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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中协会名誉主席托马斯·瓦格纳 2018 年 11 月 23 日在中国驻瑞士大使耿文

兵先生举行的庆祝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耿文兵大使 

尊敬的 Nägeli大使 

亲爱的瑞中协会的朋友们和会员们： 

大家好！ 

在瑞中协会今年的年会上，耿文兵大使发表了令人难以忘怀的讲话。他把我称作“老大哥”，

我把这一称呼视为我们深厚友情的象征，也是我们彼此认可和尊重的象征。他充满个人感情

的讲话令我深受感动，也深感荣幸。因此，各位肯定理解，当耿大使邀请我今晚发言，就中

国近四十年来的发展和中瑞关系介绍我的一些想法，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49年 10月 1日成立之后，这座带有深刻历史印记的大国迈入了一个新

的时期。而瑞士作为最早的西方国家之一，于 1950年 1月 17日承认了新成立不久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这是联邦委员会率先迈出的高瞻远瞩、敢为人先的一步。在当时，承认新中国是

一个富有勇气的举动。 

在西方，邓小平被视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推动者：1978 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座里程碑，

也是瑞中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里程碑。 

我本人有幸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也就是大约 38 年以来，关注并亲身经历中国的发展。

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过去 40年来，中国取得了令人震撼的高速发展。许多城市的

面貌年年不同，不过，有时也未免失去了城市原有的一些特色。中国建设起了宏伟的基础设

施，高速公路、机场和高铁，让这座广阔国土上的人民联系更加紧密。新建的大学、科研机

构、产业园区、自贸区、开发区、体育场馆和集装箱港口，令人目不暇给。中国向跨国企业

打开了大门，它们在中国设立了重要的分支机构，为全球化进程贡献一己之力。“一带一路”

的提出和实施，也是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又一个印证。在这一飞速发展的过程中，

中国所有省（市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都获得了显著提高：仅在过去十年里，从 2008年到

2018年，人均 GDP就从 3550美元增长了两倍，达到 11 000美元。 

如今，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和世界经济大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加入了所有重要

的国际组织；正是在大熔炉一般的东南亚，中国也发挥着稳定一方的作用。 

中国 40年来取得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飞速提高和交通流动的增长，都

是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政府取得的杰出成就。在此，我衷心祝贺贵国的这些成就。有时，

当我看到在瑞士的有些事情，要经历非常漫长的时间才能取得成果，不免感到有些沮丧。不

过，我们的国家体制和国情确实不一样，我们也要尊重这一点。 

一个真正的朋友，不仅为对方的成就赞叹，也为朋友面临的问题担忧。我发现，令人欣慰的

是，中央政府认识到了存在的不足之处：比如在环境领域有着亟待补齐的短板，像空气、水

和食品；再比如，东西部的社会发展有着很大差异；还有，国家机构在依法办事方面应当采

取的正确行为。我相信，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这些紧迫问题。不过，令我稍微有些担心的是，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推进，目前显示出国家加强控制的迹象，而这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开放是

矛盾的，并且对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形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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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瑞士这座小国虽然与中国有诸多不同之处，但仍然发挥着极为特殊的

作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瑞士在环境、经济、创新和科技领域，以及在对待少

数群体和国际标准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在这里要提及的是，瑞士与中国签署了许多合作

协定，并且多年来一直在环境、发展、移民、教育、科学、经济和金融等多个领域开展对话。

双方还定期就法治和人道主义安全展开对话交流。 

最近几年里，李克强总理于 2013年访问瑞士，这是他担任国务院总理一职后访问的首个欧

洲国家。这次访问具有特殊意义。他还在 2015年参加了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不

过，两国关系的高潮，无疑是 2016 年瑞士联邦主席约翰·施耐德－阿曼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和 2017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对瑞士的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还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

了支持全球化的重要讲话。 

如今，中国是瑞士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瑞士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欧盟和美

国。瑞中经贸关系非常密切，其重要性与日俱增。两国贸易额逐年上升，现在已达到 400亿

瑞郎左右。大约 850家瑞士企业在中国设立了分支机构、科研中心以及／或者工厂。 

一个具有开创精神的实例，就是瑞士与中国在 2013年 7月 6日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它是

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达成的首个自贸协定。自贸协定改善双方的商品和服务进入对方市场的

准入条件，也包含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规定。在这里，还可以举出许多对瑞士和欧洲具

有开创意义的实例。 

此外，40年来，两国在文化领域的交往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比如，在中国和瑞士都经常

举办不计其数的来自对方国家的各种展览、音乐会、歌剧和芭蕾舞剧；瑞士在上海世博会上

专门建立了瑞士馆；中瑞中学生交流活动也已成功开展了超过 35 年：这只是几个例子而已。

苏黎世早在 1982年便与昆明市缔结了友好城市关系，如今回首过往，这在当年也堪称一项

开创性的行动。现在，瑞士的多个州和市镇，已与中国的多个省市结成了大约 20对友好关

系。 

瑞中协会、瑞中经济协会和其他一些组织机构，都发挥着重要的牵线搭桥作用。 

两国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其秘诀就是彼此认可双方共同的六个价值取向。它们分别

是：高瞻远瞩、尊重、信任、稳定、创造力，以及坚定可靠。在此，我谨衷心感谢耿文兵大

使先生和您领导的团队，为加深中国与瑞士的良好关系和友谊而付出的巨大努力。 

中瑞关系绝不是一条单行线：双方取长补短，互相交流经验，彼此向对方学习。在当今世界

秩序正在飞速转变的时期，中瑞两国都把对方视为可靠的伙伴，共同为保护世界和平和促进

相互理解而担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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