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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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以欧盟中德、法、英、意四大国的外交政策为研究议题，以冷战后该四大国各自外交政策的转型
和变迁为分析中心，以它们的当代大国外交和区域外交为具体个案，通过融合地缘政治学、政治心理
学、思想史、国际关系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再辅以明白晓畅、轻松流丽的文字，力图使
读者浸润其中，反复吟味，在历史的溯源中感悟当下，在当下的剖析中展望未来，从而对欧盟各大国
外交政策的起源与发展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认知与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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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德国当代外交政策的起源与发展第三章 德国当代外交政策与大国关系第一节跨大西洋关系
德国的跨大西洋关系，也就是德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德国外交政策中的核心支柱之一。
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时期，无论是波恩共和国，还是柏林共和国，在德国的外交定位和外交
取向中，美国作为“大西洋联盟”中的核心领导，始终是德国对外关系中的优先考虑对象和关注焦点
。
在冷战时期，德国始终致力于建立德美“联盟”和德美“特殊关系”，并心甘情愿地扮演美国的“忠
实的盟友”和“听话的小伙计”角色，在对外政策上对美国亦步亦。
趋。
这种政策的确立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一方面，在面临来自苏联的强大军事压力面前，德国在安全方面需要美国的保护和保证；另一方面，
战后德国在经济重建、获取完整主权、实现民族的最终统一等重大经济政治问题上都仰赖于美国的襄
助和恩惠。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战后的德国坚定地选择了亲西方、特别是亲美的路线。
正如阿登纳在成为联邦总理前夕所写到的那样：“在外交政策领域，我们的路线确定。
它首要的方向是建立与西方邻国的密切关系，特别是与合众国的密切关系。
”而战后，出于遏制和对抗苏联的目的，美国对于德国（西德）的扶持也不遗余力。
在经济上施行马歇尔计划，帮助德国重建其衰败凋敝的经济，在政治上促成了《伦敦一巴黎协定》的
签订，使穗国重新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并获得了加入北约、重新武装自己的资格。
由此，德美之间形成了一种“天然伙伴关系”，一种由德国人的感激、折服与投靠的情感水泥同德、
美之间几无冲突的互补利益钢架共同构筑而成的基础牢固的友好关系。
但是冷战时期，在这种“天然伙伴关系”背后，美德之间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分歧和不和谐因素。
从阿登纳20世纪60年代早期“亲法疏美”的戴高乐主义倾向，到勃兰特在新东方政策上罔顾美国意见
的独立姿态，从施密特与卡特总统的交恶，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导弹危机（missile crisis）”，两国
在对外关系上不再是一唱一和，亦步亦趋，而是开始凸显出不同的政策优先着眼点（policy preferences
）。
而且随着德国经济实力的迅速窜升，随着德国与苏东地区在对外关系上的缓和，德国对美国的依赖性
逐渐减少，独立性和自主性却日益攀升。
正如1980年施密特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指出那样：“我们不再被迫毫无批判地采取美国人的任何立
场了。
今天，美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与15年前或20年前不同。
那时我们处在从属地位，今天我们是美国的一位重要伙伴。
”但是，在冷战这样一种极端两极化的世界格局当中，德国争作美国“平等伙伴”的雄心只是美丽的
一厢情愿而已。
因为无论是从力量对比，还是从相互的依赖度上看，德国和美国都处于一种绝对的“不对称”地位：
德国所求于美国的多，而相对而言，美国所求于德国的少。
这样，在对美关系中，德国并没有多少可以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在战略空间上，德国也缺少足够的
回旋余地。
而且，在冷战期间，德国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与美国所结成的紧密同盟，
不仅如此，德国的一切外交活动都是嵌入在由美国所主导的西方政治架构（如NATO）当中。
在这种背景下，德国的政治精英和民众都维持着一种“跨大西洋认同”，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具有共享
价值的大西洋共同体的一员，所以，德美之间即便存在着争吵和利益分歧，也被看成是“属于家庭内
部的争吵”。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德国的重新统一以及冷战的结束，整个世界格局经历着剧烈而复杂的变动。
在这种背景下，德美关系也开始出现了适应性的调整，由以前的美国的完全领导权和德国的依赖转向
一种较平衡的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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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以及一个相对平衡的多极世界的出现，德国的安全环境大大地改善了，在这样
的条件下，德国在冷战时期对于美国的无条件忠诚已无多大必要了，德国大战略的中心不再是培植与
美国的紧密关系，以反对一种可辨知的苏联的威胁，而是去寻找一种确当的（appropriate）平衡，在
与美国这个超强大国（hyperpower）的良好关系和与欧洲其他大国——包括其东边的欧亚大国——的
良好关系中寻找一种确当的平衡。
这样，美国就失去了大西洋共同体的当然的领导者的地位，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开始逐渐地把美国看
作是伙伴，而不是领导。
与此同时，在跨大西洋两岸，美德各自在对外战略方面都做出了结构性的调整。
首先，在苏联解体，俄罗斯沦为一个二流国家的情况下，美国的战略重心开始调整，由以前的欧洲向
亚太和中东地区转移。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把再度统一的德国看作是美国在欧洲建构一个新的安全秩序的核心伙伴。
出于这样的战略意图，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领导人——从老布什到克林顿——都希望德国在欧
洲肩负起更大的责任，扮演一个欧洲领导者的角色。
如老布什希望德国能成为美国“领导权上的伙伴（Partnership in Leadership）”，而几年之后，克林顿
则称美德之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关系（Unique Relationship）”。
但是，为了消除其欧洲邻国的疑虑和维护法德轴心关系，德国婉拒了美国的邀请。
其次，与美国的战略重心的转移相一致，德国的战略重心也出现了转移，由“华盛顿”向“巴黎”转
移。
随着来自于东部的威胁的消失，随着美国对于欧洲安全的关注度的持续下降，随着EU作为多边合作的
框架在地区和全球事务的重要性方面目益凸显，德国开始一改其在巴黎和华盛顿之间搞平衡和“等距
离外交”外交的传统，开始让天平向欧洲和巴黎倾斜，开始强调“欧盟”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体的自主
性和独立行动能力，开始大力提倡并着手建立截然不同于美国的“欧洲安全与防务身份”。
例如，在欧洲，法国一直强调需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具有内聚力的CFSP（欧洲共同外交安全政策）
，ESDP（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以便它可以在那些美国不想介入的地方有能力在NATO的框架以外
展开行动。
但是与法国不同，德国并不试图把CFSP、EDP看作是在多极世界中抗衡（counterbalancing）美国的一
种有效工具，也不打算把EU发展成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对此，有学者评论道：“巴黎想把欧盟发展成为美国的一种抗衡力量（a counterweight），而柏林则把
一个强大的欧洲看作是美国的一个可信赖的伙伴。
德国想维持一个大西洋联盟，以作为行动的跨大西洋框架，作为危机管理和维持和平的一种工具。
”这意味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德国虽然不再把美国看作是当然的领导，但也不会把美国视为当然
的竞争对手，而是把美国看作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伙伴。
实际上，尽管冷战结束了，维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以及在NATO框架下维持美国对欧洲事务的
高度关注都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利益。
尽管赋予法德关系以重要性，德国仍然是美国的忠实的盟友。
事实上，正是美国政府第一个站出来完全支持科尔的寻求德国“再统一”的雄心，这是德美关系中的
一个标志（landmark）。
对于德国而言，在冷战结束后与惟一的超级大国保持亲密关系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正是出于这种立场，德国一方面强调强化NATO和EU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合作，认为EU的外交政策行
动和发展必须置于与美国磋商之下，并在与美国的磋商中建构。
另一方面，德国努力阻止跨大西洋关系中的未来可能的破裂（rupture），作为一个欧大联盟
（Euro-Atlantic Union）的热心支持者，德国致力于美国主导下的NATO东扩，致力于提升美国对于欧
洲安全——特别是在巴尔干的安全——的介入，致力于把合作由安全政策领域拓展到经济和文化领域
，致力于按照西方的意识形态来重构欧洲的政治经济版图。
但是，在世纪之交，随着小布什的上台，随着美国国内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狭隘
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从而造成了德美关系中的结构性变化和冲突。
在国际事务中，德国外交中的强调协商、对话的多边主义传统，以及其后主权的“文明国家”身份，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欧盟大国外交政策的起源与发展>>

与美国外交中的单边主义作风和在国际事务中滥用武力的黩武主义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从其上台伊始，小布什总统就由于其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我行我素的做法遭遇了德国的极大的不信任
。
德美之间的第一个重要分歧是由小布什政府不顾德国政府的强烈反对而计划发展“国家导弹防御体系
（NMD）”引发的。
德国人认为美国这一举动违反了“反弹道导弹条约（the 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而对德国而
言，这一条约对于确保美俄关系的持续稳定以及欧洲的长久和平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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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的一批青年学者合著而成。
具体分工如下：第一部分由周保巍博士撰写，第二部分由成键博士撰写，第三部分由王龙博士撰写，
第四部分由臧术美博士撰写。
成键博士参与了最初的组织协调工作，周保巍博士进行了最后的调整统校工作。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已尽力吸收了国内外该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但由于时间短促，加之学力有
限，定有许多错漏不足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最后，衷心感谢“中国一欧盟研究中心项目”所提供的多方支持，也感谢出版社周洁女士、李惠明和
黄雪明先生为本书所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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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大国外交政策的起源与发展》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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