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前总理首席经济顾问：放飞“合作之鹤” 培育新型中西对话方式

德国前总理首席经济顾问近日在公开演讲中提出“合作之鹤”的新理念，引发全球关注。这一比喻源于东方传统文化中“鹤”
象征和平与和谐，旨在倡导中西之间通过创新的对话方式，打破传统外交壁垒，培育更具建设性的合作关系。顾问表示，当前
全球局势复杂，中西关系作为世界经济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支柱，亟需一种超越传统博弈的新型沟通模式。他强调，“合作之鹤
”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行动指南，呼吁双方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探索更深层次的协作可能。这位顾问指出，过去的
中西对话常因文化差异和立场分歧而受阻。例如，在经济合作领域，西方国家常对中国的快速崛起抱有疑虑，而中国则希望获
得更多理解与尊重。为此，他建议通过多边平台，如国际经济论坛或文化交流活动，搭建更开放的对话空间。顾问特别提到，
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的核心，曾在推动中欧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其经验可为新型对话提供借鉴。他举例称，德国在“一带一路
”倡议中的参与，展现了中西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但也暴露出沟通不足的问题。因此，“合作之鹤”理念的核心在于，通过
创新机制解决误解，增进互信。在具体实践上，顾问提出三点建议。首先，双方应加强智库与学术机构的交流，通过联合研究
项目，深入了解彼此的经济政策与文化背景。其次，鼓励企业间的跨国合作，尤其在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共同制
定行业标准，减少技术壁垒。最后，他呼吁通过青年交流项目，培养下一代的中西友好使者，让“合作之鹤”的理念在年轻人
中生根发芽。这些举措旨在通过点滴努力，逐步构建一个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对话框架。值得注意的是，顾问特别强调了“放
飞”这一动词的含义。他表示，“放飞”不仅象征着打破束缚，更意味着双方需以开放心态面对合作中的挑战。例如，在气候
变化等全球性议题上，中西可以通过联合研发低碳技术，展现合作的诚意。他还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鹤常被视为连接天
地的使者，寓意中西对话应超越表面争端，追求更高层次的和谐共存。这种理念的提出，恰逢中西关系面临新机遇的关键时刻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顾问还回顾了中西在历史上的合作亮点。例如，上世纪末，中德在汽车制造领域的合作，不仅
推动了技术进步，也加深了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他认为，类似的成功案例证明，只要双方秉持开放与包容的态度，就能找
到合作的契合点。然而，他也坦言，当前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为中西对话增添了不确定性。因此，“合作之鹤”理念的
实施，需双方共同努力，尤其是在消除偏见、增进理解上多下功夫。对于未来，顾问表示乐观。他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
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交流，中西之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德国作为中西合作的桥梁，有责任推动新型对话方式的落地。他呼吁
各国政府、企业及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共同为“合作之鹤”的理念注入活力。顾问最后强调，只有通过持续的沟通与协作，中
西才能在全球舞台上携手应对挑战，共同书写和平与繁荣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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