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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预测是当前国际研究中的一项热门。
当前所处国际格局转型期令人眼花缭乱的事态变迁和力量消长，自然而然地使得国际预测成为各个层
次决策过程中的一项必要前提。
而冷战结束所导致的广泛国际变迁和前所未见的国内体制深刻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崭新问题，又使得
国际预测研究本身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包括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这样一系列罕见的重大历史变化居然是在不期而遇之下发生的，这样的一种
现状，不由得使人们对于能否提供真正具有前瞻性的国际研究表示关切，而同时，又急切地寄希望于
这样高质量的智力供应问世。
广义地说，几乎所有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包括全球政治、大国关系、世界经济、国别研究，也包括
非传统意义上的气候变化、能源竞争、人口问题、恐怖主义威胁等等各个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
为国际决策提供预测这样的功能。
狭义地说，国际预测又是一项专门地研究国际社会未来的结构变迁与动态演进的知识门类。
它既可以是分门别类地按各个知识领域对于国际发展的未来做出预测，比如，就经济、政治、军事、
人口、教育、气候等各个专业领域发展前景的预测报告；可以是像罗马俱乐部的环境发展报告；也可
以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度的经济报告一类的预测。
同时，狭义上的国际预测还可以是综合性地反映若干年后整个国际社会发展的总体性的预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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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欧洲在2020年的能源格局和能源政策、2020年的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意愿与能力、欧盟东扩与
睦邻政策、欧洲是否对经济风暴做好了准备、2020年欧盟与他者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地思考剖析。
并分析了欧洲与美国联合或分开？
欧洲与中国能否共享国际新秩序？
怎样走出低迷的欧俄关系？
欧盟与金砖四国的关系、复兴跨大西洋伙伴关系、2020年对世界首要地位的争夺等等，既属于欧盟也
属于世界的问题，在大量详实的资料基础上加以研究，对于欧盟及世界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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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然官方所主张并支持的欧盟未来的印象或多或少地基于全球化理论：欧盟是全球化的先锋。
然而后历史学派却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相当虚幻的概念。
当然，没有人能够否定全球化。
比如欧盟四大自由（资本流动自由、劳动流动自由、服务流动自由和公民流动自由）的特征同样适合
于全球化。
人们讨论的比较多的特征之一就是国境线的渗透问题。
但这点至少在申根协定的国家率先得到了实现，其余提得比较多的就是全球化的其他一些特征，如自
由流动、更多的国际贸易、电信领域的全球性发展、活跃全球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品牌的涌现、不断增
长的越境移民以及非法的和非正规的越境活动等。
  确实，全球经济一体化许多方面情形在欧盟中都可以找到。
然而，欧盟的整体画面依然是云遮雾罩、模棱两可，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察者的意识角度。
前欧盟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曾将欧盟比作“不明飞行物”（UFO）。
这个“不明飞行物”在不远的将来（20-30年）可能出现四个身份（“情境”），每一个情境都涵盖了
所描述的全球化的某些方面，但同时包含有对历史进程和情况的额外考虑：情境1——网络国家：欧
洲联盟被看作是指向未来的其他大洲将来要建立类似联盟的全球一体化的范式。
有人认为全球化的世界将变成一个联盟集合体。
那么，欧盟可以被看作是为未来世界提供政治模型的历史的先锋工程。
这个模型的核心是超国家的网络国家及其政治协商和沟通的首要性。
而民族国家继续作为网络结构的节点而存在，它们“汇集”给超国家主体的主权提供了一种更多基于
法律、规则、谈判与合作的新型权力，而不是军事实力。
字面上讲，它将从“金星”获得比“火星”更多的力量。
这种观点常出自政治学家和欧盟委员会的一些成员。
情境2——联邦：欧洲联盟被看作是联邦，甚至是可以和美国、印度或中国相比的类似的国家。
用“更紧密的联盟”表述欧洲各国，导致了欧洲成为全球最先进的经济体，培养了欧洲社会模式，通
过收入从富裕地区再分配至贫穷地区增加了凝聚力，促进了“欧洲价值观”的形成，并使欧洲在作为
一个“全球性角色”等方面获得进展。
欧盟被看作是一个建设自己国家的国家，即在大陆范围内进行的“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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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构想:2020年的欧盟》：98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俄罗斯及大国关系研究”研究成果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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