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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04年以来，随着原来属于苏联圈的8个国家的加入，欧盟发生了深刻变化。
这8个国家是3个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4个中欧国家——波兰、捷克共和国
、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以及原来属于南斯拉夫联盟的1个共和国——斯洛文尼亚。
2007年，2个巴尔干国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我们首先要强调指出这次东扩的巨大的积极成果，那就是赢得了约占欧洲人口1／3的1亿多新公民（现
在欧盟总计有4.5亿居民），增加了同样约为1／3的领土。
另一个积极成果则是通过共同体内部的贸易，加强了地区一体化。
诚然，地区一体化早在1990年代已经实现，但东扩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特点：70%多的贸易是在欧盟内
部进行的，而对于10个新成员国来说，这个数字上升到接近80%。
这说明以前牢牢依附于苏联类型市场——“经互会”（COMECON）——的这些国家，在不到20年的
时间里经济方向发生了惊人变化。
最后，东扩的积极成果还表现为对于共同体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强大刺激，在2004～2008年期间，出现
了西方久违的值得夸耀的高增长率：波罗的海国家超过10%，而在其他国家平均为5%（波兰2008年公
布的增长率依然为6%）。
在2008年秋季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专家们预期在2007～2013年的规划化阶段，将达到5%～15%的增
长率，并创造200万个新就业岗位。
在这样的条件下，“赶超”（即所谓“catchup”,这是所有边缘地区和国家的著名策略）对于一些国家
（主要是中欧国家）来说将是只需不到10年就能解决的问题，而对于巴尔干国家来说，也可谓胜券在
握。
然而，不幸的是，紧随这些估计之后，爆发了2008年秋的全球危机，这大大地减弱了迅速赶超的希望
，十分沉重地冲击着波罗的海国家、匈牙利和巴尔干国家，它们不得不大规模地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和欧盟。
现在，据预测，这些国家将在近几年内出现负增长率，而且从2009年开始重新深陷于超过10%的惊人
失业率。
不过，从反面来说，即使在2008年秋季之前，许多阴影已经笼罩着这些新成员国的毋庸置疑的经济成
功的画面。
这样的阴影主要集中于东扩在政治层面上，严重损害了欧洲认同性和团结概念。
首先一个震荡，就是在美国出兵伊拉克问题上出现的原欧盟15国多数成员与“新”入盟国之间的分歧
。
新成员国大力支持美国的政策，从而无异于认可了美国国防部长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代表未来
（应理解为世界的大西洋主义未来）的“新成员国”与同支持独裁制度的反动派为伍的“老成员国”
之间令人痛心的分道扬镳。
其实，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早在2002年就宣称：“乔治?布什的政策也就是我的政策!”
听到这样的言论，对于西欧的内阁成员来说，即使不说愤怒，也是莫名惊诧。
欧洲预算基金主要出资者强烈地感受到的这种苦涩，在2004年由于新成员国刚一入盟就宣布购买美式
军事装备而越发加剧。
新成员国的安全转归美国保护，这类一再重复的言论越发牢牢深入人心，其原因在于欧盟认为这样的
观点只属于经济发展的层面，而无论如何不属于政治层面。
于是，我们看到这些新成员国极其广泛地赞同英-美型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主张没有政治
约束的大市场，与法-德所代表的突出政治和社会制约的欧洲经济治理计划背道而驰。
随着2009年第一季度捷克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这种状况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个轮值主席国，在因美国无控制地放任其主要金融机构而造成的经济危机扩大到欧洲的当口，大肆
鼓吹一个极端自由主义的保护市场计划。
看来，捷克轮值主席是欧盟内部前所未见的最不称职之辈。
它背靠形同虚设的欧盟委员会主席（胡塞?马努埃尔?巴罗佐其人），无疑加剧了2009年6月欧洲大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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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来的不信任情绪。
像在2004年一样，2009年的大选揭示了双方分歧之大。
新成员国每次都显示出极低的参与率，斯洛伐克和波兰在2004年实现了大约20%的投票率，而在2009
年，前者的投票率为17%，后者勉强达到27%。
诸如此类的政治行为加剧了西欧一些人的强烈感觉，认为新成员国至多也只是忘恩负义的伙伴，或者
更加糟糕，是执迷不悟的“大西洋主义”主权论者。
在这种情况下，可否因而得出结论说东扩是一种失败？
或者更加糟糕，可否认为这些国家在从共同体的“吗哪”（或曰天赐礼物）——2007～2013年阶段拨
付给它们将近300万亿欧元的结构基金，外加共同体农业政策基金——中得到好处之后，露出了自己并
不与欧盟一条心的真面目？
是否应该设想这些国家在欧盟东扩以前阶段进行的调整只是一种障眼法，因此归根结底没有过欧洲化
进程？
欧盟委员会2008年12月采取的取消保加利亚2.5亿欧元结构基金援助，以惩罚这个国家反腐败斗争不力
的决定，岂非这种心态的一个证明？
应该在2011年展开的关于2014～2020年阶段共同体预算的讨论，看来已经障碍重重。
许多国家，特别是英国，还有北欧各国和德国，不仅坚持共同体预算不能超过欧洲GDP的1%（欧盟委
员会设定的界限为至少1.27%），而且要求就这个预算的主要项目进行重新谈判。
但是，这些主要项目无不以新入盟国从中受益为主：耗费共同体支出将近40%的共同农业政策，以及
占预算份额超过35%的地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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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89年苏联类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东欧的陨落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
它开辟了欧洲大陆重新统一和新成员国几经长期丧失的主权巩固之路。
　　确认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独立，是后共产主义变革的基础。
它可以使我们理解东欧国家怎样在全球化和欧盟的不同影响下投入重建。
　　全球化不等于推行一种无节制的自由主义。
有时在欧盟帮助下重构的历史轨迹在许多案例中发挥了压倒一切的作用．确保了社会的团结。
欧洲化进程不等于简单地将西欧的制度搬用到东欧．而是意味着中央和地方的各种角色进行多元化学
习的过程。
　　本书作为中东欧历史和前景的一个概览，是以多元的综合视角分析近15年来东欧转制和欧洲一体
化影响的首部著作．深入研讨了这些国家的不同部门的各种公共政策，中肯地评述了诸如所有制变革
、社会保障制度和工业企业中的公共管理改革、农业、工会、公民社会和政党等的演化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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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关注东欧（译者的话）陆象淦中文版序言 弗朗索瓦&#8226;巴富瓦尔致谢前言三个板块，四类国家本
书结构导论　一个理论框架——现代化—欧洲化与路径依存　　现代化——回归韦伯　　欧洲化——
国家主权与欧洲调节　　一个理论范型——路径依存上编　苏联类型制度的遗产及其终结　第一章　
苏联类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述　　集中化与自给自足　　企业的实际运行与经济危机　　苏联类
型的社会保障型国家　　公民社会　　政治统治的形式　　结　论　第二章　研究苏联类型制度危机
的两条社会学进路　　第一条　进路——不可实现的极权主义　　第二条　进路——通过公民社会建
设共产主义社会　　结　论　第三章　1989年东欧剧变：精英反对民众？
　　一个理论模式　　一个模式的应用——历史上的动员　　走出苏联类型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　　
协议概念批判　　结　　第四章　政治舞台的规则与稳定性　　规则的选择　　政治舞台如何巩固？
　　结　论中编　中央国家的形成　第五章　初始的变革理念　　缺失的方向标　　一种公共管理的
形式及其局限　　结　论　第六章　所有制变革　　利益集团的进退　　国家的独立性与公共机构　
　作为再分配者的国家　　结　论　第七章　社会保障型国家的改革——就业、医疗卫生和养老社会
政策　　政治背景　　角色　　改革的实施　　模式和国情的多样性　　结　论　第八章　公共行动
的地方分权与结构基金　　历史症结与理论进路　　苏联类型制度的集权化终结与地方分权的困难　
　地方分权与地区化　　行政现代化　　结　论　第九章　社会结构和社会身份的演变　　各个经济
部门与就业的演变　　社会身份的演变　　结　论下编　社会与市场　第十章　工人与经理人员　　
形式产权与对企业的实际控制　　企业中的各种角色　　结　论　第十一章　农民问题　　1989年以
前的各种农业经营形式与社会和解　　1990年后社会变革的政治理念　　各种角色的运动态势　　不
同的转制案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欧洲的挑战　　结　论　第十二章　工会　　社会伙伴　
　社会冲突的微弱　　什么样的职业关系体系？
　　错失的机遇——结构基金与社会对话　　结　论　第十三章　公民社会　　争论的焦点　　社团
与扩大的合作　　结　论　第十四章　东—西欧比较——党派的抉择　　分裂理论有何价值？
　　结　论　第十五章　总结——东欧社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学　　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　　欧洲
化与国家主权附录参考文献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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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们常说“历史在发生作用”，但究竟怎样理解这个表述？
是什么在发生作用？
是什么从一个阶段延续到另一个阶段？
在下述几章研讨变革如何能在1989年以后的中东欧国家和社会中实施之前，必须澄清是什么从过去延
续了下来。
第一章的对象是阐明保障苏联类型社会主义社会稳定的三个基本动力——企业、社会保障型国家和日
常文化。
追溯这三个基本动力，可以使我们理解即使在一般所说的“苏联类型制度”那样的铁板一块的单一体
制内部，一些国家也可能开辟自己的特殊的道路。
而且，一些角色集团拥有后来能够开发的十分重要的资源。
第一个动力是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结构。
苏联类型的社会以控制极严的经济自给自足为特点。
这样的经济建立在本土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极端集中化的基础上。
诚然，经济结构的集中化组织在1989年之后业已消失。
不过，对于集中化结构的追溯，使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无论对于本国政府还是对于来自国外的投资者
来说，引入外部的变革困难重重。
第二个因素与社会保障型国家的社会本质相关。
这些国家的苏联类型的社会主义政权能够用来标榜的正当性，建立在宣传得到广泛认同的价值的基础
上，特别是在就业方面。
这种正当性同样还建立在强大的工人文化和广泛的分配体系的基础上。
在苏联类型社会主义制度时期，建设了以家庭和邻里网络为依托的某些复杂的社会组织。
在这方面，社会共识往往得到苏联类型社会主义制度多少能够接受而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被破坏的历史
传统的滋养。
正因为如此，1989年之后，新的政治精英们能够保证将社会共识建立在进一步扩大的社会基础上，直
接对各种不同的民族遗产进行重新评价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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