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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区域间主义已成为国际关系中一种新的现象, 而欧盟在其中扮演

着关键的 /领跑者0角色。欧盟区域间主义以综合性、多元性、契约性、条件性等核
心特征, 形成一种独特的 /欧盟模式0。它不仅通过规范扩散、认同强化、利益共享

和制度建设给欧盟自身发展带来了重要区域效用, 而且通过对基于区域一体化的

新型南北关系的探索和对世界多极化趋势及 /多区域主义0全球新秩序建设进程

的推动, 对全球政治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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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全球范围内新区域主义浪潮的纵深发展,区

域集团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一种新的 /全球行为主体0 (或全球角色 ) ,而蓬勃兴

起的区域间主义 ( interreg iona lism )就是区域集团这种 /角色性0 ( actorness)的集

中体现,并已成为国际关系中一种 /新的现象0。¹ 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上最成熟、
最具影响力的区域集团,它在区域间主义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 /领跑
者 0角色。由它所主导的区域间主义不但促进了世界各区域之间更为紧密的交

流与联系,而且由此催生了全球政治经济中 /一种新的互动层次 0, 并对新的世
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º 本文将通过理论与实证的互动分析,

揭示欧盟区域间主义的现实进展、核心特征、区域效应与全球意义, 对当前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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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中的这一新现象进行解读。

一 欧盟区域间主义的现实进展

在实践中,区域间主义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 即区域组织 /区域集团间的关

系 (集团对集团 )、跨区域的安排 (跨区域主义 )和区域组织 /区域集团与单个国

家之间的关系 (集团对国家 )等。¹ /集团对集团 0 ( group to group)指区域组织 /

集团之间为促进合作与对话的制度化安排,其核心就是区域开始成为一种国际

或全球行为体,即具有一种经济或政治实体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强有力主体

作用的 /角色性 0。º 由于这种区域间主义建立在双方各自的区域制度框架之

上,又称纯区域间主义 ( pure interreg iona lism )。 /跨区域主义 0 ( transreg iona lism )

指不同区域的地方行为主体 (如国家个人、区域组织等 )之间为建立一种跨区域

的空间或制度所做的努力。它有更分散的成员,不必与区域集团相一致,而是可

以包括不同区域的成员;它可能拥有自己的组织框架, 如秘书处,因而被赋予某

种形式的独立角色性。 /集团对国家 0( g roup to a sing le country)指区域组织 /集

团与其他区域的单一国家之间制度化的对话与合作关系。由于这种区域间主义

的一方是来自某一区域的主权国家, 所以又称半区域间主义 ( quasi2interregional2
ism )。»由于区域间主义的发展依赖于区域强有力的 /角色性 0, /集团对集团 0形
式就在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即使是跨区域的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区域

自身的发展水平。这样,欧盟作为全球最有影响的区域组织自然而然地引领起

世界范围的区域间主义的发展。

/集团对集团 0是欧盟区域间主义的一个重点。在这方面, 欧盟与拉美区域

集团间的合作成果最为突出。目前, 欧盟已与拉美的南方共同体市场 (M erco2
sur)、安第斯共同体 ( the Andean Community)和中美洲一体化体系等三大区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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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建立了制度化的专门对话机制。早在 1993年欧盟就与安第斯共同体和中美

洲 6国签署 5框架合作协定6, 建立了正式的政治对话关系; 2003年 12月,欧盟

与这两个区域集团分别签署了新的5政治对话与合作协定 6,将双方的政治对话

关系制度化; 2007年 6月, 经过长期的准备,双方宣布启动 /全面联系协定 0谈判

进程。 2007年 9月和 12月,欧盟与安第斯共同体完成了两轮谈判, 2008年将进

行 3轮谈判; 2007年 10月,欧盟与中美洲国家也举行了首轮 /全面联系协定 0谈

判。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与 1995年 12月就签署了5区域间框架合作协定6,并

于 1999年 9月生效; 1999年 11月, 双方启动区域间联系协定谈判; 2004年 6

月,双方启动部长级专门谈判。与此同时,欧盟与由所有拉美国家参加的里约集

团 ( the R io Group)之间制度化的政治对话也建立起来。两年召开一次的欧盟 -

里约集团部长会议进程已成为促进双方政治对话的核心论坛和促进双边关系的

核心渠道之一。

欧盟与亚洲、非洲、大洋洲等地区域集团间合作也进入一个新阶段。 2000

年 6月,欧盟与非加太国家集团 ( ACP)签署了5新伙伴关系协定6 (即 5科托努协

定 6 )。 2002年 3月,欧盟 -非加太集团联合议会签署 5关于在欧盟 -非加太伙

伴关系框架内谈判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共同宣言 6 (即 5开普宣言6 ) ; 2002年 9

月,由欧盟 15国和非加太 76国贸易部长参加的欧盟 -非加太贸易部长会议正

式启动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 2003年 4月, 5科托努协定 6正式生效。欧

盟与东南亚国家联盟 ( ASEAN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 SAARC )、海湾合作理事会

( GCC )等区域组织之间已建立起以 /合作协定0为基础、以部长级会议为纽带的

新型伙伴关系。 2007年 4月,欧盟启动了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与海湾

合作理事会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进入加速阶段。

跨区域合作是欧盟区域间主义的另一重点。这实质上是 /集团对区域0的

对话与合作。它又表现为两种形式: 一种是欧盟与一组来自其他次区域的国家

之间制度化的合作,如欧盟 -中东欧、东南欧国家、欧盟 -地中海南岸国家等;一

种是欧盟与一组来自其他大洲的国家之间高峰会议 (又称大陆峰会 )。与东欧、

东南欧和地中海南岸邻国的合作是欧盟跨区域主义的核心。其前期的几个主要

成果是: 1994 /1995年, 与东欧 10国达成的 5欧洲稳定公约 6; 1995年 12月, 与

12个地中海南岸国家达成的 /新伙伴关系协定 0, 即 /巴塞罗那进程 0, 其核心就

是谈判 /欧洲 -地中海联系协定 0, 2004年 10月, 随着欧盟与叙利亚签署 5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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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联系协定6, 这一进程已经完成。 1995年 12月, 与东南欧 5国启动的

/罗尤蒙特进程0,并于 1999年被新的 5东南欧稳定公约6和 /联系协定 0所取代;

1995年 3月至 1999年 7月,与前苏联地区的东欧、中亚 10国签署实施了 /伙伴

关系协定0; 1999年 10月, 与巴尔干国家也启动 /稳定与联系进程0。2004年 5

月开始,随着欧盟 /东扩0到其他 10个欧洲国家进程的完成,东盟开始将东欧和

地中海区域 10个非成员国纳入同一政策框架, 即 /欧洲邻居政策0 ( the European

N eighbourhood)。 2004年 6月,作为对 /巴塞罗那进程 0和 /欧盟邻居政策 0的补

充,欧盟与地中海和中东伙伴国启动 /战略伙伴关系 0, 以建立一种超越 /联系协

定 0的政治与制度一体化的 /欧洲 -地中海邻居空间 0。 2008年 2月 14日,欧盟

27国与泛黑海区域 10国的外交部长在乌克兰召开了首次 /黑海协作 0部长级会

议,正式启动 /黑海协作0行动计划。

在原有 /集团对集团0和 /集团对次区域0等区域间合作的基础上,欧盟启动

了区域间的高峰对话机制 ) ) ) 大陆峰会, 主要有:亚欧会议、欧盟 -拉美峰会、欧

盟 -非洲峰会等。亚欧会议 ( ASEM )是在欧盟 1994年推出的 /亚洲新战略 0框

架内,对原有欧盟 -东盟区域间关系的扩大与延伸。 1996年 3月, 首届亚欧首

脑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亚洲和欧盟的 25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

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出席会议。 2004年 9月,第五届亚欧首脑会议发表了 5关于

更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河内宣言 6, 以推动 /亚欧合作更具活力和实质化 0。

2006年 9月,随着第六届亚欧峰会接纳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两个欧盟新成员和

印度、巴基斯坦、蒙古和东盟秘书处 4个亚洲新成员,亚欧会议已扩大到 45个成

员。亚欧会议已形成一种建立在非正式、多维度、平等伙伴和高层关注等四大原

则基础上的区域间外交进程。 1999年 6月, 首届欧盟 -拉美峰会在巴西里约热

内卢召开,欧盟和拉美国家的所有国家或政府首脑参加了会议。此后该峰会两

年举行一次。2005年 12月,欧盟出台 5增强欧盟与拉美伙伴关系 6政策文件,旨

在通过涵盖该区域所有国家的联系和自由贸易网络以及更有效的政策对话等措

施,建立一种更强大的战略伙伴关系。欧盟 -拉美峰会进程开始成为推动双方

社会内聚力、国际多边主义和区域一体化的一支重要力量。首届欧盟 - 非洲峰

会于 2006年 4月在开罗召开。欧盟国家与非洲 52国的国家或政府首脑出席了

会议。会议颁布 5开罗行动计划 6, 承诺共同推动走上 /战略伙伴关系 0。 2007

年 12月,第二届欧盟 -非洲峰会在里斯本召开。会上,来自欧盟和非洲的 8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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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领导人通过了 5非洲 -欧盟战略伙伴关系6和 5行动计划 6两项重要文件,

共同承诺将建立 /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0。

二 欧盟区域间主义的核心特征

根据欧盟区域间主义的现实进展及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来看, 它表现出以

下几个方面的明显特征:

一是综合性,即其所涉及的议题包括政治、安全、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多

个维度。如 5科托努协定6确定欧盟 -非加太 /新伙伴关系 0有 5根支柱, 即政治

对话、广泛参与、发展战略、经济贸易合作和金融合作等。¹ 再如 5欧洲 -地中海

联系协定6拥有共同的内容,即政治对话,尊重人权和民主,建立与WTO一致的

自由贸易区,与知识产权、服务、公共秩序、竞争原则、国家援助和专利相关的条

款,宽泛领域的经济合作, 与社会事务和移民相关的合作,文化合作等。º

二是多元性,即它所涉及的行为主体是多元的, 包括超国家机构、区域政府

组织、国家和公民社会等。欧盟区域间主义虽然主要由欧盟和其他区域政府组

织及各国政府驱动,并以政府间协定为核心纽带,但它也积极吸纳公民社会和其

他组织与个人参与进来;就欧盟本身而言,区域间主义要求欧盟理事会及共同安

全与外交政策高级代表、欧洲委员、欧盟各部门及成员国等所有机构的合作,其

中作为政府间机构的欧盟理事会及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高级代表 (负责政治与

安全决策、行动、计划和动议 )和作为超国家机构的欧洲委员会 (负责经济、社会

-文化决策和动议 )的作用最为重要。» 例如, 5科托努协定 6就规定, 双方合作

的角色包括政府角色 (含地方、国家和区域政府 )和非政府角色 (含包括私人部

门、经济和社会组织等 )。再如,欧盟 -拉美区域间合作已经引入区域间公民社

会的对话机制。 2000年 10月至 2007年 3月, 已先后召开了两届 /欧盟 -南方

共同市场与欧盟 - 智利联系协定会议0、一届 /欧盟 - 墨西哥公民社会对话论

坛 0、两届 /关于欧盟 -中美洲区域一体化的公民社会论坛 0、一届 /关于欧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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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第斯共同体关系的公民社会论坛0和三届 /欧盟 -拉美、加勒比公民社会论

坛 0,与会者既有欧盟理事会、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经济与社会委员会的
代表和拉美各区域组织、各国政府官员,也有来自各方的非政府组织、工会组织、

雇主协会、商业组织、消费者组织、大学与研究团体等公民社会组织的代表。¹

三是契约性,即它大多是建立在正式国际协定基础上的契约关系。除了与

东亚和南亚国家区域间对话机制外, 欧盟成熟的区域间主义一般以缔结国际性

协定为载体。就紧密程度而言,这些协定有三个层次, 即对话与合作协定、伙伴

关系协定和联系协定,其中最具法律意义的就是联系协定,它总是把通过谈判签

署自由贸易协定建成区域间自由贸易区作为核心支柱, 如谈判和建设中的 /欧
洲 -地中海自由贸易区0、/欧盟 - 拉美自由贸易区 0、/欧盟 -非加太自由贸易

区 0等; 欧盟与南非、墨西哥、智利等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已经生效。所以,欧

盟主导的区域间主义被称为 /法律的、正式的欧洲方法0。º

四是开放性,即它是一种非排他性的合作安排。这一方面表现在它对区域

间合作的成员不设定严格的政治经济等人为条件的限制, 所以它总能吸纳合作

区域内全部或绝大多数成员国;另一方面表现在经济方面,其自由贸易协定均载

入 /与世界贸易组织 (WTO )规则保持一致0条款,以致其区域一体化进程开始与

全球多边贸易机制趋向一致。比如, /欧洲 -地中海自由贸易区0计划明确规定
该自由贸易区应尊重 GATT谈判成果并依照有关协定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有

关条款也都明确写进了欧盟 -地中海协定和地中海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协定。欧

盟也非常强调所有伙伴国家都成为 WTO成员的重要性,并把所有地中海伙伴

国家加入WTO当作推动该区域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5科托努协定 6也
强调, 欧盟 -非加太新的经济贸易合作将 /与WTO条款保持完全一致, 包括特

别的和差别性待遇,并尊重各参加国的共同的利益和发展水平。0这已成为双方
贸易合作新框架的重要目标之一。该协定在 /新贸易安排框架 0中不但强调与
WTO一致的货物贸易安排,还将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合作首次纳入双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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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贸易合作的法律框架之内。¹

五是条件性,即它将某些政治条件作为区域间契约性文件的 /基本条款 0。

这些 /基本条款0包括人权、民主原则、法治、性别平等、善治等。欧盟从 1993年

1月开始将这些 /基本条款0作为区域间联系和经济合作协定的基本工具,从而

为欧盟暂停乃至中止这些协定提供了法律基础。也就是说, 其他国家一旦加入

区域间合作协定就必须接受这些 /基本条款0的约束, 否则欧盟就有权谴责、暂

停或中止履行这些协定。º 近年来,欧盟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域间合作协定中

对这些 /基本条款 0的规定越来越严格,并推动其发展政策的日益政治化。这在

欧盟 -非加太国家间关系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尽管遭到了非加太国家的强烈反

对,这些 /基本条款0还是写入5科托努协定 6之中。 2000- 2004年间, 欧盟以国

内恶化的政治形势侵犯 /基本条款 0为由, 先后对海地、赞比亚、津巴布韦、象牙

海岸、利比里亚等国暂停经济援助,乃至暂停适用5科托努协定6。»

六是差别性,即它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国家实施的合作形式和内容有所不

同。一方面是地缘政治与文化的不同, 合作的紧密程度有所不同, 出现从东欧、

东南欧、地中海南岸相邻区域到非加太、拉美区域, 再到南亚和东亚区域的递减

排列。欧盟对东欧、东南欧部分邻国推行 /欧盟候选国 0政策, 最终将其纳入欧

盟之中;对其他东欧和地中海南岸邻国推行统一的 /邻居政策 0,即实施 /除成员

外所有 0和 /共同所有 0的方法,通过建立一种 /从乌克兰到摩洛哥的朋友链0,向
这些邻国提供一种共享欧盟内部市场和促进人员、货物、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

(四大自由 ) ; ¼对欧洲前殖民地的非加太和拉美国家致力于谈判签署 5联系协
定 6或5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6, 最终目标是建立具有法律意义的区域间自由贸易

区;对东亚和南亚国家主要限于一般性的合作协定或会议对话机制,带有明显的

非正式色彩。这导致欧盟区域间合作出现明显的不平衡发展。

另一方面,欧盟视区域内部合作的深度和国家实力的不同推行不同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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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合作形式。欧盟强调 /集团对集团 0的区域合作, 因而总是率先与单一区域内

比较成熟的区域组织展开对话与合作, 并以此为基础向更广的区域推进。欧盟

与世界上有影响的区域组织或区域集团之间的合作已成为其纯区域间主义的典

范。对那些没有成熟区域组织的区域则倾向于推行 /集团对区域 0的跨区域合

作。而且,在这两种区域间合作的框架之内,欧盟对单一国家的双边关系往往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 上述区域间合作框架的落脚点往往是欧盟与单一国家

间联系协定的签署实施。同时,欧盟对那些综合实力或经济实力强大的全球性

或区域性大国多采用 /区域对单一国家 0的半区域间主义, 如与北美的美国、加

拿大, 拉美的墨西哥, 非加太集团的南非, 东欧的俄罗斯, 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南

亚的印度,东亚的中国和日本等。

上述两方面的不同又导致欧盟区域间合作中 /条件性 0条款适用的不同。

这种 /条件性 0针对的是对欧盟有依赖性的发展中区域的国家,而这种依赖性越

强, /条件性 0的适用就越为严格。现实的表现是, 欧盟 /候选国 0的 /条件性 0适

用最为苛刻;随后是欧盟 /邻居政策 0中的国家、非加太和拉美国家。对于对欧

盟依赖性相对较小的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欧盟在其区域合作安排中很少直接

写入 /基本条款0;在一些合作安排中,欧盟即使强调相关的原则也不过分强调

正式的法律约束力。¹

欧盟区域间主义的这些核心特征使其形成全球范围内区域间主义中独特的

/欧盟模式0。

三 欧盟区域间主义的区域效用

区域间主义作为欧盟对外关系的核心部分, 它已经成为欧盟推行共同外交

与安全政策的基本工具。其根本目标是通过集体行动实现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

政策框架内的对外政策目标,主要包括:捍卫欧盟的共同价值观、基本利益、独立

与完整;以各种方式增强欧盟的安全; 维护和平、增强国际安全; 促进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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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¹ 这就是欧盟区域间主义所欲求实现的区域效用,也是欧盟积极推行区域

间主义的基本动因。具体说来,欧盟所追求的这种区域效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

个方面:

一是规范扩散。经过 50多年的发展,欧盟通过一系列的宣言、条约、政策、

标准和条件性等,已经形成了牢固的规范基础, 并最终凝聚成一种统一的 /规范
权力0 ( normative pow er)。这种 /规范权力 0有 5种核心成分, 即和平、自由、民

主、法治与人权。除了这些 /核心规范 0外, 在欧盟的法律与惯例中还蕴含着 4

种 /次要规范 0,即社会一致、非歧视、可持续发展与善治。这就是所谓 /欧洲共
有价值观0。º 其具体体现就是欧盟推行的吸纳新成员的 /哥本哈根标准 0。正
是倚仗这种规范权力,欧盟一边努力通过内部的区域一体化建构着特定的 /自
我 0,一边试图通过特定规范的扩散改变 /他者 0, 以便最终建立 /规范条款 0的
/世界标准0。» 欧盟通过附带条件性的区域间主义, 有意识地推动欧盟共有规

范的 /公开扩散0。¼欧盟 /邻居政策0就明确指出, /展示共有价值的实际进步0
与 /尊重共有价值 0是欧盟与这些邻国建设更紧密的经济一体化的 /核心基
准 0。½ 实际上,通过区域间主义输出欧洲共有价值正是欧盟 /规范权力0的基本
内容。

二是认同强化。区域间主义作为一种认知进程,它可以通过 /他者 0 (外部
合作者 )在合作中的互动强化 /自我0的区域集体认同,即作为区域行为体的 /角
色性0, 由此产生 /经由区域间主义的区域主义 0效应。¾ 在实践中, 区域的集体

认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区域的共有特征和区域实体的 /角色性 0。对欧盟
而言, 其所建构的集体认同 (即欧洲认同 )的具体体现就是前述 /欧洲共有规范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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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定义其 /角色性 0的、独特的 /欧洲模式0 ( the EuropeanM ode l)。作为欧盟角色

性的关键侧面, /欧洲模式 0首先表现为其作为一个区域实体在决策程序上独特
性,即它是一种多层次的、非等级制的超国家主义与政府间主义的混合政体。也

就是说,欧盟理事会、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法院和欧洲中央银行等超国家

机构、各成员国政府、次国家政府和其他国家与次国家的公共及私人行为体都可

以参与到不同的决策层面, 由此形成一种具有 /类国家特征 0的 /欧盟治理模
式 0。¹ /欧盟模式0还表现在政策工具上,它强调 /真正平等的双边伙伴关系 (即

共同责任性 ) , 而不是通过单边强制 0, º因而倾向于采用 /民事权力 0 ( civ ilian

pow er)推行其对外政策。这种 /民事权力 0既包括承认国际合作在实现国际目
标中的必要性、关注实现安全中的非军事尤其是经济手段、愿意采用有法律约束

力的超国家来管理主要的国际议题, »又体现出包容性、参与性、透明化、注重分

配效果、容忍多样性的价值倾向。¼ 所以,多维度的民事认同一直是欧盟对外法

人地位的核心。

欧盟经由区域间主义既竭力扩散欧洲共有规范, 又努力输出 /欧洲模式 0,
以捍卫其角色性的效用和欧洲的集体认同。在欧盟看来, 这是它应履行的一项

重要责任。欧盟委员会前主席罗马诺 #普罗迪 (Rom ano Prodi)曾强调: /我们的
欧洲一体化模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尽管它仍不完美, 但它已在欧洲大陆运行。

, ,我相信,我们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它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运行。0½5欧洲联
盟条约 6已申明: 欧盟的目标就是 /维护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认同, 尤其是经由实

施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 0; /联盟尤其要确保其对外活动作为一个整体, 在

对外关系、安全、经济和发展政策中的一致性 0; /欧盟理事会和欧洲委员会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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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这样的一致性负责,并将为此目标而合作。他们将依照各自的权力保证这

些政策的实施。0¹现实表明, 作为一种新的外交工具,区域间主义体现了欧盟作

为一种 /民事权力 0的 /欧洲模式 0的全部特征,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了其作为

一个统一的集体认同的外部合法性。

三是利益共享。集体认同与集体利益是相互建构的。既可以说欧盟的国际

认同是建立在对共同利益的承认之上,也可以说,是欧洲认同创造了欧洲的共同

利益。º 实质上,区域间主义在强化欧盟集体认同的同时也逐步定义着欧盟的

共同利益。这些共同体利益既包括经济福利,也包括安全利益。在欧盟区域间

合作的框架内,这两种利益已成为密不可分的整体。早在 1992年 6月欧盟里斯

本外长会议制定的关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报告 (简称 /里斯本外长报告 0 )

就已确定了欧盟共同利益的三个标准,即地缘接近性、各区域或各国的政治与经

济稳定性以及对欧盟安全利益现存的威胁等。据此,报告认定了作为单一行为

体的欧盟两方面的共同利益, 即地缘利益和 /水平领域 0的利益, 并将此作为欧

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指南。地缘利益按地理接近性分为两个区域: 第一个

是中东欧,包括俄罗斯和前苏联、巴尔干和前南斯拉夫等; 第二个区域是马格里

布和中东,即欧盟的南部邻居区。非洲、亚洲、拉美和加勒比区域也被视作一种

集团, 成为欧盟持续合作的对象。与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工业国仍建

立在现存的双边关系之上。 /水平领域0的共同利益主要涉及欧洲的裁军与军

备控制、核不扩散、安全的经济侧面等。»

那么,如何实现欧盟的这些共同利益呢? /里斯本外长报告 0确定的目标包

括:强化民主原则与制度; 尊重人权和少数民族的权利; 促进区域稳定、推动创建

能鼓励区域合作或走上区域或次区域一体化的政治和经济框架;推动冲突的预

防与解决;促进在处理紧急事件中更有效的国际协作; 打击跨国犯罪; 促进和支

持善政等。¼ 所有这些目标都已通过欧盟区域间主义转化为实际行动。这既是

欧盟区域间主义中差别性政策、欧洲共有规范扩散与 /欧洲模式0输出的动力源
泉,也是欧盟区域间主义实现制度建设与权力平衡效应的最后落脚点。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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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欧盟发布的 5一个世界行为体:欧盟的对外关系 6的报告宣称: /通过发展与
外部世界的合作,欧盟显示出各国如何成功地在共同利益中联合经济与政治资

源。它为世界的其他区域提供了一种国家间一体化的模式。0¹

四是制度建设。国际制度既包括正式的国际组织,又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

国际机制与惯例。º 制度建设就是通过把认同、利益和规范社会化,转化为一种

相对稳定的认同与利益结构的进程。» 也就是说, 国际制度通过规定适当的行

为标准创造了稳定性与一致性,既塑造了共有规范和共同利益,也反映着共有规

范和集体认同,所以, 它限制或促进着国际行为体的政治选择。¼ 欧盟区域间主

义正是依托欧盟这个成熟而有力的国际组织, 全面推动着区域间国际机制和国

际惯例等国际制度的建设进程。欧盟区域间主义, 不管是 /集团对集团 0还是
/集团对区域 0等形式, 都在不同程度上创造着新的区域间制度: 既有各种合作

与对话协定、伙伴关系协定和联系协定等契约性的正式的制度,也有各种固定的

高峰会议、部长会议与高官会议及公民社会论坛等 /软制度 0的对话机制及其所
颁布的各种声明、宣言和行动计划等非正式的文件,更有区域间联合理事会或委

员会、秘书处等新的决策机制, 由此形成一种管理区域间关系的新的政策工具,

为欧洲共有规范的扩散、欧洲认同的强化和欧盟共同利益的实现提供了一种持

续性国际平台。½

四 欧盟区域间主义的全球意义

欧盟区域间主义作为全球范围内区域间主义的典型实践, 不仅对本区域产

生了重要效用,而且对全球政治经济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欧盟区域间主义的

全球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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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欧盟区域间主义以其综合性、多元性、契约性、条件性等核心特征和对

新型南北关系的特别重视,创造了区域间主义的 /欧盟模式0。

从运行中的区域间合作机制来看,区域间主义 /欧盟模式0除了具有上述核

心特征外,还具有一种对新型南北合作关系的核心关注,即其典型的区域间制度

化合作均属于南北型的。这种南北型区域间合作有两点关键的 /突破 0: 一是区

域经济一体化新模式的探索。按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自由贸易区等区

域一体化组织一般由经济发展水平相当、政治文化差异较小、地域相邻的国家和

地区组建而成。而欧盟在区域间合作安排中已启动的 /欧洲 - 地中海自由贸易

区 0、/欧洲 -拉美自由贸易区0和 /欧洲 - 非加太互惠贸易机制 0等建设或谈判

进程则开始突破这一理论,即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较大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可

以创建自由贸易区等区域一体化组织。这种南北型区域间自由贸易区是当前区

域经济一体化中同属自由贸易区层次中最为独特的类型, 因而堪称一种新的模

式。用欧盟贸易代表拉米的话说, 这种 /将南北优势和南南优势结合起来 0的、

/区域对区域 0的、/趋向紧密一体化 0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模式,是 /反映 21世

纪全球化现实的正确的方法。0¹

二是解决发展问题的 /多维度方法0的实践。在这些区域间合作安排中,欧

盟强调通过区域一体化培育发展中区域和国家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例如,

5科托努协定 6就将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制度在内的区域一体化作为实

现其发展战略的具体工具。它在 /经济与贸易合作的原则 0中强调,双方经济与

贸易合作将建立在非加太国家区域一体化的动议之上、区域一体化是非加太国

家融入世界经济的关键性工具、区域一体化进程将决定着双方合作的深度和广

度。协定在 /区域一体化0部分特别强调, 该领域的合作旨在支持由非加太国家

为促进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而设立的区域一体化机构组织活动能力的增强,支持

非加太欠发达国家参与创建区域市场并从中获取利益,支持以区域层次推进的

部门改革和贸易自由化,支持其他跨边界的区域和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动议等等。

5科托努协定 6将关于贸易合作的内容放在发展战略的框架之内的。该协定将

经济和贸易看作发展的重要工具。它在 /合作战略 0部分强调, 双方的合作以发

展战略为基础、经济与贸易两大领域与之互相联系和补充;合作的核心目标是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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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贫困乃至最后消除贫困、可持续发展和将非加太国家融入世界经济。协定在

/经济和贸易合作的目标0中还强调, 双方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最终目的是使非加

太国家能够在国际贸易中扮演完全的角色。¹

近年来,欧盟不但成为与其他区域组织和国家签署或谈判自由贸易协定最

多的经济体,也是对外发展援助最多的经济体。2001年以来, 欧盟已对来自最

不发达国家的产品提供免税进入其内部市场的优惠条件, 而且没有数量限制。

同时, 欧盟在区域间关系中设立许多发展援助项目, 包括东欧的 /法尔 0

( PHARE)项目、西巴尔干的 /卡孜 0 ( CARDS )项目、地中海区域的 /梅达 0 ( ME2
DA )项目、亚洲和拉美的 /阿拉0 ( ALA )项目以及非加太区域的 /欧洲发展基金0

( FED)等。º 资料显示,目前欧盟及其成员国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资金占主要

工业国总额的 56% ; 2006年, 其官方援助资金为 470亿欧元,人均 100欧元,而

美国和日本分别为人均 53欧元和 69欧元。» 总之, 欧盟所推进的南北型区域

间主义表明了关于发展问题的 /一种新哲学 0,即从单一的消除贫困转向关注根

除贫困根源和预防的 /多维度方法0。这标志着欧盟全球发展政策从原先 /以援

助为核心0的发展转向 /以改革为核心 0的政治化、安全化的发展目标。¼

实际上,欧盟已经把以区域一体化为基础的贸易与发展政策视作实现国际

安全、巩固现有国际秩序的重要途径。普罗迪说过,欧洲在世界治理中的作用就

是 /将欧洲经验推广到世界 0, /通过成功的一体化, 我们向世界证明了有可能创

造一种实现和平的方法。0½尽管欧盟为区域间合作安排设置的 /政治条件性 0显

示了欧盟区域间主义中 /软帝国主义 0的一面,但这毕竟与以武力强制和经济制

裁为手段的 /硬帝国主义0有所不同, 因为至少在形式上, 加入区域间合作协定

完全出自各国自愿;而且,欧盟对违约成员的惩罚性措施不过是中止协定的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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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这体现了欧盟处理对外关系的 /民事权力 0特点。¹

第二,欧盟区域间主义因其体现着欧盟作为一个全球行为体所具有的权力

平衡作用,推动了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

随着成员国数量的不断扩大和实力的不断增强,欧盟已经把自己视作理应

承担起一种 /全球角色 0的 /世界行为体 0。用 5一个世界行为体 6报告中的话说

就是: /欧盟是一个世界行为体。它拥有 4. 5亿人口 ) ) ) 超过美国和俄罗斯的

总和。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商, 创造了全球 1 /4的财富。它给与贫穷国家的

援助比任何捐助者都多。它的货币 ) ) ) 欧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仅次于美元,处

第二位。0º在欧盟看来,在全球范围内,只有美国才是它真正的竞争对手。正如

普罗迪所言,欧盟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 /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与美国平起平坐的

超级大国。0»法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 #德维尔潘曾指出,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

政策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多极世界: /为了实现真正的稳定, 这个新世界必须建

立在几个地区支柱的基础上,以这样的结构面对目前的威胁。0法国前总统希拉
克曾明确强调,为了维持平衡,也为了使平等的关系得以发展, 一个强大的美国

需要一个强大的欧洲与其抗衡。¼

实际上,欧盟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在当代国际体系中,权力平衡主要有 3种

纬度, 即军事、经济和制度,而后者对欧盟最为可行,也最为关键。因此, 通过区

域一体化扩大作为整体的欧洲的权力成为欧盟最现实的选择。这就是经由区域

间主义的 /制度平衡0或 /合作平衡0。½ 其基本的政策工具除了欧盟内部更高、
更强的一体化,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区域间主义。作为缔造 /战略联盟 0的重

要举措,欧盟区域间主义便被赋予了权力平衡的重大意义:从欧盟 -拉美、欧盟

-地中海等新型伙伴关系,到亚欧会议等对话机制,其核心的指向就是美国在国

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¾ 比如,欧盟 -拉美区域间合作是出于对美国领导的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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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集团 ( /美洲自由贸易区0计划 )的出现改变世界经济规则的担心; ¹欧盟 -

地中海进程是为了扩大欧盟在地中海南岸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以平衡美国在

该区域的影响; º欧盟积极参与亚欧会议对话机制则为了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和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之间增加一种平衡的成分。» 欧盟区域间主义实践已经开始

验证美国历史学家奈尔 #弗格森的断言: /如果说美国今天有一个帝国的竞争

对手的话,那么那个对手就是欧盟。0¼

第三,欧盟区域间主义以其开放性等特征和制度建设和认同强化等效用,催

生了一种 /多区域主义 0全球新秩序模式的雏形。
上世纪 90年代以来, 随着欧盟所引领的 /新区域主义 0在全球范围内的纵

深发展,区域化与全球化进程日益融为一体,使得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在成为一个

/多孔化的区域世界 0, 一个 /更为区域化的世界体系 0也正在变为现实。½ 然

而,这种 /区域世界0与全球体系一样呈现明显的发展不平衡, 以致形成 /核心、

中间、外围0三种不同的区域结构。所谓 /核心区域 0指的是政治经济发达的区
域,包括:欧洲 (不含中、东欧和巴尔干 )、北美 (主要指美、加、墨三国 )和日本等;

/中间区域0指的是中欧、波罗的海国家、前苏联的欧洲部分、拉美、东南亚 (指东

盟六个创始国 )、南太平洋国家 (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和中国 (含香港、台湾地

区 )等; /外围区域 0呈现政治动乱、经济萧条等明显特征, 处于全球体系的底部,

包括: 巴尔干、南高加索、中亚、安第斯、中东、南亚、印度支那、西非、中非、东非和

南非等区域。¾ 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使全球经济大部分份额集中在三个核心区

域,致使区域化实质上成为 /三方化 0 ( triad); 外于 /核心区域 0的发达国家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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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经济中攫取了最大份额的利益, 而 /外围区域 0的国家则处于明显的不利地
位。¹

另外,由于这种 /区域世界 0根植于领土和地理上的 /接近性 0, 无可避免地
在不同区域之间留下一些 /错失的链接0 (m issing link)。这在 /核心区域 0与 /外
围区域 0之间表现得最为明显。而欧盟主导的区域间主义以开放性特征、制度

化安排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以及对区域一体化和区域认同特有的驱动作用,

培育和增强了新的 /区域间性0 ( interreg ionness) ,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跨区域空间

和区域互动单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些 /缺失的链接 0, 使现存的世界
秩序的水平性结构逐步垂直化。º 西方学者认为,欧盟 -东盟对话与合作机制

不但将欧洲与东南亚联系起来,而且通过亚欧会议新的高峰对话机制在欧洲与

亚洲之间建立起持续的、稳定的合作关系, 进而推动了东南亚的区域合作机制

/东盟 + 30的诞生。» 亚欧会议已成为管理亚欧关系的 /有用工具0, ¼并代表着
/大陆间互动的一种新形态0。½ 而 5科托努协定 6则已成为非三方区域间主义

的 /领跑者0。¾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欧盟正在致力于建设一种基于区域角色性之

上、经由区域间主义最后至 /多区域主义 0 ( mu ltireg iona lism ) (或 /多边区域主
义 0 )的 /全球新秩序 0。这种 /多区域主义0的全球秩序, 既以威斯特伐利亚主

权国家体系为基础,又用多元的区域角色对之进行了重要的补充, 在国家主义、

区域主义和全球多边主义之间架起一座互通的桥梁,从而形成一种以区域角色

为核心的 /新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 0。¿ 比约恩 #赫特纳认为, /多区域主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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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区域化世界的一种形态, /代表着所有区域组织之间紧密的联系, 构成一种

类型的全球治理、一种欧洲式的世界秩序 0。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种建立 /区域

化世界秩序 0的构想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提出了挑战。¹ 总的看来, 欧盟的目标是

通过区域主义,建设一种区域性的、并且愈来愈多地是在全球性的新秩序体系

中,扮演一种 /引力中心0的关键角色。º

五  结语

作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关系中一种全新的现象,欧盟所积极推进的区域间

主义虽然尚处于一种未完成的进程之中, 但全球范围内日益纵深化的新区域主

义浪潮已使之成为全球政治经济中一支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可以断言,只要

欧盟和其他区域的区域集团化趋势不停息, 区域间主义的发展就不会停止。这

既由区域间主义所产生的规范扩散、认同强化、利益共享和制度建设等积极的区

域效用所支撑,也由区域间主义对新型南北合作关系和世界多极化趋势及全球

新秩序建设的推动作用所决定。总的看来,欧盟区域间主义的实践是有利于制

约美国的单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

(作者简介: 郑先武,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责任编辑:莫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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