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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差异及其动因 
 

张露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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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十周年，国际社会对倡议的认知在合作中不断提升。受多重因素影响，“一带一路”倡议

在不同国家与地区认同度存在一定差异。欧洲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呈分裂状态，一方面一些传统欧洲

大国对倡议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欧洲各国实力差距悬殊，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各不相同，故对“一带一路”

倡议的期待与认知也就不同。尽管存在怀疑的声音，中欧合作前景广阔，双方在数字化、绿色合作等领域的合

作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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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has been ten years sinc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awareness of the initiative has 

been growing through cooperation. Due to multiple factors，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a divided percep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the one hand，some traditional 

European powers are skeptical of the initiative，while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power gaps and different 

abilities to withstand economic risks，so the expectation and percep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 different. 

Despite the doubts，China-EU cooperation has broad prospects and huge potential for cooperation in such areas as 

digitalization and green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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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有十年。十年来，在“一带一

路”框架下，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不断深入，各国对

该倡议的认知逐渐提升。2023 年 4 月，欧洲智库布鲁盖尔

研究所作名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认知趋势》的报告，

报告指出，尽管新冠疫情、西方炒作抹黑等因素给“一带一

路”带来挑战，但中亚、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西亚北非等地

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始终正面积极。而欧

洲国家对倡议的认知，态度极为分裂。有的欧洲国家对倡议

评价积极，而有的欧洲国家则深表怀疑。[1]中欧经贸合作在

世界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故分析欧洲国家对于“一带一路”

倡议认知分歧及其动因，具有重要意义。 

一、欧洲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分类 

中欧“一带一路”项目合作主要集中在中东欧和地中海

国家，经济实力稍强的欧洲国家中仅有意大利和卢森堡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传统欧洲强国英、法、德均未加入。欧

洲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总体上分为两类：以经济

表现欠佳的地中海、中东欧国家为代表的积极型，以及以传

统欧洲强国为代表的摇摆型。 

（一）积极型：经济上互利共赢 

对“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态度的国家多为地中海、中

东欧国家，这类国家的特点在于：并不奉行零和博弈思维，

自身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倡议聚焦务实合作，旨在实现互利

共赢，赢得了这些国家的青睐。 

“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各国提供新发展机遇。如希腊

与中国的项目合作，受益匪浅。以中希合作的比雷埃夫斯港

项目为例，中方投资之处，希腊商界与社会质疑声不绝于耳，

而今该项目已成为中希双方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成功典

范。[2]自 2009 年中国企业中远海运集团经营该港口以来，比

港集装箱吞吐量从 2010 年的 88 万标准箱增加到 2022 年的

720 万标准箱，年吞吐量世界排名从 2010 年的第 93 位提升

至 2021 年第 26 位。该项目在当地直接创造就业岗位 3000

多个，间接创造就业岗位 1 万多个。[3] 

一些国家在深入了解“一带一路”倡议后态度逐渐积极。

以意大利为例，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经历了重视不足到积

极合作的转变。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出炉时，意大利

对其认识不深、重视不足。直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

立，意大利才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遂于 2015

年加入亚投行，成为该行的创始成员国。2019 年 3 月，意

大利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倡议合作谅解备忘录。[4]在“一

带一路”框架下，中意双边合作取得积极进展。随着一系列

重要双边合作项目的落地，意大利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倡议让这些欧洲国家看到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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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姿态。同时，它们也期望抓住

“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合作契机，改善本国的基础设施建

设状况、弥补国内经济短板等。 

（二）摇摆型：政治上疑虑诸多 

包括传统欧洲强国法、德在内的大部分美国欧洲盟友，

受美国的影响与制约，对“一带一路”倡议存在明显的矛盾

心理。一方面，它们怀疑“一带一路”倡议目的不纯，担忧

倡议破坏欧洲团结；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的巨

大发展机遇又极具吸引力。 

“一带一路”倡议带动经济增长，抗风险能力强，在疫

情之下更具吸引力。疫情期间，黑山南北高速公路进展顺利，

匈塞铁路建设取得突破；中欧班列平稳运行，可见“一带一

路”倡议抗风险能力极强。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 2020 年，

中欧班列仍保持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开行数量超 1.2 万列，

逆势增长 50%，综合重箱率达 98.4%。[5]中欧班列稳定运行，

保障了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一带一路”倡议的这

种稳定性，无论是在平时还是特殊时期，都极其富有吸引力。 

正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这种特性让欧洲强国充满担忧。

有研究指出，对中国资金的争夺可能会进一步破坏欧盟的团

结，使其难以形成对中国的共同立场。[6]欧洲强国向来强调

欧洲的团结与自主，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可能破坏欧洲团

结的可能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它们对倡议存在敌意在意料

之中。 

所以，欧洲强国夸大倡议的债务和融资风险。它们们抹

黑称，中国通过“一带一路”项目贷款给对象国，制造还贷

危机，以控制对象国的经济。它们极力“一带一路”倡议的

合作国宣传，与中国进行技术合作将加大对中国的依赖，从

而危及到受援国的经济安全。 

欧洲强国还将倡议渲染为中国攫取权力的工具。比如，

英国将“一带一路”倡议看做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认

为倡议旨在通过资本扩张来扩大自身在欧洲的影响力，并对

其他欧洲国家提出警告。法国学者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

权力性质，认为“一带一路”是旨在提高中国的权力和国际

影响力的地缘政治战略。[7]在受到疫情的沉重打击后，这些

欧洲强国愈发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中国尝试主导世界秩

序的地缘政治战略。 

政治上批评为主、经济上则谨慎观察是欧洲强国及大部

分美国欧洲盟友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认知。它们的矛

盾认知既由美国因素促成，也有自身因素的加持。从它们的

矛盾态度中可以看出，中欧深入合作的前景广阔。 

二、欧洲各国对“一带一路”认知差异产生的动因 

（一）外部因素：美国制造的分裂 

欧洲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差异，原因之一在于

美国的有意为之。近年来，美国重拾冷战思维，秉承零和博

弈逻辑，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打压。作为美国盟友，欧洲各国

不可避免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队。涉及民生福祉的经济

利益，与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安全利益，孰轻孰重，各国各有

选择。 

传统欧洲大国冷战思维根深蒂固，对“一带一路”倡议

满怀戒备。欧洲传统强国，尤其是德国、法国，处在冷战前

线，经历了美苏对抗全过程。零和博弈思维深入人心，这种

认知在冷战结束后并未减弱，反而呈现出强化趋势。这些国

家长期受益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排斥任何挑战该秩

序的国家。他们靠掠夺他国财富、压榨他国人民，获取强大

的经济实力。而中国靠和平方式，取得今日成就，他们是不

相信的。他们习惯了站在塔尖我行我素的生活，蔑视真正追

求公平正义的国家。中国发展到今天的体量，远远超乎了他

们的想象。所以，这些深受零和博弈思维荼毒的国家敌视强

大起来的中国，舆论抹黑、经济制裁等手段层出不穷。这些

国家中毒已深，认知的转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欧洲小国经济不堪重负，选择务实合作是明智之举。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欧洲国家中不乏美国的盟友，如意大

利、荷兰、西班牙等。美国渲染的“中国威胁论”为何未能

奏效，阻止这些国家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原因在于，对

于这些国力羸弱的国家，经济发展比生死存亡更为急迫。希

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欧债危机后遭遇重创，经济恢复乏

力，社会压力增大。“一带一路”项目合作为其提供经济增

长的新机遇、新契机，对其大有裨益。 

（二）内部因素：实力地位的差异 

欧洲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英法

德作为传统欧洲大国，二战后得益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

经济强劲复苏并迅速发展，成为欧洲经济的领跑者。而譬如

希腊、葡萄牙等欧洲国家条件有限，经济发展水平低，抵御

风险的能力弱，故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动荡之后，这些国家

经济一蹶不振，债台高筑，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 

欧洲各国各自为政，合作共赢意识薄弱。如在欧债危机

初期，欧洲经济大国伸以援手，后果或许不至如此。但英国、

法国、德国对希腊出现的危机置若罔闻，德国政府甚至责备

希腊的高福利社会和宽松的财政政策，要希腊自行解决危

机，直到事态严重威胁到欧洲一体化德国总理默克尔态度转

变，表示德国愿意承担稳定欧元的责任。[8]欧洲国家薄弱的

合作意识使得欧洲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难题短期内难以解决。 

债务危机加剧欧洲国家信任危机，并延续至今。欧洲经

济大国在危机中的不负责态度引发信任危机。一方面，深处

债务危机中的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

殷切期待英国、法国、德国这些经济强国伸出援手，迎来的

却是冷漠的责备。欧盟成员国对此深表不满，并加以严厉批

评。英法德的作为损害的时期国家声誉和国际地位。另一方

面，欧债危机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右翼民粹主义抬头，

示威游行频发、社会秩序动荡，欧洲各国深受其害。法国“黄

马甲”运动就是典型例证，它反映了欧洲各国底层人民的绝

望与愤怒，反映了他们深重的疑欧情绪。[9]欧洲国家信任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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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引发的后果是，欧洲团结遭到破坏，对欧洲一体化的负面

影响不可估量。 

三、“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发展前景 

（一）“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 

美国强迫欧洲国家选边站队，是中国与欧洲国家开展

“一带一路”合作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在美国对华全面打压

的现状下，抹黑、抵制“一带一路”倡议成为美国对华竞争

的重要方面。作为美国盟友的部分欧洲国家，其对外政策常

为美国对外战略裹挟，被迫做出一些有损国家利益的让步，

譬如英国、德国对华为公司的打压。在当前美国对华全面打

压的背景下，部分欧洲国家被动追随美国对华竞争战略，为

中欧开展“一带一路”合作蒙上一层阴影。 

欧洲强国冷战思维不减，有碍于中国与其展开务实合

作。“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促进“五通”

发展，是一个致力于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

济合作框架。而欧洲强国却将权力政治强加于“一带一路”

倡议，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升经济实力，进而

提升自身地缘政治影响力，最终达到追求世界霸权的目的。

这显然是充满敌意的误解，是习惯立于世界之巅的西方社会

恐惧于中国经济力量的迅速提升的下意识反应。 

此外，从俄乌冲突可看出，中欧经贸合作并不是毫无风

险的。冲突使得中欧战略互信面临巨大考验。欧洲认为冲突

是俄罗斯寻求“势力范围”所导致，而中国认为冲突系美国

利用北约和乌克兰试探俄罗斯的底线遭致的反弹。冲突导致

中欧经贸合作趋于政治化、安全化，中欧务实合作的基础受

到冲击。 

（二）中欧深化“一带一路”合作的机遇 

虽然“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遇到了多重困难与挑战，

但由于中欧在多边主义、高质量合作、科技合作等方面存在

共识，未来“一带一路”在欧洲具有广阔合作空间。 

中欧坚持全球化与多边主义理念。当前，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

足，在此情形下，促进复苏需要各国增强共识与合作。中欧

在维护联合国宪章、国际法等方面存在共识，且在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等方面具有共同愿景。在此基础上，

双方在诸多领域展开务实合作，为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复苏，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而发出积极倡议，也为促进中欧“一带一

路”项目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中欧携手推进高水平经贸合作。中欧双方对于拓展高水

平的合作具有共同的目标愿景，建立更高标准的统一市场是

欧洲的追求，与中国提出的高质量发展战略异曲同工。基于

此，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等领域，中欧既要良性竞争又要

积极合作，如此才符合双方的共同愿景。“一带一路”倡议

在欧洲的发展也应顺应双方的共同愿景，在良性竞争中找寻

合作机会。 

中欧在数字化和绿色低碳领域合作空间巨大。目前，中

欧均强调数字化和绿色转型。譬如，为应对气候变化，中国

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等一系列规划和行动方案，欧洲

计划从节能、能源供应多样化、加速可再生能源建设等方面

推动能源绿色转型。未来，中欧在新能源、绿色金融等方面

可进行深入合作。 

中欧班列为沿线各国提供巨大发展动力。虽然受世纪疫

情、乌克兰危机和美国频繁发起贸易战等交织叠加影响，中

欧贸易依然保持韧性，中欧班列从 2013 年开行 80 列发展到

2022 年开行 1.6 万列，在海运价格高企时段向企业供货提供

了替代性运输方案。中欧班列是中欧共建“一带一路”的示

范性工程，10 年来，中欧班列从“一条线”发展成“一张

网”，线路覆盖从“点对点”向“枢纽式”联动发展。中欧

班列增强中国内陆城市的发展动能，同时推动欧洲内陆城市

的快速发展。 

四、结论 

“一带一路”倡议十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倡议

本着互惠互利的精神，为沿线各国提供了强劲的经济发展动

力。在欧洲地区，虽然部分国家国家，尤其是欧洲强国对“一

带一路”倡议存在理解偏颇与恶意揣度，但无法掩盖“一带

一路”倡议带动沿线各国共同发展，实现各参与国互联互通、

互惠互利的事实。未来，中欧应该立足于多边主义理念，以

数字化与绿色低碳合作、科技合作等领域合作为抓手，深化

中欧经贸合作，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为拉

动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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