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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地缘政治回归与经济全球化时代ꎬ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之间的界限趋

于模糊ꎮ 与此同时ꎬ欧洲地缘经济实力衰退ꎬ经济竞争压力与安全风险增加ꎮ 对此ꎬ欧盟

进行地缘政治转型ꎬ调整对外经济政策ꎬ以期重新焕发地缘经济活力ꎮ 本文从地缘经济

视角出发ꎬ基于地缘结构与地缘政治对地缘经济的作用关系ꎬ提出“地缘经济欧洲”概念ꎬ

为欧盟对外经济政策调整构建一个分析框架ꎮ 具体而言ꎬ一体化的欧洲是“地缘经济欧

洲”的主体ꎮ 激烈的国际地缘政治与经济竞争是“地缘经济欧洲”的环境氛围ꎮ 周边、区

域及全球构成“地缘经济欧洲”的整体框架ꎮ 作为“地缘经济欧洲”的建设方式ꎬ欧盟强

调财富与权力之间的相互转化ꎬ通过控制经济资源与市场追求权力目标ꎮ “地缘经济欧

洲”指导欧盟调整对外经济政策ꎬ在开发贸易保护工具、实施经济强制的同时ꎬ维护多边

主义ꎬ丰富全球伙伴关系网络ꎬ以适应世界地缘经济新形态ꎮ

关键词:“地缘经济欧洲” 　 对外经济政策　 地缘结构　 地缘政治

在“地缘经济全球化”时代ꎬ经济竞合是国家间交往的重要内容ꎮ 同时ꎬ世界处于

地缘政治回归的时代ꎬ多边主义受阻ꎬ大国分裂与对抗增多ꎮ 贸易大国试图通过创造

不对称的相互依赖ꎬ对贸易伙伴施加政治影响ꎮ① 国际经济合作受到冲击ꎬ经济竞争

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内容ꎮ 在国际地缘政治与经济竞争压力倍增之际ꎬ欧洲一体化遭

遇瓶颈ꎬ地缘经济实力衰退ꎬ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受到动摇ꎮ 比利时埃格

蒙研究所研究员盖尔克(Ｔｏｂｉａｓ Ｇｅｈｒｋｅ)提出ꎬ欧盟若要确保拥有自主选择的能力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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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与‘一带一路’关系研究” (项目批准号:
２０＆ＺＤ１４７)的阶段性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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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加强自身地缘经济地位ꎬ重新定位更加自信、务实以及政治化的地缘经济战略ꎮ①

对此ꎬ欧盟提出战略自主ꎬ进行地缘政治转型ꎬ同时干预经济关系ꎬ调整对外经济政策ꎬ

以期重新焕发地缘经济活力ꎬ增强国际竞争力ꎮ

从煤钢联营、原子能共同体ꎬ再到共同市场ꎬ欧盟对经济一体化的探索与发展表明

其本质上是一个地缘经济的共同体ꎬ而非地缘政治的矛盾体ꎮ 欧盟成员国重视经济部

门和重要企业ꎬ及其对解决关乎欧洲经济体系地位的战略问题的影响ꎮ② 参与欧盟内

部事务的政府主要关注来自国家核心经济部门、国内主导企业以及其他经济利益集团

的战略问题和压力ꎮ③ 鉴于此ꎬ本文从地缘经济学(Ｇｅ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视角出发ꎬ围绕欧洲

地缘结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作用关系ꎬ结合欧盟组织性质与国际权力格局ꎬ提出

“地缘经济欧洲”(Ｇｅ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ｕｒｏｐｅ)概念ꎬ构建一个欧盟对外经济政策调整的分

析框架ꎮ

一　 “地缘经济欧洲”的提出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ꎬ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以下简称“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基于西

方霸权衰落、地缘政治重组以及欧洲面临被边缘化危险的悲观认知ꎬ将本届欧委会定

位为“地缘政治委员会”(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ꎮ④ 然而ꎬ学界却对欧委会性质做出

不同的定义ꎮ 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ＤＧＡＰ)阿尔弗雷德冯奥本海姆欧洲政策研

究中心主任普格里林(Ｊａｎａ Ｐｕｇｌｉｅｒｉｎ)和芬兰国际事务研究所欧盟项目高级研究员赫

尔维格(Ｎｉｋｌａｓ Ｈｅｌｗｉｇ)撰文表示ꎬ冯德莱恩主持下的欧委会将主要是一个“地缘经济”

的欧委会ꎬ一个专注于提升欧盟经济实力的执行机构ꎮ⑤ 盖尔克也提出ꎬ将“地缘政治

欧委会”改为“地缘经济欧委会”更加恰当ꎮ 虽然欧盟主张从地缘政治角度考量并制

定总体战略ꎬ但是地缘经济更加符合当前国际社会交往模式和欧洲一体化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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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ꎮ① 欧盟应制定新的经济安全方针ꎬ警惕其面临的地缘政治安全风险———对战略物

资和产业的经济依赖ꎮ② 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莱昂纳德(Ｍａｒｋ Ｌｅｏｎａｒｄ)等学

者提议欧盟建立经济主权委员会和外国投资委员会ꎬ以促进经济和政治决策之间更大

程度的融合ꎮ③ 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相互依存构成欧盟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ꎬ欧盟

正根据这种关系调整政策框架ꎬ以期在不均衡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占据有利地位ꎮ④

(一)现实背景

随着以生存空间为首要目标的传统国家利益正让位于更大的人类生存空间威胁ꎬ

国家间竞争从过去的政治和军事舞台转移到经济舞台ꎮ 市场和经济相互依存的力量

正赶超军事和政治力量ꎬ成为国家谋求地缘优势所依凭的战略力量或要素ꎬ也成为地

缘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ꎮ⑤ 不断增强的经济相互依赖给国家带来越来越多的地缘经

济风险ꎬ其经济安全意识大幅提升ꎬ也愈发重视经济对维护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

要性ꎮ⑥ 新冠疫情使欧洲深刻意识到供应链、产业链独立与经济、技术自主的重要性ꎬ

对自身在不对称的相互依存中的脆弱性保持警惕ꎮ 地缘经济竞争与对抗逐渐取代合

作ꎬ主导国际关系逻辑ꎮ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边贸易和金融体制受到冲击ꎬ市场主

导的交易空间也受到国家战略考量的限制ꎮ 越来越多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正

被政府从市场中剔除ꎬ世界向战略资本主义(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转变ꎮ 政府正越来越

多地干预商品、服务和数据的生产流动以及技术的开发和扩散ꎮ 贝塔斯曼基金会贸易

专家布鲁斯(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Ｂｌｕｔｈ)指出ꎬ世界其他大国正试图通过战略投资、产业政策和关

税操纵市场逻辑ꎬ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工具获取战略优势ꎮ⑦ 就欧盟而言ꎬ其将国际

经济竞争视为国家战略竞争的组成部分ꎬ经济主权成为战略自主的重要目标ꎮ 欧委会

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Ｖａｌｄｉｓ Ｄｏｍｂｒｏｖｓｋｉｓ)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表示ꎬ欧盟将坚定地在

单一市场和第三国市场为欧洲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ꎮ 经济、国际制度和基础

设施成为国家间冲突的新领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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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的重点转向大国之间更广泛的经济、技术与安全竞争之际ꎬ欧洲经济

衰退、市场萎缩ꎬ地缘经济优势不断缩小ꎮ 当前ꎬ欧洲创新基础薄弱ꎬ创新能力落后于

中美ꎮ① 欧洲统计局数据显示ꎬ欧盟成员国 ２０２０ 年研发支出占 ＧＤＰ 的 ２.３％ꎮ② 这一

方面是由于欧洲企业对欧盟政治和监管氛围持悲观态度ꎬ另一方面ꎬ与经济下行压力

和不明显的拉动经济增长效用ꎬ促使政府控制投资支出有关ꎮ 华沙独立智库公共事务

研究所格罗斯(Ｔｏｍａｓｚ Ｇ. Ｇｒｏｓｓｅ)指出ꎬ欧盟内部工业的配套设施正在耗尽ꎬ企业面临

来自非欧商业对手日益激烈的竞争ꎮ 这些非欧企业正在快速追赶ꎬ不断缩小与欧洲同

行的技术差距ꎮ③ 正因如此ꎬ欧盟着力于地缘经济欧洲的建设ꎬ特别关注在能源生产、

公共卫生等领域的投资ꎬ期待通过改革实现更高的潜在经济增长ꎬ推动绿色转型和数

字经济发展ꎮ

(二)理论基础

国家间竞争与对抗符合现实主义地缘经济学的权力逻辑ꎮ １９９０ 年ꎬ美国战略与

国际研究中心(ＣＳＩＳ)地缘经济项目主任卢特瓦克(Ｅｄｗａｒｄ Ｌｕｔｔｗａｋ)首创“地缘经济”

概念ꎬ将地缘经济视为“用商业语法书写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逻辑”ꎮ④ “在地缘经济

时代ꎬ资本、市场渗透、产业和投资政策取代了军队、基地与驻军、战略核武器ꎮ 美国面

临的核心政策问题是建立地缘经济威慑力量ꎬ过去靠武力获取的东西ꎬ现在必须靠发

挥经济威力来保持ꎮ”⑤贝尔(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ｌｌ)将地缘经济视为“战争以其他方式的延

续”ꎮ⑥ 现实主义地缘经济学理论并未脱离地缘政治学框架ꎬ均是基于国际关系现实

主义的传统ꎬ强调相对权力的竞争如何驱动国家行为ꎬ区别在于地缘经济学将冲突逻

辑由高政治的外交与军事领域转向低政治的经济领域ꎮ 由于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冲突

烈度低于政治领域ꎬ故而纯粹的经济合作更倾向于强调互利共赢ꎬ而一旦经济问题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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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服务于政治与战略目标ꎬ则更容易展现其零和性的一面ꎮ①

权力投射与扩张符合现实主义地缘经济学的战略目标ꎮ 现实主义地缘经济学延

续了地缘政治对权力的追求ꎬ强调运用经济手段建立和行使权力ꎮ 赫德森(Ｖａｌｅｒｉｅ Ｍ.

Ｈｕｄｓｏｎ)将地缘经济定义为以经济为动力ꎬ通过经济手段ꎬ尤其是投资和贸易手段实

施的领土控制战略ꎮ② 芬兰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主任维玛(ＡｎｔｔｏＶｉｈｍａ)和维格尔

(Ｍｉｋａｅｌ Ｗｉｇｅｌｌ)指出ꎬ经济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力量ꎬ经济实力的

使用效果可能不亚于军事实力ꎬ因为经济引发代价高昂的反制行动的风险更小ꎬ能够

为追求战略目标提供更微妙的手段ꎮ③ 在“相互联系武器化”的时代ꎬＡ 国试图通过经

济关系、所属机构和基础设施让 Ｂ 国产生依赖ꎬ以获得政治影响力ꎮ④ 国家运用经济

手段实现地缘战略目标ꎬ也就是“经济力量的地缘战略使用”ꎮ

世界经济发展的政治安全逻辑超越经济市场逻辑主导了决策者ꎬ促使其加强政治

干预、动员政治力量ꎬ以实现经济目标ꎮ 格雷维(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Ｇｒｅｖｉ)认为ꎬ地缘经济“既包

括将经济资产转化为政治影响力ꎬ也包括动员政治力量ꎬ通过竞争或合作实现经济目

标”ꎮ⑤ 瑞士世界学习协会国际研究项目主任丘尔高伊(Ｇｙｕｌａ Ｃｓｕｒｇａｙ)将地缘经济定

义为“一种包括地缘政治因素、经济情报、战略分析的跨学科分析ꎬ其目标是为国家和

企业提供一种工具ꎬ以制定和实施对市场的征服ꎬ保护国内战略性经济行业的战

略”ꎮ⑥ 格罗斯将地缘经济视为经济和军事实力投射的混合战略ꎮ⑦ “地缘经济”不仅

用于指代传统意义上通过经济手段参与国家冲突的延续ꎬ还用来描述“经济政策安全

化和战略政策经济化”ꎮ⑧ 换言之ꎬ地缘经济不排除使用军事力量ꎬ而是通过使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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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ꎬ或与军事手段相结合ꎬ达到“经济治国方略和军事治国方略相辅相成”ꎮ①

国际经济合作符合自由主义地缘经济学的市场逻辑ꎮ 斯帕克(Ｍａｔｔｈｅｗ Ｓｐａｒｋｅ)将

地缘经济视为国家在自由贸易及跨国经济背景下做出的假设和实践———通过构建非

军事主义、以市场为中心的全球自由贸易空间ꎬ解读全球在自由贸易背景下积极进行

的区域建设以及区域市场背后的假设和逻辑ꎮ② 市场发展规律、物质积累、国家间资

本集中、商业中心迁移、交换机制替代、世界收入再分配、物质和金融资源、国家全球地

位变化等构成地缘经济动力ꎮ 贸易全球化使民族国家根据本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

做出政治选择ꎬ适应兼具跨国企业的角色ꎮ 国家因而更加看重地区的商业和贸易潜

力ꎬ积极看待经济空间扩张ꎬ将地区往来视为经济交流、利益获取和文明进步的巨大机

会ꎮ 布莱克威尔(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Ｂｌａｃｋｗｉｌｌ)和哈里斯(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Ｈａｒｒｉｓ)认为ꎬ领导人追求经

济自由主义政策ꎬ来实现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ꎮ③ 芬兰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卡

普拉(Ｊｕｈａ Ｋäｐｙｌä)和米科拉(Ｈａｒｒｉ Ｍｉｋｋｏｌａ)在解释地理条件促进国家在北极地区的

合作时指出ꎬ公开对抗将危及每个参与国的经济目标ꎮ④ 因此ꎬ区域一体化与国际合

作是国家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路径ꎮ

(三)历史实践

历史上ꎬ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之道ꎬ二元对立的零和

博弈是国家间交往的必然结果ꎮ 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ꎬ欧洲列强的权力主要源于物

质性力量ꎬ即借助国家硬实力ꎬ包括国防、军队、国内生产总值、国内基础设施等军事和

经济力量ꎮ⑤ 随着科技进步与文明发展ꎬ国家间相互联系及依存度加深ꎬ国际社会性

质及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交往原则逐渐发生变化ꎬ战争的可能性大幅降低ꎬ军事力量

成为保障国家安全的后备力量ꎬ经济逐渐成为国家间交往的主要领域ꎮ 经济竞争取代

军事竞争ꎬ居于国际关系中心ꎮ⑥ 此后ꎬ欧洲成为地缘经济理论发展的前沿阵地与地

缘经济战略实践的先锋ꎬ并出现从自由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倾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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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Ｂｌａｃｋｗｉｌｌ ａｎｄ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Ｍ. Ｈａｒｒｉｓꎬ Ｗａｒ ｂｙ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ａｎｓ: Ｇｅ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ꎬ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６.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Ｓｐａｒｋｅꎬ “Ｆｒｏｍ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ｏ Ｇｅ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ｓꎬ” Ｇｅｏ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３ꎬ Ｎｏ.２ꎬ １９９８ꎬ ｐｐ.６２－９８.

Ｍｉｋａｅｌ Ｗｉｇｅｌｌꎬ Ｓöｒｅｎ Ｓｃｈｏｌｖｉｎ ａｎｄ Ｍｉｋａ Ａａｌｔｏｌａꎬ Ｇｅ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８ꎬ ｐ.６２.

Ｊｕｈａ Ｋäｐｙｌä ａｎｄ Ｈａｒｒｉ Ｍｉｋｋｏｌａꎬ “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ｒｃｔｉｃ: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ｒｃｔｉｃꎬ” Ａｓｉａ Ｅｕｒｏｐ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１４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２０３－２２０.

解楠楠、张晓通:«“地缘政治欧洲”:欧盟力量的地缘政治转向?»ꎬ第 ６ 页ꎮ
Ｐｅｔａｒ Ｋｕｒｅｃｉｃꎬ “Ｇｅ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ａ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

ｒａｒｙ Ｗｏｒｌｄꎬ”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Ｖｏｌ.６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１５ꎬ ｐ.５３０.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自由主义地缘经济学加速欧洲一体化进程ꎮ 成员国身份限制了

国家外交政策选择ꎬ强权政治、军事压力、侵略性经济行为等强硬的外交政策措施在欧

盟框架下使用的可能性降低ꎬ成员国不再将国家安全及领土完整与欧盟内部事务偏好

直接挂钩ꎮ 欧共体从经济实体向经济政治实体过渡ꎬ实行共同的渔业政策ꎬ建立欧洲

经济货币联盟ꎬ发展共同外交及安全政策ꎬ并加强司法及内政事务上的合作ꎮ 欧盟拓

宽和深化共同体内部的贸易渠道ꎬ鼓励成员国发挥自身在经济领域的优势ꎮ 因此ꎬ达

姆罗(Ｃｈａｄ Ｄａｍｒｏ)将欧盟解读为“市场力量”(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ｗｅｒ)ꎬ认为其通过经济及市场

相关政策和监管措施的外部化来行使权力ꎮ① 共同市场以及欧洲一体化成为欧洲增

长的基本因素ꎮ② 欧洲一体化给成员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ꎬ推动地缘经济在欧洲迅

速发展ꎮ

冷战结束后ꎬ现实主义地缘经济学在欧洲兴起ꎬ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ꎮ 法国«地

缘经济»(Ｇéｏéｃｏｎｏｍｉｅ)杂志社社长洛罗(Ｐａｓｃａｌ Ｌｏｒｏｔ)、意大利经济学家萨沃纳(Ｐａｏｌｏ

Ｓａｖｏｎａ)、斯洛文尼亚教授拉盖泽(Ｌａｒｉｓ Ｇａｉｓｅｒ)及日内瓦地缘政治研究所所长苏尔盖

(Ｇｙｕｌａ Ｃｓｕｒｇａｉ) 等欧洲学者强调经济领域日益加剧的权力斗争ꎮ 史密斯 (Ａｄｒｉａｎ

Ｓｍｉｔｈ)将欧盟解读为“地缘经济力量”ꎬ将地缘政治现象与经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ꎬ指

导欧洲融合、扩张及重建ꎮ③ 欧洲国家纷纷建立各种地缘经济学和经济情报研究项

目ꎬ培养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决策者和分析师ꎮ 欧盟还借助法尔计划( ＰＨＡＲＥ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④技术援助独联体(ＴＡＣＩＳ)⑤等政策项目将邻国纳入欧盟轨道ꎬ进行政策与

文化输出ꎬ不断扩大欧洲经济地理版图ꎮ 维格尔认为ꎬ欧盟在不诉诸胁迫的情况下ꎬ利

用其经济主导地位对周边国家实施霸权ꎬ是典型的地缘经济霸权战略ꎮ⑥ 此外ꎬ地缘

经济竞争冲击了跨大西洋关系ꎮ 欧洲与盟友美国在争夺市场、控制技术、维持金融和

货币主导地位方面进行激烈竞争ꎮ 欧洲关注欧元背后的欧洲身份和主权象征ꎬ推动欧

元在跨大西洋金融关系中逐渐取代美元ꎬ意欲发掘欧元的全球作用ꎬ深入全球监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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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ｍａｓｚ Ｇｒｚｅｇｏｒｚ Ｇｒｏｓｓｅꎬ “Ｇｅ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Ｕ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Ｕ Ｗｅａｐ￣

ｏｎ Ｅｍｂａｒｇｏ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Ｇａｌｉｌｅｏꎬ” ｐｐ.４０－６５.
Ａｄｒｉａｎ Ｓｍｉｔｈꎬ “Ｉｍａｇｉｎｉｎｇ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ｕｒｏｐｅ’: Ｇｅ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ｒ￣

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Ｖｏｌ.２１ꎬ Ｎｏ.５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６４７－６７０.
欧盟于 １９８９ 年设立“法尔计划”ꎬ即拨款给申请入盟的中东欧国家ꎬ帮助它们做好入盟前的准备工作ꎮ
欧盟于 １９９１ 年年底启动“对独联体技术援助计划”ꎬ目的是帮助独立后的原独联体国家向自由民主政体

和市场经济转型ꎮ
Ｍｉｋａｅｌ Ｗｉｇｅｌｌꎬ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 Ｇｅ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Ｎｅｏ－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ꎬ Ｎｅｏ－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

ｉｓｍꎬ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ꎬ 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Ａｓｉａ Ｅｕｒｏｐ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１４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１３５－１５１.



积累结构问题的核心ꎮ①

尽管如此ꎬ欧盟一直是多边主义的倡导者与维护者ꎬ倾向于通过相互依存的互利

关系实现共赢ꎮ 以自由、人权、法治、民主为基础的西方价值观代表欧洲身份认同ꎬ奠
定欧洲多边主义的理念基础ꎮ 在经济全球化和权力多极化时代ꎬ一味封闭的保护主义

并不利于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改善ꎮ 相反ꎬ以经济为纽带的资源共享、关系

互联与科技互通能够满足参与方的利益需求ꎬ实现共同繁荣ꎮ 欧盟本就属于多边主义

性质的区域组织ꎬ始终重视与其他国际组织的互动ꎬ实施多边外交政策ꎮ 欧共体相继

加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Ｆ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海牙国际私法会议

(Ｈａｇｕ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等重要国际组织ꎮ ２００７ 年ꎬ«跨大西洋

经济一体化计划»(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重申继续加强欧美经

济关系ꎬ把区域一体化引向多边主义ꎮ ２００８ 年ꎬ欧盟建立地中海联盟(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ꎬ旨在加强与地中海沿岸国家在经济、能源、环境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合

作ꎮ

二　 概念内涵

“地缘经济欧洲”基于欧盟地缘经济感知的决定性因素ꎬ指导欧盟调整对外经济

政策ꎮ 一方面ꎬ地缘结构是地缘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性因素ꎬ构成欧盟对外经济政策的

整体框架ꎻ另一方面ꎬ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相互作用丰富了“地缘经济欧洲”的理论

内涵ꎬ是欧盟对外经济政策调整的影响性因素ꎮ “地缘经济欧洲”意味着欧盟基于地

缘结构ꎬ将经济行动与全球政治联系起来ꎬ利用经济手段达到非市场目的ꎬ即强化自身

规范性权力ꎬ提升对外政治影响力与权力投射能力ꎮ
(一)地缘结构

恒久的地理因素驱动并决定国家的政治经济行为ꎮ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

和生态与空间位置、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密切相关ꎮ 地域和空间特有的地理特征不仅

影响市场ꎬ还决定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ꎮ 地缘经济强调地理位置与空间性经济力量

(国家和区域集团)的关联性ꎬ并不在意稳定的全球市场前景或国家间权力分配ꎮ② 肖

尔文(Ｓöｒｅｎ Ｓｃｈｏｌｖｉｎ)、马拉穆德(Ａｎｄｒéｓ Ｍａｌａｍｕｄ)等学者关注地理空间的物质结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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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Ｖｏｌ.７６ꎬ ２０２０ꎬ ｐｐ.１－１２.



区域经济关系的影响ꎮ 在欧盟这一超国家组织与主权国家并存且相互影响的网络结

构中ꎬ产业联盟、单一市场、共同政策及统一货币增强了资源、人员、货币等经济要素流

动的灵活性与便利性ꎬ激励了欧洲企业在内部市场的经济活动ꎬ推动了成员国社会和

经济模式趋同ꎮ 欧盟及成员国共同维护经济独立的集体能力被视为欧洲公民的价值

观基础ꎮ①

欧盟与第三国形成紧密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ꎬ经济纽带成为欧盟施展地区影响力

的重要渠道ꎮ 欧盟利用政治与经济地理边界之间的模糊性与关联性ꎬ丰富和强化地缘

政治博弈的竞争性ꎬ以加强欧盟及成员国对周边国家的权力投射能力ꎮ 然而ꎬ俄罗斯

对于欧洲而言始终是一个若即若离的危险存在ꎬ俄欧关系是影响欧洲稳定与繁荣的重

要因素ꎮ 相接壤的地理位置非但未能成为加强欧俄政治经济合作的纽带ꎬ反而变成威

胁欧盟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ꎮ 俄罗斯采取的竞争性外交战略给欧洲带来巨大的地

缘经济风险ꎬ日益增加的安全威胁促使欧盟将“对抗、遏制、参与”作为对俄关系三原

则ꎮ

在国际社会ꎬ欧盟建立广泛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ꎬ坚持自由市场和开放合作ꎮ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ꎬ欧盟相继与日本、新加坡、越南、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议ꎬ与东盟达成

战略伙伴关系协议ꎮ 尽管美欧经贸分歧愈演愈烈ꎬ欧盟仍愿与美国携手利用其影响力

支撑国际多边贸易体系ꎬ加强监管合作ꎬ最大限度地发挥规范性影响力ꎮ②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ꎬ欧盟理事会批准了“全球联通欧洲”(Ａ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Ｅｕｒｏｐｅ)的战略计划ꎬ并

于 １２ 月 １ 日正式发布“全球门户”战略(Ｇｌｏｂａｌ Ｇａｔｅｗａ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寻求与广大发展中

国家建立更加多样的经济合作ꎬ以实现价值链多元化并减少战略依赖ꎮ 欧盟计划完成

与马来西亚、泰国的“伙伴与合作协定”(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ꎬ ＰＣＡ)

谈判ꎬ开启与马尔代夫的 ＰＣＡ 协定谈判ꎻ完成与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新西兰的贸易

谈判ꎬ与印度重启贸易谈判并开启投资谈判ꎻ完成与东非共同体“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谈判ꎮ 欧盟与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合作打破

了地缘限制ꎬ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先碎片化的资源配置格局ꎬ扩大了欧洲的经济发展

空间ꎮ

(二)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相互作用

从思想渊源上看ꎬ地缘政治学是政治地理学的分支ꎬ地缘经济学由地缘政治学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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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来ꎮ 同根性赋予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相同的研究基础与核心指向ꎮ 地缘政治与

地缘经济是同一本质问题的不同表现ꎬ二者相辅相成、殊途同归ꎮ① 虽然全球经济复

杂性和相互依赖大幅增加战争成本ꎬ但国家仍有可能选择通过武力解决问题ꎮ 全球化

深化使地区军事冲突超越地理限制ꎬ引发巨大的政治经济影响ꎮ 地缘政治学是从空间

的或地理中心论的观点对国家所处局势的战略背景进行研究ꎬ对世界整体的认识是地

缘政治学的最终目标ꎮ②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世界的不确定性ꎬ领土征服、国际权

力结构变化等地缘政治现象影响区域及全球市场ꎬ使市场力量不再像以前那样自由支

配国际经济交易ꎮ 因此ꎬ国家和地区间的地缘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缘政治

关系ꎮ 欧盟根据他国的军事和外交行为调整对外经济政策ꎬ以维护自身利益ꎮ

战略自主作为欧洲应对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局势变化的整体性战略构想ꎬ要求欧洲

提升在安全、经济、气候、卫生等领域的自主性ꎮ 欧盟政策文件频繁使用“战略主权”

“经济主权”“技术主权”等词汇ꎬ强调在关键价值链上实现“欧洲自主”ꎬ捍卫经济主

权ꎮ 欧盟发布的新工业战略和产业战略均服务于新一届欧委会设定的整体政治目标ꎬ

强调战略自主和公平竞争环境ꎬ力图摆脱对中美关键产业和技术的依赖ꎬ在工业自主

自强方面展现出比以往更多的政治意愿ꎮ③ 欧洲外交关系协会欧洲经济主权保护项

目负责人哈肯布罗伊奇(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Ｈａｃｋｅｎｂｒｏｉｃｈ)联合包括欧洲外交关系协会亚洲方案

主任奥特尔(Ｊａｎｋａ Ｏｅｒｔｅｌ)在内的多位研究人员ꎬ于 ２０２０ 年发布了题为«捍卫欧洲经

济主权:抵制经济胁迫新途径»的政策建议ꎬ旨在保护和加强欧洲在地缘经济领域的

主权ꎮ④ 欧盟谨慎应对与其他贸易大国的依赖关系ꎬ密切监控自身供应网络ꎬ促进产

业链多样化ꎬ推进绿色转型ꎬ尽量避免对单一行为体的依赖ꎮ⑤

国家利用经济的外溢效应追求权力目标ꎬ通过区域合作与公平竞争实现对资源的

软控制ꎮ 莫伊西奥(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Ｍｏｉｓｉｏ)关注经济因素对领土竞争的影响ꎮ⑥ 欧盟的扩

张不仅出于单纯的经济动机ꎬ还暗含帝国主义扩张ꎮ 金融和资源的“流动逻辑”延续

了地缘政治逻辑ꎮ⑦ 一方面ꎬ欧盟经济地理版图的拓展能够提升欧洲整体经济实力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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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欧盟在欧洲的经济霸权ꎮ 新入盟国家通常经济增长迅速且活力十足ꎬ能够为老成

员国提供更广阔的出口和投资市场、更多的劳动力和生产基地ꎬ增强欧盟经济实力ꎮ①

另一方面ꎬ欧盟借助政治地理与经济地理之间的紧密联系ꎬ通过一系列贸易协定及相

关政策ꎬ以非正式帝国主义(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形式拓展其经济帝国(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

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版图ꎬ进行西方价值观与欧洲认同输出ꎬ以保障欧洲安全ꎬ巩固政治影响力ꎮ

地缘经济竞争加速全球权力结构变动ꎮ 世界体系理论将经济竞争与特定政治体

系及其转型联系起来ꎬ将长期积累资本和金融实力的能力视为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

济竞争的主导因素ꎮ② 地缘经济上的合作或对立可能强化政治上的合作或导致政治、

军事上的冲突ꎮ 由于欧盟利用防御能力追求和维护地缘经济目标的空间非常有限ꎬ传

统安全领域稳健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并不是维护欧洲地缘经济利益的灵丹妙药ꎮ

大国间全面战略竞争凸显了军工联合的重要性ꎮ 欧洲通过协调军事安全(硬安全)利

益和经济安全(软安全)利益之间的平衡追求战略目标ꎮ 面对潜在的贸易壁垒、经济

摩擦以及外部经济活动的安全隐患ꎬ欧洲各国越来越意识到欧洲的领土与防务安全不

能依赖外部工业ꎬ欧洲军事力量建设需要自身工业水平、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支撑ꎮ

法德呼吁并规划建立欧洲军队ꎬ促使欧洲防务一体化再次提上议事日程ꎮ 此外ꎬ经济

制裁战持续恶化欧俄地缘政治关系ꎬ导致欧盟对俄采取强硬政策ꎬ加剧欧俄地缘经济

竞争ꎬ推动俄罗斯加快施行地缘经济东向政策ꎮ 为了减轻对俄依赖ꎬ欧盟大力进行绿

色转型ꎬ不仅寻求能源独立ꎬ更看重能源竞争ꎮ③ 欧盟对俄罗斯采取多轮制裁ꎬ封锁俄

罗斯经济战略部门ꎬ阻止其获得关键技术和市场ꎬ以期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基础和现代

化能力ꎮ

三　 理论建构

理论的意义在于提供理解现实的简洁框架ꎮ 本节根据“地缘经济欧洲”的定义ꎬ

从主体、客体、过程、系统四个层面分析“地缘经济欧洲”ꎮ 其中ꎬ主体指地缘经济欧洲

行为体ꎬ系统指地缘经济发生演变的环境和氛围ꎬ客体指欧盟地缘经济参与体ꎬ过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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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地缘经济发展方式ꎮ 国家对外经济政策一般包括对外经济政策的基本方针、对外

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对外经济援助与接受外国援助的政策等ꎮ 欧盟对外经济政策调

整与欧委会地缘政治转型相伴随ꎬ是欧盟基于自身组织性质与经贸实力ꎬ根据国际贸

易、投资与竞争新格局做出的适应性变化ꎬ其逻辑、目标与手段体现为上述四个层面ꎮ

具体而言ꎬ欧盟调整货物与服务贸易、投资业务以及竞争架构的规则基础ꎬ推进欧洲一

体化ꎬ逐步影响多边贸易体系的构建ꎬ追求开放式战略自主ꎮ 欧盟一方面借助自身规

范及监管优势ꎬ使用贸易便利化、经济援助、市场准入等较为温和的经济手段维系与伙

伴国家的合作ꎻ另一方面坚决维护自身政治立场与战略利益ꎬ使用经济制裁、金融封

锁、贸易禁运、贸易战、经济胁迫等较为强硬的经济手段向对手国家回击ꎮ

(一)主体:欧洲一体化

地缘经济欧洲与欧洲一体化的推进程度息息相关ꎮ 经济福利、地位和声望始终是

欧盟成员国重要的长期目标ꎬ领土安全在欧盟框架内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呈现出相对重

要性ꎮ 欧盟权力本质是一种联系性权力ꎮ 由 ２７ 个成员国组成的单一市场、共同货币

和共享研究赋予欧盟巨大的联通力量(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ｏｗｅｒ)ꎮ① 规制性力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ｐｏｗｅｒ)及共同市场既是欧洲一体化的成果ꎬ也是地缘经济欧洲的力量源泉ꎮ 国家间相

互依存为成员国提供潜在的互利空间ꎬ欧盟这一超国家组织在欧洲经济整合过程中诞

生ꎬ并获得唯主权国家才有的权限与权力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欧洲一体化在广度

和深度上不断扩大和延伸ꎮ 一体化促进欧洲内部的资金流动、相互投资以及合作升

级ꎬ为投资、技术、人才、低劳动成本和贸易机会开辟新市场ꎮ 欧盟组织机构与各成员

国企业之间的紧密关系提升政企合作便利性ꎬ统一的货币体系增加其抵御金融危机的

能力ꎬ拉动欧洲经济增长ꎮ 与此同时ꎬ统一的经济政策、行业标准、贸易准则、金融监管

机制等制度为欧盟统筹协调各方行为体在政治、外交、社会领域的政策行动奠定基础ꎬ

促使欧盟内部建立更多的利益共识与一致行动ꎮ

然而ꎬ英国脱欧开启了欧洲一体化下行的窗口ꎮ 脱欧前ꎬ虽然欧盟成员国数量不

断扩大ꎬ 但对新入盟国的整合能力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ꎮ 根据区域一体化规律ꎬ当经

济合作达到一定阶段后ꎬ原有的政治互信层次和水平已不足以化解联盟内部随之上升

的对依附风险的担忧和对利益分化的不满ꎮ② 欧盟的政治体系涉及双边层面的权力

平衡ꎮ 欧洲经济和政治地理结构的不均衡导致国家间双边关系的不和谐ꎮ 其结果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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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成员国之间的分歧日益增多ꎬ欧盟机构办事效率低下ꎬ对主权债务和银行体系的反

应迟缓ꎬ人力和财力资源匮乏ꎬ欧洲经济的局限性与不稳定性增加ꎮ 这一现象进一步

加深成员国对欧盟权威性及合法性的质疑ꎬ加大欧盟指导与约束成员国的局限性ꎮ 长

此以往ꎬ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关系陷入恶性循环ꎬ成员国之间冲突频发ꎬ国家政策难以

与欧盟主张协调一致ꎮ

为了提升国际地缘经济影响和全球竞争力ꎬ欧盟采用更加统一的前瞻性思维ꎬ协

调经济、社会、科研和创新政策ꎬ以赢得民众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支持ꎬ确保一体化顺利

推进ꎮ 欧洲在全球政治中不具威势ꎬ却具有强大的操纵经济力量的能力ꎮ① 相比于军

事力量ꎬ经济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更适合欧洲控制世界范围内的资源、技术与人员流

动ꎬ以确保利益安全与最大化ꎮ 为此ꎬ欧盟精简决策机制ꎬ协调成员国深化经贸技术合

作与政治价值观共识ꎬ为成员国政治协调提供便利ꎬ以尽快在国际竞争力和社会凝聚

力之间达成新的欧洲妥协ꎮ 在贸易领域ꎬ欧盟维护与成员国政府的合作机制ꎬ协调并

促进成员国之间信息共享与合作ꎬ鼓励利益攸关方充分利用欧盟协定创造的机会ꎬ以

维护价值链安全ꎬ确保欧盟企业享有公平的竞争环境ꎮ 欧盟开发新贸易工具ꎬ如国际

采购工具可有效避免采购市场出现分裂的风险ꎬ协调成员国保持一致立场ꎬ同时减少

国家及企业层面的行政负担ꎬ为欧洲单一市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ꎮ 在投资领域ꎬ欧

盟重点加强对清洁能源、清洁技术、可持续基础设施等项目的投资ꎬ将资本引向更具可

持续性的经济活动ꎮ ２０１９ 年ꎬ欧委会设立 “创新基金”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ꎬ计划在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年间投入 １００ 多亿欧元ꎬ支持清洁技术研发创新ꎮ② ２０２２ 年ꎬ欧委会计划

投资总额达 ３０００ 多亿欧元ꎬ以期在未来几年内通过多种举措ꎬ减少对俄罗斯化石燃料

的依赖ꎮ③ 在数字领域ꎬ欧洲大力发掘数字革命中的机遇ꎬ激励国内数字经济发展ꎬ不

断提升数字化工具(平台)薄弱、经济上容易受到损害的地区的能力ꎬ实现服务多样

化ꎮ ２０２３ 年年初ꎬ欧盟«２０３０ 年数字十年政策方案» (２０３０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ｅｃ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作为协调和实现欧盟数字化成功转型的战略工具正式生效ꎮ 该方案拟启动

５Ｇ、量子计算机和互联公共管理等领域的多国项目ꎬ要求成员国每两年调整一次“数

字十年”战略路线图ꎬ欧委会则为成员国相关政策措施和共同行动提供支持ꎮ

(二)系统:国际地缘经济与政治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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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缘经济全球化时代ꎬ权力更多以经济来定义ꎬ原料、能源和市场占有、创新能

力与国际竞争力被置于利益优先地位ꎮ 金融信息和网络通信中心在国际舞台上崛起ꎬ
美国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利用网络特性将经济相互依赖武器化ꎮ 欧盟处于国际经

济网络结构的中心ꎬ密切的对外经济联系使其极易受到外部影响ꎮ 随着中美进入全面

战略竞争相持阶段ꎬ美国强化对中国的地缘战略与地缘经济打压ꎬ采取强制手段迫使

欧盟选边站队ꎮ 为此ꎬ美国威胁制裁欧盟进口ꎬ对部分欧洲国家征收钢铁和铝报复性

关税ꎬ为惩罚伊朗和俄罗斯发动二级制裁ꎮ “美国优先”的霸权思维与竞争逻辑有悖

于欧洲“开放式战略自主”的多边主义理念与发展逻辑ꎬ使美欧关系出现裂痕ꎮ 欧洲

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ꎬ不再对美国“亦步亦趋”ꎬ对跨大西洋联盟保持理性ꎬ在维

持经贸开放与保护自身供应链安全之间谋求微妙平衡ꎮ
此外ꎬ俄罗斯强权政治回归加速全球权力格局变化ꎬ国际权力结构与国际关系性

质经历深刻演变ꎮ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以来ꎬ俄欧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ꎬ严重威胁欧

洲国家及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ꎬ俄欧关系逐渐跌入谷底ꎮ 俄罗斯将欧亚经济联盟

作为地缘政治工具ꎬ意图借此阻止原苏联国家与西方融合ꎬ维护其在东欧和中亚的势

力范围ꎮ ２０２１ 年ꎬ欧洲议会通过对俄政策新决议ꎬ要求欧盟对俄罗斯采取更加强硬的

措施ꎮ 欧盟针对俄罗斯在能源和金融领域发动经济制裁ꎬ封锁俄罗斯经济战略部门ꎬ
阻止其获得关键技术和市场ꎬ以期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基础和现代化能力ꎮ 欧盟对俄经

济政策遵循“对抗、遏制、参与”三大原则ꎬ以减少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ꎬ提升能源

竞争力ꎮ
与此同时ꎬ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推动国际政治权力分散化ꎬ多极格局不断发展变化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中国的政治与军事实力显著增强ꎬ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大幅提升ꎬ在印

太事务、全球治理体系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等议题上成为欧洲有力的地缘政治竞争对

手ꎮ 随着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影响ꎬ传统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

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削弱ꎬ世界经济重心持续东移ꎮ 中国崛起改变了国际经济

实力格局ꎬ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世界地缘经济版图的地位持续提高ꎬ对世界经济

的影响力不断提升ꎮ① 面对中国崛起带来的“中国模式”“中国方案”对欧洲占据的国

际政治与经济秩序主导地位的威胁ꎬ应对地缘政治竞争成为欧盟的优先事项ꎮ 对欧盟

而言ꎬ中国在地缘政治“破碎地带”的经济存在日益增长ꎬ与中国较大规模的贸易逆差

让欧盟在确定经济伙伴关系时处于守势ꎮ 为了强化经济主权ꎬ欧盟将中国视为制度性

对手ꎬ并进行技术与经济事务政治化ꎬ甚至不惜牺牲经济利益以确保政治安全ꎮ

７７　 “地缘经济欧洲”:欧盟对外经济政策调整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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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支对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尤其是对经济局势举足轻重的战略型力量ꎬ①欧盟

既须应对中美等经济强国在货币、金融、数字等关键及新兴领域的竞争ꎬ还要防范美俄

等政治强权对国际政治秩序、全球治理体系等议题产生的压力ꎮ “开放性战略自主”

意味着欧洲在商业开放与保护其企业和消费者免受不公平竞争和敌对行动的影响之

间取得适当的平衡ꎮ② 在地缘政治竞争时代ꎬ欧盟在处理对外(尤其是一些特定国家)

关系时ꎬ越来越倾向于将地缘政治考量置于经济考量之上ꎬ追求地缘政治自主性和独

立性ꎮ 为了提升其“规范力量”的影响力ꎬ欧盟调整贸易和投资规则与政策ꎬ丰富对外

博弈手段ꎬ提升博弈能力ꎮ ２０２１ 年ꎬ欧盟推出碳边境税政策ꎬ对碳密集型进口产品ꎬ如

铁、铝、水泥、化肥和电力等征收关税ꎬ保护本土企业更好地与不受气候治理规则束缚

的外国对手竞争ꎮ 欧盟碳边界调节机制(Ｃａｒｂｏ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可能会

改变贸易模式ꎬ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生不利影响ꎮ ２０２２ 年ꎬ欧盟通过«欧盟市场禁

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的提案ꎬ建议采取措施禁止在内部市场上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

产品ꎮ 欧盟将人权等价值观因素高度嵌入对外经贸关系中ꎬ注重展现政治意识形态ꎬ

并在各个领域与非西方大国展开竞争ꎮ ２０２３ 年ꎬ欧盟«外国补贴条例»正式生效ꎬ赋予

欧委会审查非欧盟国家对其在欧盟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提供补贴的权利ꎮ 条例将进

一步增加外国企业赴欧投资的交易时间、成本和不确定性ꎬ削弱外国企业参与欧盟公

共采购项目投标的竞争力ꎮ

(三)客体:经济地理版图中的权力受体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Ｐａｕｌ Ｋｒｕｇｍａｎ)指出ꎬ欧盟地缘经济框架遵循经济地理

学ꎬ地理位置对比较优势、脆弱性、困境、产业组织和经济回报具有重要影响ꎮ③ “地缘

经济欧洲”力图改变地缘因素ꎬ扩大地理边界ꎬ特别是经济地理边界ꎮ 欧盟正与世界

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更加复杂密切的伙伴关系网络ꎬ通过经济合作在资源分配中获得

优势或领导地位ꎬ进而维护欧洲模式下的国际自由市场秩序及贸易体系ꎮ 具体而言ꎬ

欧盟权力投射布局基于地缘结构可分为周边、区域及全球三个层次ꎮ

鉴于周边安全对欧洲的直接影响ꎬ周边关系始终处于欧盟对外关系首位ꎮ 欧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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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国家的地理距离最近ꎬ愿与之建立并深化经济伙伴关系ꎮ① 当前ꎬ欧盟凭借在中

东欧及巴尔干等地区积累的显著地缘经济优势ꎬ利用经济主导地位重塑与周边国家的

经济与安全关系ꎮ 欧盟与部分西巴尔干国家缔结«深入全面自由贸易协定» (ＤＣＦ￣

ＴＡｓ)ꎬ出台«连接欧洲和亚洲—对欧盟战略的设想»(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ｓｉａ—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Ｂｌｏｃｋｓ ｆｏｒ ａｎ ＥＵ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政策文件ꎬ重点打造与亚洲国家及区域组织

的交通、能源、数字及人员交流网络ꎮ 在此基础上ꎬ欧洲睦邻政策(ＥＮＰ)正超越发展

援助和贸易条款ꎬ与合作伙伴建立以改革为导向的安全关系ꎮ

鉴于印太及中东—北非地区的战略意义ꎬ欧盟积极参与区域政治经济秩序构建ꎬ

努力提升地区存在ꎮ 针对印太地区ꎬ欧盟将贸易关系规范化作为优先事项ꎬ通过经济

合作协调所有参与者保持政治话语的一致性ꎮ 由于在该地区的地缘经济力量相对薄

弱ꎬ欧盟增加了新的进攻性贸易工具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底ꎬ欧委会通过国际采购工具法

案ꎬ对中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ꎮ 法案出台前ꎬ由于政府采购制度过于坚守自由贸易原

则ꎬ贸易谈判对手和竞争者在拒绝对等开放的条件下仍能自由进入欧盟市场ꎮ 如今ꎬ

欧盟委员有权主动发起对第三国的审查ꎬ并对来自该国的供应商和产品采取临时性的

价格惩罚措施ꎮ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副主席阿西马科普洛(Ａｎｎａ Ｍ. Ａｓｉｍａｋｏｐｏｕ￣

ｌｏｕ)认为ꎬ国际采购工具及其他相关措施旨在遏制不当竞争ꎬ为欧盟在新国际地缘政

治贸易竞争中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ꎮ 欧盟新的、更加自信的贸易立场不仅是必要和务

实的ꎬ也是最明智的行动方针ꎮ② 国际采购工具试图打开所有对欧盟关闭或采取限制

措施的国家的政府采购市场ꎬ要求欧盟所开放的市场机会在额度上能够等同于贸易国

所开放的市场ꎬ增加与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进行双边谈判的筹码ꎬ并追求“实

质上的互惠”ꎮ 欧洲商会坚信ꎬ欧盟迫切需要建立国际采购工具ꎬ这将成为欧盟不可

或缺的贸易政策工具ꎮ③

欧盟还加紧控制非洲ꎬ确立地缘政治优势ꎬ在与其他国际行为体的竞争中占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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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ꎮ① 非洲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世界大国在该地区展开激烈的地缘经济竞争ꎬ欧洲在

非影响力受到强力冲击ꎮ 对此ꎬ欧盟结合自身经济发展需求与战略规划ꎬ依据“欧洲

模式”调整对非政策ꎬ促进非洲大陆经济一体化与可持续发展ꎬ推动非洲大陆的绿色

与数字化转型ꎮ 从 ２０００ 年«科托努协定»开始ꎬ经贸政策作为独立政策成为欧盟对非

政策三大支柱之一ꎮ② ２０２０ 年«对非洲全面战略»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将绿色转型、数字化转型、可持续增长和就业、和平与治理、移民和人员流

动作为欧盟非洲政策的五个关键领域ꎬ其中三项与经济密切相关ꎮ 此后ꎬ欧盟将非洲

作为 “全球门户”战略选定的首个投资合作区域ꎬ提出«欧盟—非洲:全球门户投资计

划»ꎬ以重塑欧非平等伙伴关系ꎮ 欧盟对非经济政策旨在提高自身地缘政治潜力ꎬ利
用经济实力及现有经济政策工具在对非关系中实现利益最大化ꎮ

鉴于国际领导力与话语权对提升欧洲政治与经济竞争力的支撑性作用ꎬ欧盟积极

捍卫并巩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ꎮ 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引发国际体系转型ꎬ

要求全球治理机制做出相应变革ꎮ 在价值观层面ꎬ欧盟新贸易政策以价值观为导向ꎬ
基于民主价值观与美国一起设立新的经济合作机制———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

(ＴＴＣ)ꎬ扩大与深化双边贸易与投资ꎬ加强技术标准合作ꎬ协调解决全球贸易等关键问

题ꎬ以掣肘中国技术崛起ꎮ “全球门户”战略明确了欧盟的优先事项ꎬ明晰了欧盟在全

球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竞赛中的角色定位ꎮ 欧盟通过扩大国际经济与社会基础设施

项目合作ꎬ付诸可持续的实际行动推广其价值观和愿景ꎬ树立国际经济制度体系引领

者与维护者形象ꎮ 在技术层面ꎬ欧洲鼓励持续的技术创新ꎬ推动绿色发展和数字化转

型ꎬ以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ꎮ 欧盟维护和拓展欧元的国际影响力ꎬ设
计公共数字货币———数字欧元ꎬ以避免经济波动ꎬ提升经济稳定性ꎮ 新冠疫情暴发后ꎬ
欧美在全球合作中保障了欧洲新冠疫苗供应链的顺畅ꎮ 欧盟还与其他伙伴国家通力

合作ꎬ加强科学研究ꎬ尤其致力于高技术研发ꎬ以获得决定性技术优势ꎮ 在规则层面ꎬ

«全球甲烷减排计划»巩固了欧盟在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地位ꎮ «世贸组织现代化»强
化了欧盟在推动世贸组织改革进程中的优势地位ꎮ 欧洲在欧亚互联互通战略、欧日和

欧印互联互通伙伴关系ꎬ以及对西巴尔干地区、东部伙伴、南部邻国经济和投资计划的

基础上ꎬ逐步构建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网络ꎬ以对抗中国“一带一路”倡
议、美国“重建更美好世界”(Ｂｕｉｌｄ Ｂａｃｋ Ｂｅｔｔｅｒ Ｗｏｒｌｄ)计划以及英国“清洁绿色”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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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ｅ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ꎮ 欧盟坚持“公平竞争、市场准入和可持续发展”的对外贸易

政策主张ꎬ维护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ꎬ确保贸易条件平等ꎬ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ꎬ促

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ꎮ

(四)过程: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的相互转化

“地缘经济欧洲”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治国方略(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ꎬ强调经

济对政治的能动作用ꎬ尤其关注财富与权力的相互转化ꎮ 历史及现实经验表明ꎬ欧盟本

质上是一支经济力量ꎮ 经济力量是欧洲核心地缘战略工具ꎬ包括市场力量、欧元、贸易和

竞争政策等ꎮ① 作为“经济巨人、政治矮子和军事侏儒”ꎬ②欧盟擅于将经济权力或物质

资源转化为政治影响或外交话语ꎬ将经济实力作为对外谈判的筹码ꎬ追求利益最大化ꎮ

为实现欧盟内部的相对安全ꎬ成员国往往通过更温和的经济和政治手段实现均势ꎮ③ 单

一市场作为欧盟最重要的资产ꎬ正成为欧盟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强有力跳板ꎮ 由于欧洲

防务始终落后于地缘经济ꎬ欧洲强调人类安全ꎬ并结合区域及全球机制下的安全合作ꎬ将

其作为最适合维护欧洲地缘经济利益的路径ꎮ “全球门户”战略作为“欧洲与世界建立

更具弹性联系的模板”ꎬ成为欧盟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外交的战略指导ꎮ④

国家通常利用经济超越由政治领土边界所限制的权力ꎬ因此ꎬ非常重视对经济资源

的控制ꎮ 为了加强资源控制ꎬ欧盟也开始重视提升资源整合能力ꎮ ２０２０ 年ꎬ欧委会发布

促进欧盟资本市场联盟的新行动计划ꎬ努力将成员国资本市场整合为欧盟范围内真正的

单一资本市场ꎬ旨在通过发展欧盟资本市场、确保市场融资渠道ꎬ推动欧洲经济复苏ꎮ

２０２１ 年ꎬ新«欧洲产业战略»主张建立“能够体现欧洲价值观与原则”的“全球标准”ꎬ通

过影响跨境投资、兼并和收购ꎬ鼓励欧洲企业对本国市场进行战略投资ꎮ⑤ 为了保障资

源安全ꎬ欧盟会在战略资产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干预ꎬ决定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

进行贸易ꎮ 欧盟还收紧外资审查ꎬ下调所有权标准ꎬ并扩大关键领域范畴ꎬ以确保“竞

争对手”不会从中获益ꎮ 为了获取更多资源ꎬ欧盟在全球经济中通过运用先进技术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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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整合力量ꎬ为取得收益和重新分配收入创造有利条件ꎮ① 欧盟保持贸易和投资渠

道开放以及与大国的非对抗性关系ꎬ极力维持与美国、俄罗斯、中国等主要世界大国之

间的关系平衡ꎬ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ꎬ同时与世界其他地区建立进步、平等的国

际关系ꎬ向世界提供一种不同的、更具社会公正性和包容性的监管模式ꎮ②

国家一般利用市场强迫或鼓励其他国家做它们想做的事ꎬ通过经济手段强化其地

缘政治地位ꎮ 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凭借地缘经济方面的优势地位对区域实施全方位

的软控制ꎬ从而左右该区域的国家关系、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政策安排ꎬ甚至驻扎军

队ꎬ即在相当程度上实现硬控制ꎮ③ 对此ꎬ欧盟借助货币、商品和信息交流ꎬ将成本强

加给其他国家ꎬ并借助内部相关机构将网络技术武器化ꎬ通过收集数据或阻断经济及

信息流ꎬ发现并利用漏洞ꎬ迫使他国改变政策ꎬ阻止其做出有损欧洲利益的行动ꎮ 欧洲

与美国决策者利用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信协会(ＳＷＩＦＴ)加强对伊朗的制裁力度ꎻ欧盟

理事会通过禁止向伊朗提供金融信息服务ꎬ切断与其银行业务往来ꎬ加强对伊朗金融

制裁ꎬ以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ꎬ巩固美欧同盟关系ꎮ

与此同时ꎬ欧盟警惕对其他国家的依附及其对联盟内部事务干预的可能ꎬ防止他

国利用能源、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迫使欧洲依附于自身市场ꎬ以便在政治事务中掌握

主导权ꎮ 欧盟结合自己的实力特点ꎬ认为自身更易受到其他大国的“胁迫”ꎬ即非欧盟

国家正通过经济胁迫手段干预欧盟及成员国决策ꎮ ２０２０ 年ꎬ欧盟加强对经济的监管

和干预ꎬ加紧制定应对威慑胁迫和不公平行为的政策工具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ꎬ欧委会正

式公布酝酿已久的“反经济胁迫工具”(ａｎｔｉ－ｃｏｅｒｃｉｏ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ꎬ④旨在充实威慑和反

制其他国家经贸限制行为的法律工具箱ꎮ 草案首先对“经济胁迫”进行定义ꎬ将其视

为第三国通过应用或威胁应用影响贸易投资的措施ꎬ试图迫使欧盟或其成员国做出特

定的政策选择ꎬ形式包括第三国对欧盟明确使用贸易保护工具、对来自某个欧盟成员

国的货物进行选择性的边境和食品安全检查、抵制特定原产地货物等ꎮ 反经济胁迫工

具一方面引入公平自由的竞争规则ꎬ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必要干预ꎬ让国有企业和民

营企业充分竞争ꎬ有利于发掘市场潜力、促进国际合作ꎬ实现经济平稳有序运行ꎻ另一

方面ꎬ欧盟对经济胁迫的定义存在较大的模糊空间ꎬ缺乏客观明确的认定标准ꎮ 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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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ꎬ反经济胁迫工具赋予欧盟较大的自由裁量权、长臂管辖权ꎬ以及单方面针对他国的

跨境调查权ꎬ使欧盟能够通过打击竞争对手重塑企业市场优势ꎬ为欧盟或部分成员国实

施过度保护主义提供可能ꎮ 反胁迫工具可以充实欧盟参与全球竞争的工具箱ꎬ①直接回

应全球不断增长的贸易武器化程度和第三国对欧盟及其成员国政策的过分干预ꎮ②

四　 欧盟对外经济政策的走向

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是国际经济发展历程中共存的两大主题ꎬ③构成欧洲

一体化的两个侧面ꎮ 欧盟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贸易开放与贸易保护之间的相互博

弈ꎬ共同决定欧洲对外经济政策的走向ꎮ 当前ꎬ实现经济复苏、提升可持续竞争力是欧

盟的首要任务ꎮ④ 对内ꎬ欧盟升级地缘经济战略ꎬ调整产业政策、贸易政策与财政金融

政策ꎬ推动产业转型ꎬ构建更有韧性和更高安全水平的产业链和供应链ꎮ ２０２１ 年ꎬ欧

盟出台的«开放、可持续和坚定自信的贸易政策»表示ꎬ将坚定不移地使用贸易防御工

具ꎬ贸易协定更要考虑欧盟利益攸关方ꎬ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利益ꎬ强调欧盟经营者在公

共采购方面的对等准入ꎬ使欧洲工业免于受不公平贸易的影响ꎬ做好打击不公平实践

和必要时使用自主工具追求自身利益的准备ꎮ⑤ ２０２２ 年ꎬ欧盟出台“供应链法”草案ꎬ

以保护性措施推动欧盟经济竞争力的回归ꎮ 未来ꎬ欧盟产业政策可能进一步趋于保

守ꎮ⑥ 面对世界地缘政治竞争ꎬ欧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与紧迫感ꎬ认为地缘政

治色彩强化了欧盟地缘经济战略的竞争性ꎮ 欧盟计划改革竞争法ꎬ基于自身利益和价

值观调整对外经济政策ꎬ加强经济与安全在对外关系中的关联度ꎬ保护对国家安全至

关重要的资产免受外国干预ꎮ 经济问题安全化、相互依存武器化、供应链问题政治化

成为欧盟减少供应链对外依赖的基本逻辑ꎮ 经济强制成为欧盟改变国际经济竞争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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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维护欧洲经济主权的地缘政治工具ꎮ

对外ꎬ欧盟不会放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ꎮ 贸易是欧盟规范性力量(ｎｏｒｍａ￣

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①的支柱ꎬ也是其成为世界大国的重要工具ꎮ② 卡内基欧洲研究所高级研

究员扬斯(Ｒｉｃｈａｒｄ Ｙｏｕｎｇｓ)指出ꎬ欧盟处于自由主义相互依赖和零和生存模式之间ꎮ

其成员国虽然更加积极地寻求投资和双边贸易协议ꎬ但在处理地缘经济问题时并不像

中国和美国那样有意直接控制全球体系中的战略资源和运输枢纽ꎮ③ 欧洲“全球门

户”战略的资金缺口需要撬动包括国际资本在内的社会资本ꎮ④ 在部分具有重大战略

意义的边缘地带ꎬ欧盟难以凭一己之力捍卫自身政治经济利益ꎮ

在欧洲周边ꎬ欧盟的目标是进一步巩固中心地位ꎬ提升东部和南部国家的社会复

原力ꎬ吸引周边和半周边国家重新定义欧洲核心ꎬ并成为核心的一部分ꎬ从而加强权力

投射能力ꎬ确保周边安全ꎮ 在战略关键地区ꎬ欧盟深化区域合作ꎬ倡导构建合作型地区

秩序ꎮ «欧盟—中国 ２０２０ 年联合战略合作议程»深化和扩大了中欧在外交与安全政

策、经济发展、全球贸易与投资治理、社会与环境、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广泛合作ꎬ表明欧

盟已经意识到与中国之间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相互依赖ꎮ⑤ 欧盟将配置更多

的资源ꎬ加强与日本、印度、东盟、东非共同体等志同道合(ｌｉｋｅ－ｍｉｎｄｅｄ)国家及国际组

织的伙伴关系ꎬ并与印太及非洲地区的现有倡议对接ꎮ 放眼全球ꎬ欧盟在追求经济目

标的同时考虑其安全目标ꎬ寻求平息其他国家之间紧张局势的同时维护自身利益ꎮ 欧

盟还加强全球公域(海洋、太空、空域和网络空间)的自由准入、气候危机、核不扩散、

全球开放经济和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的多边合作ꎬ推动构建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和有

效的全球治理ꎮ⑥

(作者简介:张晓通ꎬ武汉大学经济外交中心研究员ꎬ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

治理研究院研究员ꎻ郝念东ꎬ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ꎮ 责任编辑: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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