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多层治理理论与欧洲一体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多层治理理论与欧洲一体化>>

13位ISBN编号：9787560738772

10位ISBN编号：756073877X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山东大学出版社

作者：朱贵昌

页数：26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多层治理理论与欧洲一体化>>

内容概要

　　《多层治理理论与欧洲一体化》主要以上面提到的研究方法对欧洲一体化以及随之出现的“多层
治理”的政治体系进行了比较全面和客观的分析。
导言部分论述了选题的目的和意义，界定了《多层治理理论与欧洲一体化》所研究的“欧洲一体化”
的内涵，分析了目前这一课题的研究状况，指出了《多层治理理论与欧洲一体化》的研究方法及不足
。
　　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多层治理理论与欧洲一体化》的研究视角。
本章首先从考察一般治理、全球治理兴起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了“多层治理”在欧洲是如何被提出
来的，并详细讨论了“多层治理”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具有什么特点。
最后，本章对“多层治理”视角进行了评析，指出了从这一视角出发研究欧洲一体化的优点及不足。
　　第二章以“多层治理”为视角考察了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欧洲一体化历史呈现出如下特点：欧洲煤钢共同体是一个以高级机构为主的超国家的欧洲治理方式，
换句话说，煤钢共同体的超国家色彩更浓一些；而自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以后，欧共体理事会的作用
更大一些，或者说以政府间合作的理事会为主的治理方式占上风；欧洲联盟建立以后，具有超国家性
质的欧盟委员会的作用又开始突出，另外，欧盟治理的次国家方向随着地区委员会的建立而增强。
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欧洲政治一体化就是一个超国家方向和次国家方向不断完善的过程，或
者说民族国家主权与功能不断被侵蚀的过程，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欧洲联盟多层治理
政治框架逐步形成的历史。
　　第三章论述了“多层治理”欧盟的组织机构和政治框架。
本章从多层治理的视角出发，将欧盟的组织机构分为三大类：超国家机构（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
欧洲法院、欧洲中央银行等）、政府间机构（部长理事会、欧盟首脑理事会）和次国家机构（经济和
社会委员会、地区委员会）。
这三类机构的性质不同，在欧盟治理中的作用也不尽一致。
超国家机构主要代表欧盟的整体利益，致力于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政府间机构主要代表各成员国
的利益，致力于协调成员国间的利益和矛盾；次国家机构主要代表各利益团体和地方利益，致力于参
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并维护利益团体和地方的利益。
可见，欧洲联盟是一个多层面的政治构架，其权力不是掌握在欧盟的某一机构或一种性质的机构手中
，而是在各种性质的组织机构之间共享。
欧盟多层政治体系顺利运转的原因是：这些组织机构有明确的法律作保障，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欧盟
成员国及各组织机构之间形成了合作共事、民主协商、相互妥协、彼此制约的共同体工作方式。
　　第四章分析了“多层治理”欧盟的决策和执行体系。
本章首先借鉴约翰·彼得森的研究成果，将欧盟的决策体制划分为超体系、体系和次体系三个层次。
每个层次的决策主体、决策理性不同，因而，所作出的决策类型也不同。
不过，本章也指出这样的划分并不意味着欧盟治理的每一个层面都总是由一类行为体或组织机构所主
导的，也不意味着每一个层面只有一种类型的决策，更不是说欧盟治理存在这种明确的等级划分层面
，而是说这种层次划分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欧盟立法决策的性质和特点。
政策制定之后关键在于执行。
与欧盟多层次的决策体系相适应，欧盟逐渐建立起了直接和间接、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多层次的执行
体系。
　　第五章以欧盟的地区政策为例分析了欧盟多层治理的具体实践。
本章首先简要回顾了欧盟地区政策的历史演进，然后具体分析了伙伴关系原则在欧盟地区政策制定和
执行中的适用情况及其重要意义和影响。
作为执行欧盟地区政策的基本原则，伙伴关系原则意味着欧盟委员会、成员国政府、地区、地方行政
当局和其他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要在地区政策的执行中密切合作。
随着欧盟地区政策的发展和伙伴关系原则的实施，各国境内的地区和地方政府，或其他非政府行为体
的确开始动员起来，同时在国家层面和超国家层面运作，并与其他治理层面特别是欧盟层面建立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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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泛和密切的联系。
这样，欧盟、成员国和地区三者之间形成了政策网络，欧盟地区政策的治理开始出现多层次的博弈局
面，并呈现出多层治理的特点。
但是，本章也指出，次国家行为体对欧盟决策的影响仍然有限，它们虽然参与了欧盟的决策进程，但
是却无法影响决策的结果，成员国政府在政策进程的不同阶段都充当了守门员的角色，次国家行为体
对欧盟治理的参与并不足以侵蚀成员国政府的权力。
　　第六章主要讨论了欧盟东扩对欧盟多层治理体系的治理能力的挑战以及欧盟为应对这种挑战而进
行的改革。
本章在回顾了欧盟东扩的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欧盟的不断扩大和成员国数量的增多对欧盟
多层治理体系的治理能力和效率的挑战，然后具体论述了欧盟为了迎接这些挑战所采取的改革措施，
其中重点分析了欧盟所进行的制度改革，特别是《尼斯条约》和《欧盟宪法条约》以及《里斯本条约
》为提高欧盟治理的效率和能力所进行的制度改革。
但是本章也指出，这些制度改革还不足以解决欧盟扩大后所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即成员国的多样性
与欧盟治理的统一性之间的矛盾。
为了在尊重成员国的多样性和实现欧盟治理的统一性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欧盟发展了一种名为“开
放协调机制”的新治理模式，成为继共同体治理方式、政府间合作方式之后的另一种治理方式。
这说明，随着欧盟成员国的增多，欧盟治理方式更趋多样化，更具灵活性。
　　第七章分析了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发展所面临的民主合法性挑战。
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和欧盟治理权限的扩展自90年代以来日益引起欧洲民众的不满和反对，欧洲民众开
始质疑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治理的合法性，欧盟的民主合法性问题逐渐成为欧盟政治的核心议题之一，
欧盟政界与学术界也因此展开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激烈争论。
尽管理论界在如何认识和提高欧盟合法性的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但是欧盟却早已在理论争论的背后
开始了提高其合法性的实践探索，这些探索集中体现在欧盟所推行的一系列宪政改革和所制定的一系
列宪法性条约中。
其中欧盟在2001年发动的制宪运动以及2004年制定的《欧盟宪法条约》以及2007年取代《欧盟宪法条
约》的《里斯本条约》把欧盟宪政改革推向了高潮，代表了欧盟提高其民主合法性的最新努力。
这些努力虽不能从根本上克服欧盟的“民主赤字”和合法性危机，但是却有助于欧盟探索出一种适合
自身特性的新的跨国民主模式，尽管我们无法知道这种模式会是什么样子。
　　最后是《多层治理理论与欧洲一体化》的结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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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多层治理欧盟的历史向度　　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从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诞生算起，
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征程中，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一体化的形式逐渐走向联合，通过让渡部分国
家主权，逐步建立起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联合体的政治架构。
本章将从多层治理视角考察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并以此视角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作出合理的阶段划
分。
　　第一节 共同体方法的确立与　　超国家治理的发展　　1951年4月18日，法国、德国（当时的西
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六国政府在巴黎签署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又称《
巴黎条约》。
1952年7月25日，条约经各国议会批准后生效，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诞生。
煤钢共同体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的超前联合机制对于共同体后来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
义。
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诞生与超国家机构的建立，确立了欧洲～体化的共同体方法并促进了超国家主义的
发展，是欧共体/欧盟多层治理政治架构形成的开端。
　　1952年建立的煤钢共同体是根据莫内－舒曼计划而来的。
1950年5月9日，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提出了著名的舒曼计划（the Schuman
Plan），希望将欧洲两个最大的敌对国法国和德国的煤炭、钢铁工业联合起来经营，并建立一个超国
家的共同机构对之进行管理，其目的是通过渐进的方式建设一个和平与统一的欧洲。
由于舒曼计划的原稿是由让·莫内及其少数几位朋友、助手共同拟定提出来的，因而该计划也称为“
奠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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