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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东扩后的新边界及其

新周边外交走 向

〔内容提要 东扩后 欧盟面 临新的边界
,

欧盟展开 了针对 包括 巴 尔干和 中东欧

国家的 东部
“
小 周边

”

近邻外交和在大欧洲概念下针对地 中海和 中东地 区的南部
“

大

周边
”

远邻外交
。

欧盟 出于对冷战后地缘政治 的新 变化和欧盟欧洲安全认知框架的

修正
,

对
“

小周边
”

的外交
,

主要是推动
“

东扩
”

与
“

颜 色革命
”

对
“

大周边
”

的外交则 以

合作
、

发展促进稳定与安全
,

并对欧盟与 以 色列的关 系加 以谨慎处理
。

【关键词 欧盟 周边外交 小周边 大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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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了的欧盟面临新的边界
,

其对外政策面

临新形势和新挑战
。

欧盟对外政策有三个层次

一是周边国家关系
,

这里有小周边和大周边地区

之分
,

小周边包括巴尔干及中东欧近邻国家
,

大周

边是指大欧洲概念下的地中海和中东地区 二是

欧美关系 三是全球性对外关系
。

新的边界及
“

”

后世界安全形势的变化导致欧盟安全认知框

架的修正
,

不再视欧洲本土安全为唯一
,

它与周边

形势的安全和稳定联系更加紧密
,

从而将其作为

首要考量的战略因素
。

为此
,

欧盟提出了跨大西

洋中东方案
,

以欧美互补合作方式解决中东问题
,

对大欧洲框架内的对外关系进行了相应调整
。

欧盟对欧洲安全认知框架的修正

欧盟不断扩大及其带来的新边界问题
,

促使

其因应地缘政治变化而调整原先的周边外交战略

收稿 期 《训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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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 。

与政策
,

从而超越了欧盟本土安全的原思维范式
,

实现由区域安全观向全球安全观的转变
。

如果说
“ · ”

后 到 年 月 出台《欧洲安全战略报

告 》之前
,

欧美之间对中东及全球形势的认知有较

大差异的话
,

那么
,

在这之后双方对危机及安全问

题的认知 日趋接近
。

在
“ · ”

和伊拉克战争后 到 年底频发

的危机和恐怖主义活动
,

使欧盟基本接受了美国

对国际安全环境的分析
,

并将安全环境分为全球

挑战和主要威胁 威胁来源
。

主要威胁包括恐怖

主义
、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

地区动荡
、

失败国家
、

有

组织犯罪
。

欧美在认知全球主要威胁及其来源方

面基本达成了共识
,

区别仅在威胁的排序上
。

美

国认为
, “ · ”

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后
,

安全威胁

主要来源于恐怖主义
、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失败

国家
,

仪巧年 月 日出台的美国最新《四年防

务评估报告 》草案中提及的
“

四大威胁
”

仍将其包

括在内
,

并将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界定为
“

恐怖主

义
” ,

将
“

反恐
”

和确保美国本土安全作为
“

在可预

见的未来最重要的 目标和任务
,

反恐仍是最主要

的任务
” ’飞 。

年 月欧盟 出台的《欧洲安全

战略报告 》确认了欧盟所面临的威胁来源排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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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
、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

地区动荡
、

失败 国

家和有组织犯罪
。

图 此外
,

还把由冲突所引起和激

化的不发达状况
、

对能源资源的依赖等列为全球

性挑战
。

这份报告列出的五大威胁都涉及中东地

区
。

面对全球挑战和主要威胁
,

该报告提出了防

范安全威胁
、

强化近邻和邻国 周边地 区 的安全
、

建立以有效多边机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三大战略

目标
。

在防范安全威胁的第一个战略 目标上
,

即

认知全球主要威胁及其威胁来源方面
,

欧美基本

形成共识
,

只是在处理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上

存在一定分歧
。

欧洲在实施这一战略目标所采取

的对策是 发展更主动
、

更有行动能力
、

与协作伙

伴和国际组织的合作
。 “

更主动
”

行动要求欧洲

具有快速以及必要时强力干涉的行动能力
。

一旦

邻国出现危机
、

冲突或冲突有扩散的迹象
,

欧洲必

须有能力作出预防性介入
。 “

更具有行动能力
”

是

指军事性和非军事性能力的建立
、

强化外交能力
、

共同的威胁评估能力和扩大任务领域等
。

这些能

力是对主要威胁作出快速反应的关键
。

在对付恐

怖主义
、

保障欧洲大陆安全方面
,

欧盟和北约达成

一致
,

通过欧盟和北约的经常性协作可提高欧盟

处理问题的能力
。

”年 月 巧 日欧盟推出 欧洲人类安全理

念 》报告
,

对《欧洲安全战略报告 》报告作了进一步

补充
。

首先
,

该报告指出 在恐怖主义
、

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扩散和跨国犯罪等诸多新的安全威胁面

前
,

欧盟的职责不仅限于保卫传统的本土安全
,

而

应是扩大到保护整个人类安全
。

第二
,

提出解决

冲突的手段
,

反对先发制人来解决潜在冲突
。

第

三
,

建议组建
“

人类安全干预部队
” 。

从欧洲一体

化的经验出发
,

欧盟强调重要的
“

软实力
” ,

即以经

济
、

社会一体化形成内聚力
,

依靠这种
“

软安全
”

实

力实现欧洲以内部稳定为核心 的
“

软安全
” ,

以政

治
、

经济和社会一体化的途径
,

达到欧洲地区的稳

定和安全
。

在 拓 年 月 一 日慕尼黑安全防务国际

会议上
,

面对 世纪新安全挑战
,

北约 内部达成

了必须进行战略调整的共识
。

为应对 世纪安

全环境的挑战
,

尤其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
,

北约

需要扩大战略地平线和扩大职能范围
,

这是战略

调整的实质性一步
,

北约在阿富汗的维和行动已

经将其战略地平线扩展到欧洲以外
。

第二个战略

目标涉及欧洲近邻地区
,

包括小周边 如巴尔干
,

南高加索 和大周边地区 如巴以冲突和地中海地

区
。

欧洲在这些地区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建立能

良好治理的国家
,

防止失败 国家出现
。

第三个战

略目标是强调致力于发展更强大的国际社会
,

运

作良好的国际制度和具有法律基础的国际秩序
,

即通过多边合作来达到战略 目标
。

在这一方面
,

跨大西洋关系居于首要地位
。

欧盟小周边近邻外交

欧盟小周边外交是指包括巴尔干
、

中东欧和

土耳其的近邻外交
,

分为两部分 一是
“

东扩
” ,

把

中东欧国家融人欧盟的政治
、

经济体系
,

通过分阶

段一体化实现欧盟 中长期外交 目标 二是对欧盟

外围国家进行以
“

颜色革命
”

为手段的民主改造
。

“

小周边
”

近邻外交又包括三个层面

以
“

东扩
”

维护中东欧安全与稳定
。

冷战

结束后中东欧的不稳定因素
,

一是权力真空导致

的地区安全问题 二是这些国家种族多样性使国

家稳定受到民族主义的严重挑战
。

对此
,

欧盟采

取东扩战略
,

通过吸纳
“

人盟
” ,

弱化 民族国家
,

在

中东欧建立一个新的安全结构
。

中东欧国家将加

人北约作为
“

安全阀
” ,

构建中东欧安全体系
,

将加

人欧盟作为经济
“

引擎
” ,

移植欧盟政治
、

法律
、

经

济制度
,

在欧洲一体化的框架内加快经济和社会

发展
,

欧盟在更大的区域内维持欧洲和平与稳定
。

对巴尔干实施稳定联合政策
。

巴尔干地

区被称为
“

欧洲软腹
” ,

历来与欧洲安全密切相关
。

年
,

欧盟与东南 巴尔干 国家签署《东南欧稳

定公约 》
,

冷一 《拓 年间先后 同西 巴尔干 国家

包括克罗地亚等前南盟 国及阿尔巴尼亚 签订

《稳定和联合条约 》
,

一方面要求这些 国家履行欧

盟政治及经济准则
,

为其人盟创立政治对话机制
,

另一方面许诺财政支持
,

启动吸纳该地区人盟计

划
。

迄今
,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预计 年将人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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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

以拓 年 月 日欧盟发表声明称
“

西 巴尔干

国家在稳定性
、

民主和经济等领域已经取得了相

当大的进步
” , “

加人欧盟已成为最终 目标
” 。

欧盟

向一地区扩大可使其更加稳定
,

最终确保欧盟安

全
。

促进外围国家
“

颜色革命
” 。

欧盟新成员

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地区 独联体国家和一些中亚

国家 从 年起先后 发生格鲁吉亚
“

玫瑰革

命
” 、

乌克兰
“

橙色革命
”

和吉尔吉斯斯坦
“

郁金香

革命
”

等
“

颜色革命
” ,

震及白俄罗斯
、

摩尔多瓦等

国
,

波及其他中亚国家
,

它也影响了东欧
、

东南欧
、

亚洲其他地区的稳定
。

如果说中欧东欧等 国

入盟
,

是对后苏联空间的第一次改造
, “

颜色革命
”

实质上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后苏联空间的第二轮
“

民主改造
” ,

旨在东欧和亚洲建立更大的战略安

全空间
。

美国在中东的遭遇使它意识到
,

纯武力

型
“

民主改造
”

代价太大
,

而
“

意识形态
”

渗透的制

度转型将事半功倍
。

启动土耳其人盟谈判
。

土耳其作为地区

大国
,

其外交政策直接触及欧盟外交
、

安全及经济

政策利益
,

若人盟欧洲边界将推至两伊边界
。

此

外
,

土
“

是中亚石油和天然气的重要输送 中转站
,

在从中国西部边界到地中海地区的这个欧洲利益

的交叉点上
,

土将保证欧洲的战略资源供应
” 。

冷

战结束后
,

欧盟 以东扩和南下为重点调整地缘政

治战略
,

但欧盟与中东伊斯兰 国家关系的密切发

展仍缺少一个稳定坚实的前沿基地
。 “ ”

对欧

土关系产生了较大影响
,

土对欧盟未来国际政治

地位的重要性上升
,

它对欧盟与伊斯兰 国家关系

的关键作用凸显
,

欧盟对土战略地位及政策变化

也作出积极调整
。

年 月欧盟启动与土的

人盟谈判
,

支持其
“

欧洲化
”

改革
,

土若人盟
“

将通

过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发展成为一个稳定的国

家
,

如果在以伊斯兰为特征的社会里欧盟制定的

哥本哈根标准得到全面的实施
,

它对其他伊斯兰

国家将起到明显的示范作用
” 。

对欧洲的未来将

产生结构性影响
,

将使欧盟与地中海邻国
、

中东伊

斯兰国家建立牢固的伙伴关系
。

这也是欧盟积极

的地缘政治战略的一个信号
。
口

一 一

但在土人盟上
,

欧盟处于两难 一方面其对欧

盟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 另一方面由于土的伊

斯兰文化归属意识
,

人们担心其入盟会扩大伊斯

兰文化在欧洲的影响
。

特别是
“ · ”

后
,

美 国出

于地缘战略因素经营中亚
、

中东和南亚
“

铁三角
”

印度 一 以色列 一 土耳其
。

塞浦路斯入盟又使欧

盟必须再次面对土耳其问题
。

土人盟也引起以色

列高度关注
,

它直接表明欧盟扩大的基本原则和

地理
、

文化边界
,

这对以色列的定位非常重要
。

欧盟大周边远邻外交

大周边外交是指在
“

大欧洲
”

框架下包括对中

东 地中海地区的关系
,

它对欧洲安全具有战略优

先权
。

这一外交特殊层面受到欧洲安全战略报告

的特别关注
,

报告将强化与接壤国和邻国 大周边

关系确定为第二欧洲安全战略 目标
。

面对政治
、

社会
、

宗教
、

文化差距较大的南部国家
,

欧盟采取

了
“

伙伴计划
”

和
“

邻国政策
” 。

特别是在认识到

解决恐怖主义
、

核武器与生化武器的扩散
、

跨国犯

罪
、

毒品等全球性问题的必要性后
,

欧盟认为
,

要

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
,

国际社会必须认真审视这

些问题的由来
。

经济全球化不仅带来 巨大的财

富
,

也导致剧烈的贫富分化
,

差距迅速扩大
,

这成

为恐怖主义和极端组织产生的土壤 反对恐怖主

义要标本兼治
,

尤要治本
,

要努力消除穷国和富国

之间的鸿沟
。

而动武非但不能消除反会加剧恐怖

主义
。

当欧美确定了共同的战略利益后
,

其外交

政策的原则也就决定 了
,

反恐仍是决定欧美政策

的重要因素
。

在这一全球安全形势下
,

拥有一个

稳定的安全地理环境对欧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

“

西欧的安全与繁荣依赖于中东
,

特别是中东

的石油战略资源
” 。

闻 为此欧盟在 年的
“

巴塞

罗纳进程
”

基础上于 年颁布了
“

欧洲邻国政

策
” ,

该政策规定了欧盟与相邻的国家及地区的关

系
,

相邻的国家是指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加人

欧盟的国家和地区
,

同它们的关系被看作是享有

特权的伙伴关系
。

鉴于包括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

欧盟大周边远邻外交
,

除东南欧外
,

欧洲邻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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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适用于 中东 地 中海地 区
,

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

了自己的中东计划
。 “

除巴尔干外
,

毫无疑问
,

中

东
、

地中海地区在未来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图

, “

中东地区对欧洲具有

战略优先权
”川

,

中东将成为扩大后的欧盟大周边

新边境
。

塞浦路斯人盟使欧盟离以色列更近
。

中

东地区持续不断的不稳定
,

将影响大欧洲框架下

的边境稳定和欧洲安全
。

美国 的 年 月 出台

的
“

大中东计划
” ,

遭到了欧洲及阿拉伯世界的异

议
,

在吸收了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部分意见后
,

美

国 只 年 月对
“

大中东计划
”

改版
,

推出
“

泛中

东和北非计划
” 。

作为回应 以拜 年 月欧盟推出

了《欧盟与地 中海及 中东战略伙伴关系最终报

告 》
,

就中东和平进程
、

政治改革
、

少
、

权和法制
、

反

恐和防止武器扩散
、

移民
、

经济和社会发展
、

文明

对话等一系列 问题提出了 自己 的观点和设想
,

应

对扩大后新边界带来的外交压力
,

由此奠定的欧

盟地中海战略伙伴关系文件成为欧盟未来中东战

略的基础
。

美欧在总体 目标上是一致的
,

但欧洲

主要国家看到了改造中东的难度
,

在 以巴 冲突上

同美国存在严重分歧
,

在现实 国家利益争夺中与

美国存在冲突
。

欧洲认为
, “

大中东计划
”

的倡议

过程应首先解决巴以冲突
,

欧盟更主张制定跨大

西洋
“

中东方案
” ,

在中东问题上要求与美国有具

体分工
。
困 欧盟认为

,

双方在中东问题上分工负责

是可行的
,

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信赖欧洲
,

以色

列信赖美国 美国有强大的军事硬实力
,

欧盟有强

大的软实力
,

可构成互补
。

从欧盟现实政治看
,

欧洲需要一个稳定的周

边环境
。

在大 中东框架下
,

年欧盟颁布 了
“

欧洲邻国政策
” ,

这里的邻国是指在可预见的将

来不可能加入欧盟 的国家和地 区
。

《欧盟与地中

海及中东战略伙伴关系最终报告 》指出
,

在中东

地中海问题 仁
,

欧盟 的基本政策是政治解决中东

地区冲突 控制军备
,

实现地区安全与稳定 利用

优越的地理环境
,

加强欧洲同中东地区的合作
。

年启动
“

巴塞罗那进程
”

以来
,

欧盟试图以类

似欧安会的方式建立欧盟 同地 中海南部和东部

个国家的紧密关系
。

实践证明
,

除了对稳定欧

盟与地中海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外
,

巴塞罗那进

程对解决中东问题的作用并不 明显
。

欧盟认识

到
,

只有在解决中东冲突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地区

合作
,

欧盟大周边远邻外交战略 目标的实现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 中东和平进程
。

巴 以冲突不解

决
, “

欧盟 一 地中海伙伴计划
”

也难以取得实质性

进展
,

这是欧盟积极推动和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

利益所在
。

欧盟大周边远邻外交政策是为欧盟在中东的

利益服务的
,

主要涉及 ①反对和阻止伊斯兰极端

主义组织恐怖活动 ②抑制这一地区对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的追求 ③阻止此地区无控

制的难民潮涌向欧洲
,

以稳定欧盟社会稳定 ④防

止毒品泛滥 ⑤有控制地使能源供应得到保障

⑥可持续地利用环境和资源 ⑦尊重人权 ⑧主张

多元主义和民主
。

由于过去几十年以色列和阿

拉伯国家的冲突
,

导致这一地区所有国家将安全

问题置于经济和社会及政治改革之上
。

鉴于 目前这一地区冲突危险性不断增加
,

促

使欧洲重新审视传统的思维方式
,

欧盟改变了将

目标只集中在中东地区
,

把中东地区的安全扩大

到整个南地 中海地 区
,
以此建立地区安全机制

。

其主要途径有 ①签订联系国协议 ②建立政治对

话机制
,

特别是在这些地区推行
“

巴塞罗那进程
”

③通过推动
“

巴塞罗那进程
”

和同南地中海的整体

合作来建构区域内的合作和安全网络
。

针对中东冲突的特殊性
,

欧盟相继推出了《巴

塞罗纳宣言 》
、

《欧洲 一 地 中海行动计划 》

及其修改案
,

制定《欧洲 一 地中海和

平与稳定宪章 》
,

加快欧洲 一 地中海 自由贸

易区的建设进程
,

加大对地中海南岸和东岸的支

持力度
。

根据修改案
,

以 卜一 巧 年实施《欧洲

地中海行动计划 》第二期计划
。

特别是针对美国

的
“

大中东计划
” ,

欧盟以《欧盟与地中海及中东战

略伙伴关系最终报告 》
,

与包括部分中东国家在内

的环地中海国家进行政治对话
、

经济合作和文化

交流
。

这一合作关系以类似欧安会的方式建立欧

盟同地中海南部和东部 个国家的紧密关系
,

合

作主要涉及政治安全
、

经济关系
、

社会问题及人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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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

这种合作可能性在于欧盟对中东地区冲突双

方保持的影响力
,

如同以
、

巴达成的联系伙伴协

定
,

同叙
、

黎谈判达成的一些框架条款及规定
,

特

别是和平政策
、

民主化进程和尊重人权方面的规

定 允许以色列作为唯一的非欧洲 国家参与欧洲

的研发计划 对巴勒斯坦提供财政资助等
。

如何处理以色列 一 欧盟关系
,

在欧盟大周边

外交中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

以色列试图通过加人

欧盟和北约确保生存与安全
,

这一构想是 年

月二位以科学家 汀 和

提出的
,

基本观点是地域上以虽不属欧洲
,

但人 口

和文化受欧洲影响
,

欧洲有义务为以承担责任
,

让

以加人欧盟和北约
。

仪以 年 月马耳他
、

塞浦路

斯人盟
,

田 年 月欧盟又同土进行入盟谈判
,

以将其看作是其入盟的可能性
。

据特拉维夫大学

专家组调查
,

以具备了人盟条件
,

各方面指数排在

个人盟 国的前面
。

对此欧盟反应谨慎
。

按欧

盟的观点
,

以人盟受两个问题限制 一是安全和人

权问题
。

巴以长期处于战争状态
,

形成了以特有

的安全文化
,

仪幻 年以来有 目的地定点清除
,

专

断的关押嫌疑人无需法院判决等
,

同
‘

欧洲提倡的

法制和人权不符
,

以强硬政策受到欧洲媒体的批

评
。 〔’〕二是犹太民族的特性

。

宗教对以 国家和社

会影响过大
,

这在一定程度上不符合欧盟教政分

离标准
。

欧盟实行民事婚姻
,

而 以妇女没有离婚

权力
,

国藉也只针对有犹太母亲的孩子
。

对欧盟

而言
,

以需要在将国家建成
“

以色列国家
”

和
“

公民

国家
”

之间寻求妥协
,

建立一个具有以特色的公民

国家
。

欧盟不接纳以为成员 国
,

但可给予
“

特殊地

位
” ,

即高于《巴塞罗那宣言 》规定的合作范围
,

低

于欧盟 准成员 国地位
,

使双方更方便地合

作
,

弥补以在欧盟 一 地中海伙伴关系框架内的孤

立地位
。

在欧盟同地中海 个国家和地 区的伙

伴关系中川
,

马耳他
、

塞浦路斯 已入盟
,

土耳其开

始入盟谈判
,

其他 个属阿拉伯地中海国家
,

剩下

的只有以色列
。

如果将以色列继续放在欧盟 一 地

中海伙伴关系框架内
,

以色列就完全被孤立 了
。
困

给予以色列的
“

特殊地位
” ,

可 以在此基础上建构

一种新的合作基础
,

为中东和平进程铺平道路
,

同

时
,

以欧接近可提高欧盟解决中东问题的可能性
。

目前
,

欧盟是以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

双方在许多领

域有较好的合作
。

除入盟和给予特殊地位外
,

欧以专家还为以

提出中立的瑞士模式
,

包括互相承认规定
、

标准
,

必要时以可以单方面使用欧洲标准等八个方面的

内容
。

总之
,

从建立区域安全机制
、

维持周边安全和

稳定
,

是欧盟扩大的重要动因之一
。

近邻外交
,

特

别是向西 巴尔干扩大
,

安全问题起决定性作用
。

当美国支持土耳其加人欧盟
,

欧盟也认识到这一

扩大可以实现更大范围的稳定
。

对于大周边地区

的安全与稳定
,

欧盟的立场和观点是此地 区的发

展可以借鉴欧洲一体化经验
,

对中东的立场基本

持发展安全观
,

即由发展促进稳定与安全
。

在安

全与发展的两者关系中
,

发展是安全的手段
,

而安

全是发展的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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