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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原则及与

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关系

罗  志  刚

[摘  要] 欧洲政治一体化在欧盟对外方面和社会政治方面具有特定的内涵。作为欧盟

深思熟虑的战略选择,它经历了一条艰难的发展道路。它和欧洲经济一体化一起共同遵循着

一些基本原则, 主要是利益原则、民主原则、渐进原则和机制原则。这些原则是整个欧洲一体

化不断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保证。欧洲政治一体化与欧洲经济一体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两者共同构成了全面意义的欧洲一体化,并决定了其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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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政治一体化如同欧洲经济一体化一样,是 20世纪 5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体系的主要特色之一。

在今天全球区域化的浪潮中, 欧洲政治一体化的成就和水平也是最为突出的,其对欧盟在国际政治中的

作用和地位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且,如果说欧洲一体化是当代欧洲文明的最高表现之一, 那么, 欧洲政

治一体化显然是这种文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和组成部分。所有这些都引起了人们对它的兴趣。这

里,笔者仅就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发展道路及从中体现出的一些重要建设原则、欧洲政治一体化与经济一

体化之间的紧密关系略加探讨,以期人们更加关注欧洲政治一体化问题。

一、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艰难之路

在国际关系中, /政治一体化0和其他许多概念一样,直至目前还是一个缺乏统一定义的概念。据笔

者的理解,它是指经济、政治独立的各国自愿加强联合,其政治运行机制在功能和规则制度上趋于统一,

其政治关系达到相当高度的融合过程。从其内涵来看,主要包括两个重要的、相互联系的方面。( 1)对

外方面,共同体成员国在包括军事战略问题的国际关系领域的政策及其全部手段是统一的。( 2)社会政

治方面, 确保共同体成员国内部社会稳定, 以及相应的全部措施的统一,包括经济政治方面政策的统

一
¹
。作为国家间合作的一种最高形式,政治一体化是要在两个以上的政治单位联盟的基础上建立统

一的政治共同体。政治一体化进程的实质和主要倾向就在于, 超出简单协调外交政策的范畴, 把主权

逐步地转交给新的共同体机构 [ 1]
(第 4582459 页)。同时,政治一体化如同经济一体化一样, 具有明显的地

缘政治特征,即其参与者 ) ) ) 政治单位在地理上通常是相邻的。在目前的条件下,已经和能够出现的还

只是欧洲政治一体化这样的地区性政治一体化。

其实,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西欧国家实际上就已开始考虑地区政治一体化问题。从 20世

纪 70年代初欧洲政治合作机制建立以来,欧洲政治一体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5马斯特里赫特条

约6(以下简称5马约6)问世后,这种成就更为突出。欧洲在国际关系体系中能开/政治一体化0之先河,



 第 2 期 罗志刚: 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原则及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关系

首先是因为它有至少长达数百年之久的深厚思想理论基础。20世纪初,争取/欧洲联合0的运动活跃展

开,欧洲联邦思想也随之出现。二战前后,它成为指导西欧联合的重要理论。50年代欧洲经济一体化

进程启动后,关于欧洲一体化的理论纷纷问世, 在政治一体化理论方面, 则有/功能主义0、/新功能主

义0、/联邦主义0、/政府间主义0等重要理论。上述欧洲联合思想和理论,对战后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产

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少数欧洲政治精英对欧洲政治一体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不可否定的。但也要看到,政治一体

化决不是他们主观意志的产物。重要的是,欧洲政治一体化主要是欧洲国家受冷战时期欧洲和世界形

势变化的影响, 为谋求其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而共同努力的结果。

欧洲政治一体化的道路是曲折艰难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欧共体主要成员国尤其是法国的推

动下,政治一体化的尝试就已开始了。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欧盟成员国面对欧洲已失去昔日在世界的

中心地位的现实,除了希望实现经济一体化外,也希望利用各种条件共同推进政治一体化,以实现欧洲

统一的夙愿,全面促进本身的利益。不过,由于主客观条件很不成熟,这种尝试不久便遭到失败,其标志

就是建立西欧防务同盟的/富歇计划0的夭折。

从 70年代初起,在国际形势的影响下,更出于国家利益的驱动, 欧共体成员国终于开始走上政治合

作的道路,并取得明显的成就。确切地说,政治一体化在这一时期已成为欧盟深思熟虑下的决定性战略

选择。作为一种战略工具,它是为欧盟全体成员的经济、政治和安全等利益服务的, 只不过其最终目标

到底是联邦,还是邦联,抑或国家集团, 至今成员国都难以取得一致, 以致都情愿以/政治联盟0这种含糊

的名称来表示国家联合体的政治性质。

冷战后,欧洲政治一体化进入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5马约6明确规定了建设第二、第三支柱的任
务。而且,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司法与内务合作领域,经过欧盟成员国政府之间的艰苦谈判,已达

成一系列协议和条约,从而表明欧洲政治一体化已取得重大进展。只不过是,由于欧盟内外种种因素,

尤其是国家利益和主权因素的影响,政治一体化的道路上仍存在很多困难。的确,多年来成员国围绕政

治一体化进程的具体形式、速度和最终方向一直存在意见分歧, 并不断展开辩论。但迄今为止, 没有一

个成员国真正否定政治一体化的必要性,根本反对建立和发展欧盟的政治机制即超国家机制。它们懂

得,只有通过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才能真正解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才能最大限度地符合自己的

利益。因此,持不同政治一体化主张的成员国彼此之间往往体现出很强的协调性,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

实际上一直没有中断。

在可预见的时期里, 欧洲政治一体化很难达到目前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水平。但即便如此,从总的趋

势看,政治一体化的必要性,其对欧洲国家切身利益的重大深远意义和日益突出的广泛作用, 决定了欧

盟成员国要依靠政治联盟的推进, 来保证它们的全面发展
[ 2]

(第 168 页) , 即决定了符合欧盟成员国利益

的政治一体化进程不会终止。

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进程与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欧盟一些主要成员国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的。

西方现实主义认为, 不同的国家实力,决定了国家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在欧洲政治一

体化进程中,国家实力相对高于其他欧盟成员国的法、德、英等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此一来,在欧洲

一体化进程中, 存在着一个由若干规模和实力大约一样的国家构成的政治核心结构,这是欧洲经济、政

治一体化的特点之一,也是其独有的优势之一 [ 3] (第 173 页)。但也要看到, 属于政治核心结构的国家的

作用也并非完全一样。同法德两国的/发动机0作用相比较,英国所起的作用也许是不够的,它所选择的

主要是一种不受太多束缚的有保留的政治一体化道路。对于今后的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而言,作为/发

动机0的法德合作仍然是不可缺少的,而且这种合作的重要性可能将一如从前, 仍在英国的作用之上。

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不仅取决于欧盟内部因素的作用, 还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例如,跨大西洋联

盟关系就是其中最具影响的因素之一。从欧洲政治一体化的早期尝试到冷战后发展时期,北约的存在

一直就对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形成强大的制约。美国直接或间接的干预, 对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影响也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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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明显。

上述情形表明, 欧洲政治一体化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是一个涉及到众多问题的国际现象。而考

察欧洲政治一体化本身体现出的原则及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密切相互关系, 对于全面深入认识欧洲政

治一体化的本质、特征和在整个欧洲一体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无疑是一条具有重要意义的途径之一。

二、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基本原则

欧洲政治一体化建设的构想和实践主要建立在一些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它正是遵循着这些原则

创建了本身的特色, 并在近 40年中不断取得成就。比较起来,最重要的是如下基本原则:

(一)利益原则

国家利益在任何时候都是国家行为的出发点和根本动力。从这个意义上看,现实国际关系实质上

是各国国家利益相互影响的具体体现, 是国家之间的一种利害关系。这一点也决定了欧洲政治一体化

事业必须根据利益原则来进行建设。

欧盟成员国坚持参与政治一体化进程,是出于对本身利益的判断和追求。因此,欧洲政治一体化的

每步进展,哪怕是很小的进展,客观上都必须符合它们的实际利益。如果不是这样, 它们就不会加入政

治一体化进程, 也不会付出一些代价来推进这一进程, 即欧洲政治一体化是不可想象的。有的作者正确

指出: /在欧盟中,成功地制定一项政策的关键就是要兼顾成员国的共同利益,特别是大国的利益。只有

这样, 政策才会被接受和得到推动。0 [ 4]
(第 112 页)事实上, 政治一体化尽管不能代替各成员国实现国家

利益的其他一切手段,其作用不能任意夸大, 但的确促进了它们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这一点更体

现出政治一体化作为欧盟成员国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战略手段的/利益工具0的性质。
利益原则不仅意味着欧洲政治一体化以成员国的国家利益为其动力和目标,还表现为要寻求成员

国利益之间的共同点,形成欧盟的/整体利益0或/欧洲利益0。实质上,欧洲政治一体化同时也是以这种

/整体利益0为其动力和目标的。不过, 由于成员国的具体/国家利益0与欧盟的/整体利益0既有一致性,

又有非一致性, 且不易协调,欧洲政治一体化的水平难免受到很大的制约。实际情形是,成员国在处理

政治一体化问题时, 常常是将/国家利益0置于欧盟/整体利益0之上的。正如约瑟夫 #奈所说的那样:

/欧洲在联合的程度上面临巨大的限制。尽管一体化已进行了 50年,国家的特点仍然比共同的欧洲的

特点突出;同过去相比,国家利益受到了抑制, 但仍处处表现出来。0 [ 5]
(第 33 页)不难看出, 必须兼顾成

员国/国家利益0与欧盟/整体利益0的一体化的利益原则本身含有内在的矛盾性,这不能不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到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和水平。因此,要有效地提高欧洲政治一体化的水平,就必须尽力实现

成员国/国家利益0与欧盟/整体利益0 最大限度的一致性和融合, 使国家利益弱化而能服从于/整体利

益0。不管在实践中这么做是如何困难,这毕竟是欧洲政治一体化也是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关键。

(二)民主原则

这是欧洲政治一体化建设的极其重要的原则之一。扩大一点来说, 整个欧洲一体化进程都离不开

这一原则,它对建立成员国之间的和谐关系, 保证一体化的持续正常推进具有关键的意义。该原则具体

表现为:首先,迄今为止, 欧洲政治一体化是在成员国自愿参与的情形下发展的,不存在任何外力即国家

或国际组织强迫任何欧洲国家参加欧洲政治一体化的状况。其次,欧盟只是在内部意见一致的基础上,

来选择新成员国和决定它们的入盟时间。这些情况表明, 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体化组织和成

员国/自愿0结合的产物。再次,所有欧盟成员国不分大小、地理位置、入盟时间先后,一律在一体化组织

中处于平等地位,即实现责任和权力平等。如在一切政治领域中,它们平等协商一切事务,平等享受决

策权和让渡主权等。从欧盟与外部的关系上看, 民主原则还体现在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中, 包括其法

令、条约和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总体上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与精神, 而不与之发生抵触。

(三)渐进性原则

总体上说, 欧洲政治一体化经历了/尝试0(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启动0(七八十年代)和/发展0( 90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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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来)三大阶段。而从 70年代初建立欧洲政治合作机制以来的整个实质性的政治一体化过程,都

是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欧盟现有的一整套政治一体化相关组织和机构也是逐步确立起来的。并且,

迄今为止的欧洲政治一体化的重大成就无不是通过许多步骤取得的。正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 2002

年 4月的一个名为/欧洲的未来演变0的报告中所指出的: /欧洲的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0他所指

的/建设0,自然包括欧洲政治一体化建设。欧洲政治一体化之所以遵循渐进原则,首先是因为政治一体

化是一个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其本身难度就很大。况且,在推进政治一体化的具体措施上, 各成员国

由于自身条件和面临的困难不一样,加上该措施对成员国国家利益的影响程度也可能不完全一样,往往

很难迅速形成一致意见。的确,欧盟的任何成员国对每项政治改革举措都是很谨慎的,都不愿承担太大

的风险,即使对之最后能够理解和接受,也有一个各成员国政府和国内舆论的心理适应过程。这种情况

必然使得欧盟的每项决策都来之不易。

因此,欧盟成员国都懂得/欲速则不达0, 要想政治一体化真正成功,就只能遵循渐进原则。可以说,

这种原则实际上已导致欧盟坚定不移地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发展战略。其实, 欧洲一体化的设计师和推

动者罗伯特#舒曼早在 1950年就强调: /欧洲不会毕其功于一役,或按照单一计划行事。它将通过具体

成就的取得,首先是实现事实上的团结一致来进行建设。0 [ 6]
(第 12 页)进一步而论,渐进性原则不仅适

合于国情不一的欧洲,更适合于国情千差万别的世界其他地区, 这应被视为地区一体化进程的一个普遍

性原则。

(四)机制原则

欧共体/欧盟在政治一体化过程中,通过努力寻求成员国的共同利益, 逐渐形成了一定的机制安排,

其中有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欧洲法院和/一致同意0原则、/多数同意0原则、/辅助性0原
则,等等。这些机制及程序尽管存在着某些不足, 但其重要性毋庸置疑,而且其有效性也不应忽视。事

实上,目前的一套机制及程序使欧共体/欧盟能够比较有效地行使职能,实现自己的主要目标。

按照政治一体化建设要求,机制原则本质上是超国家机制原则。就这一点来说,西欧一体化一开始

就走得很远,有了超国家机制,而且这种机制在后来逐渐得到发展。而现实的特点是, 超国家机制原则

实质上并未扩展到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0和/司法与内务合作0这两个领域中, 它们仍然是政府间

合作的天地。在欧盟内部,实际上是国家机制和超国家机制的结合与并存。这在欧洲现有的条件下,是

有利于维持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平衡和欧盟整体利益的
[ 7]

(第 322 页) ,也表明一体化机制必须与一体化发

展阶段相适应。

不过,仍然应该看到,机制原则带来了成员国外交政策和对内政策的重大变化, 使它们部分地成为

政治一体化进程的有机部分, 从而对实现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形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人们所

看到的,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合作范围越来越广, 合作的程度越来越高。与

此相适应,欧洲政治一体化的机制也在不断发展。而没有超国家机制的发展,就没有成员国在政治一体

化上的更大积极性, 就会使政治一体化进程陷入停滞。这也说明,作为/利益工具0的政治一体化本应是

一个动态的过程。

从欧洲一体化的实践来看,以上原则是欧洲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欧

洲一体化不断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保证,并决定着一体化的未来发展前景。

三、欧洲政治一体化与欧洲经济一体化

在国家关系发展中, 政治关系常常起着主导作用。在实质为欧洲国家关系实现根本改造的一体化

过程中,政治因素也有着同样的作用。从实际情形来看,欧洲一体化的始因就是政治性的,即为了欧洲

的安全和联合自强。战后初期,欧洲普遍存在的首要问题就是安全
[ 8]

(第 310 页) , 这一点决定了当时西

欧国家面临的军事政治压力甚于经济压力,军事政治一体化显得比经济一体化还要重要。但是,西欧国

家同时懂得,欧洲一体化进程实际上只能从经济领域开始。结果,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的发生明显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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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欧共体/欧盟的发展道路上, 经济一体化成为起始阶段,而政治一体化是第二阶段。

但这一点仍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对于欧共体早期成员国而言,政治一体化是一个比经济一体化更高

的战略目标。按照有的学者的说法,尽管欧洲联合大厦的早期设计师们怀有建立欧洲联邦的宏大抱负,

但实际上欧洲一体化进程主要是由经济目标所决定的[ 9] (第 51 页)。可见,确保欧洲安全的需要, 为未来

政治一体化创造条件的深谋远虑, 对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启动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同时,欧洲政治一体化对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与成就也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只有推进政治一体化,欧

盟成员国才能更好地把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尤其是才有可能处理好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诸

如国家与市场、国家民族经济与全球生产结构之间的矛盾、全球化与区域化的相互关系等各种问题及矛

盾,巩固和促进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成就。因此,欧洲经济一体化必须以欧盟成员国不断加强政治合作和

提高政治一体化水平为基础。况且,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也已经表明, /在任何经济决议中都可能看

到政治因素的影响0 [ 10] (第 380 页)。在建立一个开放的高水平的欧洲单一市场方面, 政治一体化尤其显

得重要而不可缺少。以货物、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为基础的欧洲大市场要求成员国必须在农业、运输和

竞争政策上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而且,政治一体化有利于扩大欧洲一体化的规模,便于解决许多经济

政策问题[ 11]
(第 20 页)。成员国们越来越意识到,西欧在国际生活中能否谋取最大的经济政治利益, 首

先取决于欧共体在政治上能否作为/集体行动者0发挥作用,并且也取决于欧共体的政治能力,而这种能

力的大小又是由成员国的政治合作程度所决定的。

人们在肯定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是不可分割的、有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并互相促进的同时,还需

看到政治一体化的发展和成就也是离不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作用的。虽然经济一体化不能自然而然地

导致政治一体化,但其对于政治一体化的影响的确非常大。政治一体化必须且实际上以经济一体化的

成就为其基础和动力。同时, 在欧共体发展的先前阶段,政治一体化进程是在经济一体化任务决定的程

度上发展着的。而到现阶段,正如功能主义所主张的那样,明显发生了一体化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

/外溢0的现象, 政治一体化已具有独立的意义,并被纳入欧盟的基本目标 [ 2] (第 447 页)。但即便如此,政

治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与成就仍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成就。可以认为,欧洲还没有

真正走上确实完善的经济一体化道路
[ 12]

(第 160页) ,这也是欧洲政治一体化的目标至今没有完全实现的

一个深刻原因。

总之,欧洲政治一体化在整个欧洲一体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共同决定着整个欧洲一体化的水平。关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这种政治

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紧密关系, 在 2005年 6月 8日出版的英国5金融时报6上也有所论述。作者

马丁 #沃尔夫指出: /如果要实现进一步政治一体化, 那么它理应是在欧元区内部。因为它们是一批已

经以最密切的方式把自己联系在一起的国家。0同时, 他又提到, /如果不具备成功所需要的经济或政治
条件,没有一个货币联盟能够存在下去。0

长期以来, 人们最为关注的是欧洲经济一体化问题,以致欧洲经济一体化和欧洲政治一体化的研究

明显失衡。直到5马约6问世后,才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研究欧洲一体化问题时, 不应将经济一体

化进程和政治一体化进程割裂开来,由此开始重视欧洲政治一体化问题。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因

为事实上欧洲经济一体化不仅较早于政治一体化,且其发展速度和水平远高于政治一体化。但是,基于

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密切关系的上述分析,欧洲政治一体化也理应得到高度重视,缺少对欧洲政治

一体化研究的欧洲一体化研究,肯定是很不完全的、有缺陷的。例如,对欧洲政治一体化的研究不力,肯

定会妨碍对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深刻认识。也就是说,人们要真正理解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根源、进程和成

就,则必须增强对欧洲政治一体化的了解。从国际政治角度而言,研究欧洲一体化, 更应关注欧洲政治

合作和一体化问题, 这理所当然地是它的一个基本任务。其重要意义包括,透过对欧洲国家政治关系变

革的了解,人们能够更科学地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形势根本变化的原因,以及国际体系发

展的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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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¹ 国外有学者认为, 除了这两方面外, 政治一体化还包括经济政治方面。详见 �. �. �ºÊº½À³. 1985. �±Á±µ¿À2

¶³ÂÀÁ¶»Ã¼±Ñº¿Ä¶́Â±ÈºÑ:ÁÀ½ºÄºÉ¶Ã¼º¶±ÃÁ¶¼ÄÍ. �ÀÃ¼³±: Hayka, Ã.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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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Political Integration:Principles &

Its Relation with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Luo Zhigang

( Schoo l o f Po lit 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 ubei, China)

Abstract: T he European Polit ical Integr at ion has it s ow n special contents in the f ields of EU

fo reign relations and social polit ics. As a deliberate st rateg y o f EU , the Eur opean Polit ics Integr at ion

has experienced many diff icult ies and it shares some basic principles w ith the European Econom ic

Integrat ion w hich includes interest rule, democracy r ule, g radualism rule and r eg ime r ule. T ho se

rules have ensured the cont inuing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Integrat ion, includ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Integ ration. There exists very clo se relation betw een the European Polit ical Integr at ion and

the European Economic Integ ration. T he European Po lit ical Integrat ion, in company w ith the

European Econom ic Integrat ion, forms the comprehensive European Integr at ion and determines its

lev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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