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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抛开政治层面的隔阂不谈，单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欧盟毫无疑问已经是一个“大国”。
与同为大国的中国相比，双方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双方都有很高的贸易地位和贸易依存度。
欧盟作为主要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世界第一大区域性集团，其贸易政策已经发展得很完备，对于中国这
样的新兴国家而言有诸多可资借鉴之处。
“大国”的贸易政策体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其框架和构成如何？
运作机制有何特点？
如何进行绩效评估？
对中国有何借鉴之处？
这些都是本书力图予以回答的问题。
同时，随着中国的崛起，中欧关系成为国际经济和政治领域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在此背景下，现实需要对欧盟的贸易政策给予更多的关注，并作深入的研究。
    本书的脉络围绕内部贸易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两条主线展开。
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盟的贸易政策有特殊性，不仅有统一的对外贸易政策，其成员国之间尚
存部分贸易政策，需要把两者结合起来。
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外贸易政策日益延伸到“国内”政策领域，对内与对外贸易政策之
间的关系日益紧密。
从现实情况来看，欧盟内部贸易政策的导向是“一体化”，对外贸易政策的导向则是“自由化”。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看，其本质都是倾向于打破贸易和投资壁垒，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本书尝试在统一的框架下对其进行研究，但在不同的章节也有所不同，毕竟两者还是有所区别的。
具体地，在分析其框架时和具体实施时，把内部贸易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分开来谈，但在决策机制和
绩效评估部分则统一起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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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问题也逐步暴露了出来。
由于20年代60年代末爆发的金融危机，1969年前后发生了法国法郎的贬值和西德马克的升值，这使得
法德两国虽然在名义上仍在执行共同价格，但各自国内的农产品价格却已经背离了共同价格。
价格的不统一破坏了共同农业政策的价格管理制度并导致了投机。
由此出台的“绿色汇率”（农产品价格专用汇率）和“货币补偿金额”随着共同体各国货币实行浮动
汇率制而普遍化和制度化。
这两种制度虽有短期效果，但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农产品贸易受到扭曲，农产品市场也被分割了，
并给共同体增添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另外，价格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生产过剩，使农业干预费用越来越庞大。
　　（4）共同市场：实施状况及评估。
《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提出了建设共同市场的目标，并设定了12年的过渡期。
关税同盟约束了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税措施，条约第30条则取消了各成员国间的数量限制，规定在不损
害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应禁止各成员国间的进口数量限制和具有相同作用的一切措施”。
①同时，条约第48条至第73条则规定保证人员、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
另外，为了保证共同市场的良性竞争，《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还规定了运输、竞争准则、税务、协
调各国立法等条款。
　　共同市场生效之后的一段时期里，按照预先确定的日程和模式，《罗马条约》制定的诸项目标逐
一得到了落实。
第一阶段的建设完成之后，1962年1月进入第二个建设阶段。
1968年关税同盟生效。
1969年12月1日至2日，海牙首脑会议接受了共同农业政策的“最终财政安排”，成员国的国家分摊被
自有财源所取代，共同市场宣告建成，并自1970年1月1日起由过渡阶段转向最后阶段。
1970年4月22日，六国部长在卢森堡签订了《关于修改欧洲共同体条约、建立单一的欧洲共同体理事会
和委员会条约的某些预算规定的条约》。
最终财政安排的通过标志着共同体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共同体的财政实现了独立而不再取决于
成员国的摊款。
　　关税同盟和共同农业政策在10年中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已经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两根支柱。
然而，《罗马条约》的执行情况并不均衡，在其他领域的成果有限。
根据《罗马条约》的规定，共同市场内货物的自由流动应伴随着人员、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但该
目标的完成程度参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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