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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欧洲模式”？
对于欧洲人来说，也许不存在着什么“欧洲模式”，因为在欧洲，每个民族都有它独特的文化底蕴和
生活方式。
它们虽然相互影响，但却各有其宗，源和流都不尽相同。
但是在外界人看来，欧洲作为一种“整体文明”，无论是在制造机器、组织农业、管理经济、实施分
配、进行决策，还是在保护语言、推广文化、处理国家关系等方面，都有一套特定的标准或规范。
在欧洲以外的人们看来，来自不同国度的欧洲人在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事务中，都有神似甚至形似的
地方，都有一种超乎常规的默契和协作，都有一个“整体”欧洲的影子。
代表这个整体欧洲的不仅仅是有时会凌驾于各成员国之上的欧洲联盟体制，而且还包括那些民族国家
之间的各种协调机制与认同方式。
我们是否可以将这个“整体的欧洲”看做是一种独有的“模式”？
这个问题是欧洲人自己最先开始讨论的。
他们承认他们所创造的欧洲联盟体制既非国家性质，又非超国家性质，而是一种“自成一体的”体制
。
由于这种“自成一体的”特殊性，欧盟作为一种行为体，它的机制与方式就不可能仅仅表现在技术指
标、排放标准之类的领域，而是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外交等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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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欧盟法律体系的制度设计及其在欧洲一体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欧洲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欧共
体也因此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法治的共同体。
    欧盟通过法律（包括立法与司法）途径来规范成员国与欧盟之间权能的划分、以法律来规范成员国
与共同体机构及其之间的关系、将国内司法体系纳入到欧盟的司法体系之内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司法
体系．以及欧洲法院将欧盟的目标确立为共同体必须遵守的一般法律原则，使得共同体的目标法律化
，这些都使得欧洲一体化具有独特的法律性与规范性特征。
　　本书从欧盟法律制度对欧洲市场一体化的建立与维护的角度来探讨欧盟市场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并指出：欧盟的法治是成员国层次的法治与共同体层次的法治的结合，是一个渐次发展的过程，是形
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统一。
　　经过近五十年的建设，法治已成为欧盟的一个重要原则，欧盟已成为一个真正建立在法治基础上
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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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Ⅰ　法律创新与欧洲市场一体化程卫东自从1957年3月《罗马条约》签署并于1958年生效以来，在欧洲
共同体范围内，开始了从分割的成员国市场到共同市场再到单一内部市场的发展进程。
欧盟单一市场的形成使得在欧盟范围内市场经济从成员国层面扩大到整个欧盟层面，并推动了欧盟在
其他领域的一体化。
《罗马条约》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条约，在所创设的国际组织的目标、机制、机构及其职能设置上，它
完全不同于在此之前的国际条约。
它确立了建立共同市场的目标，并为此赋予了共同体为实现目标所需的权能，设置了实施共同体目标
与保证条约实施的机构与机制。
特别是，欧盟的一体化不只是依赖于传统的国际法上的手段，不只是依赖于国家对条约的善意遵守，
而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法律机制。
欧洲的一体化是在一定的政治与法律架构内进行的。
在这一点上，欧盟内部市场建设与美国在19世纪末所经历的由分割的市场到统一的内部市场的历程一
样，但不同的是，美国内部市场的统一是在单一的主权国家内完成的，而欧盟内部市场是在区域组织
范围内、在主权国家间形成的。
但也正因为这样，欧盟的内部市场建设与完善的过程更清楚地表明了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与法律制度对
市场的影响。
在国家间建立一个共同市场并进而形成单一市场首先是成员国间的一个政治选择。
但政治上的选择本身并不能保证实践上的成功。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很多区域都兴起了区域一体化运动，南美洲、非洲、亚洲区域的一
些国家也试图建立类似欧盟的共同市场，但只有欧盟的单一市场获得了显著的成功。
显然，除了政治意愿外，这还需要其他机制上的保障，法律保障是其中最为重要、最为有效的。
美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也表明了这一点。
19世纪末美国商业界为了打破由州政府设置的贸易壁垒，以法律作为解决这些壁垒的工具。
实际上，由于市场深深地依赖法律制度，只有在法律允许并能提供有效保障的情况下，内部统一的市
场才有可能形成并成功运行。
在欧盟，成员国建立共同市场的政治意愿首先反映在《罗马条约》中。
该条约规定了要实现一个拥有商品、人员、服务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共同市场，即四大自由。
四大自由实际上规定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必要前提
之一。
此外，为了建设共同市场并维持共同市场的有效运作，《罗马条约》还规定了竞争方面的规则。
但是，仅条约的规定并不能保证四大自由的实现，并不能保证共同市场上的有序竞争。
从条约规定到实施，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对成员国具有强约束力的实施机制。
与其他国际条约及区域性一体化文件规定的实施机制不同，欧共体发展出了独特的法律体系。
正是这种实施机制，保障了欧盟共同市场及单一的内部市场．的逐步形成与有效运作。
欧共体的法律体系是以《罗马条约》为基础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罗马条约》规定了一切，规定
了法律体系的所有方面。
实际上，欧共体的法律体系是欧盟各机构以及其他欧共体市场参与主体，共同利用条约机制及在条约
基础上通过的共同体法律，逐步发展起来的。
欧共体法律体系的许多重要规则与重要原则都是在共同体发展过程中，特别是通过欧洲法院的司法实
践形成的。
一 《罗马条约》与欧洲一体化的法律基础《罗马条约》是共同体法律制度的基础，欧洲法院将之称为
共同体宪法（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ommunity）。
①虽然在《罗马条约》签署并生效后的五十年问，《罗马条约》经过了多次修订，并且在1992年还署
了《欧洲联盟条约》，但是，《罗马条约》规定的欧共体主要机构与职能设置，以及欧共体基本的法
律规范，大体上保持了下来，只是为促进共同体的发展，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在某些规则上进行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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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修订。
对于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法律体系的形成来说，《罗马条约》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定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
义，它是《罗马条约》的创新，正是这种创新的法律制度方面的设计，使得欧洲能够通过法律进行一
体化。
第一，明确规定取消关税与数量限制，建立共同市场，并规定了共同市场上的四大自由，为拆除成员
国问贸易壁垒，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共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宪法性基础。
取消关税与数量限制是建立共同市场的基础，四大自由是共同市场上最重要的自由，《罗马条约》的
规定较迄今为止所有的自由贸易安排都更为彻底，它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促进了共同市场的形成，并
且成为欧洲一体化由经济领域向其他领域拓展的基石。
第二，规定了欧盟的机构框架，欧盟的主要机构包括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与欧洲法院
。
虽然各机构的权力范围在欧盟发展过程中有些变化，但是，这种类似于国内分权式的机构设置，对于
共同体法律体系的形成与运作，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欧盟理事会与欧洲议会、欧盟委员
会根据条约行使立法权，通过了大量共同体发展与共同市场运作所需的法律；欧洲法院不仅发挥了解
释法律、解决争端的职能，而且实际上发挥了部分立法职能，它对于一系列条约重要条款的解释及确
立的若干共同体原则与规则，对共同体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第三，规定了共同体的立法权能与共同体立法形式，使得共同体能够在其权能范围内通过共同体法律
，并且在此领域限制甚至取代了成员国的立法权能。
由分割的市场到统一的市场，不仅意味着市场的扩大与统一，也意味着规制市场的方式与机构间权力
与关系的变化。
美国19世纪末国内市场的统一，导致了许多规制市场的权力由州政府向联邦政府转移。
①在欧盟统一市场建设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成员国权力向共同体转移的过程。
这是欧盟与其他区域性国际组织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为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体条约第5条确定了欧盟权能的授权原则，就欧盟与成员国之间权能的划分
作了原则性规定；其他一些条款也就欧盟在某些领域的具体权能作了规定。
通过条约与司法机制，欧盟获得了对共同市场规制的权力，并限制了成员国相应的部分权力。
欧盟通过的法律主要表现为条例与指令，这两种法律形式在国际组织中都是独特的。
条例由共同体根据立法程序通过，它们像联邦法一样，直接适用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所有经济行为者
，②具有直接适用性和直接效力；指令虽然不具有直接适用性，但是它规定目标和原则，能够促进成
员国法律的趋同，而且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它也具有直接效力。
通过共同体的立法，在共同体范围内，欧盟层面的法律体系为整个共同市场与单一内部市场提供了统
一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
第四，规定了欧共体的司法制度及其与成员国司法体系的联系制度。
在现代国际组织中，虽然设立司法或准司法机构的现象日渐增多，但是，欧盟的司法制度具有独创性
。
这首先表现在欧洲法院具有对条约的解释权，确保了条约在解释与适用上的统一性。
虽然在某些国际组织中，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也规定将条约的解释权赋予某些机构。
但是，欧洲法院的解释权是全面的，而且对条约的解释具有专属管辖权，这为欧洲法院利用条约的解
释权促进欧洲一体化奠定了重要的法律上的基础。
其次，欧洲法院对于条约规定的案件具有专属管辖权，如违反条约之诉、无效之诉等，①而且这类管
辖权是自动的，不需要欧洲法院或成员国采取特定的行动。
其三，《罗马条约》规定了欧洲法院与成员国司法体系建立联系的制度，即先予裁决制度，这是《罗
马条约》的一个重要创新，它对于欧洲法律体系的形成、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推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
通过此种机制，共同体法院不必介入所有涉及共同体法律的案件，这些案件由成员国法院审理，但另
一方面，为了保证共同体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成员国法院，特别是终审法院有义务将涉及共同体法
解释的案件提交欧洲法院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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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个独特的设计，既要求成员国法院将对案件有决定性影响的共同体法律事项提交欧洲法院，同
时它使得欧洲法院不必且不能对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裁决，而只是对共同体法律作出解释。
②它避免了欧洲法院对成员国裁决的审查，模糊了成员国法院与共同体法院之间的层级关系，但是又
将共同体法院与成员国的司法体系联系起来，使之能够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的共同体司法体系。
通过这种机制，成员国法院成为执行共同体法律的机构体系的一部分，而且使得成员国的国民、居民
通过间接途径与欧共体法律体系形成某种联系。
但是，仅仅条约上的创新性设计，并不能保证欧洲一体化的顺利实现，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仍然还
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在欧洲一体化面临重大挑战与重要问题时，需要通过法律上的创新
来解决难题。
这些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罗马条约》在很多制度设计上仅仅是框架性的，许多重大问题《罗马条约》
未曾涉及或规定得比较模糊，同时还有很多具体问题《罗马条约》的规定语焉不详；另一方面，在面
临困难、特别是经济不景气时，成员国往往倾向于求助保护主义的政策。
因此，欧盟需要依靠一种制度来解决《罗马条约》中不明确的规定，同时，需要一些有约束力的手段
来解决成员国的保护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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