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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是苏联解体后发生在欧洲的重大事件，给这一地区乃至全球的国际关系带来巨大影响。二者

形同而实异，其间存在的重大差异，为感受到东扩威胁和竞争压力的其他国家与政治力量提供了迎接挑战的机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东扩和欧洲联盟（以下简称欧盟）东扩是苏联解体后发生在欧洲的重大事件，对这

一地区乃至全球的国际关系带来巨大影响。目前北约和欧盟东扩的势头方兴未艾，它已经并继续深刻地改变着欧洲的政治和

经济版图。 

    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虽然在时间的发生和地域的扩展上有相通和类似之处，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但二者实际上有着明

显的差异。笔者试从下列几方面作出比较分析。 

      一、北约东扩与欧盟东扩的缘起和基本方向的比较分析 

    北约和欧盟自诞生后就不断地向外扩展，但都是在其西方阵营内部发展成员。因此，东扩的准确定义，应是指起源于20

世纪90年代，北约和欧盟在东欧、独联体等前苏联的势力范围或地域内发展成员和伙伴的意向和过程。因此，就东扩缘起的

大背景而言，两大组织有相似之处，都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有关。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都把中东欧作为宏观上的扩展对

象，但在具体的对象和方向上，存在着差异。 

    北约 

    诞生于1949年的北约组织，是一个由美国起主导作用和发挥主要控制力的政治军事组织。随着冷战结束，华约解散和苏

联解体，北约迅即进行战略调整，它开始与中东欧及独联体一些国家对话。1991年成立了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将势力和影

响逐步伸进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 

    中东欧国家最先表示出加入北约意愿的是波兰，随后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也相继提出同一要求。这些前苏联阵

营的国家纷纷提出加入北约的历史原因在于它们都曾经先后受到苏联或德国的控制或占领，德国和波兰之间还有领土纠葛。

虽然德国统一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德国必须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与波兰之间的领土变更现实，但为防止这些历史因素演

化为现实问题，加入北约而成为西方阵营中的坚定一员，可以起到有效的防范作用。从现实原因看，这些与西欧相比在经

济、科技发展方面明显滞后的东欧国家希翼借此带来直接的利益。1994年1月，北约在比利时召开了自苏联解体后的第一次

首脑会议，会议的主要成果之一是批准了一项关于同东欧国家建立“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文件，并向前华约国家及欧洲其

他国家发出了共同建立“和平伙伴关系”的邀请书。“北约秘书长韦尔纳认为，这次会议通过的文件是北约联盟的一个‘历

史性创举’，是建立新北约的‘转折点’”（注：无闲：《“东进序曲”——评北约第13次首脑会议》，《世界知识》，

1994年第3期，第14页。）。由此，北约的东扩战略正式出台，吹响了东扩的号角。1995年9月，北约常设理事会通过了北约

为何东扩和如何东扩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为东扩作了铺垫工作。1997年7月，北约在马德里召开首脑会议，在发展中东

欧国家为新成员问题上北约国家内部并无大分歧，但在东扩的具体对象和方向上则产生了不同看法。为了不过分刺激俄罗

斯，减少东扩的费用，美国主张首批只吸收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而法国则提出首批对象应包括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

两国，它的意见得到了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希腊、比利时和加拿大的支持，但最后在美国的压力下，会议宣

布北约东扩第一批接纳的是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也就是采纳了美国方案，同时表示在1999年的北约首脑会议上将优先

考虑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加入问题。1997年12月，北约16国外长在布鲁塞尔签署了波兰、匈牙利、捷克三国加入北约的



条约草案。1999年3月，北约举行了接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的仪式。根据德国外长金克尔的表述，“在加入北约

的日程表上，继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后，将是波罗的海三国”（注：潘琪昌：《一九九七年的欧洲形势回顾》，《发展论

坛》，1998年第4期，第54页。）。 

    北约东扩最新取得进展的是中亚。1999年5月，美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中亚的乌兹别克、哈萨克和土库曼三国，虽然代

表团的级别并不太高，但意义重大。美国借此全面推进同中亚国家的关系，支持中亚国家积极参加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

计划，加强与中亚国家在国防和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 

    综上所述，北约东扩的基本对象和方向是：中东欧（波兰、匈牙利、捷克）——巴尔干（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等）—

—波罗的海沿岸（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中亚（乌兹别克、哈萨克、土库曼等）。 

      欧盟 

    欧盟系由成立于1951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基础上逐步演变而来，冷战时期发生过三次扩展。1991年底，欧共体12国通过

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1993年，《马约》生效，欧盟宣告诞生。1994年6月，欧盟理事会决定在

欧盟原有12国基础上吸收奥地利、芬兰、瑞典、挪威4国加盟（挪威后在全民公决中未获通过）。虽然欧盟在冷战后已经历

了第四次扩展的过程，但准确地说，到此为止，都只是欧盟在传统地域内进一步扩展而不是本文所指的东扩。 

    欧盟的东扩对象是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

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10个国家，此外，不属于前社会主义国家范畴的塞浦路斯、马耳他和土耳其也是欧盟的

扩展对象。 

    欧盟的主要国家之间对东扩的对象与方向亦有着不同的意见。德国认为波兰、匈牙利及捷克等国最有资格首批加入欧

盟。法国则希望与其关系较好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能首批入盟。欧盟内部争论的结果现在看来是德国方案成了主导性的意

向。1997年12月，卢森堡欧盟首脑会议就欧盟的第五次扩大达成协议，确定了首轮东扩谈判的名单和时间表。应该说，这才

是欧盟东扩进程的真正起步。欧盟于1998年4月首先与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和塞浦路斯6国开始入盟

谈判，同“暂时不符合入盟谈判条件”的保加利亚、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5国进行准备接纳的预备性谈

判，以促使它们早日具备和欧盟举行入盟谈判的条件。至于土耳其，由于涉及到西方国家非常看重的民族、宗教、人权以及

经济等诸多因素，首批入盟名单和第二批预备名单均未能列入，只是笼统地确认了土耳其的入盟资格。 

    按照目前的欧盟东扩日程表，波兰、捷克、匈牙利将最有可能在21世纪初成为首批东扩的欧盟正式成员国。匈牙利总统

已公开表示：“按照我们的意愿在下世纪初的前几年将成为欧盟的法定成员，从而成为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坚强的、安

全的、可靠的、稳定的伙伴。”（注：匈牙利总统根茨·阿尔帕特致欧华联会第六届大会的贺信，《欧洲之声》报，1998年

8月9日。） 

    因此，欧盟东扩的基本对象和方向大致为：中东欧（匈牙利、波兰、捷克等）——巴尔干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保加利

亚、罗马尼亚、立陶宛等）——地中海沿岸（土耳其等）。 

    二、北约和欧盟东扩目的的比较分析 

      北约 

    美国作为北约东扩的积极倡导者和北约目前的主导性力量，它的意向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北约东扩的目的： 

    1.遏制俄罗斯。苏联的存在和强盛曾使美国和西欧国家感到寝食难安。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者，虽然暂时处于政治经

济转轨的困难时期，但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潜力是谁也不敢小觑的，特别是它仍拥有世界上唯一可以摧毁美国的战略核力

量，美国仍将其看作是潜在的敌人。所以，北约东扩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借俄罗斯虚弱之机，吸收前华约成员国，抢占其传统

势力范围，压缩其战略生存空间。应该说，在这一点上，美国和欧盟国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冷战之后欧洲并不太平，西欧在

现阶段仍无实力摆脱美国的参与而建立起独立防务系统，而且在遏制俄罗斯、巩固冷战成果方面它们与美国有着共同的战略

利益，所以西欧支持美国倡导的北约东扩战略。特别是德国，因为北约东扩将使其不再是北约的东部边界。1999年3月至5月

爆发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科索沃战争，表明了美国和北约为达东扩目的，拔除障碍，不惜动用战争手段。这样，

将来即便俄罗斯恢复了实力地位，也会因缺乏战略伙伴和空间而无法形成冷战时期那样对西方世界的威胁了。 

    2.制约西欧。由于以美国、苏联对抗为特征的两极格局的解体，在西方世界内部，随着共同的最有力的外部威胁消失，

西欧国家在欧洲防务问题上已不需要美国所提供的强有力的保护，美国的领导地位在西方世界内部反而不如冷战时期。尤其

在现今的经济活动当中，西方世界内部竞争非常激烈，西欧随着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推进，防务联合日趋加强，美国在欧洲

的主导地位受到了西方盟国的强大挑战。美国在90年代通过组织著名专家和学者研究的成果认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真正

有可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强劲对手的是欧洲。因此，美国企图通过扩大北约建立以北约为核心的欧洲安全体系，使

欧洲不能摆脱美国的影响，从而继续保持其在未来欧洲事务中的主导权。 



      欧盟 

    欧盟东扩从安全意义上说有着与北约东扩相类似的目的，即都是为了把冷战时期最主要对手苏联的势力范围甚至原苏联

加盟共和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推行西方的民主制度。但由于欧盟是单纯西欧国家的组织，并且是以政治经济的发展为主

要趋势的组织，所以它的东扩目的性又表现出了极强烈的主体意识，可以概括为： 

    1.实现完整意义上的欧洲大一统。欧洲在二战结束后的冷战岁月分裂为东欧和西欧长达几十年，双方均存在着用自己的

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一统欧洲的愿望。在战后初期，关于欧洲联合的思潮席卷西欧各国，欧共体便是在这种联合的思潮指引

下的产物，并最终以过渡到欧盟而达到高潮。但直到欧盟建立，欧洲的联合始终是在西欧的政治版图之内。东欧剧变、苏联

解体和两德统一使西欧占据了政治制高点，“欧盟对中东欧国家入盟提出的三个条件中，第一个便是必须建立西方式的民主

制度”（注：魏崴：《欧盟也向东扩》，《人民日报》，1997年7月25日。）。西欧国家终于看到了用它们所认可的方式和

制度一统欧洲的前景，“用欧盟主席桑特的话说，实现欧盟东扩是‘欧洲大陆自身和解的唯一历史性机会’”（注：张征

东：《欧盟为何也东扩》，《半月谈》，1997年第16期，第68页。）。从欧盟东扩之中我们可以看出深沉的历史情结。 

    2.抗衡美国。冷战时期美苏对抗的两极世界格局，使欧洲中心地位丧失并在安全问题上沦为美国的附庸达几十年，这使

在传统格局中长期占据统领地位的西欧深感苦涩。欧盟东扩为它们提供了统一欧洲大陆、加强欧洲在世界政治经济竞争中的

地位的机会。冷战结束后欧洲国家所面临的现实是美国以唯一超级大国自居，推行以建立单级世界为核心目标的霸权主义，

欲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就要继续控制欧洲。从这一意义出发，欧盟国家与美国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就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

实力地位而言，西欧的大国，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单枪匹马都无法与美国抗衡，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形成全面挑战。因此，

欧盟以“法—德轴心”为核心力量，意欲通过东扩以加快欧洲的一体化建设的进程，实现群体性力量的整合，形成在世界格

局中发挥实质性作用的一极。我们注意到，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期间，欧盟国家出现了与美国不同的声音，在是否扩大轰

炸、是否发动地面战、是否寻求政治解决等问题上，与美国保持着距离。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双方对科索沃战争有着不同的理

解，实际上这也是美欧之间围绕欧洲安全事务的主导权在展开争斗。 

      三、北约和欧盟东扩所遇障碍的比较分析 

      北约 

    随着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三国加入北约，北约东扩已成为既成事实。但由于内外矛盾重重，北约东扩仍面临着层层阻

力，其中主要有： 

    1.美俄矛盾：北约东扩所遭遇到的最大也是最关键的阻力来自俄罗斯。北约的东扩决定刚作出，俄国官方就声称：北约

东扩“也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犯的最大错误”（注：郑园园：《冷眼看东扩》，《环球时报》，1997年7月20

日。）。由于俄罗斯实力地位的虚弱，交锋的结果是俄罗斯默许了东扩。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三国加入北约是冷战结束后欧

洲政治版图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对美国来说，它从军事上、政治上深入苏联的传统势力范围；对俄罗斯来说，是势力范围萎

缩的重要标志。但这只是俄罗斯默许北约东扩在过去的东欧国家范围内进行，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允许北约无限制、无顾忌地

向东扩展。俄罗斯最后的底线是绝不容许北约扩大到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版图之内。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如果加入北约，意味

着俄罗斯的这一底线被突破，战略生存空间被大大挤压。因而叶利钦声称，俄罗斯坚决反对前苏联国家成为北约的新成员。 

    俄罗斯采取的对策一是要北约对俄罗斯承担明确的义务和承诺，确保俄罗斯的安全；二是俄罗斯和北约在未来欧洲安全

格局中成为平等关系的两个支柱，共同承担欧洲的安全义务。这样，俄罗斯的地位高于欧洲其他国家，尽量达到在欧洲安全

问题上与美国平起平坐。从这个意义上说，1999年发生的科索沃战争是美国为首的北约意图彻底打击南联盟，拔除在东扩路

途上的障碍；而俄罗斯作出了强烈的反应，美俄关系因此跌到苏联解体、俄罗斯成立以来的最低点。可以预想，随着北约东

扩之路的向东延伸，将会遇到俄罗斯愈加猛烈的抵抗，这是美国及其西欧国家需要慎重对待的。 

    2.美欧矛盾：由于目前美国掌握着北约东扩的主导权，所以北约的欧洲盟国对东扩心情复杂，因为这其中也包含着对欧

洲安全主导权的争执。法国一向是西欧国家中敢于向美国说“不”的国家，它曾宣布中止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进程，后决定

重返北约，是为了促使北约的“欧洲支柱”成长。法国与美国的争执实质是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还是美国主导下的欧洲之

争。这一点，与上文所阐述的欧盟东扩的目的性是相通的。 

      欧盟 

    欧盟东扩的障碍主要来自于欧盟内部。因为欧盟与北约相比，其组织性质有重大区别，北约是政治军事组织，并且更凸

显其军事性；欧盟则以经济起家，发展到今天已成为政治经济组织，但经济性更为成员国所看重。正由于有以上区别，欧盟

东扩俄罗斯不仅不反对，甚至叶利钦总统还表示愿意加入欧盟。欧盟东扩的对象国与欧盟现有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准和经济体

制上有着明显的差别，而欧盟内部目前在统一市场、对贫穷地区和农业实行补贴政策、欧盟组织机构和制度的改革等等方面

还有诸多问题存在。与北约东扩的迅猛势头相比，欧盟东扩显得更为审慎，更注重入盟条件的达标。“申请国在进入欧盟之



前，需要做到与欧盟立法趋同、经济达标、市场接轨和宏观经济管理靠拢等，目前申请国与这些要求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注：朱富贤：《波兰入盟急 欧盟态度冷》，《人民日报》，1998年7月8日。）所以，欧盟内部机制的梳理和入盟国经济

水准提高等因素成为欧盟东扩的主要障碍。 

    此外，欧盟在吸收新成员国问题上实行的是“一票否决制”，而要让15个主权国家都投出赞成票谈何容易，这使欧盟无

形中也为自己设置了一道东扩的障碍。1999年10月出台的欧盟改革方案提出：今后吸收新成员国时只需大多数成员国同意即

可，欧盟主席的权限也应增加。这反映出欧盟为消除障碍而在积极努力。 

      四、结论 

    北约和欧盟是成员构成、组织性质、内部机制、发展趋向都不尽相同的两大组织，因而二者的东扩形同而实异，其间存

在的重大差异，为感受到东扩威胁和竞争压力的其他国家与政治力量提供了国际政治的游刃之处和对付挑战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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