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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课题的主要关注点不是一般地论述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及其运作机制，而是更多地将其
放在世纪之交人类社会面临着的重大的转折关头这一背景下，从全球视野看待欧洲合作的进程，以期
得出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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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欧洲是近现代国际体系的发源地。
在漫长的中世纪，欧洲的大小城邦大多处在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教皇的权威之下。
但是，中世纪的欧洲历史，并不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大一统”，而是无休止的王朝战争。
1648年，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交战各方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该和约规定了主权的原则，因此被视为现代国家体系的开端。
自此，神权的势力进一步衰落，各种以民族之名而进行的建国、扩张、兼并、征战开始兴起。
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肇始自欧洲。
和平，只是战争的间歇。
和平的维系，通常是靠均势、结盟、战后条约体系，如拿破仑战争时的反法同盟、维也纳会议的“大
国协调”机制、普法战争后俾斯麦建立的三皇同盟、一战前的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等等。
欧洲知名的政治家，全都深谙均势之道，审时度势、秘密外交、不断地建立和改变盟友，是他们主要
的外交任务。
在维系安全的脆弱均势被打破时，战争就爆发了。
两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引起的。
一战是人类首次全球范围的战争，它把美国、亚洲的新兴国家日本，还有广大被迫进入现代国际体系
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都卷裹了进来。
在一战结束后，欧洲传统大国中，德国战败，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沙皇俄国的崩溃，使得欧洲政
治版图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于一战的惨烈和“非欧洲”因素的出现，特别是美国在处理战后事务中的影响，导致欧洲在国际政
治中的影响力也受到削弱。
为了寻求战后的和平与安全，各战胜国除了照老办法签订各种和约以瓜分战利品并重新分配势力之外
，对战后欧洲面临的最主要安全问题并未达成共识，特别是英、法等大国间勾心斗角，以邻为壑。
在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以及如何保障各国，尤其是中东欧小国的安全关切上，各国始终没能采取有
效措施。
尽管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致力于和平的努力，集体安全的思想带来了国际联盟，理想
主义的高涨催生了《非战公约》。
但是，所有这些努力均未能阻止2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事实上，国际联盟成了虚有其名的“集体安全机构”，而《非战公约》更是一纸空文。
面对法西斯国家咄咄逼人的侵略，英、法等大国选择了妥协退让，而捷克、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则成了
纳粹铁蹄的牺牲品。
欧洲其他国家毫无安全保障可言。
 因此可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地区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安全保障机制，有的只是大国之
间的均势。
根据克拉斯纳（KRASNER）的定义，机制（regime）须包含四个因素：原则、规范、规则、决策程序
。
均势不是机制，它只是一种对制止战争相对有利的力量分布状态。
在二战之前的各种结盟、国际会议、国际条约，只能勉强称为非常“稀薄”（脆弱）的安全机制。
当然，这个时期追求安全的各种手段与努力，既为后来欧洲安全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经验教训，也成为
了后者的基础。
二、冷战期间欧洲安全得以保障的机制分析在历史上，无论是王朝战争还是民族国家的战争，都是由
欧洲国家，特别是由欧洲大国主导的。
冷战期间，因为特殊的国际形势，欧洲不仅从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跌落下来，而且丧失了在自身
安全问题上的主导，其安全第一次掌握在了美、苏这两个“准欧洲”国家手中。
二战结束不久，欧洲就被卷入了美苏冷战的旋涡，处于两极对抗的前沿地带，并多次爆发严重的国际
危机，如两次柏林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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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在欧洲大陆发生的国际危机，尽管美苏两大集团剑拔弩张，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最后都是
有惊无险，却没有爆发任何战争。
欧洲反而成为冷战时期相对和平稳定的地区。
这是欧洲大陆上国际危机的一个新特点。
为什么处在一触即发的冷战前沿，欧洲却赢得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
这个时期的欧洲安全机制有什么新的特点？
是什么特性使冷战期间的欧洲安全机制在冷战结束后保持了生命力？
根据欧洲在自身安全机制建设中的重要程度，可以将欧洲安全机制在冷战期间的发展分为初期、中期
和晚期三个阶段。
下文将结合历史与理论来对这三个阶段分别进行介绍。
（一）初期：从欧洲为中心到大西洋为中心这一阶段从1945年二战结束开始，到50年代末结束。
在这个阶段，西欧各国政府和精英的“欧洲联合”意识被初步唤醒，并主动进行了重振欧洲，建立欧
洲安全防务共同体的尝试。
但是因为内外部条件的制约，西欧各国防务合作的努力均未取得成功，而不得不转向了依靠以北约为
代表的由美国为主导的安全机制。
欧洲联合运动是促进战后欧洲联合的重要因素。
联邦主义思想在19世纪20年代就已经在欧洲兴起。
历史上频繁的战争促使西欧众多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对欧洲未来进行深入思考。
特别是在接连经历了一战和二战之后，多种关于欧洲未来的构想纷纷出台，其中包括“欧洲联邦”、
“欧洲合众国”等。
早在1930年，法国总理白里安就向其他欧洲领导人发出了成立联邦欧洲的备忘录。
1941年，两位意大利人在狱中写出了“文托特纳宣言”，建议成立欧洲联邦。
在二战期间，联邦主义思想在非共产主义的抵抗组织中非常受欢迎。
二战结束初期，欧洲国家因为忌惮苏联而对建立欧洲联邦持谨慎态度，甚至连往常在大战之后惯用的
结盟手段也不敢妄加使用。
在各欧洲大国中，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公众，支持联邦主义的都只占少数。
只有意大利和比利时政府积极支持联邦主义。
但是，随着美苏对立的格局逐渐清晰，欧洲被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联邦主义思想再次兴起，希望能
够阻止东西欧的分裂。
英国著名政治家丘吉尔于1946年9月19日在苏黎世大学发表题为《欧洲的悲剧》的演讲，号召成立“欧
洲合众国”。
尽管丘吉尔并不打算把英国纳入“欧洲合众国”之内，而且其合众国只是各主权国的邦联，但是他的
演讲还是引起了公众对欧洲联合的注意。
这一时期的欧洲联邦主义思想和主张明显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
刚刚从战火中赢得重生的西欧各国对传统的国家主权和传统的国家安全极为敏感。
它们所谋求的政治与安全合作也只能从传统方式起步，逐渐深化。
在战后西欧走向联合的过程中，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推动力。
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
随后，美国又于当年6月推出了对西欧国家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开始努力组建由
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安全互助联盟。
当时，西欧国家虽然面临处置德国、抵御苏联威胁等种种安全顾虑，但最紧迫的困难，却是经济民生
问题。
“马歇尔计划”可谓适逢其时。
但是在帮助西欧经济复兴的同时，“马歇尔计划”也加速了欧洲的分裂和西欧的统一。
在伦敦会议上苏东国家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东西欧彻底分裂，从而使联邦主义者放弃了统一东
西欧的想法，加速了西欧的联合进程。
“马歇尔计划”不但让欧洲有了经济合作的具体动力（如随后成立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而且给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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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各国政府提供了合作与联合的合法性。
在这个时期，迫于安全压力和美国的支持，西欧国家（主要是英法）主动采取了许多促进欧洲安全合
作的举措。
这些举措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传统上常见的双边、多边盟约。
1947年3月，英、法签署《敦刻尔克条约》结为军事同盟。
两国约定在面临德国威胁时相互给予军事援助。
英法同盟条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就英国而言。
长期以来，英国一直坚持在和平时期不与欧洲大陆国家结盟的政策。
该条约的缔结表明，在20世纪上半叶接连两次遭受大规模战争浩劫之后，英法两国终于认识到在和平
时期加强军事合作的必要性。
二战后的西欧政治与安全合作由此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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