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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欧盟难民政策研究（1957-2007）》由甘开鹏编著。

《欧盟难民政策研究（1957-2007）》是关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盟难民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试图
通过对欧盟难民政策发展历程的回顾，分析欧洲一体化进程与难民政策之间的关系，考察欧盟多层治
理机制对难民政策的影响以及欧盟未来难民政策走向。

难民问题在历史上一直存在，战争、宗教、种族矛盾、自然灾害等都可能导致难民的产生，但该问题
进入国际法领域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
难民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是涉及人权和国家主权的重要国际议题，影响相关国家或地区的经济
发展和政治稳定。
难民问题还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它开始于二战结束初期，并伴随着苏联瓦解、东欧剧变及欧洲一体化
深入而不断明朗化。
不断涌入的难民群体已对欧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安全及国际关系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迫使欧
盟及其成员国逐渐地采取限制性难民政策，最终导致欧盟共同难民政策面临的各种困境。

从民主自由和人权保障视角来看，欧盟及其成员国在难民问题上经常被双重目标所困扰，既要从人权
保护角度标榜宽松、普遍的难民政策，以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又期望从政策的角度限制过多的难民
涌入境内，以避免削弱欧洲一体化的发展。
显然，这种民主自由、普遍人权与欧盟认同之间的内在冲突影响着欧盟的难民政策，欧盟难民政策在
困境抉择中缓慢发展。

从欧洲一体化进程视角来看，一体化的深入并不必然带来一个宽松的难民政策，反而逐步地朝着限制
性政策方向发展。
作为一个区域性共同体，欧盟具有传统的民族国家所具有的排斥性与包容性的双重特征，在界定内群
体和外群体的过程中面临着困境。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刚刚启动之初，欧共体／欧盟试图有意识地培养成员国及其民众对欧盟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使欧盟日益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大量具有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难民的涌人被看作是对
欧洲一体化事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影响着欧盟内部的民族构建、“欧洲认同”，甚至欧盟自身的合
法性地位。
因此，欧盟决策层为了得到欧洲公众的积极评价，以强化其合法性地位，构建“欧洲认同”，促进欧
洲一体化之深化，不得不逐渐地采取了限制性难民政策。

从欧盟多层治理和机构设置视角来看，欧盟在移民和难民领域及其他政策领域内实施双层决策程序，
即欧盟层面与成员国层面。
移民与难民问题历来是民族国家专属管辖的事务，属于涉及国家主权的高度敏感领域，成员国不愿意
过多地将权限让渡给欧盟。
因此，欧盟共同难民政策也在不断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中缓慢前行，相继建立了都柏林体系、数字
指纹识别系统、统一的签证政策、难民基金等制度，但欧洲共同难民政策仍处于不断地探索之中。
欧盟机构之间权限的互动也影响或决定着它们或限制或宽松的难民政策立场，但在“欧洲认同”的构
建进程中，欧盟各机构权限的扩大导致了它们的立场日益趋同。

总之，欧盟难民政策的发展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欧洲一体化特征、欧盟多层治理机制、成员国
与欧盟之间的权限让渡及国际政治环境等，已超越了作为成员国的各个民族国家的治理范式。
欧盟成员国必须从内部层面和外部层面寻求难民保护的新途径，实施一种既保障难民的基本权利又防
止非法移民涌人的平衡政策，促进欧盟成员国朝着更高层次的合作迈进，实现一个更协调的共同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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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这是欧洲一体化不断深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和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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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二、庇护国在原住国家的合作下，应对要求遣返难民的安全回国作出适当安排。
三、原住国家在接受回国难民时，应为其重新定居提供方便，准许他们享有该国国民的全部权利和特
权，并使他们尽同等义务。
四、对自愿回国的难民绝不得以形成难民地位的任何原因曾离开其国家为由而给予惩罚。
任何时候如有必要，可通过国家新闻工具和通过非洲统一组织行政秘书长发出号召邀请难民回家，保
证原住国家出现的新环境将使他们能安全回国过正常和平生活，不必担心受扰受罚，并由庇护国将该
号召的原文交给难民，并向他们解释清楚。
五、由于以上各项保证或出于本人的主动而自由决定返回祖国的难民，应得到庇护国、原住国、志愿
代理机构、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间组织尽可能提供的一切协助，以便利他们返回国内。
第六条旅行证件一、除因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等重大原因应另作考虑外，在遵守第三条规定的情况下
，各成员国应按照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所附的表格和附件的规定，对在其领土内合法居
留的难民发给旅行证件，以便在其领土之外旅行。
各成员国可将上述旅行证件发给在其领土内的任何其他难民。
二、当第二个给予庇护的非洲国家从第一个给予庇护的国家接受难民时，第一个给予庇护的国家可不
必发给附有返回条文的证件。
三、根据以前各国际协定，由该协定缔约各国发给难民的旅行证件，各成员国应予承认，并应当作根
据本条发给的旅行证件同样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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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欧盟难民政策研究(1957-2007)》是关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盟难民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试图通
过对欧盟难民政策发展历程的回顾，分析欧洲一体化进程与难民政策之间的关系，考察欧盟多层治理
机制对难民政策的影响，以及欧盟未来难民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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