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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瑞关系堪称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典范 

 

前駐瑞士联邦大使 蔡方柏 

2015 年 9 月 15 日 

 

今年 9 月 14 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瑞士联邦建立正

式外交关系 65 周年的纪念日。中瑞建交 65 年来，两囯关

系取得长足发展，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两国的友好合作关

系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

层互访频繁，经贸关系突飞猛进，人文交流密切，在国际

亊务中保持良好沟通与协作，创造了多个“第一”。在庆祝

中瑞建交 65 周年之际，作为第七任驻瑞士联邦大使，我愿

对中瑞建交谈判始末、中瑞关系发展中所创造的多个“第

一”及双方建立友城关系取得的突出成果作一简要回眸，

以突显中瑞关系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中的引领作用。 

 顶住美国压力，坚持承认新中国并与其建立正

式外交关系 

早在 1949 年 6 月美国就致电瑞士政府，发出“贵国

过早承认亚洲一个共产党政权将不适宜”的警告。瑞士领



2 
 

导人具有战略眼光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决心，通过分析清楚

认识到“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将持续较长时间，因此早承

认比晚承认好”，以维护其在华利益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

非中立国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有鉴于此，1950 年 1 月 17

日，瑞士联邦政府主席兼外长马克斯.珀蒂皮埃尔致电毛泽

东主席称,“瑞士联邦主席荣幸地通知毛泽东主席先生阁

下......现决定在法律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并准备与贵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将藉此来实现中

瑞之间久已存在的良好关系的愿望。”2 月 6 日，珀蒂皮埃

尔又电告周恩来总理，瑞方已任命其驻香港领事泽文.施褆

纳为驻华临时代办来北京与贵外交部取得联系，我希望知

道您是否准备接受他的这个名义。           

中方十分重视瑞士方面的表态和要求，认为瑞方的对

华政策有利于我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周恩来总

理研究了瑞方电文并指示外交部于 2 月 6 日作出如下荅复：

“我现在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委托通知

阁下，在贵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断绝关系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意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

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瑞士联邦之间的

外交关系，并望贵国政府派遣代表荝来北京就此项问题进行

谈判。”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复电珀蒂皮

埃尔，表示接受指定为临时代办的泽文.施褆纳为瑞士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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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派来北京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进行谈判的代表。 

建交谈判进展顺利，4 次会谈达成双方滿意的协

议 

     第一次会谈是 1950 年 5 月 26 日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

和欧非司司长宦乡、副司长温朋久会见了瑞士谈判代表泽文.

施褆纳，双方就两国建交相关问题交换了意见。关于瑞士同

国民党政府断交问题，施禔纳表示，南京解放前，瑞士在中

国曾有一公使馆由代办主持工作，南京解放后瑞士公使馆未

跟随国民党政府迁移。但此时瑞士在广卅有一名誉领亊（商

人），也于 1949 年 5 月离去。瑞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时，

即宣告正式断绝与国民党方面的关系。1950 年 1 月瑞士联邦

政府一方面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意与其建

立外交关系；同时通知国民党驻伯尔尼公使与之断绝关系。

致于国民党驻瑞士使馆问题，瑞士政府己将前国民党驻瑞士

使舘及其中财产档案封存，准备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

表。 

     第二次会谈是 6 月 9 日施褆纳应邀来外交部进行的。

施禔纳首先递交了 1 份“移交记录”，详细列举了国民党在

驻瑞士使馆的财产，包括使馆的建筑、档案资料、家具和一

些日用品。施表示，“中国在瑞士的唯一国家资财为前国民党

政府驻伯尔尼公使馆中的家具、档案等该项，中国国家财产

现由瑞士联邦政府政治部（即外交部）负责保管，准备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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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委派的代表。”至于公

使馆馆舍是前日本使馆，由盟国租与中国使用，而不是中囯

国家财产。6 月 30 日，我外交部在致瑞方的答复信中表示，

对瑞方断绝与国民党政府一切关系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在瑞士合法资财所有权表示满意。 

第三次会谈是 6月 30日施禔纳应约来外交部就交换使

节进行谈判。施禔纳表示，瑞士政府派驻各国使节只派公使，

不知中华人民共和囯中央人民政府希望瑞士派大使或公使。

章汊夫副部长表示，此节俟請示中央人民政府后再作荅复。 

8 月 8 日，施褆纳来外交部进行第四次会谈。施褆纳表

示，现在他接到政府的指示，决定派遣全权公使为瑞士联邦

政府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施还说，瑞士联邦政府希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瑞士尚未派定公使之前，就

承认他本人为驻华代办或临时代办。章汉夫副部长表示，请

瑞士联邦政府自行决定。8 月 16 日宦乡司长、温朋久副司长

会见施褆纳。宦乡表示，在瑞士派驻华公使前，如中国先派

公使去瑞士，不知瑞士政府意见怎样？施荅称，瑞士政府积

极欢迎中囯先派公使去瑞，因为瑞士驻华公使必须要在九、

十月才能任命。 

1950 年 9 月 14 日中瑞两国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当天，《新华社》发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新闻，15 日

《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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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联邦政府于本年一月十七日宣布愿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任命施褆纳先生为临时代办前来北

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取得联系。 

我外交部李克农副部长当于二月十日电复瑞士联邦委

员会主席彼蒂彼爱尔，表示同样愿望，并接受施褆纳先生为

瑞士联邦政府派来北京，就中瑞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初步与

程序问题进行谈判的代表。 

施褆纳代表于五月十六日到达北京，随即开始进行此

项谈判，现在谈判已顺利结束。 

中端两国并已同意：瑞士联邦政府在未正式派定该国

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使之前，暂派施褆纳先生为瑞士联邦驻

中华人民共和囯临时代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派

冯铉先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駐瑞士联邦特命全权公使。” 

从此，瑞士成为最早承认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

立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之一。 

中国政府任命的驻瑞士首任特命全权公使冯铉于 12月

月 3 日由布拉格扺达瑞士任职。当他到达苏黎世机场时瑞士

政治部的服务社主任迎接并陪同至首都伯尔尼，在伯尔尼由

政治部交际处长到火车站迎接。冯铉公使递交国书后积极开

展外交活动。12 月 27 日任佐立以瑞士联邦首任驻华特命全

杈公使身份拜会了周恩来总理，并于次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递交了国书。到此两国顺利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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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关系并互派待命全权公使，中瑞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瑞关系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史上创造多个

“第一” 

中瑞关系最大特点是敢为人先。1980 年，中国刚推行

对改革外开放政策时，瑞士迅达集团第一个走进中国市场，

在北京成立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2007 年，不少国家推行贸

易保护主义时，瑞士成为欧洲国家中率先承认中国完全市场

经济地位的国家之一。2010 年 1 月时任副总理的李克强参加

世界经济论坛，并访问瑞士，与瑞士领导人就两国开启自贸

协定进谈判达成共识。同年 4 月，双方举行首次谈判，此后

3 年共进行了 9 轮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仍未莶署协定。

2013 年 5 月，李克强出任总理后的首访国家选择了瑞士。在

这次访问中，双方签署了结束中瑞自贸协定谈判谅解备忘录，

2 个月后双方签署自贸协定，该协定于 2014 年 7 月正式生

效。瑞士又一次成为欧洲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

有力椎进了双边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 

《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和正式生效是中瑞

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亊件，远超出双边关系范围。

这项战略性的措措不仅使两国经贸合作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2013年两国贸易额则猛升至 595.3亿美元，同比增长 126%，

而且这是中国同欧洲大陸国家的第一个自贸区，也是中国同

世界经济 20 强国家第一个自贸区，对世界各国也会产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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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2015 年 3 月，当外部力量竭力阻挠一些发达国家申请

成为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国时，瑞士再

次顶住压力，坚持申请，并于今年 3 月 28 日正式成为亚投

行的创始成员国。 

正如李克强总理 2013 年 5 月 24 日在瑞士金融界人士

午餐会上指出：“中瑞关系之所以历久弥新，成为不同文化国

家之间友好交往的典范，主要得益于一种敢为天下先、争端

“第一”的品质。我们应当传承和弘扬这种开拓进取的精神，

促进中瑞关系始终站在时代的世界潮头，不断追求卓越。” 

中瑞关系不只是创造了多个“第一”，而且在文化、教

育、旅游等人文领域的交流日趋频繁，特别是在建立友好省

卅(市)关系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双方已建立 12 对友好省卅(市)关系。昆明市与苏

黎世市友城关系是最成功的典范之一。 

1982 年，瑞士苏黎世市与中国昆明市缔结友好城市关

系，刚当选苏黎世市长的托马斯·瓦格纳博士（Thomas 

Wagner）是这一友城关系的积极推动者之一。他在任 20 年

中不遗余力地推进苏黎世与昆明在文化、城市供排水、城市

发展、公共交通、环境保护、经济贸易等诸多领域的交流与

合作，取得了大量成果。他特别重视水环境的治理。 

1987 年，苏黎世市供水局提供设备帮助昆明市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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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建立水质化验室，1990 年，双方合作制定了昆明城市供

排水总体规划。1993 年，昆明市在苏黎世建成中国园。在瓦

格纳愽士推动下，苏黎世市相关部门与昆明开展了持久、深

入的合作。1994 年 10 月，双方签署加强城市供排水领域合

作的协议，1996 年 7 月，苏黎世供水局专家实地查勘昆明市

外流域"引水济昆”工程，撰写了《云龙水库项目报告书》。

同期，双方在城市交通领域开始合作，制定了《昆明城市发

展和公共交通总体规划》和《昆明城市公共汽车线网及场站

规划》，并于 1999 年世博会前夕在昆明市开通第一条 "公交

示范专用线"。双方互利互惠合作也延伸到旧城保护、引进

“城市猫"垃圾清扫车、掌鸠河引水工程、在苏黎世建立中医

诊所项目。 

2002 年 9 月瓦格纳愽士退出苏黎世市政府，多位继任市

长继续努力使两市友城关系得到深化和发展。 

瓦格纳傅士退出后，建立了私人咨询公司，并担任瑞中

协会主席，致力于促进瑞士和中国的经济交往，并与昆明继

续保持密切联系。2009 年至 2012 年，作为瑞中协会主席，

他积极推动瑞士水务公司与昆明市开展了“湖清水秀”治理

滇池的研究项目，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他还参与瑞士西卡

公司在晋宁建厂、瑞士芬美意昆明公司迁建项目。与他比较

熟的中国人都称他“老瓦”。对此，他也非常自豪， 托马斯·瓦

格纳博士还担任过瑞士外交政策协会主席等职，自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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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瑞中协会主席以来，他更是致力于促进瑞中两国在各个

领域和各个层面上的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在他的大力推动

下，苏黎世州与重庆市结为友好州市关系，瑞士的许多官方

机构和私人企业也纷纷与中国建立更加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关系。瓦格纳愽士访问中国一百余次、足迹遍及中国大江南

北，在中国也结识了许多老朋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

予他“人民友好使者”的称号，以表彰他为两国民间友好交

往所做的积极贡献。同时，他也是中国昆明市和大连市的荣

誉市民。笔者在瑞士任职期问曾与他有过多次交往，近年来

也与他在北京的外交场合见过面，深感这是一位知华、友华

的老朋友，真不愧为“人民友好使者”的光荣称号。 

展望未来， 我深信，只要中瑞双方保持着与时俱进，

敢于创新，敢于突破的精神，两国友好合作关关系在未来的

岁月里定能创造新的“第一”，再造辉煌。 

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