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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欧洲是什么？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上却相当难以回答的问题。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从古希腊璀璨文明的诞生一直到罗马帝国的辉煌，从中世纪僧侣们的皓首穷
经一直到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人思想、财富与创造力的喷涌，欧洲不甘平庸、不落俗套的品性是如此
鲜明地在其以往的千年历史中得以体现。
记得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曾经说过，假如，生活在古代希腊罗马时代的欧洲人能够看到15、16世纪以
后欧洲的发展，一定会惊诧地表示这已经不能够辨认；而假如生活在秦汉帝国的中国人有可能看到一
千五、六百年以后的中国的话，可能会觉得这似曾相识。
这是历史刻画在东西方不同民族身上的印痕。
如果说，在古代文明和近代文明之间的欧洲经历了举世罕见的深刻而全面的变化，那么，20世纪以来
，特别是战后以来的欧洲变迁更加是翻天覆地。
当然，战后的变化更多地是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和心灵之中，也存在于人类生存于其间的各项制度、体
制以及人们的交往结构之中。
当人们惊叹于一个曾经是饱经战争创伤的欧洲，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却能推演出如此复杂而又丰富
多彩的-体化体制构建时，人们也许会联想到，在这一宏大而勇敢的创造过程中，凝聚着多少个像康德
、科谢夫这样的思想家的睿智，也包含着多少知名和不知名的实干家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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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成四章。
第一章重点涉及欧盟一体化理论分析的框架，按时间段回顾了欧盟整合的历史进程，重点讨论影响欧
盟一体化的两大理论体系，政府间主义和超国家主义，并对两大理论体系中的变种现实主义观和自由
主义观进行了学理上的分析，最后重点评估了欧盟一体化整合的现状和结果，并对影响欧盟一体化决
策机制的制度机构设计进行了讨论。
第二章重点涉及CFSP发展的历史起源和过程演变，分析了CFSP的目标、机制、手段，包括组织机构
设计，同时以学术研究角度对CFSP本身的争论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探讨。
第三章重点以外交实践角度讨论了欧盟与世界主要大国和国际组织的关系，其中包括跨大西洋关系下
的欧盟与美国外交关系。
分析了作为战略伙伴关系下的欧盟与俄罗斯关系，突出讨论了日益发展的欧盟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并
最后分析了作为国际组织的欧盟与NATO的关系。
第四章以案例分析为出发点，重点讨论在欧盟一体化理论指导下的欧盟共同政策对国际事务和活动的
影响。
具体的案例为欧盟共同贸易政策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欧盟共同能源政策与国际能源的关系，通过案例
分析，试图将欧盟自身的一体化实践所产生的决策和外交活动结果，放在国际活动和合作的框架内进
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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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欧盟一体理论与实践第一节 欧盟一体化理论分析的框架秉承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思想的欧盟一
体化理论研究者，我们不仅可以将他们的思想称为“政府间主义模式”，同时在他们看来，国家利益
与国家政府无疑在决定一体化程度、性质和速度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
这种观点尤其在解释如欧共体的最初建立，其后各项条约的改革以及欧洲货币联盟的创立等多个方面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这种认识下，可以得出的推论是，由国家领导者与行政精英引导的国家间议价能力便成为了欧盟整
合显而易见的动力。
国内的核心行政管理者（coreexecutive）始终是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主要“传导装置”。
他们不仅在欧盟的现行体制内占有完全优势地位，并且在国内保有强大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
而国家政府的对欧盟政策偏好是由其政治理想和“核心信仰”（corebeliefs）所决定的，至少并不是完
全围绕假象中的一体化的原则和实践来操作的。
当然这种看法的片面之处在于，它完全忽略了欧盟一体化过程中其他行为者和经过成员国协商后所形
成有法律意义的制度（如条约）所产生的影响。
因此，仅仅研究欧盟一体化中政府的行为、动机、利益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关心在欧盟整合过程
中其他行为者，特别是制度本身起到的作用，对于这种作用，我们或许可以将之称为“制度整合”
（institutionalintegration），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我们回顾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创立
在欧盟共同体建立后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这个作用在各个领域欧盟共同政策作用的体现，我们可以看
到，正如哈斯（Hass）（1958），梅齐（Mazey）（1992）等人研究的那样，随着一体化过程中一个新
的权力机制的扩展（也可以认为是一个新的官僚机构的出现），更多不同的利益被融入了决策过程中
。
因此，现在有许多欧洲层面的利益集团存在。
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渗透进了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随着欧盟委员会操作权力的增加，特别是欧洲
议会实际权力的逐步获得，我们看到这些超国家机构在权力的扩展中尽管处事态度谨慎，强调对多方
利益的平衡，但它们实际上早就已经开始对一体化进程施加影响了，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体
化的方向和进程。
而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随着权力由欧盟机构自上而下的传导，一个欧洲层面的、脱离国家的利益集团
在自然凝聚中也开始以“欧洲行为者”角色对欧盟一体化产生影响。
其次，欧盟机构本身也凭借其发展和主导行动影响着一体化进程。
比如，欧洲议会的快速发展就证明了创设权力机构也可以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获取来自制度性发展的动
力。
尽管最初仅作为一个咨询机构，但欧洲议会有意识地不断加强自身的权威，并持续提高其预算和立法
权力。
这些发展再加上1979年开始引入的直接选举以及与跨国政党集团的密切联系，都使得议会的民主合法
性得到显著提高。
欧洲议会地位的提高是欧盟20世纪70年代以来机构平衡过程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
议会并非唯一一个希望通过提高自身力量从而有效加强其超国家性质的机构。
欧盟委员会，特别是欧洲法院的努力也同样提升了欧盟的超国家倾向。
成员国原则上保有推翻制度和政策的权力。
但在实际操作中，特别是缺乏20世纪60年代“强力政治人物”（如法国戴高乐）的政治分层化背景下
，正如皮尔逊（Pierson）所归纳的那样，“想要在原有的制度化行动领域重新建立新的整合模式是相
当困难的。
决策规则限制着改革，对现有制度安排进行大规模改动的成本非常之高”。
因此，几乎与所有经济转型国家一样，欧盟一体化从制度的范式和制度作用角度分析，其具有典型的
“路径依赖性”（path-dependent），其特点就是对现存制度安排的渐进式改革。
第三，回顾共同体的任何一次令人满意的历史发展，我们绝不应该忽略外部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压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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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种观点对欧盟一体化速度和欧盟政策形成的影响。
比如，在战后初期，由于整个欧洲担心来自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特别是美国对于欧盟一体化积极的
态度和经济政策的推动。
当时的欧洲领导者和政治家们认为有必要建立某种形式的联合。
随后，1989年苏联的突然瓦解成为了欧盟20世纪90年代“深化”与“扩大”的主要诱因。
更近一点，“9·11”事件后全球恐怖主义威胁，使得欧盟促进了国家安全的欧洲化和联合反恐政策的
深入。
在经济方面，单一市场等共同体独创的计划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看成是一体化的制度性创造，还不如
看成是由美日在工业方面的竞争压力加大，以及20世纪90年代东亚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所促成的
，当然，今天欧盟面对快速崛起的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提高，更使其需要采用更有力的经济整合政策以
应对新挑战。
所以，没有外部环境和经济全球化产生的结构变迁，欧盟一体化在今天很难想象可以是在紧密中体现
松散，是这样的模式，而不是区域一体化中的某个翻版。
第四，如果我们忽略，或者无视欧洲的政治传统和政治认同，包括政治文化方面的共同性遗产，那么
我们似乎无法理解“公共意见”对欧盟一体化的促进作用，正如密歇根大学教授，美国著名的政治学
家约翰·金登(JohnKingdon)所阐述的那样，就政治议程和结果而言，占主流的观点也对公共政策的形
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而就欧洲的经验而言，联邦主义的观点无疑对战后初期关于欧洲合作的讨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当这些政治观点渐成主流，就被各种欧洲联邦主义运动推动，尤其是在类似杰出人物如让·莫内等
人发扬光大并促进有效的实际联合时，欧洲整合事实上是在某种“公共意见认同”下被反复推动的。
举例来说，就经济模式理念而言，欧盟成员国目前关于经济自由化的偏好主要来自于英美式自由市场
式的解决方案。
这一方案在欧盟内部得到了以英国政府为首的其他国家联合体的支持，而在社会福利制度，特别是农
业保护上，来自法国和德国的“欧洲大陆模式”则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当然，就政治“公共认同”而言，其内涵也并非一成不变的，今天欧洲关于“未来欧洲模式”的纷争
也是欧盟宪法制订中面对的最具争议的难题。
如果说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家更倾向于将欧盟的一体化视为特殊历史背景下欧洲各个国家基于各
自利益为出发点的政府间合作整合的话，那么国际关系理论另一流派——建构主义者则更愿意将欧盟
本身的发展看作是一种“价值共同体”的塑造，它是以共同的社会本体概念和对本体的相互认知为基
础的，其结果就是产生了欧盟机构和政府代表机构。
欧洲联盟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初期时模糊的价值观，随着其欧洲各国和欧盟层面宪政建设的深入和规
模的扩大而变得越来越明确。
举例来说，《阿姆斯特丹条约》、《尼斯条约》中的基本权利表述，欧洲权利宪章以及2004年6月被欧
盟理事会通过的欧洲宪法草案，在建构主义理论家看来，都是欧盟一体化得以深入和加强的凭证。
深入研究欧盟的人盟条件的性质和基本准则，特别是观察欧盟东扩对新成员国的选择，不难发现欧盟
作为“价值共同体”的凝聚体，本身突出地强调了“基本价值观”认同。
因此，随着欧盟整合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其立法权威的使用，其对成员国的国家认同及其公民认知的
确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
对一些国家来说，国家身份和欧盟成员之间具有高度的兼容性(如2004年新人盟的波兰、捷克等国家)
，而对于另一些国家来说，欧盟的发展则是出现了一个新的、不受欢迎的“外人”，欧盟的深度整合
已经对国家身份认同带来了威胁(典型的如法国、荷兰竞选中的极右翼思潮)。
由于多样化因素的存在，因此无论从理论分歧，还是从方法论角度，用一种单一方法来解释，包括推
动欧盟一体化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必须非常清楚，目前欧盟的宪政和制度安排都是多层面、多方位调节的过程。
有时进行改变是必须的，而有时则是可以进行灵活转化的。
随着欧盟权力的扩大，其宪政和制度基础也发生了变化。
但回顾欧盟发展历史，我们不能忘记，在一体化过程中有一个方面的问题是贯穿始终的，那就是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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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层次观念分歧”(thedeep-seatedideologicaldivide)。
这一分歧存在于一体化最早的六个成员国关于政治联盟的承诺和后来的一些成员国，尤其是英国、丹
麦、瑞典所持的怀疑态度之间。
由于这一分歧的持续存在，还引出了关于如何使联盟生存并且持续发展，包括适应2004年新的一轮扩
大化这一问题。
尽管就理论解释而言，政府间主义者、新功能主义者、历史制度主义者，建构主义各自按其对假设和
观察的本质理解给出不同的一体化解释框架，但这些解释本身并不是绝对排斥，相互完全无法包容的
。
就历史的发展与现实逻辑角度看，当然，假设，甚至断言欧盟一体化就此中止显然是缺乏足够依据的
。
就像莫拉维斯克(Moravscik)这样的乐观主义者所说的，认为2004年欧洲宪法条约草案被抛弃，意味着
欧盟一体化划上了休止符，下这样的结论显然还为时过早。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欧盟将继续前行，尤其在那些已经建立了合法地位的政策领域将发挥持久的作
用，但如果期盼更深层次的，特别是“高度政治化”层面，包括在短期内完善欧洲宪法，并完全取得
宪法认同，至少在目前看来还是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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