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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国智库涉华认知研究及启示*

———基于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

郭 琳

(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西安 710049)

摘要:[研究目的] 法国智库是西方构建对华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准确研判法国智库关于中国问题的认知及态

度,有助于把握法国政府与欧盟对华战略及外交政策,为促进中法、中欧在全球多边框架下务实深入合作提供情报

支持。 [研究方法]以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涉华研究文本成果为样本,通过文献计量和文本分析方法挖掘并总结该

智库涉华研究不同领域的主要认知、观点及态度,以此窥探法国智库的中国观。 [研究结论]研究表明,法国国际关

系研究所的研究能够紧跟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认为中国的崛起为西方带来了挑战,但也存在机遇;其在不同

研究领域表现的对华态度也不同,总体上更加务实地关注与法国、欧洲利益关系密切的全球治理、多边国际体系、能
源、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并以强调双方合作为主;在涉及中国政治体制、国家治理及军事议题上受意识形态偏见影

响持消极态度较多;主要由于其对华认知结构和知识体系未发生根本变化,导致对华出现认知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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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French Think Tank' Perception on China and Its Enlightenment: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uo Li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Abstract:[Research purpose]French Think Tank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ublic propaganda on China constructed by western society. Re-
searching and analyzing the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of French Think Tank upon China accurately will help understand French government
and EU's strategy and foreign diplomatic policies towards China so as to provide intelligence support for the promotion of practical and in
-depth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France as well as China-Europe under the global multilateral framework. [Research method] Taking
the Chinese research text results of 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sample, major perceptions, viewpoints and attitudes of
various China-related fields from the Think Tank are explored and summarized through methods of bibliometrics and text analysis in order
to have a glimpse of French Think Tank's view on China. [Research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n conduct research closely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believes that China's rise
has brought challenges to the West; however, cognitive bias on China are also resulted from the fact that French Think Tank’ cognitive
structure and system towards China remain basically unaltered.
Key words: French think tank; 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studies; perception on Chin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0 引 言

法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及欧盟的核心成员

国,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其在世界上具有很强的政治经
济影响力。 此外,法国在北非、撒哈拉以南等法国前殖
民地国家仍具有重要话语权,是中法非、中欧非三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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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重要力量。 在当今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
的形势下,中国与法国在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全球
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保持着合作。 中法关系作
为当今世界稳健的大国关系之一,全球意义日益凸
显[1]。

智库被称为影响国家的“第五种权力”,其在为西
方国家政府构建专业领域理论认知、决策献言,为非政
府机构提供政策咨询等方面占据重要地位,并且智库
的研究成果通过不同媒体向外传播,影响并引导了社
会舆论。 随着中法两国在诸如空间利用、核能合作、人
工智能、洁净能源等多个领域展开广泛合作,法国智库
为服务法国政府构建对华战略、制定对华外交政策、引
导法国公众对华舆论的需要,不断强化了对中国国内
治理及国际关系的研究,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

已有研究显示,利用情报学分析手段研究智库对
中国的认知是可行的。 因此,透过法国智库研判法国
对快速发展的中国及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显得十分必

要,这将有助于我们掌握法国智库对华研究领域、议
题,思考问题的角度及方式,主要观点及态度等;有助
于政府决策部门更有针对性地调整及制定政策,完善
对外宣传策略,从而维护国家利益;从法国智库关于中
国问题的分析中思考我国发展过程中面对的问题,吸
取有益于我国解决问题的建议;为加深中法互信,促进
中法、中欧在全球多边框架下协调合作提供情报支持。

1 研究现状

目前关于国外智库对华总体认知的研究成果主要

体现在智库对中国的看法、观点、认知、态度等内容的
挖掘及呈现、政治经济影响因素分析等方面。 赵恒煜
通过分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研报梳理了该学

会中国研究热点演变过程并建构出关于中国国家的认

知与战略判断[2]。 赵恒煜还以欧洲代表性智库的涉华
研究报告为样本,通过文献计量和文本分析方法提炼
并对比了三所欧洲智库中国观的主要视角、对华态度
及核心观点[3]。 于芳分析了德国不同类型代表性智库
2005-2018 年的涉华研究成果,通过文本分析法研究
了其中关于中国崛起、中国国际角色的态度及观点[4]。

近年来,亦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法国智库的中
国研究。 如李洪峰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就十八大以
来,法国主流国际关系类智库对华研究成果的研究视
角、研究内容及态度立场进行了解读[5];赵惠冉、杨守
明(2019)通过研究包括法国智库在内的中法学界关
于“一带一路”的研究成果,分析了中法学界对“一带
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及其产生的原因,并就此提出
缩小认知差异的建议[6];尧红梅选取多所法国国际问
题研究智库及两大纸媒的报道及文章作为研究样本,

从议题框架和报道倾向探讨法国对“一带一路”倡议
的认知和反应,并为倡议的外宣工作提出建议[7];程平
梳理分析了法国 3 所国际关系智库对“中法人文交
流”的认知,发现他们的解读方式往往具有“泛政治
化”和实用主义倾向[8]。 陈扬以法德两国主流智库自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的相关研究为分析对象,从
倡议的认知、实施、影响以及政策建议角度进行对比研
究,并得出启示[9]。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有关法国智库中国问题研究
成果主要集中在某一具体主题的中国观呈现上,如
“一带一路”倡议。 总体上看,当前学界对于法国智库
涉华整体认知的研究还存在一定不足,不利于我们全
面深刻窥探法国智库对中国的认识,进而影响对法国
政府涉华政策的判断。

因此,本研究将结合前人的研究,选取具有代表性
的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 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简称 IFRI)为研究对象,利用智库文献
情报研究较常用的分析模式,以文献计量和文本内容
分析为主要方法,完成对代表性法国智库中国认知的
深入挖掘。

2 研究对象及样本分析

 2. 1 研究对象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成立于 1979
年,是一所独立型智库。 该智库是法国最具影响力的
智库,是欧洲十大智库之一,也是国际顶尖智库中唯一
具有法国标识的智库[10]。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全球智库报告》,近几年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影响
力世界排名均在前五名之列,其中 2018 年排名第二。
研究显示,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通过承接或参与到许
多政府外交领域的课题,对政府部门政策的制定产生
影响。 在对法国外交部及参议院网站中关于法国国际
关系研究所信息进行检索,能够得到大量检索结果,这
说明了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对法国政府部门尤其是外

交部门的影响力[10]。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还会通过
媒体、公开出版物、公共社交平台对政府政策的宣传与
舆论引导等方面起到强大的辅助作用,具有较高的权
威性和公信力。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在其亚洲研究中心设立的中

国研究部,主要关注中国内部事务及中国国际关系。
因此,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成为了解与研究法国智库
关于中国的认知、主要观点及态度的很好平台,也有利
于我们挖掘法国政府的对华外交战略意图。
 2. 2 样本采集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官网是收集
和传播其研究成果的核心地带。 本研究选取样本的时
间跨度为出现首份关于中国研究成果的 2000 年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并以该智库官网发布的研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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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及评论性文章作为研究样本,因其研究成果使用语
言为英语或法语,为保证样本的全面性,笔者在其研究
成果数据库里搜集了该智库中国研究部用英语、法语
发布的研究成果,通过筛选,去除掉相关度不高的书评
及会议讯息等内容,最终确定 185 份研究样本,其中英
语撰写的 121 份,法语 64 份。
 2. 3 样本概况分析 从研究成果内容看,法国国际
关系研究所对中国的国际关系、经济、能源与气候的研
究较多,占据了近 70%的研究成果,其他如社会变迁
与公共安全、中国共产党、政府及政治制度、军事等领
域研究投入比较均衡,研究成果数量基本相当。

从该智库研究力量看,为
更明确该智库中国问题研究的

核心人物,笔者利用 Gephi 软
件将署名作者共现关系图谱做

可视化呈现(见图 1)。 分析可
见,以 Alice EKMAN、Françoise
NICOLAS、 John SEAMAN、
Valérie NIQUET为代表形成了
该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的核心

力量(见表 1),他们的研究成
果更有可能得到法国政府机构

及社会舆论的关注。 其中
Françoise NICOLAS与 Valérie

NIQUET两位学者常作为中国问题专家受到法国电视
台等媒体的采访,可谓法国涉华研究中具有重要舆论
影响力的学者。 Alice EKMAN、John SEAMAN作为法
国智库中国问题研究的中青年专家代表,都曾到中国
访学或工作,这有助于他们形成更加务实、全面的中国
观。 此外,该智库还与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国家
的专家学者、其他地区与国家的智库及研究机构合作
(见表 2),这些多元的研究力量丰富了法国国际关系
研究所涉华研究的角度和观点,有助于从专业领域展
开深刻且务实的研究,保证其总体研究上的客观性及
科学性。

图 1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者共现关系图谱

表 1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核心研究者情况

研究者 主要(曾)现任职务 主要研究领域

Françoise NICOLAS IFRI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国际关系、中国政治经济、海外投资、全球化及全球
治理

Valérie NIQUET
战略研究基金会(FRS)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IFRI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政治制度、国内治理、中非关系

Alice EKMAN
IFRI亚洲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部主任
欧盟安全研究所(EUISS)高级分析师

中国内政外交政策、台湾问题、全球治理、智库演变

John SEAMAN IFRI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能源与原材料政策、中国产业战略与外交政策、中
欧关系、中美关系

表 2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合作的智库及机构

智库及研究机构名称 智库及研究机构名称

中国社会科学院 (CASS) 法国原子能委员会 (CEA)

欧洲中国事务智库联盟(ETNC)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 ISEAS)

日本和平与安全研究所(RIPS) 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UI)

西班牙埃尔卡诺皇家研究所(ELCANO) 佳能全球研究所(CIGS)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

与国际关系研究所( IMEMO)
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

(MERICS)

3 智库对华主要认知

为深入挖掘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对中国问题的认

知,笔者对 185 份研究样本的主要议题及观点态度进
行全面梳理和总结,据此来掌握该智库对华认知的演
变及主要观点。

 3. 1 中国崛起:已进入到中西制度、意识形态竞争

阶段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从探讨中国重要国际关系
及外交政策中审视中国崛起过程。 他们认为中国崛起
对地区稳定造成威胁,指出中日关系因此而紧张并且
该局势将一直持续。 中国崛起到中美竞争阶段,这种
竞争体现在技术、体制、意识形态方面。 竞争使全球治
理结构、使用新技术等一系列对国际关系至关重要的
新问题成为国际争论的焦点[11]。 从对中国外交政策
的研究看,西方尤其在安全领域感到不安,认为虽然中
国经济及其全球影响力稳步扩大,日益成为应对全球
关键安全问题的重要一方,但中国与西方的意识形态、
价值观及政治制度的差异构成了中西成为真正战略伙

伴的严重障碍。 报告还认为西方不能在管理如安全、
经济及环境挑战等全球关键事务中与中国可靠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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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源于中国存在所谓的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及实用主
义,导致双方政治信任度低[12]。 可以看出西方面对中
国崛起仍存较深的戒备之心。
 3. 2 “一带一路”倡议:欧洲各国态度不一,法国政

府仍存疑虑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重视对中国实施的
“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图进行解读。 他们普遍认
为该倡议提升了中国在亚洲、欧洲,尤其是中东欧地区
政治、外交的影响力。 分析人士认为,“一带一路”倡
议是中国区域外交战略的核心要素,是建立未来亚洲
新秩序的尝试。 该项目有一个潜在的战略方面的影
响,就是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存在。 就“一带一路”倡议
实施以来,中国加快在东欧和南高加索地区的外交与
经济关系,该智库分析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在“加强中
国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影响力,挑战美国的影响” [13]。

欧洲中国事务智库联盟(ETNC)研究了欧洲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对该倡议的认知,法国国际关
系研究所也参与了该项目研究。 分析显示,各国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并不一致,大多数政府持“中
立”到“相当积极”的态度。 “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
推广不均衡,中欧和东欧(包括非欧盟成员国)及地中
海地区国家(主要是希腊)参与度高,其他地区,尤其
西欧国家参与有限。 虽然各国反应不同,但研究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还是产生了明确影响,尤其在
经济领域,另外,“中国与多个国家形成了双边政治关
系和战略影响,也对欧盟政策的一致性上产生了影
响” [14]。 显示出欧盟对“一带一路”倡议削弱其在欧
洲国家影响力的担忧。

法国方面,研究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项目上对
法国投资较少,法国政府对该倡议立场尚不明晰,虽然
其支持该倡议成为中法非三方合作的平台,总体上看
其对该倡议态度保守。 法国政府还希望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设立替代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避免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占主导地位” [15]。 这主要源于
法国政府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待“一带一路”倡议,认为
其具有潜在的重大地缘经济、政治和战略影响。 中国
与非洲的深度合作挑战了法国在其原殖民地国家的经

济特权及政治影响力,限制了法国立足非洲增强其全
球影响力。 但法国地方政府及法国企业,如里昂市和
法国道达尔出于自身利益及发展需求,对中国“一带
一路”倡议反应十分积极,与法国政府态度极大不同。
 3. 3 中欧关系:合作与冲突,总体是合作关系 该
智库的研究普遍认为中欧关系是多层次的,具有复杂
性的,二者之间存在合作与冲突,但认为总体是合作关
系。 约翰·希曼(John Seaman)等研究者在《绘制欧中
关系:自下而上的方法》的研究报告中分析认为,中国
与欧盟国家经济关系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增强,政治关

系也日益成熟和深入。 但中国在中欧关系中的主动权
越来越大,“中国在与欧盟成员国交往时,遵循独特灵
活的外交政策,而欧盟各国由于缺乏政策上的协调及
凝聚力,无法制定统一的对华政策,影响力相对减
弱” [16]。 另外,近几年中国在保持经济强劲增长同时,
软实力影响也不断提升,法国智库学者们越来越强调
以民主、人权、法制为内涵的政治价值观在中欧关系中
的重要影响,认为欧洲在与中国展开众多多边合作同
时,即使在新冠疫情影响全球下,仍要坚持自身价值观
不妥协,尤其在基本自由和保护人权领域。 显示了欧
盟固守意识形态冲突并以政治价值观设置议题向中国

施压的意愿,说明欧盟对华政策处于现实主义和理想
主义的纠结之中。 中欧关系脱离不了中美竞争的国际
环境。 智库基于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分析了欧盟的战略
定位,认为欧盟国家军事上对美国依赖,但同时与中国
的经济往来密切,甚至在设计战略层面合作的情况下,
欧盟应采取平衡行动,避免战略选择和选边站,“重建
基于规则的多边秩序” [17]。 总体看,欧盟基于自身利
益发展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但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仍
视中国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并保持对抗态势。
 3. 4 中法关系:保持合作而非对抗的双边关系 智
库报告总体上认为法国应与中国保持合作而非对抗的

双边关系才能有效地应对对于法国至关重要的全球问

题。 研究显示,法国认识到其对中国的影响力远不及
美国,甚至不如德国,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之一的法国希望与中国在能源、航空航天、运输等法国
较强的领域加强合作,重视巴黎在欧元区内人民币交
易的金融中心地位,认为法国市场对于中国企业在欧
洲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分析人士还认为,法国支持
建设多极国际秩序,“这一主张与中国接近,有利于中
国对抗美国” [18]。 反映出法国欲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提
升其战略价值的意图。 奥洛穆茨帕拉茨基大学
(Palacky' University Olomouc) 2020 年 9 月做了一项
“疫情时代欧洲国家公众对中国认知的调查”,法国国
际关系研究所据此分析得出,法国民众承认中国强大
的经济实力,但对中国的认识仍以负面居多,尤其在人
权领域,对中国表现出不信任。 至于法国政界,不同政
治派别对中国的共识很高,以负面居多[19],这也说明
了在涉华议案上法国政界常表现出一致性。 可以看出
虽然普遍强调合作,但法国舆论界长期误导,公众对中
国仍存在较深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上的偏见。 研究
同时指出大部分法国人认为中国文化对其具有很大吸

引力。
 3. 5 中美关系:陷入全面结构性危机 中美关系是
中国战略的核心因素。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认
为,中国的军事、经济力量不断增长,美国虽然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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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方面仍领先于中国,但面对中国的发展进步感到
焦虑。 对美国通过制定整体战略,依靠盟国来应对中
美日益激烈的竞争的策略,智库持消极态度,因为《战
略困境中的印太愿景:特朗普时代的外交政策案例研
究》报告认为盟友及伙伴对美国为这些地区长期资源
投入以及美国的战略领导地位存在怀疑。 “这些国家
也将在美国的战略下寻求自我发展” [20]。 研究认为,
现在的中美关系陷入全面结构性危机。 中国的崛起以
更符合中国利益的方式重构国际体系,长远来看中国
或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国[21]。 这显示出法国智
库已看到了国际格局的变革,这种变革是以西方霸权
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为主要特征的。 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西方大国领导人中较早就公开承认:“我们正在经
历西方对世界霸权的终结” [22]。 面对中美战略竞争,
马克龙政府的外交战略是增强法国和欧洲的主权和战

略自主,并且法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以此避免在中
美之间进行选择,实现国际关系的再平衡[23]。
 3. 6 经济领域:务实看待中国经济发展 除了中国
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转型等议题外,智库还研究了中
国海外投资、区域经济发展及在国际经贸组织中的作
用等。 研究总体呈现较为客观中立的态度,认为中国
参与全球化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帮助中国减少了贫
困,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内部发展不均衡的后果,只有
更充分利用全球化及进行必要内部改革才能改善这种

发展的不平衡。 另外,法国智库从最初对中国能否保
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怀疑,到金融危机之后,认为中国经
济发展模式可能会为整个东亚,甚至世界其他地区开
创一个新时代,发生了认知变化。 这主要源于作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对欧直
接投资、多边经济组织和机制中的作用、反击贸易保护
主义等方面影响越来越重要。 对欧直接投资方面,弗
朗索瓦兹·尼古拉(Françoise Nicolas)在《中国对欧盟
直接投资:挑战与政策应对》的研究中认为中国向欧
盟直接投资的急剧上升引起了关于中国寻求欧洲经济

控制权的担忧。 但研究同时指出,中国资本的流入带
来的挑战被扩大,建议依靠一个系统的方法来规范欧

盟境内外国投资(包括来自中国的投资),这有助于降
低投资者对欧盟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24]。 法国智库
在讨论有关中国经济议题时,还会涉及较多政治因素
分析。 在谈到中国在地中海地区的投资时,研究者分
析了这种经济活动可能会带来的政治影响,研究认为,
中国的投资“可能会使受益于中国巨额投资的国家更
倾向于支持中国在政治议题上的立场或与中国在军事

海事上合作,这会削弱欧盟在该区域一些国家的影
响” [25]。 可以看出,欧盟在看待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时
存在较高的政治敏感度。
 3. 7 能源与气候:肯定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与应对气

候变化的做法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总体上能够客观
积极看待中国能源发展与变革。 分析认为,为了改善
整体能源供应,中国寻求能源来源多元化。 可再生能
源得到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措施的支持和推动。 中国
整合市场推动可再生能源良好发展不仅为应对气候问

题,更重要是在创造新的竞争力,以进入全球市场。 该
研究所一直还十分关注中国的稀土出口限制政策,分
析认为利用稀土资源优势打外交战不是中国首要目

标。 中国对稀土工业的态度主要是为了应对国内日益
严重的环境危机及引领未来战略性产业发展,在确保
本国供给的同时掌握更有价值的产业链。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肯定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

的做法。 认为中国将有能力决定一个基于绿色和核技
术的新气候议程,借助在全球气候议题上的作用扩大
中国在全世界的外交影响力。 但其中也有批评声音,
认为对气候有影响的碳排放方面,中国的碳排放权交
易体系(ETS)“无法摆脱政治干预,碳价格设定缺乏透
明度” [26]。 尽管如此,研究还是相信中国能有效地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量。 展现了法国欲在领导全球应对气
候变化上与中国合作的积极姿态。

以上为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涉华研究热点聚焦的

主要认知,针对研究发现的其他领域,笔者对其研究成
果的领域、议题进行了节点编码,并对主要议题的认知
加以总结,详见表 3。

表 3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涉华研究其他领域研究议题及主要认知

领域 主要议题 主要认知

中国共产党、政

府及政治制度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加入WTO面临政治体制改革风险

国内政局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环境和公共卫生、区域之间和社会阶

层之间不平等等问题

中国社会更加开放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政治协商会议 执行决策过程的方式仍不透明

中国模式
中国取得巨大发展但也面临挑战

新兴国家无法复制中国发展模式

中国文化与民主价值观 中国欲重新定义民主政体以重塑全球秩序

新冠疫情下中国国内政治 新冠疫情暴露了中国政治体制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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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涉华研究其他领域研究议题及主要认知

领域 主要议题 主要认知

后新冠疫情时代中国面临的挑战 后新冠时代中国或将主导世界

互联网治理 政府对互联网行业监管政策演变

城市规划 多城市间交通联运规划

公路网发展 中国利用新兴技术发展智慧城市

国内人员流动及国(域)外移民政策
人口老龄化比西方国家严重

劳动力短缺,需解决不同种族、语言、宗教或文化的外来人员的整合问题

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影响 中国中产阶级在政治上保守

社会信用体系 中国推进发展与本国相符的社会信用体系
军事 中国空军的发展 中国空军取得巨大进步

核武器在中国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 多边核裁军中中国认知

区域安全 日本加强与美国同盟关系应对中国不断强大海上力量

海事安全 中国正在全球建立海洋大国地位

中国在亚丁湾的军事部署 在亚丁湾的部署从保护中国海运利益演变为战略前沿部署

维和行动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表明中国希望参与国际治理并展现其军事现代化的

形象

香港、新疆、西

藏、台湾问题
中国台湾与大陆关系

马英九政府与大陆恢复谈判以促进台湾经济发展

大陆调整对台沟通战略但保持统一这一长期目标

香港“占中”、香港“反修例”风波 香港与中央关系的未来

新疆反恐 新疆打击恐怖主义及极端主义的结果及影响

科技 中国太空技术发展 支持与中国建立和平利用太空的伙伴关系

中国通信卫星出口 中国在不断增长的电信卫星市场中取得重要地位

5G 中国 5G技术世界领先

中美技术竞争 美国施压欧盟以制裁华为公司

国际标准双轨制 中国成为技术标准制定的强大力量并改变国际标准制定格局

4 研究发现、成因及启示

 4. 1 研究发现及成因分析 从对法国国际关系研
究所 2000-2020 年涉华研究成果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a.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越来越多采用多人协作的
方式进行研究,促进形成具有权威性、科学性及系统性
的成果。 部分中青年智库学者代表更能务实、客观看
待中国,但在法国公众舆论影响力尚不足。

b.该智库更多关注与法国、欧洲利益最为密切的
中国国际关系、经济、能源领域,重视解读背后的中国
国家战略及其行为的原因和效果,总体认为中国的崛
起带来了挑战,但也存在机遇。 基本能从专业角度务
实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经济、能源与气候、科技领域,对
华持中立偏积极的态度。 但在涉及中国政治体制、国
家治理及军事议题上持消极负面态度偏多。

c.在智库关注和持较积极态度的领域中,普遍认
同中国取得的发展成绩,并强调与中国的合作关系。
法国经济发展乏力,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及新冠疫
情持久冲击法国经济,阻碍了法国经济复苏,加之国内
改革阻碍重重和民粹主义浪潮,限制了法国的全球影
响力;恐怖主义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
欧”等一列危机也削弱了欧盟国际地位及影响力,中
法、中欧力量对比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日益接近国际

格局的主导性国家地位;但中法在关于国际关系和国
际秩序变革上具有相近理念[27],这些使得法国在促进
经济发展、全球治理、全球与区域安全、发展可再生能
源等领域需要中国的合作与支持,来扩大其经济利益、
重振大国地位及增强其全球影响力,以实现国家利益
最大化。 这也是法国智库在这些领域视中国为合作伙
伴,态度中立偏积极的重要原因。

d.在中美全方位竞争背景下,该智库的研究普遍
强调法国、欧盟要保持战略自主。 首先这主要源自于
法国的历史传统使法国具有独特的大国情怀和外交独

立性。 因自身力量不足,法国需要依靠欧盟才能保持
战略自主,因此马克龙提出了“重启欧洲”计划,欲通
过实现欧盟的战略自主来捍卫法国的外交独立。 其
次,法国与欧洲不想成为中美任何一方的“附庸”,在
当今世界格局的变革中更愿意凸显法国与欧洲的战略

价值[23]。 但也要认识到,这种独立性具有双面性,在
某些方面这种独立性也是针对中国的。 法国及欧洲仍
是西方阵营中的一员,与中国在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
方面存在较大分歧,法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优越感仍
然强大,越是国力下滑、地位下降,就越可能在意识形
态领域强化与中国的竞争[23]。 因此可以看到,智库的
研究在展开与中国合作的讨论时,仍然强调要坚持所
谓民主自由价值观不妥协,并就南海、台湾、香港、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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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对中国事务横加指责。
e.尽管智库强调合作发展,但面对法国竞争力的

下降,中国国家力量的不断增强,他们表现出矛盾及焦
虑的心理。 例如在面对“一带一路”倡议、维护国际多
边主义、全球治理、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地区安全、应对
气候变化等议题上既希望与中国合作得到实际利益,
又担心新兴大国中国在全球影响力大幅提升,居于主
导地位,因此时刻对中国保持警惕,试图采取制衡策
略。

f.法国智库是西方构建对华舆论的重要组成部
分。 研究中仍充斥着一党专政、威权主义、缺乏民主与
人权等论调。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虽然能够紧跟中国
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对中国展开研究,但对华认知结
构和知识体系未发生根本变化,导致对中国现实问题,
尤其在涉及政治制度及国家治理等议题上不能很好地

预测及解读,这也是他们在这些领域持负面消极态度
的原因。
 4. 2 启示 综前所述,针对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涉
华认知的研究发现,为助力相关研究机构与决策部门
的研究及我国对外真实形象的构建,本研究建议:

第一,通过中法智库间的合作,借鉴法方智库建设
的成功经验。 学习其全球话语权建设的具体做法[3],
促进中国智库声音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通过加强双方
智库、新闻媒体机构、高校、研究中心的合作及信息交
流,进一步扩大法国智库等涉华研究中公正客观、有利
于中国的观点及议题在法国公众舆论中的讨论与传

播,促进这些研究观点成为引导法国舆论的重要力量。
第二,辩证审视法国智库涉华研究中的 “中国

观”。 智库对中国崛起、“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参与全
球治理、军事发展等的战略意图、国家行为的效果及对
策的分析是基于法国的国家利益及意识形态作出的判

断,对此我们要审慎思考加以应对。 但研究中存在一
些客观、专业、现实的建议,如针对中国海外基础设施
投资、与周边国家关系、能源安全与合作、食品安全、应
对劳动力短缺、城市规划等提出的策略可供我国专家
学者和政府部门参考借鉴。

第三,认清法国、欧盟虽固守意识形态偏见但强调
与中国合作的意愿。 继续增加中国市场对欧洲国家的
吸引力,不断扩大中法、中欧经济合作规模,因为“一
般性的意识形态冲突根本无法阻挡德法等欧洲国家与

中国继续合作,这对欧洲国家的利益太大” [28]。 秉持
中法在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新构想的共同理念,继续
强化在气候治理、全球能源转型、全球反恐、地区维和
等国际事务中中法、中欧的合作。 另外,应对法国、欧
盟挑起的意识形态之争时,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在合
理、适度原则下与之相较,避免扩大争端使双方陷入对

抗关系之中,影响中国战略发展大局,应努力维护中
法、中欧合作伙伴关系的大格局。

第四,加强信息沟通,增进战略互信与理解。 完善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活动意图的表达,回应法国及欧盟
的关切,例如 “一带一路”倡议中与中东欧国家的合
作、中法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加强与相关政府部门及
民间的对话与宣传,让其更为准确地认知中国行为的
意图,减少误解与敌意。 另外,该智库研究指出中国文
化对于大部分法国人具有很强吸引力,就此可以开发
不同形式的文化交流项目,积极开展公共外交,以吸引
法国人的中国文化、文明多样性的角度与法国、欧洲国
家开展深入交流,宣扬双方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倡导和
而不同的理念,在文化交流活动中扩大共识。

第五,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西方社会
科学理论体系所设定的假设、概念和模型未必能很好
解释有深厚历史传统的中国的复杂发展过程[29]。 因
此重视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用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话
语体系、观点和方法来解读中国发展出现的问题及中
国与区域和全球的关系,扩大对外传播的针对性,时效
性和影响力。 鼓励并帮助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和国
际问题专家在法国智库、报刊媒体、电视台、网络社交
平台上发出中国的声音,创造多元、不同视角看中国的
机会,以获得更广泛舆论的支持,改善信息不对称及误
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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