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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欧盟双东扩：机遇、挑战和前景 

国际战略研究室 高华 

    

【内容提要】在本章里高华副研究员着重介绍的，则是北约和欧洲这两大地区性政治安全组织在2004年取得的重大扩

展。文章用翔实的资料记述了北约和欧洲的基本扩展史，特别是近期的扩大过程，分析了这些扩展的深刻含义和两大组织

扩大后势必面对的主要挑战，以及它们与中国关系的最新进展。对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而言，观察和借鉴欧洲地区性组

织的进展和挑战，反观自身存在的问题，应当是有意义的。 

    2004年4月2日，北约吸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7国正式入

盟，成员国一下从19国增加到26国 。此次北约扩大是冷战结束以来北约进行的第二次扩大（成立以来的第五次扩大），

也是自北约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大。同年5月1日，欧盟接纳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和塞浦路斯10个新成员，实现了从15国到25国的飞跃，这是欧盟第五次同时也是历史上规模

最大的一次扩展。欧洲历史上这次大规模的整合，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联盟几乎同时进行的和平东扩方式得以实

现，欧洲又一次被推向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举世瞩目的前沿。它不仅对欧洲、而且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与政治都将产生广泛

而深远的影响。 

    一  北约和欧盟东扩的背景 

   1.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介  

   

    北约的全称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冷战时期在美国控制之下，由美国和西欧国家联合组成，旨在抗衡社会主义

苏联的地区性军事政治集团联盟。北约自成立至今已有55年的历史，经历了五次扩大。 1949年4月4日，美国、英国、法

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加拿大、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和意大利12国的外交部长在美国华盛顿签订北大西洋公

约，决定成立该组织。1949年8月24日公约开始生效。原始会员国有12个。土耳其和希腊1952年2月18日加入；德国1955

年5月9日加入；西班牙1982年5月30日加入；波兰、捷克和匈牙利1999年3月12日加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拉脱维

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7国2004年4 月 2日加入。北约共有成员国26个。  

   

    北约地域横跨欧亚和北美大陆，集西方绝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力、财力和军力于一体。目前，不论从土地面

积、人口总数、还是从经济水平和军事实力等方面来衡量，北约都是世界上首要的军事政治集团。不仅如此，北约目前还

有20个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 签署国：乌克兰、阿尔巴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芬兰、瑞典、土库曼斯坦、哈萨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奥地利、马耳他、马其顿、瑞士、北爱尔兰、克罗



地亚和塔吉克斯坦。另外，北约还有5个联系伙伴国和对话国：埃及、以色列、摩洛哥、突尼斯和毛里塔尼亚。北大西洋

公约范围实际上已扩展到北冰洋和北太平洋，其实际影响已遍及欧洲、北美、中亚、中东和北非。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仅是西方最强大的政治军事联盟，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具有影响力的地区性军事组织。北

约是美国推行其全球战略的重要载体，是维系美欧政治军事关系的关键桥梁，也是俄罗斯安全、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北

约自成立伊始便一直是美国军事战略和全球战略的晴雨表，国际关系演变中一块举足轻重的砝码。  

   

    2.北约东扩意欲何为  

   

    北约东扩是指北约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中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纳入该组织。北约东扩由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1994年

1月北约布鲁塞尔首脑会议上正式提出。第一步是向原华约成员国和前苏联国家推出“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计划规定参

与国必须在北约指导帮助下，按北约模式和标准对本国国防体制、军队编制、防务结构、军队建设和军事训练进行改造，

为正式加入北约预做准备。1995年9月北约首脑会议通过《北约东扩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了东扩的原则、目的及加入

北约的条件，正式启动东扩进程。1997年7月北约马德里首脑会议确定了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为被接纳的首批前华约成员

国的名单。1999年北约成立50周年时正式吸收上述三国为新成员。2004年4月，北约又吸收了七国新成员，顺利实现了第

二轮东扩。  

   

    从理论上讲，北约是冷战的产物，理应随着华约的解散和苏联的解体而消亡，然而北约非但没有解散，反而还在不断

扩大。北约东扩是冷战后北约为自己合法生存提出的主要依据。同北约有关和依靠北约的大部分政治家与学者，提出了

“北约扩大或者死亡” 的口号。他们认为，扩大将为该联盟提出新的目标，将维持其存在。对此，美国几位前国务卿曾

经一语破的：如果北约不东扩，这个历史上最成功的联盟必然要面临最终被丢进历史垃圾堆的危险。北约停止东扩进程将

使 “苏联卫星轨道” 永远存在，祸患无穷。为此，北约千方百计地寻找各种理由为东扩进行辩护。概括起来，北约提出

东扩的理由大体有：“保持北约活力论”、“消除欧洲分裂论”、“填充战略真空论”、“促进欧洲稳定论”、“应付未

来挑战论”、“维系欧美关系论”和推广“民主和平论”。然而，这些理由充其量都是西方卫道士们的一些冠冕堂皇的借

口。从冷战后国际政治的现实看，推动北约实行东扩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以下几方面。  

   

    北约东扩是美国冷战后提出并施行的“参与和扩展” 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旨在通过继续参与全球和

地区事务，扩展“自由民主国家的大家庭”，实现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因此，“北约东扩首先代表美国的重要政治

利益”， 在美国政府内部被看成是可以与马歇尔计划相媲美的历史性事件。  

   

    美国极力推行北约东扩也是为了在新的形势下确保美国在欧洲的重大经济利益。西欧历来是美国投资和贸易的重中之

重地区。据统计，美国对西欧的贸易占其对世界贸易总量的21.8%,在欧洲的投资占其国外总投资的49% 。在北约中居领导

地位的美国提出“经济第一” 的口号，在其“参与和扩展战略” 中声称要努力开发中、东欧新兴的“民主市场国家”。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北约东扩也是美、德、法、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东欧争夺市场和投资场所的表现。  

   

    北约扩大不仅仅对美国的安全来说至关重要，同时也会创造一个“巨大的军事装备市场”，使美国的军工企业获益受

利。冷战结束后，美国盯上了中东欧极具诱惑力的军火市场。竭力为本国军火商开辟新的销售市场是克林顿政府力主北约

东扩的初衷之一。用民主党参议员汤姆·哈金的话说，扩大联盟等于“军备生产商的马歇尔计划”。军备问题专家戴维· 

鲁普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既不是为了军事，也不是为了政策，而是为了几十亿美元的生意”。  

   

    北约东扩代表欧美双方相互需要的共识。首先，北约使美国在欧洲的势力有理由存在。美国仍然需要欧洲，既要通过

北约维护其在欧洲的战略利益，又要通过北约来制约欧洲形成独立的安全防务特性，同时还需要欧洲充当“第一机场” 

和补给集散地。其次，欧洲安全也离不开美国的参与。目前欧洲防务力量薄弱。尚不具备独立处理自身安全问题的能力和

机制，因此对美国在欧洲的存在有相当程度的依赖性。再有，北约东扩是为了阻止德国迅速向中东欧迈进。英、法及其他



西欧国家均希望通过扩大北约来制约德国。布热津斯基这样认为:“把德国拴在一个较大的框架内就为解决20世纪欧洲最

大的安全问题提供了可能。”  

   

    北约东扩同时也是对中东欧国家的请求做出的答复。自东欧剧变、华约解散和苏联解体以来，由于中东欧地区出现的

安全真空及来自对俄“帝国野心” 的深忧，中东欧一些国家始终把同西方经济和军事一体化奉为国策。加入北约，近年

来已经成为它们的目标。这首先能够从机制方面寻求对国家安全的保证。更为重要的是，中东欧国家急于想加入北约与其

说是出于对安全的担心，毋宁说是为了取得西方自由大家庭的成员证，“回归欧洲”。如果从大门--欧盟--进入欧洲办不

到，哪怕走旁门--北约--也行。  

   

    北约东扩矛头无疑针对俄罗斯。如果说冷战期间西方对苏联的警惕是由于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的威胁，

那么，冷战后西方的思想家和战略家们则显得更热衷于从俄罗斯300多年的扩张与争霸的历史中，解析俄罗斯目前和未来

的对外政策。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固然无法与昔日的苏联同日而语，但它毕竟是欧洲大国与核大国，还有庞大的核武

库，对美国国家利益仍是最大的潜在挑战者。因此，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国际地位，通过北约东扩来遏制和防范俄罗斯，

造成俄难以复兴的条件，正是美国的战略意图。  

   

    3.欧洲联盟简介  

   

    欧洲联盟简称欧盟，前身是欧洲共同体。1952年，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组建了欧洲

煤钢共同体。1958年1月1日又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65年4月18日，六国签署了《布鲁塞尔条

约》，将上述三个共同体机构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欧洲共同体于1967年7月1日开始运作。1993年11月1日欧洲联盟条

约（又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欧共体开始向欧洲联盟过渡。欧盟（欧洲共同体）经历了五次扩大。  

   

    1973年，英国、丹麦和爱尔兰加入欧共体；1981年1月1日，希腊成为欧共体第10个成员国；1986年1月1日，葡萄牙

和西班牙同时加入，欧共体成员国增至12个；1995年1月1日，奥地利、瑞典和芬兰加盟，欧盟成员国扩展至15国。欧盟与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和塞浦路斯10个候选国的谈判从

1998年3月开始，2002年12月13日，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欧盟首脑会议决定结束与10国的谈判，正式邀请10国于2004年入

盟。2003年4月16日，欧盟15个成员国在雅典同10个候选国签署了入盟条约。在分别完成各自的国内立法审批程序后，这

10国从2004年5月1日起正式加入欧盟。欧盟共有成员国25个。  

   

    4.欧盟东扩的历史必然  

   

    自从欧盟创建以来，加深欧洲的一体化和扩大一直同步进行。欧盟东扩是指欧盟将中东欧二次大战后建立的原社会主

义国家等纳入欧洲统一进程，从而建立一个欧洲人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和平统一的“大欧洲”。20世纪80年代末的苏东

剧变、华约和经互会组织的解体，使得阻碍欧洲统一的两大障碍即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顷刻之间消失了，通过一种和

平方式东扩从而实现统一的可能变成现实。面对共同的欧洲文化归属和中东欧转型国家重返欧洲（文化）大家庭的愿望，

20世纪90年代中叶欧盟推出了东扩计划，并把它同欧元与共同安全和防务一起看做是后冷战时期欧盟实现欧洲安全和稳定

的三项主要行动。1993年欧盟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制定了欧盟东扩的三大框架原则：建立稳定的、制度化的国家机器，保障

民主、法治秩序，保护人权，切实尊重少数民族权利；建立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承担成员国义务，把政治、经济货

币联盟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也成为入盟候选国的选择标准。  

   

    欧盟东扩既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必然性步骤，也是中东欧国家冷战后“回归欧洲” 的简捷途径，通过这种途径实

现中东欧国家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等方面与欧盟现有成员国的均质化发展。欧盟东扩的动机主要可以归结为

以下两个方面。  



   

    从欧盟的视角看，首先，东扩战略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决定。目前欧盟的经济实力已经与美日等量齐观，成为当今世

界一支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因而它完全拥有作为国际格局重要一极的资本和实力。但是，欧盟在外交与安全等领域尚未

形成统一的意志，难以用一个声音讲话，被称为“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军事上的侏儒”。欧盟要想成为未来国

际社会举足轻重的一极，就应吸收欧洲地区具备条件的更多国家加盟，以增加其在世界格局中的政治权重，在国际舞台上

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次，东扩战略也是欧盟权衡经济利益的结果。一方面，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压力下，欧盟迫切希望拥

有一个统一的欧洲大市场；另一方面，处于转型改制时期的中东欧国家拥有1亿多人口的市场容量，在地缘上与欧盟紧密

相连，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素质较高。这对于目前面临经济衰退和财政危机困扰的西欧国家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

力。为了开拓中东欧市场，欧盟也需要尽快把中东欧国家接纳进来。第三，东扩战略更是欧盟出于地缘安全的考虑。冷战

时期，欧洲一直是在美苏对峙中求生存，依赖美国保障自身安全，难以有所作为。吸收中东欧国家入盟，欧盟不仅可以使

其疆域大为扩展，而且可以防止未来俄罗斯的再度渗透。东扩不仅可以确保欧洲地区的安全与和平，而且有利于摆脱美俄

的控制，在世界多极化过程中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和自主权。  

   

    从中东欧国家的视角看，中东欧国家历史上一直是欧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欧洲的历史和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但

是长期以来，由于缺乏西欧那种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整合而处于不稳定状态。冷战结束后，这些国家获得了

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纷纷提出“回归欧洲”的口号。对于中东欧国家来说，重新融入欧洲、与欧盟全面接轨、实现欧

洲一体化，不仅意味着安全与繁荣，而且有助于提升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加入欧盟带来的大量资金支持与援助可以

使其迅速摆脱目前经济上的困境；尽快建立一个能承受国际竞争压力的市场经济体系；推动其国内民主政治建设，尽快建

立一个自由、平等、尊重人权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制国家；还可以使其彻底摆脱俄罗斯的控制，寻得新的安全依托和

政治归属感，并获得在欧洲事务中的发言权。  

   

    因此，东扩无论对欧盟还是对中东欧国家来说，无疑都是件“双赢” 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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