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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东扩与大国博弈

作者：冯绍雷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200404月 更新时间：2006-5-7

2004年5月1日，欧盟正式接纳来自中东欧、东南欧和波罗的海的10个新成员国，成为拥有25个成员国的庞大联盟。从

地理版图上看，除了独联体国家和南联盟各国，整个欧洲北部、西部和南部将连为一体。  

以柏林墙的倒塌为契机，整合的浪潮弥漫欧洲，十多年间成就了蔚为壮观的欧洲大联盟。这变迁令人惊叹，也叫人琢磨—

—它将如何改写后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当然，这样的改写才刚刚开始。  

首先来看跨大西洋关系，这对关系的走向牵动着近年来国关学界最优秀的脑细胞。一般来说，跨大西洋关系指的是欧美关

系。长时间来，这是一种以全方位合作著称于世的结盟关系。然而，投契的表象下未必没有暗涌，一场伊拉克战争陡然将

两者在战略利益、乃至理念文化上的矛盾与差异暴露无遗。当然，仅凭这个就断言欧美关系大厦将倾，似乎还为时尚早，

但时下坊间对两者之间种种矛盾的揣测和担忧，也不是无风起浪——大西洋正在具有超越地理意义上断裂含意。而发生在

这个时候的欧盟东扩，则可算是对这种断裂的铺陈和预警。  

应该说，欧盟东扩本身，是欧美共同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取得胜利的结果。冷战的结束，是欧美密切配合的产物，而这便

为欧洲一体化提供了前提。此番加入欧盟10个国家有8个是前苏联经互会成员，而在这些国家中推广市场经济、建立民主

制度、维持稳定局面，显然也是欧美共同追求的目标。然而，这样的共同利益并不能遮蔽正在实现的东扩给跨大西洋关系

带来的现实挑战。  

在行而下的基础，欧盟的扩容，是欧洲式的市场经济的扩展，是欧盟经济势力范围的延伸，而这则是以多年的经济实际发

展作为支撑的。从外贸结构看，新成员对欧盟的出口大都占了其总出口额的一半以上（2002年统计，波兰75％，捷克6

6％，立陶宛50％，匈牙利76％），它们对欧盟市场的占有则从1990年代中的9.5％上升到了近年的13％。以上数字证明了

新成员与欧盟、而非美国的经济亲缘。在欧美经济摩擦日益激烈的今天，这种关系无疑将在竞争的天平上为欧洲增添砝

码。  

仅以上述几句话说明新成员加入可能给欧美经济关系造成的影响，当然失于简单。事实上，政治甚至舆论的走向，都会有

其经济的表现。当下，欧洲人一个相当普遍的心态是，东扩是欧盟十年来投入大量资源和心血的结果，而由美国牵头的北

约却坐享其成。与此同时进行的北约东扩，先行一步已经将大体相同的中东欧成员国纳入这个冷战遗留下来的战略合作组

织之中。在不少欧盟成员看来，这不是没有“我播种，你收获”的感觉的。美国人常常取笑欧洲人“好搭便车”，如今这

一话柄倒是落入了欧洲人的手中。  

取笑归取笑，北约与欧盟确实是功能不同的两个地区性组织。前者强调战略合作，或可称为集体安全组织；后者则主要是

一个经济政治合作组织，战略问题暂时还不是欧盟的主要功能。这种不同既为两个组织的同时存在（同时东扩）提供了依

据，也带来了两者关系中一个较“心态”更为实质性的问题——欧盟希望新加盟的成员国将本国资源集中投入到各自的社

会经济改革当中，以便更快地追赶一般成员国的发展水平，更好地融入“欧洲”；而北约则要求这些国家将国家资源用于

军事改革，全面提升国防能力，以达到北约的一般标准。当然，北约不等于美国，而它与欧盟也都有着发展战略防务和加

强安全合作的诉求，但是，它们对于新成员国的不同期许，势必对未来的美欧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另外，新成员国，尤其是波兰，其内部发展也有值得瞩目之处。多年来，美国把波兰作为中东欧的“领袖国家”加以栽

培，宣扬波兰“天然地具有大西洋主义的情结”，而波兰的改革进程中也颇多美国的烙印。这一态势的发展，不但令欧盟

一些现有成员国侧目，也使得近旁的捷克和匈牙利等国感到不安，而波兰对伊拉克战争的全力支持，更令欧洲舆论惊呼：

美国要分化欧洲！而近来，尤其是西班牙“3·11”爆炸案后，波兰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开始松动，并趋向拉姆斯菲尔

德所谓的“老欧洲”，甚至可能在西班牙之后从伊拉克撤出军队。而这，显然不是美国喜闻乐见的。可以预见，在伊拉克

战争中“表现积极”的欧盟新成员立场的回摆，会进一步借欧盟东扩之机作用于微妙变化中的欧美关系。  

如果说欧盟东扩对跨大西洋关系的影响还只在微妙的开始，那么它给俄罗斯在欧洲的地缘政治环境带来的变数则已相当明

显。伊拉克战争后，俄欧的疏离世人有目共睹，国际舆论对此也没有太多争论。  

然而，特立独行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总是叫人吃惊。这几日，他一改对欧盟对俄政策的批评，称“欧盟的扩大不是问题”，

令来访的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及贸易代表拉米大为高兴，而就不久前，他还公开指责欧盟主席国的轮值制度“不合时

宜”。一时间，对俄欧关系感到悲观的政治评论家们纷纷调转笔锋，欢呼俄欧之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调处大国关系的一个特色就在于“回到欧洲”——坚持自己是欧洲的一员，刻意接近欧

洲和欧盟。三年前，笔者在华盛顿目睹的一场辩论可为佐证。当时，俄罗斯议会外委会主席弗拉基米尔·卢金热情洋溢地

将欧盟称为“和平的表征”，至于美国领导下的北约，他则颇不以为然地指为“冷战的最大遗产”。此语立即遭到布热金

斯基的反唇相讥，他预言：加入北约，将成为中东欧国家自己的愿望。  

而历史似乎总喜欢站在美国人一边。“9·11”后，普京抓住机会，通过合作反恐，大幅度推进了与美国的关系，直至200

2年，布热金斯基的预言成真——俄罗斯以非正式成员国的身份加入北约，双方签署《罗马宣言》进行合作。而俄欧关系

在伊拉克战争之后陷入了低谷，表面上看，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加里宁格勒“飞地”、俄罗斯加入WTO等问题，但归根结

底，这仍是对一种正在发生的改变的不适应——欧盟东扩之后，该如何发展俄欧关系？双方显然都还不甚明了。  

那么，欧盟东扩到底给俄欧关系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困扰？一是1997年俄欧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的适用范围的问题。协议签

订时，欧盟只有15个成员国，此番扩容就带来了旧协议是否使用于新成员的问题。显然，俄罗斯方面希望的答案是

“否”，由于欧盟吸纳的多是中东欧原属苏联阵营的国家，莫斯科担心协议一旦适用，则可能导致俄罗斯与这些国家原有

经济联系的中断，失去从苏联继承下来的一些特权。而欧盟的答案则是明明白白的“是”，因这本身是欧洲一体化的要

求。目前双方已就此展开谈判，考虑协议适用的过渡时期和对俄罗斯的补偿等。  

二是加里宁格勒“飞地”问题。依据旧制，加里宁格勒居民可直接通过波兰、立陶宛进入俄罗斯腹地。但随着波兰、立陶

宛加入欧盟，它们与加里宁格勒的边界将成为欧盟的对外边界，而依据欧盟的申报协议，加里宁格勒与俄罗斯腹地的往来

将变得相当困难。为此，俄罗斯与欧盟发生了激烈争执。  

三是俄与欧盟新成员的贸易关系。在俄方看来，欧盟东扩将使它遭受多方面的经济损失，包括新成员按照全欧标准执行比

过去更高的关税，俄粮食和畜牧产品的出口也将受限制，而这样的损失将达到每年3－15欧元。另外，欧盟东扩还引出了

在新成员如何保护讲俄语人群的权益的问题。  

而如前所述，俄欧关系在历经数月的低潮后出现了转机。前天，俄罗斯方面宣布，俄欧间新的合作协议文本已经敲定。据

称，除了加里宁格勒问题与保护俄语弱势群体的问题尚待解决之外，其余问题都已经迎刃而解。由此看来，虽俄罗斯对一

些欧洲国家固执己见仍有不满，甚至暗示备下后手以应不时之需，但妥协已成定局。  

俄罗斯对欧盟关系历经一番争执，依旧回到了后冷战的的一般逻辑上来。应该说，在对欧洲的问题上，多数俄罗斯人是抱

着“被攻击者”的心态的，这也使得双方关系虽有多年苦心经营，仍不免受挫。但在欧盟与北约同时东扩，而俄罗斯却无

力抵抗的背景之下，虚与委蛇、在美欧之间巧妙周旋，似乎仍是普京唯一的外交出路。最近，有俄罗斯友人告知：“欧盟

东扩对俄罗斯而言，冲击是暂时的，从长远来看，欧盟与俄罗斯相得益彰。”也许，在一个长时空中，欧俄相对接近仍是

定势。  



从欧盟东扩所引发或蕴含的大国关系变化大体上是朝着戴维·卡莱欧教授所揭示的“三极泛欧洲体系”构架在发展着。其

实质是以欧、美、俄三大块都保持各自的特征，以自觉或不自觉地构建均势体系来确保欧洲地区，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和

平与稳定；其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欧洲竞争态势的相对上升，俄罗斯仍然拥有大国间斡旋的巨大空间，而美国则是无近虑、

有远忧，真正要象布热津斯基先生所云：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但也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在往后的

15—20年中，要学会与欧洲，中国等国平起平坐。  

大国关系的这种日积月累的缓慢变化在欧盟东扩的推动下显然是加快了脚步。而这种变化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机会大大

地多于挑战。  

首先，欧盟东扩的结果是一大批非典型欧洲文化国家，或称之为是属于欧亚文明结合部国家加入了欧盟，这样使得欧盟原

有的单一西欧文明背景显得五光十色。法、德、意、英这样一类典型的传统西欧文明国家开始与来自中东欧地区、东南欧

地区、波罗的海已将各种语言各种文明背景的新成员国同坐同桌旁边商讨欧盟一体化的大业。欧盟文化背景的迅速多样

化，使得欧盟不光将有更大的空间来扩散欧洲文化的影响力，而且也使得自身从欧洲偏远、边缘地区文明获得更多滋养。

这样的一种趋于多样化、尊重多元文明的发展趋势必定产生外溢，使得欧盟在与非欧文明国家交往时更具有建设性态度。

欧盟政治文化的这种宽容态度无疑为中国与欧洲间的提升交往水平提供了基础，为此作了注脚。  

其次，欧盟新吸收入盟的十个成员国大部分都是与中国有着较为紧密的传统关系的原“东欧国家”。多年以来，在欧盟社

会经济标准线的导引，推动之下，这些前东欧国家的转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笔者数月之前前往东欧访问，特别是

捷、波、匈等“维谢格拉德”国家蓬勃向上的相当振作的精神状态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作为传统市场，如果这里的经济

发展态势顺当，那么，对于希望扩大海外市场的中国来说，也无疑是一大福音。  

此外，随着欧盟向东扩展，处于欧亚大陆两端的西欧与中国的共同利益也日益彰显。当年，德法各曾有大力发展欧亚大陆

心脏部位基础设施、特别是大幅度推入进公路、铁路建设的宏伟理想。欧盟这一构想的实施方向甚至还包括俄罗斯、中亚

等独联体国家这样的一种发展计划是以打通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到出海口通道为目标，从长期看，中国显然是受益方。  

从理论上讲，欧盟东扩这一复杂的区域一体化过程，为世界其它地方的区域或次区域一体化提供了范例。虽然，从关税同

盟到经货联盟再到自由贸易区，然后再提升到政治与安全联盟的过程颇多欧洲一体化过程的提炼与总结，但是笔者认为，

欧洲一体化进程仍然具有不少可以普遍借鉴的地方。包括从煤钢联营入手化干戈为玉帛，在法德之间建立起全方位合作机

制的欧洲共同体最初阶段，大有可为东方发展中国家的可咀嚼之处。比如，有人认为东北亚能源合作在某些方面可以借鉴

当年煤钢联营的做法，不失是一种走出僵局的努力。即使是亚洲地区走向区域一体化多半可能是首先起于次区域，也可以

从欧盟内部各个次区域层面的合作中获得借鉴。  

欧盟东扩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当然也包含着若干挑战。事实上，80年代以来经济转轨相对取得成功的不止是中国，

波、捷、匈等一连串“维谢格拉德”国家实际上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停止衰退，开始出现增长。现在，根据欧盟

专家的观察，捷克共和国的银行私有化手段比德国还要高；波兰的能源市场比法国更加自由。⑧换言之，经济转型的比较

告诉我们，并非可以不分清红皂白地一概排斥在中东欧国家长期实施的经济改革，问题只在于如何切合国情。中东欧、东

南欧、波罗的海国家作为新兴市场入盟无论在投资与市场方面显然也都会受欧盟的支持，造成中国份额的相对减少。包括

原东欧国家经过十多年民主改革的洗礼，已经初步形成了民主政治的构架，并保持它的良好运作，这对于尚在探索中国特

色民主改革路径的我们而言，也依然是一个竞争与挑战。有此有关，在欧洲，人们担心欧盟东扩反而会给中欧间的高科技

和军事技术合作带来一定的肘掣。最后，由欧盟东扩这一类新事物所大大复杂化了的大国关系，也远比中美破冰、中日复

交那一时期来得扑溯迷离。对于这种多边外交的参与，还始终是中国外交官与专家们的一项新课题。  

当然，欧盟东扩为中国外交和发展所提供的机会在当前看来，还是多于上述挑战的压力。问题在于，把握机会本身是一个

长期的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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