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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华人教授”专题首期人物：波恩大学终身教授辜学武

2017 年 3 月 17 日 - 23 日

左图为协会部分成员与国侨办王晓
萍副主任（右四）和驻杜塞尔多夫总领
事冯海阳（左四）合影。
                                欧洲时报记者陈磊摄

下图为辜学武教授。
                                欧洲时报记者陈磊摄

欧洲时报记者陈磊报道

中德联手 抵制逆全球化

辜学武教授 1982 年毕业于武汉
大学图书馆情报学院（现为信息管理
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现任德国
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终身教授
兼任全球研究中心主任，是迄今为止唯
一一位在德国社会科学领域获得德国
最高级别教授（C4/W3) 的华裔科学家。

辜学武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国
际关系理论，儒家文化的普世性问题，
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亚太地区能源
安全和欧亚关系，共发表四部专著，
三部合著和近一百篇论文。其中《国
际关系理论导论》已成为德国许多大
学国际关系学专业的推荐教科书。

他说：“写这本书时，一方面汲
取了许多美国先进国际关系的理论观
点，同时也糅合了很多欧洲的学术理
念，再加上把东亚地区的相关素材也
融入其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广
泛的学术体系。相比于传统的欧美国
际关系理论，这本书的层次更丰富，
有诸多新颖之处，在德语区大学被广
泛采用，颇受欢迎。”

该教材于 1999 年出版，2010 年
再版，2018 年将发行第三次修订版。
辜学武教授还半开玩笑地说，由于印
刷数量少，该教材目前是“脱销”的
状态。

著作成为大学教科书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刚刚结束的第
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
报告》时提到，世界经济增长低迷态
势仍在延续，“逆全球化”思潮和保
护主义倾向抬头，主要经济体政策走
向及外溢效应变数较大，不稳定不确
定因素明显增加。中国应做好应对更
加复杂严峻局面的充分准备。

辜学武教授接受《欧洲时报》专
访时，解读“更加复杂严峻的局面”，
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深化内部改革 突破发展瓶颈

辜学武表示，内外的挑战对中国
经济形成双重夹击。中国面临国内经
济转型的挑战，从外向型、粗放式发
展模式向以内需为主导、高端制造的
转型还在进行中。由于涉及广大普通
民众的基本保障，大量过剩产能在短
时间内还难以消除，这也是今年中国
经济增速调低至 6.5% 的原因之一。

欧盟依然呈现低速增长的态势，
无法成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而美国
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在全球化中成为
“相对输家”，所以未来势必在国际
经贸交往上讨价还价，这也将给中国
出口带来困难。

双重的压力下，中国需要通过进
一步深化改革来释放内需。李克强总
理在今年的经济工作部署中，也着重
强调了“改革”这个关键词，继续积
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一
方面，让民营经济在国有垄断领域中
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利
用“一带一路”这个抓手，与“京津
冀一体化”和“长三角经济区”等国

内战略相结合，尽可能地消化过剩产
能。

贸易战两败俱伤 谁都承受不起

辜学武说，特朗普上台之后，面
对各种“贸易战”的威胁论调，中国
应该以平常心对待，沉住气。在全球
深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今天，我不相信中美间会真正地打
贸易战。

贸易战是一把“双刃剑”，它无
疑将极大影响中国的外贸型经济，真
的打起来，美国也将深受其害。特朗
普是一位聪明、精明的商人，他深知
贸易战对谁都没有好处。

美国民众也不愿承受贸易战带来
的巨大代价，会对政府形成相当的牵
制作用。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论及威
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目前来看
是一种“谈判加码手段”，目的是实
现美国自身国际的收支平衡，同时让
中国在美国产品准入和市场开放等方
面做出让步。

两会期间，王毅外长在答《人民
日报》记者问时，总结了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的三个鲜明的特征：先进性、
开拓性和稳定性。对话而不对抗，结
伴而不结盟，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开
放包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辜学武表示，中国外交所坚持的
思维和理念可圈可点。在落实时，需
以切实可行的具体项目及公共服务来
带动双赢。以“一带一路”为例，可
以看到中国非常强烈而良好的意愿，
但同时也要与沿线国家做好利益分

享，让合作伙伴感受到被公平对待。
理念落实为项目时，需要的不仅仅是
管理和技术人才，国际公关人才也极
为重要。

中德两国间需消除误会 深度合作

辜学武认为，中德两国关系处于
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一些因素也影
响了两国更深层次的合作。

首先，中德合作将迎来更多、更
好的机遇。中国和德国是全球主要的
贸易顺差国，同时成为美国特朗普政
府的攻击目标。中德联手，在抵制“逆
全球化”方面有可能迎来历史性机遇。

其次，中德两国在密切合作的同
时，也存在不信任的成分。德国一些
企业认为在中国受到“不公平待遇”，
在市场准入、国家采购、智慧产权保
护等方面还存在相当忧虑。而近年来，
中资企业在收购德国优质、高新技术
企业时也遇到相当障碍。双方应该携
手努力，加强沟通，消除误会。

再次，在大数据时代，应将德国
“工业 4.0”和“中国制造 2025”的
精准对接作为两国合作的重中之重。
在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智能产业方面，
中德以及美日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各
有所长。在数据保护和保护标准制定
上，中德两国可以更为积极地做出承
诺，加大谈判力度，达成实质协议，
从而占得先机。尽早促成《中欧双边
投资协定》推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辜学武强调，看待和发展中德关
系，应站在中欧关系的高度和抱以全
球视角。

不认同贸易战预判 中德迎历史机遇期

在中德科教合作中活跃着一个特殊的小群体——在
德国高校任教的华人教授，他们在两国间科教合作中扮
演着极为重要的“智力加油站”和“搭桥落实人”的角色。

十年前，德国华人教授协会成立，为中国和德国教
授们开展跨学科、跨专业、跨文化直接对话搭建起一个
交流合作的平台，目前协会成员已超过 50 位。这表明华
人学者在德国学术界已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去年，《我
们在德国当教授》一书的出版，更是令教授们走进公众
视野。

本报推出“德国华人教授”专题，希望读者能对这
批华人精英有更全面的了解。本期专访德国华人教授协
会会长、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学与国际关
系学终身教授辜学武。

辜学武教授表示，协会成立的初
衷是推动中德高校间的合作。政策和
民间的支持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
教授间的合作，因为他们是具体合作
项目的落实主体。没有教授间的实质
对接，其他都是空谈。当我们意识到
这一点之后，便通过成立协会的方式，
将在德国的华人教授群体紧密地团结
在一起，交流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及教
训，分享成果，共同推动中德高校交
流。

他补充道，是实实在在的需求催
生了这个平台。成立之后发现，光华
人教授间的交流依然不够，还需要加
强和中国项目相关的德国教授交流，
于是在协会成立 3 年后打造了“中德
教授论坛”，在中德两国轮流举办，
每年一次，今年的论坛将于 5 月份在
斯图加特召开。

这个论坛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

除了教授、大学校长外，中德两国负
责高校国际合作的政府官员也会参
加，倾听教授们的意见和建议。“中
德教授论坛”是一个非常开放、专业
性强、能见度高的平台，每次会议的
规模在 40 至 50 人，呈现出一种同事
间交流的融洽氛围。未来希望将这个
论坛打造成一个品牌，向智库机构的
方向发展。

辜学武教授目前还兼任上海同济
大学国际关系智库的战略顾问，帮助
和支持同济大学打造全球第一流对德
研究的智库。

他积极推动德方主导的全球研究
中心落户上海，这个项目将提供一个
崭新的平台，有助于整合中德高校人
文社科领域的全面合作。他表示，这
个研究中心是一个汇集精英的卓越平
台，如果成功，将是中德人文交流机
制方面的一个突破。

协会向智库机构方向发展

辜学武教授介绍到，华人教授协
会拥有一个非常团结的理事会，一有
事情大家首先进行沟通，迅速达成一
致，然后分工把事情办成。目前的工
作重点是办好每年一届的“中德教授
论坛”，该论坛每年由一个协会理事
统筹策划和准备工作，会长的职责是
负责协调，关键是发挥好各个成员的
能动性，把事办好。

他说，协会就是一个温馨的大家
庭，各位教授有着共同的背景、诉求
和希望，相互信任，协同合作。大家

除了有着起良好的同事情谊，更建立
起深厚的友情。通过协会这个平台，
大家群策群力，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
的网络力量。

要在人文社科领域有所建树，辜
学武教授认为需要摒弃干扰和诱惑，
耐住寂寞。因为人文社科成果有时需
要十年磨一剑，甚至二十年磨一剑，
如果没有相当的定力很难坚持下来。
“在本科学习阶段我便横下一条心，
专心学术研究。因为做学术很有意思，
每天都在充实自己，令我有满足感”。

做学术很有意思 令人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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