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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感觉到颇大的压力，这些国家的

一些车企，当年想步德国车企后尘，

将本国的汽车生产线挪到中国，或

者直接向中国出口整车以谋取超额

利润，可因为种种原因几经努力未

能如愿。如今，他们成了希望对中

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主力。

与此同时，《新民周刊》记者

注意到，欧盟一些国家在与中国商

讨各种关税问题时，是在以农产品

等与中方谈条件。这与当年又是一

种 180 度变化——当年，中国曾用

大米等农产品与欧洲的一些国家置

换铁路机车车辆这样的工业产品。

从中欧合作的历史来看，互通

有无当然是主基调。各自拿出的产

品的变化，当然与各国经济发展、

生产力发展的快慢程度等等有关。

而当历史照进未来，则能看到，唯

有坚持“合作”这一主基调，以此

来连接亚欧大陆的东端与西端，大

家的日子才会更好过。而诸如能源

转型、绿色低碳、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等等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最大贸易伙伴之路

6 月伊始，多瑙河上的明珠——

布达佩斯开始进入夏季。中铁电气

化局匈塞铁路项目的安质员冯鑫和

徒弟张坤沿着线路开始巡察。这是

“护鸟队”成立以来的第87次巡察。

“我们不仅仅要建好这段铁路，更

要爱护这一方水土。”冯鑫如此表示。

匈塞铁路的部分区段临近匈牙

利最重要的国家公园——小孔沙格

公园。这一片平原湿地是鸟类的天

堂。在巡察过程中，师徒二人发现

铁路线边的一棵大树顶端站着一只

有点像老鹰的动物。仔细看，冯鑫

辨认出这是一只白肩雕。再仔细观

测，二人找到了雕巢。怎么办？如

果雕巢继续留在这里，会影响线路

安全、施工进度。最佳办法，就是

在 3 公里外为之建一个人工的新家。

在诱导白肩雕乔迁后，既不影响其

繁衍，又不影响施工进度……

冯鑫、张坤师徒忙碌之际，当

地时间 6 月 7 日，中国研制的匈塞

铁路高速动车组在塞尔维亚贝尔格

莱德泽蒙车辆段亮相。这是中国铁

路技术装备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

术规范（TSI）对接取得的又一重要

成果，标志着中国高速动车组首次

进入欧洲，中国高端轨道交通装备

走出去取得重大突破。反正，目前

的中国铁路与匈牙利方面的合作，

以及从 2011 年开始向法国、德国等

出售铁路车辆，已经证明，中国铁

路已经与欧盟国家有了多方位对接。

而回看当年，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欧盟的“版图”没有今日之大，当

年的匈牙利还处于东欧社会主义阵

营，而非欧共体成员；而欧盟的前

身欧共体与中国的生意往来，也不

似如今这么紧密而庞大。

追溯今日欧盟之历史，可从二

战之后、20 世纪 50 年代欧洲煤钢共

同体开始。1951 年 4 月 18 日，法国、

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以

及西德在巴黎签署为期 50 年的《关

于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条约》。

次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1957 年，

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原子能共同

体成立。接着，1959 年，欧洲投资

银行在布鲁塞尔成立。及至 1965 年

六国签署《布鲁塞尔条约》，总部

设在布鲁塞尔的欧共体才算成立。

上世纪 60 年代中叶的中国，虽

说与当时的欧共体六国，乃至英国

等欧洲大国多多少少有一些贸易往

来，但双方总体上依然相隔遥远。

1964 年 1 月，中法建交。这当然是

石破天惊的大新闻。从商贸的角度

看：1965 年春，中国先后组织参加

里昂博览会和巴黎博览会，向法国

人民展现精美的中国艺术品；同年

11 月，法国又在中国举办了工业展

览会，这对当时打破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某些技

术封锁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真正与欧洲展开持续增长

性的合作，则要到 20 世纪 70 年代。

1973 年 9 月，时任法国总统蓬皮杜

访华，这是法国国家元首首次访华，

也是西欧大国中第一位国家元首应

邀访华，当然也是欧共体国家中首

位访华的领导人。蓬皮杜访华结束

时中法发表的联合公报指出，中法

关系的发展符合两国利益，并且是

对和平事业和改善国际关系的积极

贡献。公报还表示，有必要进一步

加强中法两国在技术、石油化工、

航空、机械、电气工业等方面的交

流与合作。1974 年底，北京与巴黎

之间开通航线，进一步密切了两国

在各领域内的交流与合作。时隔不

　　1975 年，中国与欧共体建交。当年的中欧建交，其实已
经将经贸合作置于基石地位。2020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
欧盟最大贸易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