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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歐
社
會
論
壇

首屆 「澳門中歐高端對
話」在澳門圓滿落幕。高
端對話定下 「澳門與中西
對話」、 「歐洲危機與中
國轉型」、 「歐洲和平與
東亞和平」等三個主題，
充分考量了當前國際熱點
與思想前沿，巧妙權衡了
中歐雙方共同關注的時代
命題，並且特別體現了澳
門的在地需求。

一
場
全
新
的
中
歐
對
話

首
屆

﹁澳
門
中
歐
高
端
對
話
﹂
於
二
○
一
三
年
一
月
廿
一
至
廿
二
日
在
澳
門
成
功
舉
辦
，
作
為

發
起
方
的
中
歐
社
會
論
壇
，
聯
合
澳
門
基
金
會
、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中
歐
對
話
中
心
、
北
京
大
學
高
等

人
文
研
究
院
、
鳳
凰
衛
視
《
震
海
聽
風
錄
》
欄
目
和
騰
訊
網
，
共
同
精
心
籌
劃
、
合
力
推
動
創
建
這

一
獨
特
的
思
想
平
台
，
再
一
次
刷
新
了
中
歐
對
話
的
內
容
與
形
式
。
高
端
對
話
定
下

﹁澳
門
與
中
西

對
話
﹂
、

﹁歐
洲
危
機
與
中
國
轉
型
﹂
、

﹁歐
洲
和
平
與
東
亞
和
平
﹂
等
三
個
主
題
，
充
分
考
量
了

當
前
國
際
熱
點
與
思
想
前
沿
，
巧
妙
權
衡
了
中
歐
雙
方
共
同
關
注
的
時
代
命
題
，
並
且
特
別
體
現
了

澳
門
的
在
地
需
求
。

澳
門
與
中
西
對
話

在
澳
門
討
論

﹁澳
門
與
中
西
對
話
﹂
恰
逢
其
時
。
澳
門
這
個
融
合
多
國
籍
、
多
語
言
、
多
習

俗
、
多
宗
教
的
多
元
國
際
都
市
，
在
世
界
近
代
史
開
端
以
來
，
就
是
歐
洲
人
和
中
國
人
最
早
習
慣
居

住
在
一
起
，
最
早
學
習
彼
此
語
言
，
最
直
接
了
解
對
方
文
明
的
地
方
。
一
五
八
三
年
，
耶
穌
會
傳
教

士
利
瑪
竇
通
過
澳
門
進
入
中
國
內
地
，
從
此
揭
開
了
基
督
教
文
化
世
界
和
中
國
文
化
世
界
長
達
四
百

年
的
對
話
歷
史
。
在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全
球
化
時
代
，
中
西
之
間
新
一
輪
對
話
正
在
新
的
文
化
語
境
中

拉
開
帷
幕
。
以

﹁澳
門
與
中
西
對
話
﹂
為
題
，
恰
可
探
尋
四
百
年
來
中
西
交
流
的
傳
統
遺
產
，
藉
澳

門
的
傳
統
地
理
優
勢
，
進
一
步
深
化
中
西
之
間
的
理
解
與
合
作
。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澳
門
起
特
殊
作
用

嘉
賓
對
話
環
節
中
，
主
持
人
《
成
都
日

報
》
評
論
員
周
曉
翔
先
生
以
回
顧
或
重
新
尋
找

澳
門
在
中
西
交
流
中
的
角
色
開
題
。
北
京
大
學

楊
煦
生
教
授
將
中
歐
兩
大
文
化
實
體
之
間
的
對

話
劃
分
為
前
對
話
時
代
、
對
話
時
代
、
中
國
被

對
話
階
段
、
真
正
對
話
時
代
。
中
國
文
化
書
院

副
院
長
陳
越
光
先
生
總
結
中
歐
相
逢
中
三
大
歷

史
機
遇
，
第
一
次
是
和
平
的
對
話
，
以
宗
教
和

文
化
為
訴
求
，
第
二
次
是
十
九
世
紀
帶
着
武
力

的
對
話
，
第
三
次
是
以
經
貿
為
主
、
文
化
融
合

為
輔
的
對
話
。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于
碩
博
士
將
中

歐
相
逢
總
結
為
神
聖
人
相
逢
、
英
雄
人
相
逢
、

經
濟
人
相
逢
、
生
態
人
相
逢
。
中
山
大
學
吳
重

慶
教
授
則
從
社
會
資
源
角
度
分
析
澳
門
這
個
城

市
的
價
值
，
它
擁
有
豐
富
的
本
土
社
會
資
源
，

且
已
形
成
自
我
協
調
與
自
治
局
面
，
這
與
香

港
、
珠
三
角
等
地
都
不
相
同
。
接
着
，
澳
門
歐

洲
研
究
學
會
主
席
麥
健
智
先
生
（Jo

sé
L
uí

s

d
e

S
ale

s
M
arq

u
e
s

）
作
為
土
生
葡
人
，
從

﹁具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
葡
萄
牙
人
的
角
度
審
視

澳
門
在
歐
盟
、
澳
門
、
中
國
三
方
關
係
中
的
角

色
。
他
還
指
出
，
歐
洲
普
通
民
眾
其
實
對
中
國

知
之
甚
少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台
上
所
有
對
話

嘉
賓
不
約
而
同
地
肯
定
澳
門
在
中
西
交
流
史
上

的
特
殊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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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
是
文
化
沙
漠
嗎
？

媒
體
互
動
環
節
，
由
騰
訊
網
的
楊
子
雲
女

士
主
持
。
澳
門
當
地
嘉
賓
和
媒
體
人
士
也
熱
烈

參
與
討
論
。
沿
着
澳
門
亞
太
拉
美
交
流
促
進
會

理
事
長
魏
美
昌
博
士
提
出
的

﹁澳
門
文
化
方
面

的
研
究
遠
遠
不
夠
﹂
的
問
題
，
嘉
賓
和
媒
體
的

對
話
從

﹁中
西
對
話
歷
程
與
澳
門
角
色
﹂
延
展

到

﹁澳
門
文
化
沙
漠
之
疑
﹂
、

﹁澳
門
學
之
依

據
﹂
、

﹁澳
門
去
都
城
符
號
的
必
要
性
﹂
等
問

題
上
。
《
經
濟
觀
察
報
》
新
望
先
生
分
別
提
問

于
碩
博
士
和
麥
健
智
先
生
，
澳
門
學
的
依
據
和

必
要
性
是
什
麼
？
假
如
中
歐
直
接
交
流
，
澳
門

的
地
位
是
否
會
邊
緣
化
？
于
碩
博
士
從
澳
門
擁

有
最
深
遠
的
中
西
交
流
史
、
澳
門
人
需
建
構
自

身
身
份
、
澳
門
做
學
問
的
地
理
優
勢
三
個
方
面

肯
定
了
澳
門
學
。
麥
健
智
先
生
並
不
認
為
澳
門

是
唯
一
的
中
西
交
流
平
台
，
它
只
是
眾
多
選
擇

之
一
。
澳
門
的
優
勢
體
現
在
語
言
方
面
，
澳
門

是
中
國
的
一
部
分
，
能
更
準
確
地
將
中
國
的
資

訊
傳
遞
到
西
方
。
《
新
京
報
》
蕭
三
郎
先
生
就

陳
越
光
先
生
所
提
澳
門
賭
場
形
象
致
使
青
少
年

活
動
不
會
選
擇
在
澳
門
舉
辦
，
向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楊
富
雷
教
授
（F

re
d
rik

F ä
llm

an

）
和
魏
美

昌
博
士
提
問
，
澳
門
在
自
身
文
化
建
設
上
如
何

作
為
？
魏
美
昌
博
士
認
為
政
府
、
學
者
都
負
有

責
任
，
還
需
大
量
引
進
研
究
人
才
；
澳
門
政
府

有
錢
（
三
千
億
澳
門
幣
一
年
）
，
應
當
多
用
於

開
發
文
化
資
源
，
將
現
在
做
的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平
台
常
態
化
。
楊
富
雷
教
授
建
議
加
強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交
流
與
合
作
，
譬
如
大
學
的
學
科
和
學

術
交
流
。
最
後
，
鳳
凰
衛
視
邱
震
海
先
生
提

出
，
應
當
利
用
澳
門
這
個
自
由
平
台
，
多
做
觸

及
人
類
文
明
或
人
類
發
展
前
沿
的
課
題
，
進
而

宣
傳
澳
門
，
如
博
鼇
亞
洲
論
壇
和
博
鼇
的
相
互

促
進
關
係
。

歐
洲
危
機
與
中
國
轉
型

近
年
來
，

﹁歐
洲
危
機
﹂
和

﹁中
國
轉

型
﹂
受
到
普
遍
關
注
，
這
兩
個
問
題
能
否
順
利

解
決
與
世
界
兩
大
經
濟
體
—
—
歐
盟
和
中

國
—
—
未
來
的
發
展
命
運
息
息
相
關
。
歐
洲
正

經
歷
着
重
大
的
危
機
，
這
場
危
機
迫
使
人
們
重

新
定
義
歐
洲
各
國
有
效
合
作
與
和
睦
團
結
；
中

國
經
濟
快
速
增
長
、
綜
合
國
力
迅
速
提
升
，
但

國
內
政
治
問
題
累
積
，
社
會
局
勢
緊
張
，
各
界

對
社
會
轉
型
的
訴
求
普
遍
增
強
，
因
此
，
中
國

的
轉
型
之
路
以
及
在
世
界
上
的
角
色
與
責
任
也

需
要
重
新
審
視
。
在
此
大
背
景
下
，
這
場
討

論
，
可
謂
中
歐
雙
方
相
互
解
惑
的
絕
妙
機
會
。

中
國
現
代
化＝

憲
政
化
＋
市
場
化

嘉
賓
對
話
環
節
中
，
主
持
人
天
大
研
究
院

資
深
研
究
員
楊
恆
均
先
生
以
中
國
四
塊
轉
型
試

驗
田
與
四
種
體
制
的
關
係
開
題
：
澳
門
與
歐
洲

大
陸
，
香
港
與
英
國
，
一
九
一
一
年
孫
中
山
建

立
的
共
和
國
與
美
國
，
北
京
與
蘇
俄
。
巴
黎
政

治
學
院
德
拉
諾
瓦
教
授
（G

il
D
e
l an

n
o
i

）
首

先
發
言
，
他
認
為
，
歐
元
本
身
沒
問
題
，
是
歐

元
管
理
機
制
出
現
了
問
題
，
建
議
繼
續
深
化
歐

洲
一
體
化
，
另
外
，
歐
盟
內
部
必
須
實
行
民
主

以
提
高
決
策
過
程
的
透
明
度
。
與
質
疑
歐
洲
福

利
社
會
制
度
的
觀
點
不
同
，
人
民
大
學
的
宋
新

寧
教
授
認
為
，
歐
洲
危
機
的
出
路
除
了
進
一
步

深
入
一
體
化
外
，
還
應
該
進
行
社
會
福
利
政
策

轉
型
或
改
革
；
這
對
中
國
建
立
社
會
福
利
保
障

體
制
有
有
益
啓
發
。
馬
斯
特
里
赫
特
大
學
的

T
h
o
m
as

C
h
ristian

se
n

教
授
提
出
，
歐
洲
危

機
暴
露
了
歐
盟
內
部
分
裂
的
醜
陋
面
，
且
沒
有

一
個
合
法
可
信
又
有
能
力
的
機
構
負
起
責
任

來
，
但
危
機
給
歐
洲
建
立
更
合
理
、
更
嚴
謹
的

超
國
家
權
力
制
度
提
供
了
契
機
。
清
華
大
學
秦

暉
教
授
談
到
，
在
西
方
民
主
國
家
，
徵
稅
和
減

福
利
要
達
成
一
致
很
是
困
難
；
當
憲
政
民
主
遇

到
全
球
化
，
如
果
民
主
化
過
程
不
能
全
球
化
推

進
，
現
有
民
主
制
度
就
很
成
問
題
。
北
京
理
工

大
學
的
胡
星
斗
教
授
認
為
，
歐
洲
政
治
上
是
明

燈
，
經
濟
上
有
危
機
；
中
國
是
政
治
上
有
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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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
經
濟
上
是
明
燈
。
中
國
現
在
面
臨
三
個
陷

阱
：
國
家
主
義
陷
阱
、
經
濟
主
義
陷
阱
、
軍
國

主
義
陷
阱
，
要
解
決
問
題
需
建
立
憲
政
市
場
經

濟
。
中
國
的
改
革
已
經
從
資
源
配
置
層
面
深
化

到
權
利
配
置
層
面
，
即
現
代
化=

憲
政
化+

市

場
化
。

中
國
轉
型
需
尋
找
適
合
自
己
的
路
子

媒
體
互
動
環
節
中
，
主
持
人
新
望
先
生
首

先
請
科
英
布
拉
大
學
的
波
爾
圖
教
授

（M
an

u
e
l
P
o
rto

）
和
澳
門
大
學
宋
衛
清
教
授

對
嘉
賓
對
話
環
節
的
討
論
進
行
了
評
議
。
由
於

主
題
極
富
現
實
意
義
，
隨
着
議
題
討
論
的
深

入
，
台
上
台
下
熱
烈
討
論
，
關
注
點
也
從

﹁歐

洲
危
機
及
其
啓
示
﹂
轉
向

﹁中
國
如
何
啓
動
轉

型
或
改
革
﹂
。
《
南
方
人
物
周
刊
》
萬
靜
波
先

生
多
年
來
一
直
追
蹤

﹁中
國
轉
型
何
時
迎
來
類

似
一
九
八
七
年
的
台
灣
時
代
﹂
這
個
問
題
，
並

現
場
提
問
秦
暉
教
授
。
秦
暉
教
授
認
為
，
歷
史

的
不
確
定
非
常
重
要
，
國
家
政
治
運
動
發
動
者

的
內
心
世
界
誰
都
看
不
清
。
要
減
少
轉
型
的
阻

力
，
不
是
赦
免
官
僚
資
本
家
，
而
是
施
加
壓

力
，
公
民
向
政
府
權
力
問
責
與
福
利
問
責
，
問

責
是
為
了
更
接
近
憲
政
。
持
中
國
可
借
鑑
蘇
聯

模
式
轉
型
觀
點
的
胡
星
斗
教
授
與
秦
暉
教
授
激

烈
辯
論
，
他
表
示
，
他
並
不
反
對
上
下
擠
壓
與

公
民
問
責
，
但
不
能
太
理
想
化
，
否
則
一
場
大

流
血
、
大
動
亂
不
可
避
免
。
要
既
得
利
益
者
同

意
改
革
，
保
護
他
們
的
某
些
利
益
，
使
其
讓
出

部
分
財
產
與
權
力
，
這
才
是
妥
協
的
民
主
精

神
。
台
下
的
嘉
賓
也
加
入
討
論
，
邱
震
海
先
生

急
切
表
示
，
歐
洲
危
機
是
一
場
經
濟
危
機
，
中

國
轉
型
是
一
個
政
治
轉
型
，
中
歐
方
要
借
助

﹁澳
門
中
歐
高
端
對
話
﹂
的
平
台
有
效
交
流
，

才
能
更
好
推
進
一
個
政
治
上
不
自
由
的
中
國
怎

麼
與
已
經
很
民
主
很
自
由
的
歐
洲
融
合
，
互
幫

互
助
。
羅
桑
伯
格
上
校
（M

a n
fr e

d
W
e
rn
e
r

R
o
s e

n
b
e
rg
e
r

）
認
為
，
中
歐
間
有
不
同
的
地

理
、
歷
史
、
文
化
境
況
，
不
能
生
硬
地
將
某
種

制
度
套
在
中
國
實
行
。
轉
型
時
代
，
任
何
政
府

或
個
人
都
需
充
分
考
慮
自
己
的
文
化
歷
史
背

景
，
再
有
所
作
為
，
譬
如
德
法
合
作
，
歐
洲
各

國
合
作
，
與
中
國
情
況
都
不
相
同
，
中
國
還
需

為
轉
型
找
到
適
合
自
己
的
路
子
。

歐
洲
和
平
與
東
亞
和
平

當
前
，
東
亞
的
戰
略
局
勢
變
幻
莫
測
，
戰

爭
與
和
平
的
聲
音
不
絕
於
耳
。
相
對
於
東
亞
的

紛
擾
，
在
經
歷
了
五
個
世
紀
的
戰
爭
與
衝
突

後
，
歐
洲
在
過
去
六
十
年
間
堅
持
一
體
化
的
歷

史
進
程
，
擁
有
一
段
長
時
間
的
和
平
。
歐
洲
經

驗
或
者
歐
洲
經
驗
背
後
的
智
慧
在
多
大
程
度
上

適
用
於
東
亞
和
平
的
構
建
，
尤
其
是
法
德
和
解

經
驗
，
對
今
天
的
中
日
兩
國
有
何
啓
發
，
這
些

都
是

﹁歐
洲
和
平
與
東
亞
和
平
﹂
主
題
下
的
關

注
焦
點
。
可
以
說
，
和
平
大
業
乃
全
世
界
的
共

同
心
願
與
責
任
，
這
場
討
論
邀
請
了
歐
洲
、
中

國
、
日
本
的
權
威
人
士
，
深
入
剖
析
議
題
，
探

尋
當
前
迫
切
需
要
的
智
慧
。

成
就
和
平
大
業
與
公
民
社
會
角
色

嘉
賓
對
話
環
節
中
，
主
持
人
邱
震
海
先
生

首
先
提
出
問
題
，
歐
洲
的
和
平
是
如
何
建
構

的
？
前
歐
盟
駐
關
協
（
後
轉
變
為
世
貿
組
織
）

張
萬
亭
大
使
（P

au
l
T
râ
n

V
an

T
h
in
h

）
認

為
，
歐
洲
從
戰
爭
過
渡
到
和
平
是
不
可
逆
的
，

左起：波爾圖、德拉諾瓦、秦暉和宋新寧等對話。

（中歐社會論壇提供）

左起：楊富雷、楊煦生、于碩等人對話。 （中歐社會論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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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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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五
個
世
紀
戰
爭
與
衝
突
的
洗
禮
之
後
，
和
解
與

和
平
備
受
珍
視
。
羅
桑
伯
格
上
校
認
為
，
沒
有

武
裝
衝
突
並
不
意
味
着
已
經
進
入
永
久
和
平
，

潛
在
的
戰
爭
威
脅
一
直
存
在
，
真
正
的
和
平
需

要
締
造
。
邱
震
海
先
生
繼
續
提
問
，
歐
洲
經
驗

對
二
戰
後
的
中
日
關
係
有
何
借
鑑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北
村
隆
則
教
授
從
主
權
國
家
利
益
最
大

化
、
經
濟
合
作
、
德
國
被
納
入
歐
盟
框
架
這
三

個
方
面
講
歐
盟
經
驗
的
可
貴
。
東
盟
與
中
日
韓

（1
0
+
3

）
過
去
十
五
年
已
經
存
在
的
合
作
不

可
低
估
，
中
日
之
間
已
具
有
較
好
的
合
作
基

礎
。
香
港
嶺
南
大
學
張
泊
匯
博
士
認
為
，
東
亞

和
歐
洲
的
發
展
模
式
不
同
，
二
戰
後
，
歐
洲
從

多
極
化
格
局
變
成
統
一
格
局
，
而
亞
洲
現
正
處

於
多
極
化
格
局
的
狀
態
，
不
安
全
感
與
安
防
競

爭
如
影
隨
形
，
削
弱
了
政
府
間
的
合
作
，
增
加

了
國
家
間
不
信
任
，
難
以
建
立
東
亞
跨
國
間
合

作
框
架
。
邱
震
海
先
生
繼
續
追
問
，
二
戰
後
影

響
和
平
進
程
的
主
要
因
素
為
何
？
羅
桑
伯
格
上

校
認
為
二
戰
的
結
束
以
美
國
在
廣
島
、
長
崎
投

下
原
子
彈
為
標
誌
，
全
球
進
入
核
威
懾
時
代
，

核
威
懾
阻
止
了
武
力
解
決
政
治
問
題
的
可
能
。

張
泊
匯
博
士
補
充
，
不
同
的
政
治
體
制
也
阻
礙

了
中
日
相
互
信
任
，
與
歐
洲
不
同
的
是
，
亞
洲

問
題
更
棘
手
就
在
於
還
有
很
多
懸
而
未
決
的
領

土
問
題
。
邱
震
海
先
生
再
提
到
，
歐
洲
經
驗
的

智
慧
從
何
而
來
？
長
期
從
事
軍
事
研
究
的
羅
桑

伯
格
上
校
表
示
，
智
慧
最
重
要
的
構
成
因
素
之

一
是
信
任
。
他
負
責
任
地
說
，
今
天
的
歐
洲
，

沒
有
任
何
一
個
國
家
有
軍
事
力
量
侵
犯
別
國
。

張
泊
匯
博
士
表
示
贊
同
並
說
，
軍
事
計
劃
走
向

透
明
可
以
讓
彼
此
產
生
信
任
。
張
萬
亭
大
使
還

提
出
，
要
成
就
和
平
大
業
，
公
民
社
會
要
擔
當

重
要
角
色
。
邱
震
海
最
後
提
出
，
如
何
定
義
美

國
的
角
色
？
張
泊
匯
博
士
認
為
，
美
國
是
支
持

歐
洲
一
體
化
的
。
但
關
於
美
國
是
否
反
對
建
立

把
美
國
排
除
在
外
的

﹁唯
亞
洲
﹂
框
架
，
北
村

隆
則
教
授
則
認
為
，
過
去
十
年
，
美
國
的
想
法

發
生
了
很
大
變
化
，
至
少
從
建
設
的
角
度
來

看
，
美
國
發
揮
着
積
極
的
作
用
。

和
平
應
作
為
普
世
價
值

媒
體
互
動
環
節
中
，
主
持
人
蕭
三
郎
先
生

首
先
請
澳
門
大
學
王
建
偉
教
授
和
中
歐
社
會
論

壇
執
行
主
席
陳
彥
博
士
對
上
半
場
對
話
進
行
評

議
。
王
建
偉
教
授
提
出
，
影
響
歐
洲
和
東
亞
兩

個
地
區
穩
定
的
共
同
因
素
包
括
能
否
實
現
歷
史

性
和
解
、
外
來
強
權
的
作
用
、
各
個
國
家
的
內

部
發
展
。
陳
彥
博
士
認
為
，
歐
洲
在
戰
後
有
共

同
的
價
值
認
同
、
民
主
的
政
治
制
度
，
這
是
談

和
平
和
聯
合
的
牢
固
基
礎
。
和
平
應
作
為
普
世

價
值
之
一
，
在
認
同
的
基
礎
上
進
入
談
判
框

架
，
不
同
的
聲
音
才
能
慢
慢
達
成
一
致
。
隨

後
，
新
望
先
生
提
出
一
個
關
鍵
問
題
，
引
起
在

場
嘉
賓
熱
烈
討
論
，
亞
洲
一
體
化
的
阻
力
在

哪
？
張
萬
亭
大
使
認
為
，
亞
洲
國
家
要
自
己
締

造
和
平
，
美
國
或
歐
洲
國
家
不
應
干
涉
，
譬

如
，
美
國
和
亞
洲
個
別
國
家
的
戰
略
夥
伴
關
係

是
為
了
抗
衡
崛
起
的
中
國
，
反
而
阻
礙
了
亞
洲

國
家
之
間
的
合
作
。
另
外
，
扎
實
的
經
濟
基

礎
、
教
育
、
研
究
、
公
民
社
會
的
參
與
等
對
和左起：王建偉、陳彥、張萬亭、羅桑伯格、北村隆則和張泊匯等發言。 （中歐社會論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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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建
設
非
常
重
要
。
北
村
隆
則
教
授
接
上
話
茬

補
充
說
，
如
果
有
亞
洲
一
體
化
框
架
，
中
國
崛

起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因
素
，
如
果
隨
着
國
力
提

升
，
中
國
傾
向
於
獨
力
解
決
問
題
，
那
麼
亞
洲

其
他
國
家
恐
怕
無
法
接
受
。
張
泊
匯
博
士
分

析
，
具
有
諷
刺
意
味
的
是
，
目
前
亞
洲
一
體
化

最
大
阻
礙
可
能
是
中
國
因
素
，
中
國
崛
起
引
起

周
邊
國
家
的
擔
憂
，
謂
之
安
全
困
境
。
中
國
需

要
選
擇
更
明
智
的
外
交
政
策
，
但
許
多
國
家
覺

得
中
國
不
再
具
有
昔
日
的
智
慧
，
過
多
強
調
自

己
，
經
濟
增
長
和
態
度
轉
變
使
得
亞
洲
其
他
國

家
開
始
不
信
任
中
國
，
合
作
變
得
更
加
艱
難
。

王
建
偉
教
授
追
問
北
村
隆
則
教
授
，
東
亞
需
要

建
立
的
一
個
共
同
框
架
是
怎
樣
的
？
北
村
隆
則

教
授
坦
白
說
，
現
在
還
沒
有
確
切
答
案
，
但
他

認
為
，
可
從
現
實
出
發
，
嘗
試
建
立
區
域
合

作
，
由
易
到
難
，
這
是
一
個
合
作
與
整
合
的
過

程
。
張
泊
匯
補
充
，
與
北
村
隆
則
教
授
不
同
，

很
多
日
本
人
認
為
日
本
國
防
一
定
要
靠
美
國
，

也
反
對
建
立

﹁唯
亞
洲
國
家
﹂
的
合
作
框
架
。

譬
如
，
中
國
傾
心
小
巧
緊
密
型
亞
洲
合
作
框

架
，
但
日
本
反
而
擔
心
中
國
會
主
導
這
一
框

架
，
便
拉
攏
美
國
、
澳
大
利
亞
、
印
度
來
制
衡

中
國
，
取
而
代
之
主
張

﹁大
框
架
﹂
。
羅
桑
伯

格
上
校
提
醒
，
歐
洲
建
立
的
框
架
是
多
層
次

的
，
包
括
經

濟
、
安
防
、
會

議
、
組
織
等
，

不
斷
增
強
互

信
。

對
話
進
入

到
深
層
問
題

了
，T

h
o
m
as

C
h
r istian

se
n

教
授
提
問
北
村

隆
則
教
授
，
日

本
如
何
看
待
侵

略
史
？
北
村
隆

則
教
授
認
為
，
從
日
本
政
府
立
場
來
解
讀
，
一

九
七
二
年
中
日
邦
交
正
常
化
後
，
日
本
官
方
在

多
個
場
合
表
達
過
歉
意
，
但
中
國
人
民
只
看
到

日
本
首
相
參
拜
靖
國
神
社
、
日
本
歷
史
教
科
書

事
件
。
教
育
非
常
重
要
，
中
日
雙
方
都
要
有
所

改
善
，
包
括
日
本
歷
史
教
科
書
問
題
和
中
國
的

愛
國
主
義
教
育
。
只
有
面
對
歷
史
才
能
展
望
未

來
。
王
建
偉
教
授
接
着
談

T
h
o
m
as

C
h
r istian

se
n

教
授
的
問
題
—
—
中
國
是
否
接

受
自
身
主
權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的
限
制
—
—
西
歐

很
多
國
家
確
實
希
望
有
超
越
主
權
國
界
的
框

架
，
但
東
亞
各
國
還
沒
達
到
那
個
共
識
。
如
果

把
領
土
爭
端
問
題
提
交
國
際
法
庭
，
中
國
、
日

本
、
朝
鮮
都
不
能
接
受
這
個
解
決
方
案
。
張
泊

匯
博
士
補
充
，
即
使
歐
盟
，
也
做
不
到
完
全
不

顧
國
家
主
權
，
中
國
發
生
了
積
極
的
變
化
，
它

願
意
受
外
部
因
素
的
約
束
，
願
意
遵
循
國
際
規

則
行
事
，
原
因
在
於
想
充
分
利
用
各
國
之
間
相

互
依
存
的
關
係
，
譬
如
中
國
加
入
世
貿
。
在
經

濟
上
，
中
國
非
常
願
意
超
越
主
權
限
制
，
走
向

國
際
化
；
在
政
治
上
，
中
國
依
舊
強
調
主
權
。

最
後
蕭
三
郎
先
生
總
結
，
希
望
中
日
政
府
以
及

民
間
的
對
話
能
夠
持
續
，
達
成
共
識
，
這
需
要

大
家
更
多
的
具
體
行
動
。

中歐社會論壇始創於 2005年，由瑞士梅耶人類進

步基金會和歐洲華人學會聯合發起，並由香港霍英東基

金會與澳門基金會協助創辦，力求成為中國與歐洲社會

之間的對話平台與共同思想空間。發展至今，中歐社會

論壇在雙方區域政府、學術機構、民間組織、企業及媒

體之間構建了廣泛的社會網路，一個兩地社會多方位對

話機制初步形成。

中歐社會論壇的活動主要圍繞小組會、大會和主題

會議展開，分別於 2005年（中國，南沙）、2007年

（歐洲，布魯塞爾）、2010年（中國，香港）召開了

大會。目前，正在和將要開展的活動主要包括：

一、推進公民社會的聯繫與發展：在里約+20峰會

之際，發起並與合作夥伴創立 「中歐南美三方對話平
台」 ，2013年三方對話的主題為 「可持續社會與消除
貧困」 ；

二、推動21世紀的中歐城鎮化對話；

三、圍繞特定主題展開高端對話：2013年論壇活

動將以首屆澳門中歐高端對話拉開帷幕，探討澳門與中

西對話、歐洲危機與中國轉型、歐洲和平與東亞和平。

中歐社會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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