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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1月1日欧元将正式启动。目前欧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筹备工作,欧洲许多国家都对欧元抱着极大的热情和积极的态

度。然而我们注意到,在欧洲大陆对欧元的热度从南到北呈递减态势。在北欧国家中,除芬兰积极加入欧元区外,瑞典和丹麦明确宣

布不参加,挪威则固守不加入欧盟的选择。北欧三国何以对欧元冷眼旁观呢?我们在与瑞典和丹麦的学者和官员讨论欧元时,他们普

遍感到其前景尚不明朗,特别是对于北欧的利弊得失还不清楚。他们更多地谈及实行欧元后可能出现的种种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 

一、实行欧元的经济风险 

瑞典学者和政府官员在谈及这个问题时,列举了六个方面的风险: 

     其一,统一发行欧元可能造成各国间失业不平衡,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失业率将居高不下,欧盟协调就业政策会相当困难。瑞典总

工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前瑞典统计局局长斯滕·约翰森博士认为,在劳动力流动顺利的条件下,发行欧元不会产生失业问题。但是

由于欧洲各国语言文字不同,使得劳动力的流动受到限制。在劳动力市场上只有少部分高素质人才能够流动到其他国家,而大多数老

百姓到国外找工作并不容易。同时欧盟一级的预算规模只占全欧盟 GDP的1·2%,其中的一半是给予农业的优惠,因此没有更多的财

力对失业严重的国家提供援助。 

其二,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体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约翰森博士举例说,譬如葡萄牙与瑞典的经济体制差别很大,实行统一货

币就会遇到各国之间经济体制、经济政策不平衡的矛盾。 

其三,各国协调经济政策将有很大难度。财政部国际关系司副司长意斯·马蒂恩森谈到,欧元启动后必须协调各国的财政和金融

政策。但是由于各国的经济状况不同,统一化的政策不可能适用于所有国家。特别是对于那些有利于少数国家而不利于其他国家的

政策,各国会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其结果有可能导致谈判和协调的失败。同时,“马约”规定各国自己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各国工

会和老板协会每年都进行工资谈判，如果工资增长过快就会影响到通胀率，国家就要相应调整宏观经济政策。 

    其四,有可能影响到行业利益,从而使国家经济受到影响。约翰森博士说，瑞典对外出口的一个重要行业是木材加工和纸张。如

果将来美元比欧元弱 , 美国和加拿大的木材出口到英、法等国,其价格要比瑞典便宜,瑞典的木材加工就有可能因缺乏竞争力而处

于困境。而每次森林行业遇到困难都会引起瑞典克朗的动荡,从而使瑞典的经济受到损失。 

其五,担心欧元实现后国内资本外流。财政部官员在谈到实行欧元对企业的影响时,担心外国公司从瑞典撤走或不再投资。如果

实行欧元后国内公司跑了,外国公司又不来，就会严重影响瑞典的经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政治研究系教授、国际关系研究组组长

汤姆·布赖德也谈到, 欧元实行后丹麦还将使用自己的克朗,其他国家同丹麦做买卖还要换钱,结果只会给别国带来麻烦，长期下去

也会影响丹麦的经济。 | 

    其六,由于欧洲南部一些国家的货币长期以来比较软，担心统一成欧元后也会是一种弱势货币。其原因是欧盟一些成员国（如

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前几年不同程度地经历过金融危机,财政有困难,失业率和通胀率都较高。尽管有的国家经济已趋于好转，但

把它们的货币统一起来在开始时仍会比较弱、比较软。 

     近年来,由于一些国家力求达到“马约”所规定的入盟指标,调整了经济政策,经济状况趋于好转,许多北欧学者开始相信欧元

在短期内即刚开始的半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会比较稳定并成为强势货币。但是从中长期看，则取决于美国对欧元的态度。如果美国

银行提高利率, 使大量资金流向美国,欧元就会遇到困难；而欧洲银行为对付美国相应提高利率,其结果会导致失业率上升,欧洲一

些国家的经济就会难以承受。为了稳定欧元,欧盟要与美国合作,协调金融政策,把欧元和美元同时稳定下来。否则美元和欧元的汇

率变来变去,上下浮动过大,都会使世界经济受到影响。 

二、欧元启动的政治风险 

北欧一些政治学者认为 , 实行欧元的风险主要是在政治方面。这是因为按照“马约”的规定,各国受到欧元影响所带来的经济

问题要在自己国内解决,这就要求各国政治体制必须既牢固又具灵活性；执政党既要说服群众团体和人民大众承受欧元启动带来的

暂时困难,又要对付反对欧元的政治势力的不满。他们认为政治上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国家的独立有被削弱的危险。居住在挪威的瑞典独立撰稿人、《电力日报》记者佩尔·斯蒂姆纳谈到北欧三国一般民众对欧

元的看法:北欧三国对参加欧元的态度一直很冷淡,芬兰愿意参加欧元是因为它过去靠近苏联感觉受到威胁,“而我们则看不出有多

少好处,因此虽然有机会但不愿意马上参加,想慢慢来,以保护我们的独立。我们认为欧洲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会联合起来,但是平时只

能互相商量。”哥本哈根大学政治研究系汤姆·布赖德教授就瑞典与丹麦对待欧元的不同态度进行比较时也谈到,瑞典答应参加欧

元,但有个时间差,怕参加欧元后会使独立性减弱；丹麦则否决欧元,它们总想得到好处而不愿付出。 

    2.不愿意同美国抗衡。约翰森博士认为,法、德、英国的政治学家们认为建立经货联盟有三个好处:一是有利于避免战争；二是

有利于全欧洲的政治联合,在世界上“用一个声音说话”；三是有利于与美国抗衡,成为多极化世界的重要一极。这一条主要是法

国、意大利人的想法, 而英、德出于自身的利益对此并不强调,北欧国家则更不以为然。瑞典记者斯蒂姆纳的看法有其代表性:“我



们是北欧的小国,不想去指挥别人,只想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3. 担心实现统一货币后欧盟的一体化进一步发展到统一税收、统一补贴、统一财政,直至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而资本家、老

百姓和各国政府对此都不会同意,那时将引发激烈的争论,面临极大的政治风险。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前教育

部副部长斯韦克·古斯塔森从政治角度分析了欧元的三种前景:一是各国经济社会稳定，各党派、资本家和工会统一认识,共同担负

责任,并说服民众看到长期利益,克服短期困难；二是个别国家（如葡萄牙、芬兰）和地区,经济出现困难,某些行业（如汽车、钢铁

等）陷于破产,工人游行、闹事, 于是欧盟决定向这些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如果这种情况一再发生,“马约”关于各国自己解决经济

问题的规定将不复存在。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将进入统一财政的阶段,欧盟实际上将成为一个大政府。三是个别国家遇到更大的经济

困难后,老百姓不满,工人罢工游行,社会出现不稳定局面。欧盟其他国家为维持原来协议,不向其提供经济援助,要求这些国家自己

克服困难，结果导致这些国家的政府下台。新政府为控制局势采取禁止游行罢工、取消民主体制,直至退出欧盟等强硬措施。这将

严重影响欧元的稳定和欧盟的体制。对于实行欧元后的这三条路,欧盟各国政府和各党派领导人都心中有数。许多国家已经出现了

反对欧元的政党和组织,它们在积极活动。因此各国政治家一定要走第一条路,避开第二和第三条路。 

    古斯塔森强调,问题在于欧盟再向前走政治风险会更大。因为实现统一货币后,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就不可能停止。而欧盟再走一

步就要实行统一税收、统一补贴、统一财政,直至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但是要走这一步，欧盟根本不具备条件。首先资本家不会

同意,他们赞同统一市场、统一货币,因为这些有利于资本流动和增值,但是建立一个庞大的、有权力的政府,有悖于他们“大市场、

小政府”的主张；其次老百姓也不会答应把纳税人的钱在全欧盟自由调拨；再次各国政府认为无法做到统一税收,因为把各国的税

收拿到欧盟一层,就会影响各国福利社会的体制。因此,欧盟如果发展到统一预算、统一收税、统一福利政策,将引发激烈的争论,面

临极大的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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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是1998年赴瑞典考察后撰写的考察报告。应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邀请,在“欧盟—中国高等教育合作项

目”的资助下，于1998年5月下旬至6 月下旬赴瑞典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访问期间,就欧元启动的前景、北欧国家近年来
解决失业问题的经验教训和福利社会制度改革等问题，走访了瑞典财政部、劳动部、总工会经济研究中心等10个研究机构和政府部

门,同 2O 多位专家学者和官员进行了座谈。该报告刊载于《中国社
会科学院要报》1998年第6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