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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一体化的成功经验对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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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作者在第一部分归纳了欧洲一体化的五个方面的成功经验。作者在第二部分指出，欧

盟成功经验的被忽视、淡化或被违反，是造成欧盟宪法危机的根本原因。在第三部分，作者提出了欧盟

成功经验和欧盟宪法危机对亚洲经济一体化合作的三点启示：首先，在日本不能正确认识历史，不能与

周边国家实现心灵上的和解以前，东亚国家难以与日本开展经济一体化合作。其次，在亚洲开展区域经

济一体化合作同样需要建立亚洲的价值观共识和亚洲认同感。这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第三，亚洲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需要循序渐进、统筹安排。作者认为，中国应该用主要经力经营好现有的自由贸易

区，而不要急于建立不能正常运转的新组织。亚洲各国应该认真研究和借鉴欧洲一体化的丰富经验，努

力创造开展经济一体化合作所需要的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心理的条件，为今后亚洲经济一体化合

作的蓬勃发展和不断深化打好坚实的基础。在本文的结尾部分，作者主张，中国和欧盟应该为推行国际

关系新理念、共同构建和谐世界进行密切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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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欧洲经济一体化主要成功经验的回顾 

从1957年签订罗马条约至今，欧洲一体化合作已走过了50年的历程（如果把1952年建立的欧洲煤钢

共同体视为欧洲一体化的开端，那么欧洲一体化合作已有55年的历史）。根据罗马条约成立的欧洲经济

共同体（EEC），在1967年更名为欧洲共同体（EC），1993年11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马约）生效后，

欧洲共同体更名为欧洲联盟（欧盟，EU）。经过半个世纪坚忍不拔的努力，欧洲一体化合作经历了关税

同盟、共同市场、经济与货币联盟几个发展阶段，现在，正在为实现马约建立欧洲政治联盟的目标努

力。经过六次扩大，欧盟的成员国已经从1958年一体化合作开始时的6国增加到27国，面积超过400万平

方公里，人口达4.8亿，经济总量超过12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4，与美国经济的规模不相上

下。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主张包容、平等、多边主义、国际关系民主化，通过谈

判、对话磋商解决国际争端。欧盟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欧洲一体化的实

践，在半个世纪中成功地进行了一场无声的社会变革，为人类提供了民族国家联合、区域治理制度创新

的宝贵财富，为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为未来的全球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欧洲一体化的成功经验，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    正确对待历史：法德实现和解，成为欧洲一体化的轴心。 

●    确定了符合欧洲各国人民愿望、有利于欧洲的和平与发展、有利于欧洲各民族和谐相处、联合自强

和共同繁荣的欧洲一体化合作的宗旨：决心以共同行动消除分裂欧洲的障碍，确保成员国的经济与

社会进步；以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与工作条件为一体化合作的根本目的……也就是说，要确保在欧



洲的土地上不再发生集团对抗和战争，欧洲国家要实现联合自强。 

●    循序渐进地确定不同时期的经济一体化合作形式，从建立关税同盟、制订共同农业政策向建立共同

市场和欧洲货币体系，再向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一步一步地稳步推进。 

●    培育确保一体化合作成功的价值共同体和公民的欧洲认同感，形成一整套共同的价值理念和原则，

包括：建立民主和法治国家、各成员国地位平等、公开性和辅助性原则、创业自由、竞争力的提高

不得以破坏生态和社会公平为代价、劳动者分享经济成果以及通过独立工会保护劳动者的权利，等

等。上述一整套共同的价值理念和原则在欧盟第五轮扩大以前得到了很好的遵守，体现了一种和舟

共济、包容、互助、共享和共同分担责任的大家庭精神。成员国在分享经济一体化成果的同时，也

愿意为一体化合作作出自己的贡献（付出），愿意约束和让渡自己的部分经济主权，愿意在发生矛

盾和分歧时，实行必要的妥协。从总体上看，在第五次扩大以前，欧盟成员国间的关系是和谐的。 

●    制订了体现一体化合作宗旨和共同价值观的相关合作制度，如共同农业政策对发展欧盟农业、缩小

成员国之间农业发展差距作出了重要贡献。根据统收统支原则建立了欧盟的自有财源，建立了欧盟

预算制度。每年一千亿欧元左右的欧盟预算的绝大部分用于共同农业政策、地区发展基金、团结

（凝聚）基金等领域，对缩小经济落后的成员国和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提供了大量的

往往是不需偿还的资金。体现了富国帮助穷国、大国帮助小国的团结互助、合作共赢精神，促进了

不同民族国家人民的和谐相处和融合，增强了欧盟国家间的凝聚力。 

 

二、            欧盟宪法危机的根本原因 

欧洲一体化合作的成功，使许多国家纷纷效仿，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形成了第一个区域经济一

体化合作的浪潮。主要是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新一轮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合作浪潮，亚洲也积极地参与进来了。但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开创者欧盟在刚刚实现了第五轮扩大

后不久，出人意外地发生了2005年的《欧盟宪法条约》（以下简称《欧宪》）危机。《欧宪》本来是为

了应对扩大了欧盟需要进行机构改革和决策机制的改革以提高其运行的效率、加快共同外交和防务政策

的形成、为扩大了欧盟今后的经济、政治一体化合作提供一个“新的共同基础”而制订的。但是，《欧
宪》却在2005年被欧洲一体化合作的创始国法国和荷兰的全民公决给否决掉了。表面上看，法、荷两国

公众否决《欧宪》的主要理由是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不满，集中表现在失业问题、社会福利问题和移民问

题上。实际上，这些问题折射出许多更深层次的问题，有许多涉及到欧盟过去的成功经验在新一轮的扩

大中被忽视、淡化或被违反，主要有： 

第一、忽视了循序渐进的经验。欧盟前四轮扩大每次最多吸收三个新成员。在吸收以前，为了使新

成员国达到欧盟标准，往往要给新成员一个过渡期，例如，给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过渡期长达7年之久，

加入以后，还有7年，在这14年中，欧盟的共同预算给了这两个国家大量的财政帮助。第五轮扩大一下

子吸收10个新成员国，欧盟人口以下子增加了1亿多人，新成员国与老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差距很大，但

它们不能享受过去西班牙、葡萄牙那样优厚的援助，欧盟财政没有这个力量。于是，造成了欧盟成员国

关系的全面紧张和社会关系的不和谐：大量来自新成员国的移民加剧了老成员国的失业问题；新成员国

埋怨欧盟给予的资助太少；老成员国中欧盟预算的净受援国担心援助将转向新成员国；老成员国中的净

出资国由于政府财政赤子纷纷超过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的上限，不能再增加对共同预算的出资，同

时不得不紧缩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事业的开支，引起了公众的不满。 

第二、上述情况使人们有理由怀疑，欧盟过快的扩大，是由于欧盟的老成员国用填补苏联解体政治

真空的地缘政治考虑，取代或弱化了欧洲一体化合作的一个宗旨：联合自强。 

第三，由于美国的介入，欧盟内部出现了“新欧洲”和“老欧洲”两个“圈子”，虽然还没有发展

到对抗的程度，但双方的关系的紧张和不和谐确实已经发生了。因此欧盟成功经验中的共同价值观和欧

洲认同感也大大削弱。新老成员国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保护自己的主权而不是主权的约束和让渡和分享。

《欧宪》中有关决策机制改革的条款自然也就受到许多非议了。 

第四，正确对待历史的共识被民族主义的抬头所淡化。正确对待历史是民族国家联合、融合的一个

重要前提，是欧洲一体化合作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波兰和德国发生了关于二战历史问题的摩擦。这是

欧盟内部由于历史问题引起的裂痕。波兰、捷克允许美国在本国设立导弹防御系统，有在欧洲重新触发



冷战的可能，这个没有经过欧盟决策的决定不但引起了欧盟内部的意见分歧，而且也引起了欧盟与外部

世界特别是俄罗斯关系的紧张。爱沙尼亚迁移苏军烈士纪念碑的做法，同样也引起了欧盟内部以及欧盟

与俄罗斯关系的紧张。由于俄罗斯禁止波兰的肉类和农产品进口，波兰否决了“欧俄新伙伴关系协定谈

判”，欧盟的共同外交政策也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上述欧盟成功经验的被忽视、淡化或被违反表明，欧盟过去的成功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即使欧盟

自己也不能违反。 

 

三、欧盟的成功经验和欧盟宪法危机对亚洲的区域一体化合作的启示 

启示之一，在亚洲国家没有对过去的历史形成正确的认识，在日本没有与中国、韩国和东亚其他被

日本侵略的国家实现心灵上的和解以前，有关国家是难以建立起真正的政治互信的。没有政治互信，是

难以开展需要约束和让渡部分经济主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 

启示之二，在亚洲开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同样需要建立亚洲的价值观共识和亚洲认同感。亚洲国

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各领域的差别远大于欧洲国家间的差别。因此，在亚

洲，特别要提倡国家间的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包容互信、合作共赢。亚洲的价值观共识和亚洲认同需

要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的长期培育才能形成。 

启示之三，亚洲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需要循序渐进、统筹安排。仅仅中国已经建立的和打算谈判

的自由贸易安排就有十个左右。这会使中国的谈判代表难以应付，使中国经济难以承受，加重中国外贸

过快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外贸顺差的过快增长、人民币的被动增发、资金的流动性过剩、人民

币升值的压力、国家宏观经济调节措施的失灵、国际贸易争端的增加等等。中国应该注重的不是增加对

外贸易的量，而是提高对外贸易的质。中国应该把主要精力用于巩固和发展已有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和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 

关于建立东亚共同市场和创建东亚共同货币的主张，同样是违反了循序渐进的经验。共同市场和共

同货币需要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接近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高度协调以及重要经济主权的让渡和共享，在

目前和可以预见的将来，亚洲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倒是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经预言，20年后，世界

将有三种主要货币：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也许是中国的正确努力方向。 

由此看来，亚洲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应该克服急噪情绪。中国应该用主要经力经营好现有的自

由贸易区，而不应急于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热热闹闹”地建立一些新的不能正常运转的自由贸易区。

亚洲各国应该认真研究和借鉴欧洲一体化的丰富经验，努力创造开展经济一体化合作所需要的各种经济

的、政治的、社会心理的条件，为今后亚洲经济一体化合作的蓬勃发展和不断深化打好坚实的基础。 

 

四、            中国和欧盟能为亚欧合作贡献什么？ 

中国和欧盟地处欧亚大陆的两端，是人类古老文明的两个发源地，我们都在实现各自古老文明的复

兴。中国经济的规模大约在5年以后将与日本持平，在15-20年后与美国持平。金砖四国（BRICs）有三

个（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欧亚大陆。欧亚大陆还有迅速发展的东盟和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韩

国。无疑，欧亚大陆的复兴，将对人类的未来，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亚欧合作的深远意义也在于此。 

欧盟一体化的成功经验和欧盟的外交实践表明，欧盟的国际关系理念，与中国古代的“和而不同”

思想和中国提倡的与世界各国共同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非常相似。在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这个重

大问题上，中国与欧盟有许多共同语言。为了亚欧大陆的复兴，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中国和欧盟应该

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不同文明国家的相互包容、相互尊重、平等、互信、互利、协作方面，密

切合作，作出表率，为把我们的“地球村”建设成一个和谐相处的大家庭，作出我们的历史性贡献。这

是中国和欧盟能够为亚欧合作，为人类的未来作出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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