加 

强与美国的合作甚至接受美国的幕后领导。此 

外，在应对当前世界乱局中，作为共同价值联盟的 

美欧跨大西洋联盟伙伴关系也当然更易于得到 

加强。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从 2009年开始产生的 

欧债问题恰恰也是促使美欧跨大西洋联盟不断加 

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更为紧密的关键原因之一。 

首先，欧债问题持续发酵和难解使得欧盟难以实 

质性地推进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SDP；在 

《里斯本条约》之前称为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 

ESDP)。自2009年以来欧盟通过共同安全与防 

务政策实施的行动仅有一次，而诸如介入利比亚 

战争等重要的军事行动都是以北约为主导展开 

的。也正是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迄今欧盟的共 

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在跨大西洋联盟中的地位与作 

用尚未明确界定，由此，在安全和防务领域继续加 

强美欧跨大西洋联盟就成为必需。 

其次，由欧债危机造成的欧洲一体化的“双 

速”乃至“多速”发展 ，使得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 

政策难以实质性地机制化。2011年 7月，欧盟外 

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提交了一份关于推 

动欧盟防务建设的报告，其中包括常设欧盟军事 

总部，以便实现欧盟独立军事行动的规划、协调与 

指挥。法国、德国和波兰(“魏玛三角”)三国外长 

就此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联合声明说，三国 

希望阿什顿在这一报告基础上继续推动该计划。 

该计划也是欧盟迈向独立防务的重要一环。然而 

英国则对之表示强烈反对。 英国坚持北约是欧 

洲防务的基石，在此基础上推动欧盟与北约的合 

作，因此否决了建立欧盟军事总部的议案。 可以 

预判，随着欧债问题导致欧洲一体化以多种速度 

发展，未来在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方面的制 

度化和机制化将会更为困难，而缺乏实质性统一 

的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欧盟只有继续保持和加强美 

欧跨大西洋联盟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安全。 

最后，欧债危机造成欧盟及其成员国的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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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大幅度缩水，导致其更加希望美国能留在欧 

洲(keep America in)，而加强美欧跨大西洋联盟， 

则是确保美国在实行战略再平衡或战略转移中继 

续留在欧洲的不二法门。欧债危机导致大部分欧 

盟成员国必须紧缩开支消减政府财政赤字，欧盟 

成员国总体的防务预算因此出现下降，从图 1的 

统计数字可见在欧债危机前期欧盟及其成员国 

(26国，因丹麦不加入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的防务预算有明显的下降。 有些欧洲学者认为： 

欧盟成员国防务开支因欧债危机而骤减，应该为 

欧盟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 

件，因为通过实施安全防务的一体化可以使得欧 

盟及其成员国在安全和防务领域少花钱多办事。 

但是，问题在于欧债危机同时使得欧洲一体化的 

深化，比如财政联盟、政治联盟等，显得更为困难， 

并且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将呈现出两种乃至多种速 

度，因此解决欧盟及其成员国防务预算缩减所带 

来困难的最佳方式还是继续让美国留在欧洲，尽 

管美国正在实施其重大的战略转移。于是，欧债 

问题大背景下美欧跨大西洋联盟伙伴关系的进一 

步加强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图 1 欧盟 26国2008年一2O1O年防务开支变化(灰色部分为欧盟 26国平均值) 

毋庸置疑，美欧关系因欧债危机的这种变化 

对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是一种挑战。虽然有欧盟专 

家认为欧盟不会因欧债危机而在中美关系中偏袒 

美国，但是，中美欧关系却因美欧关系的这种变化 

出现新的走向。这也就是说，在中美欧三边关系 

中，美欧关系将因欧债危机而走得更近；而作为全 

面战略伙伴的中欧关系则因此与美欧关系相比， 

会显出某种亲密程度下降的趋势，尽管这并不意 

味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终结。 

综上所述，欧债危机对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的影响呈现出正负两方面的表现。目前对双方 

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如何扩大正面影响而缩小负面 

影响，这可能是在未来几年中国与欧盟在维护和 

推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过程中所面临的最为 

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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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European sovereignty debt crisis on Sino—EU relationship and holds that the im— 

pact i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and the crisis urges Sino—EU economy and trade cooperation to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Sino—EU relationship．European sovereignty debt crisis results in an intimate USA—EU relationship，which brings for- 

ward challenge to Sino—EU relationship．Both China and EU should take how to enlarge the positive impact rather than negative 

impact into consideration，SO that Sino—EU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can be maintained and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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