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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于当今世界的发展和变化做了十分深刻透彻的判断ꎮ 报告指

出:“当前ꎬ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ꎮ 一方面ꎬ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另一方面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

字、治理赤字加重ꎬ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ꎮ 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ꎬ

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ꎮ①

近年来ꎬ欧洲遭遇诸多危机ꎬ各国经济、政治、外交与安全面临严重挑战ꎮ 国际上

包括不少欧洲人对欧洲的前途感到悲观ꎬ欧洲战略界对此心急如焚ꎬ大声疾呼欧洲必

须战略自主ꎮ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ꎬ欧洲战略自主的紧迫性愈加突出但也饱受质疑ꎮ 然

而ꎬ不论战略自主引发多大争议ꎬ欧洲之未来将取决于其能否实现战略自主目标ꎮ

一　 “唤醒沉睡的欧洲”

欧洲大国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冷战结束后一直不乏独立自主的思想ꎬ法国戴高乐

主义正是其代表ꎮ 事实上ꎬ法国总统马克龙积极倡导的战略自主思想也具有显著的延

续性ꎮ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基辛格全球事务中心主任弗朗西斯加万和欧洲政策分

析中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林娜波利亚科娃认为ꎬ对马克龙来说ꎬ战略自主意味着

欧洲在世界上有自己的地位以及欧洲拥有影响世界事务的能力ꎮ “与其前任戴高乐

类似ꎬ马克龙不希望欧洲或者法国沦为一个日益被崛起的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影响力竞

争所定义的世界上的无力看客ꎮ”②然而ꎬ与以往相比ꎬ近年来欧洲兴起的战略自主意

识具有一些新的特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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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需要战略自主ꎬ这一思想不再专属一个或少数欧洲国家ꎬ法德在支持欧盟实

现战略自主方面的立场日益靠近ꎮ 法国总统马克龙无疑是欧洲自主意识的积极倡导

者ꎮ 自 ２０１７ 年上台以来ꎬ他一直将建设一个自主的欧洲作为法国和欧盟的使命ꎮ

２０１７ 年ꎬ在著名的索邦大学演讲中ꎬ他宣称:“时代催促我们ꎬ我们唯一的回答就是果

敢ꎬ以唤醒沉睡的欧洲”ꎮ 马克龙认为ꎬ现在的欧洲太弱、太慢、效率太低ꎮ “欧洲必须

有一支联合的武装力量、一项共同的防卫预算和一个共同的行动纲领ꎮ”①法国的倡议

得到德国以及欧盟机构的积极响应ꎮ 德国总理朔尔茨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在捷克查理

大学的演讲被认为是对马克龙索邦大学讲话的直接响应ꎮ 他在讲话中明确表示ꎬ欧洲

需要对自己的安全承担更多责任ꎬ同时尽快结束在能源、半导体等领域对其他国家的

依赖ꎮ②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ꎬ在纪念标志法德战后和解的«爱丽舍条约»签署 ６０ 周年之

际ꎬ两国举行联合内阁会议并发表声明称ꎬ法德将深化全方位合作ꎬ致力于加强欧盟作

为地缘政治参与者的作用ꎬ强化欧洲防卫能力ꎬ共同建设一个更具韧性、更可持续、更

加独立的欧洲ꎮ③

欧洲传统的自主思想集中在国防和安全上ꎬ而目前欧洲主流战略界所倡导的“战

略自主”(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核心虽仍是是军事防务ꎬ但不仅限于此ꎬ还包括诸如经

济、能源、技术、产业链等其他领域ꎮ “战略自主”的实质是指欧洲能够在不依赖其他

力量的情况下ꎬ捍卫其自身利益ꎮ④ 了解这一点ꎬ我们就会明白ꎬ为什么现在所说的

“战略自主”已不再仅包含安全和防务ꎮ 欧洲战略界还经常使用“主权欧洲” (Ｓｏｖｅｒ￣

ｅｉｇｎ Ｅｕｒｏｐｅ)来表达与“战略自主”相同的意思ꎬ如防务主权、经济主权、技术主权等ꎮ

马克龙在前面提及的索邦大学演讲中也有 １８ 次提到“主权”一词ꎮ⑤ 与“战略自主”

一样ꎬ“主权欧洲”这一概念的要义也是欧洲有能力捍卫自身的利益ꎮ

值得指出的是ꎬ法国和德国两个颇具影响力的基金会(巴黎让－饶勒斯基金会和

柏林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于 ２０２１ 年年初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ꎬ欧盟民众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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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主权”概念的理解千差万别ꎬ但都向往加强集体主权亦即欧洲主权ꎬ以扩大欧洲在

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ꎮ①

二　 俄乌冲突凸显欧洲战略自主的紧迫性

催生欧洲战略自主思想的主要事件是特朗普入主白宫ꎮ 众所周知ꎬ时任德国总理

的默克尔正是在 ２０１７ 年参加数次峰会与特朗普会晤后ꎬ得出了未来美国已难依靠、欧

洲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结论ꎮ 在“法德轴心”以及欧盟委员会的推动下ꎬ欧盟

防务合作在特朗普执政四年期间实现“大跃进”ꎮ 突出的举措包括 ２０１７ 年启动的“永

久结构性合作”(ＰＥＳＣＯ)ꎬ以及破天荒打破欧洲防务建设不能使用欧盟预算的禁忌而

设立的欧洲防务基金(ＥＤＦ)ꎮ② 随着拜登上台以来美国竭力改善与欧洲的关系ꎬ欧洲

国家推动战略自主的动力无疑有所减弱ꎬ但法国等国家并未放弃推动欧洲实现自主ꎮ

在拜登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首次以美国总统身份访欧前夕ꎬ马克龙总统在爱丽舍宫举行的

媒体吹风会上ꎬ继续强调欧洲需要打造经济、工业、技术和防务等层面的战略自主ꎮ 他

同时表示ꎬ欧盟也应当寻求与美国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ꎬ在一些议题上可以形成同

盟ꎬ而对另一些问题则需要保持清醒ꎮ③

对于欧洲的战略自主来说ꎬ真正的考验应该是俄乌冲突的爆发ꎬ而这也正是当前

导致战略自主备受争议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俄乌冲突爆发后ꎬ欧洲国

家立即意识到其自身在安全上仍然离不开美国ꎬ被马克龙认为“脑死亡”的北约被重

新激活ꎮ 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所长帕斯卡尔博尼法斯由此宣判“脑死亡”的

不是北约ꎬ而是欧洲战略自主ꎮ④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ꎬ随着俄罗斯成为欧洲国家的主

要威胁ꎬ北约也成为欧洲国家集体军事规划的主要框架ꎬ尽管欧洲各国大幅增加了国

防开支ꎬ但欧洲离战略自主不是更近而是更远ꎮ⑤

事实上ꎬ对于欧洲来说ꎬ战略自主是目标ꎬ换而言之ꎬ力推战略自主的欧洲领导人

清楚地知道欧洲目前缺乏战略自主权ꎮ 战略自主之所以引起激烈争议ꎬ至少部分原因

０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ｅｓ.ｄｅ / ｅｎ / ｓｕｒｖｅ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Ｆｕｎｄ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ｅａｓ.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ｅａｓ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ｅｆｅｎｃｅ－ｆｕｎｄ＿ｅｎ.
“Ｇ７ / ＮＡＴＯ—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ｃｒｏｎ—Ｐｒｅｓｓ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Ｅｌｙｓéｅ Ｐａｌａｃｅꎬ １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ｅ.ｇｏｕｖ.ｆｒ / ｅｎ / ｆｒｅｎｃｈ－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１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７－ｎａｔｏ－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ｍａｃｒｏｎ－ｐｒｅｓｓ－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ｅｌｙｓｅｅ－ｐａｌａｃｅ－１０－ｊｕｎ－２０２１.

“Ｇｕｅｒｒｅ ｅ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ｌ’ＡＤＮ ｓｔｒａｔéｇｉｑｕ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 ｅ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ｒｉｓ－ｆｒａｎｃｅ.ｏｒｇ / １６８７０５－ｇｕｅｒｒｅ－
ｅｎ－ｕｋｒａｉｎｅ－ｌａｄ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ｑｕｅ－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２ / .

“Ｊｕｄｙ Ａｓｋｓ: Ｉ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Ｏｖｅｒ?”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ｅｕｒｏｐｅ.ｅｕ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ｅｕｒｏｐｅ / ８８８３８.



在于一些人把目标当作现实ꎬ把进行时当作完成时ꎬ把欧洲自主与独自行动画上等号ꎬ

或将战略自主与保持欧美同盟视为水火不容ꎮ

俄乌冲突导致欧洲国家将俄罗斯作为当前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ꎬ并明确写入欧盟

和北约的战略文件中ꎮ 在新形势下ꎬ北约作为欧洲国家安全保护伞的作用得到强化ꎮ

但承认和接受欧洲安全离不开北约和美国ꎬ并不意味着欧洲放弃了对战略自主的追

求ꎮ 相反ꎬ欧洲战略家们从乌克兰危机中进一步认识到欧洲自主的紧迫性ꎮ 在俄乌冲

突爆发后不久推出的«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针»(简称«战略指南针»)中ꎬ欧盟明确提

出要将自身建设成为“更强大、更有能力的安全提供者”ꎮ① 在马克龙总统看来ꎬ加入

北约和加强欧洲防务能力建设并不矛盾ꎬ欧洲只有减少对美国的依赖ꎬ发展自卫能力ꎬ

才能在北约内部变得更加自主ꎬ确保受到乌克兰危机影响的欧洲地区的和平ꎮ②

欧洲坚持追求战略自主目标ꎬ主要基于对当前世界的认知和判断ꎮ 其一ꎬ欧盟面

对的世界充满竞争ꎬ欧盟想要避免从“游戏玩家”沦为“游戏场”、从全球竞争舞台的

“参与者”沦为“旁观者”ꎬ就必须加强自身行动的能力ꎮ③ 正如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

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解释欧盟出台«战略指南针»的意图时所指出的:“我们生活在

一个国家间战略竞争日趋激烈和安全威胁错综复杂的时代ꎬ强权政治重新抬头ꎮ 这不

是我们欧洲人选择的世界———而是我们面对的世界ꎮ 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秩

序中ꎬ欧盟必须准备好捍卫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ꎮ”④其二ꎬ或许这一点更为重要ꎬ欧洲

认为美国虽然与欧洲联系紧密ꎬ但不论谁入主白宫ꎬ“美国优先”的政策不会改变ꎬ美

国战略重心由欧洲转向印太也不会改变ꎮ 西班牙巴塞罗那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艾

娃皮诺思准确地表达了欧洲战略界不少人的心思:“虽然北约和美国目前在为欧洲

安全提供保障方面处于主导地位ꎬ但美国的长期战略重点在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ꎬ

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很可能会削弱北约ꎮ 现在是时候从根本上调整关

于战略自主的争论ꎬ吸取正确的教训ꎬ做出必要的改变了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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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头号难题在于防务自主能力建设

可以肯定ꎬ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大国不会甘心接受在激烈竞争的世界中失去影响

力ꎬ也不会甘心充当美国的附庸ꎮ 欧洲的前途命运将取决于其能否实现战略自主或维

护“主权欧洲”ꎬ而防务自主又是战略自主的关键所在ꎮ

近年来ꎬ欧洲经济已开启绿色和数字“双转型”进程ꎮ 与此同时ꎬ欧盟还在争取实

现所谓“第三大转型”ꎬ即由“贸易大国”向地缘政治力量转型ꎮ① 其核心既包括防务

也包括外交ꎬ即在防务上强化欧盟的行动能力ꎬ在外交政策上不受其他大国的左右ꎮ

近期目标是ꎬ在 ２０２５ 年前建立一支最多由 ５０００ 人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ꎮ 为了能够在

危机出现时迅速部署至目标区域ꎬ欧盟将在 ２０２３ 年组织快速反应部队进行首次实战

演习ꎮ② 欧盟国家的想法是ꎬ面对大规模的外敌入侵ꎬ领土防卫将长期需要通过与美

国结盟来完成ꎮ 但要确保美国愿意保护欧洲ꎬ欧洲又须让美国相信欧洲是“有用的伙

伴”ꎬ有能力与美国共同承担安全和防务责任ꎮ 而这正是目前及今后欧盟防务建设的

中心任务ꎮ

要避免加强防务自主建设沦为空谈ꎬ欧洲需过三大难关ꎮ 首先ꎬ欧洲国家必须有

意愿持续增加防务开支ꎮ 俄乌冲突给欧洲带来的一大变化便是各国纷纷大幅增加军

费ꎮ 德国因应“时代转折”高调宣布设立一项 １０００ 亿欧元的特别国防基金ꎬ以使其军

费开支达到北约要求的占 ＧＤＰ 的 ２％ꎮ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２０ 日ꎬ马克龙总统发表年度防务

政策演讲时表示ꎬ法国 ２０２４ 年到 ２０３０ 年的国防预算将增至 ４１３０ 亿欧元ꎬ这意味着到

２０３０ 年ꎬ其国防预算相比于 ２０１７ 年将翻一番ꎮ③ 欧洲国家能否保持目前防务开支的

增长势头值得进一步观察ꎮ

其次ꎬ各国军费开支能否高效使用对于欧洲提升防务能力建设至关重要ꎮ 欧洲改

革中心外交政策主任伊恩邦德认为ꎬ欧盟各国防务支出虽占 ＧＤＰ 的比例较低ꎬ但其

总量是俄罗斯的五倍ꎮ ２０１９ 年ꎬ德国和波兰的防务支出总和超过了俄罗斯ꎮ 因此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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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来ꎬ“欧洲的问题不仅在于其在防务支出的数额ꎬ还在于其支出的低效”ꎮ① 对于

这一点ꎬ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并不避讳ꎮ 他承认ꎬ欧盟仅有 ９％的国

防研究和技术开发是在成员国之间合作进行的ꎬ约 ８０％的国防采购仍然在国家范围

内进行ꎬ由此导致代价高昂的能力重复和严重的碎片化和低效问题ꎮ 为解决这一问

题ꎬ博雷利认为ꎬ欧盟应该将投资集中于防务所需能力ꎬ鼓励联合采购在欧盟层面开发

的设备和技术ꎮ② 关于欧洲防务工业的重要性ꎬ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的安全事务

顾问米歇尔巴尼耶(Ｍｉｃｈｅｌ Ｂａｒｎｉｅｒ)曾做过非常精辟的阐述ꎮ 他认为:“没有安全就

没有繁荣ꎬ没有防务就没有战略安全ꎬ没有能力就没有战略防务ꎬ没有欧洲防务工业竞

争力就没有战略能力ꎮ” ③ 总之ꎬ没有具有竞争力和创新力的欧洲国防工业ꎬ欧盟提升

防务自主能力将很可能沦为空谈ꎮ

再次ꎬ能否处理好与北约特别是美国的关系ꎬ是欧洲防务自主建设面临的又一挑

战ꎮ 弗朗西斯加万和阿林娜波利亚科娃将欧洲战略自主看做欧洲试图“单干”ꎬ

而中国的崛起、俄罗斯的侵略、民主的削弱、全球变暖、技术监管以及公共卫生都需要

集体行动ꎮ “欧洲人与其单打独斗ꎬ不如在少数关键优先事项上与美国合作ꎮ 例如ꎬ

他们应该认定可以在哪里加大投入ꎬ以便强化周边地区的防御能力ꎬ并让美国把重点

放在应对东亚出现的共同的经济和政治挑战上ꎬ尤其是通过支持美国与中国竞争的努

力ꎮ”④近年来ꎬ随着欧盟共同防务建设迈出新步伐ꎬ与北约如何相处日益受到欧洲国家

的重视ꎮ 法国和德国仍沿用了欧洲传统的立场ꎬ两国联合内阁会议后于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发

表的声明称ꎬ法德将强化欧洲防卫能力ꎬ增强“欧洲在北约内部的支柱作用”ꎬ深化欧盟

与北约之间的合作ꎮ⑤ 此外ꎬ欧洲国家还积极探索如何在欧盟层面与北约开展合作ꎮ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ꎬ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北约秘书长斯

托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签署了最新的«北约—欧盟合作联合宣言»ꎮ 这是继

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８ 年之后欧盟与北约签署的第三份合作文件ꎮ 该联合宣言首先以强烈的

措辞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军事行动ꎬ重申了北约和欧盟将继续共同援助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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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ꎮ 除了将矛头指向俄罗斯ꎬ宣言还称ꎬ中国日益强硬的政策给欧盟和北约带来挑战ꎬ

需要加以应对ꎮ 除了在应对日益严峻的地缘战略竞争方面加强双方合作之外ꎬ宣言还

列出如下合作领域ꎬ包括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并增强其韧性、新兴且具有颠覆性的技术

领域、太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挑战、应对外国对信息的干预和操纵ꎮ 值得

注意的是ꎬ欧盟与北约联合宣言一方面承认北约为“盟国集体防御和安全的基础”ꎬ另

一方面也强调了加强欧洲防务对于北约成员国共同安全的重要作用ꎮ “由于安全挑

战和威胁在深度和广度上都继续增加ꎬ我们将在长久合作的基础上ꎬ把双方的伙伴关

系推向一个新水平ꎮ”①

四　 长期挑战是如何在大国博弈中有效维护欧洲利益

在当今国际竞争和博弈中ꎬ与世界其他力量无论是美国、中国还是俄罗斯相比ꎬ欧

洲的实力主要体现在欧盟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上ꎮ 很多欧洲人自豪地把欧盟称为

“贸易超级大国”ꎮ 欧盟之所以与美国、中国并列为世界三大经济体之一ꎬ也主要仰赖

于过去数十年来统一大市场和欧元区的建设ꎮ② 但欧盟要真正实现战略自主ꎬ仅有统

一大市场和欧元区还远远不够ꎮ

为了进一步提升其国际竞争地位和影响力ꎬ欧盟还必须继续争取其一体化不断取

得进展ꎮ 然而ꎬ不仅防务建设面临诸多难题ꎬ欧盟扩大同样步履维艰ꎮ

事实上ꎬ自 ２０１３ 年克罗地亚加入欧盟以来ꎬ欧盟扩大进程一直陷入停滞状态ꎮ 近

年来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特别是俄乌冲突的爆发ꎬ欧盟扩大获得了新动力ꎮ 其一ꎬ欧

盟同意给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国地位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的欧盟峰会之所以一致决定

对乌克兰打开大门ꎬ显然是受到俄乌冲突的刺激ꎮ 其二ꎬ欧盟提升了其对西巴尔干地

区国家的重视程度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ꎬ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举行的欧盟—西巴

尔干国家峰会上ꎬ欧盟不仅重申了对塞尔维亚、黑山、波黑、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 ５ 国

加入欧盟的承诺ꎬ而且明显加大了对该地区国家的支持力度ꎮ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

恩表示ꎬ欧盟将向西巴尔干国家提供 １０ 亿欧元用于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ꎬ其中 ５ 亿欧

元将于 ２０２３ 年年初支付ꎬ用于缓解企业和弱势家庭因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ꎬ其余

５ 亿欧元通过西巴尔干投资框架对这些国家提供短期和中期支持ꎬ以推进能源转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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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克罗地亚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 日加入欧元区ꎬ欧盟 ２７ 个成员国中已有 ２０ 国使用欧元ꎮ



能源安全ꎮ 而此前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举行的欧盟—西巴尔干国家峰会上ꎬ欧盟表示ꎬ未

来 ７ 年有意为西巴尔干地区投入约 ３００ 亿欧元资金ꎬ其中包括 ９０ 亿欧元援助和 ２００

亿欧元投资ꎮ① 然而ꎬ综合各方面因素ꎬ尤其是考虑到无论是西巴尔干国家还是乌克

兰在短期内均难以达到入盟的标准ꎬ欧盟不会很快实现新一轮的扩员ꎮ

２０２２ 年ꎬ欧盟根据马克龙总统的提议建立了包括 ４４ 个国家和地区在内的欧洲政

治共同体ꎬ②一度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ꎮ 但事实上ꎬ欧盟无意将此打造为一个新

的欧洲组织ꎬ也不会取代现有的合作形式ꎬ而是将其定位为尽可能将更多的欧洲国家

吸纳进来的“圆桌论坛”ꎮ③ 可见ꎬ欧洲政治共同体名不副实ꎬ作用有限ꎮ

鉴于未来其一体化进程充满艰险ꎬ欧盟实现战略自主绝非易事ꎮ 这意味着在日益

激烈的大国博弈中ꎬ欧盟难以有效维护自身利益ꎮ

近年来ꎬ关于中美博弈以及欧洲如何维护自身利益一直是欧洲国家讨论的热点问

题ꎮ 对于欧洲来说ꎬ美国是传统的军事盟国ꎬ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ꎬ是其重要

的经济伙伴和市场ꎬ欧洲国家难以在中美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ꎮ 从欧洲政界和智

库界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ꎬ欧洲既不愿接受未来世界秩序完全由中国和美国所决

定ꎬ也不愿在中美竞争中屈从于任何一方ꎮ 特朗普执政期间ꎬ欧盟以及欧洲很多国家

均明确表示在中美之间将选择走中间道路ꎬ拒绝选边站队ꎮ④ ２０２１ 年拜登上台以来ꎬ

美国大力修复因特朗普而趋紧的美欧关系ꎬ但即便如此ꎬ欧洲仍不希望对美国的对华

政策亦步亦趋ꎮ 如在北约内部关于中国的讨论中ꎬ欧洲国家虽同意将中国定性为“系

统性挑战”ꎬ但反对与中国经济脱钩ꎬ坚持“与中国保持建设性接触”ꎮ 马克龙总统关

于欧洲在中美之间该如何选择的态度在欧洲也有代表性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 日ꎬ他在法

国年度驻外使节大会上明确反对欧洲充当美国的“附庸”ꎬ并指出虽然眼下华盛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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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６ 日在捷克布拉格举行ꎬ与会者包括 ２７ 个欧盟成员国ꎬ以及
英国、瑞士、挪威、土耳其、乌克兰、塞尔维亚等 １７ 个非欧盟国家和地区ꎮ 按照计划ꎬ之后的欧洲政治共同体会议
将分别在摩尔多瓦、西班牙和英国举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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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在台湾问题上关系紧张ꎬ但是“我们不准备在印太地区与中国采取对抗战略”ꎮ①

然而ꎬ尽管欧洲坚持自身在中国的利益与美国并不完全相同ꎬ不愿在中美之间倒

向任何一方ꎬ但在实践中ꎬ很多欧洲国家由于缺乏战略自主能力特别是防务自主权ꎬ其

对华政策明显受到美国的影响ꎬ尤其是俄乌冲突发生后ꎬ在中东欧国家表现得十分明

显ꎮ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ꎬ中东欧国家受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的冲击很大ꎬ一方面成

为北约和俄罗斯对抗的“前线”ꎬ另一方面美国也利用该地区一些国家对其极度的安

全依赖心理ꎬ竭力推动这些国家在对华政策上向美国靠拢ꎮ 立陶宛等国家的官员、议

员窜访台湾地区ꎬ以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步立陶宛后尘退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机制ꎬ均是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ꎮ

最后ꎬ需要强调的是ꎬ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

下ꎬ欧洲进行何种政策选择ꎬ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ꎬ哈佛大

学斯蒂芬沃尔特教授在美国«外交政策»撰文认为ꎬ拜登政府毫不掩饰其在与中国

的“战略竞争”中争取美国众多盟友支持的愿望ꎬ而“欧洲各国如何站队ꎬ将对全球力

量整体平衡产生重大影响”ꎮ②

五　 结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ꎬ欧洲国家一直在探索适合自己的欧洲发展模式ꎬ或者

说“第三条道路”ꎮ 在对外关系方面ꎬ欧洲战略界也喜欢用“走中间道路”来表述其不

盲目追随美国的意愿ꎮ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欧洲从来不乏雄心ꎬ但其雄心壮志常与现

实结果存在鸿沟ꎬ也是事实ꎮ 二战后被尊为“欧洲之父”的让莫内则相信唯有危机

才能使欧洲有动力奋斗ꎮ 如果说ꎬ一体化是欧洲国家战后赢得和平与繁荣的“关键一

招”ꎬ那么未来欧洲的前途和命运将取决于能否根据自身根本利益独立自主、走自己

的路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中国处理和发展与包括欧洲在内的外部世界的关系指明了方

向ꎮ 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ꎬ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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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ꎬ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ꎬ致力于扩大同各国

利益的汇合点ꎮ” ①

中国一直高度重视发展中欧关系ꎮ 过去四十多年来ꎬ中欧关系总体保持了高水平

发展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ꎮ 这首先得益于双方聚焦于经贸、科技、金融等务实合

作ꎬ中欧关系保持了稳定、务实的特征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近年来ꎬ中国重视发展与欧洲

的关系ꎬ不仅因为欧盟业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ꎬ同时还因为作为两大和

平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ꎬ中国和欧洲肩负着塑造和引导世界的重要责任ꎮ 目前ꎬ

国际上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新的集团对抗的迹象ꎮ 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俄罗

斯与西方关系走向对抗ꎬ让世界有可能重新回到对抗的时代ꎮ 而世界重新陷入分裂和

对抗、回到三十多年前的冷战时代ꎬ不符合中国和欧洲的根本利益ꎮ 中国反对在世界

上形成阵营式对抗ꎮ 中国并非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要改变、颠覆现行国际体系ꎮ 相

反ꎬ中国支持和捍卫联合国体系ꎬ坚持联合国宪章和原则应该得到所有国家的遵守ꎮ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 日ꎬ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

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时表示:“８ 年前ꎬ我提出中国愿同欧洲一道打造中欧和平、增长、

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ꎬ中方的这一愿景至今未改变ꎬ当前形势下更有现实意义”ꎮ②

未来几年ꎬ对于世界格局尤其是大国关系来说极为关键ꎮ 中欧加强交流与合作既符合

双方的根本利益ꎬ也有利于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ꎮ

百年变局下的欧洲之变与中欧关系的起承转合

崔洪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

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ꎮ 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ꎬ何去何从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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