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资料信息》 2(X) 8 年第 8期

“

地中海联盟
”

的成立及面临的挑战

李 琳 罗海东
‘

200 8 年 7 月 13 日
,

欧盟 27 个成员国
、

部分

地中海沿岸国家¹ 和卡塔尔
、

毛里塔尼 亚等 43 个

国家的领导人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了首届地中海峰

会
。

峰会通过联合声明
,

制定共同战略
,

启动了旨在

深化欧盟和地中海沿岸国家之间合作的
“

地中海联

盟
”

计划
。

峰会的召开标志着这一新的国际联盟正

式形成
,

将使欧盟成员国与地中海沿岸国家和地区

的合作进一步提升
。

一
、 “

地中海联盟
”

成立的主要动因

地中海东西长 4《X叉) 公里
、

南北最宽处 1800 公

里
,

海域面积 250 多万平方公里
,

处于
“

三洲五海
”

的

战略要地
,

º 曾被丘吉尔称作是欧洲
“

柔软的腹

部
” 。

» 据统计
,

西欧输人石油总量的 85 % 是通过这

条航道运送的
。

¼
“

把地中海周边国家团结起来
,

组

建一个
‘

地中海联盟 ”
,

是法国现任总统萨科齐 2田7

年竞选总统期间提出的外交构想
。

½
“

地中海联盟
”

最初由萨科齐的特别顾问亨利
·

盖诺提出
,

其构想源

于 199 5 年 n 月 27 日欧盟巴塞罗那会议所确立的
“

巴塞罗那进程
” ,

¾ 目的是通过设立一个涵盖地中

海地理范围内的共同利益组织
,

解决该区域内相关

的政治
、

经济和社会问题
,

发挥该区域联结欧洲
、

非

洲和亚洲的区位优势
,

实现利益互补
、

共同发展
。

“

地中海联盟
”

从构想到正式成立
,

三方面 因素发挥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一 )法国的积极推动
。

法国总统萨科齐在竞选

总统期间和担任总统之后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宣传

和推广地中海联盟构想
。

2(X刀 年 2 月 28 日
,

作为总

统竞选候选人的萨科齐在阐述其未来外交政策的记

者招待会上
,

提出了建立一个涵盖南欧
、

北非和部分

中东国家的
“

地中海联盟
”

的外交战略
。

上任后
,

尽

管他的最初设想遭到了部分国家的冷遇甚至反对
,

但萨科齐从未放弃组建
“

地中海联盟
”

的计划
。

他多

次利用恰当的时机
,

在欧盟内部进行磋商和妥协
,

最

终各方做出让步
,

欧盟先后于 2(X) 8 年春季和夏季在

首脑会议上通过并启动了
“

地中海联盟
”

计划
。

法国

积极推动
“

地中海联盟
”

成立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法

国在欧盟和世界的影响力
,

解决和转移国内日益复

杂的社会矛盾
。

近年来
,

法国在国际范围内的政治
、

经济和文化影响力不断下降
,

包括总统萨科齐在内

的广大法国民众一直希望提高法国的国际声望和在

全球的话语权
。

法国作为地中海沿岸国家
,

通过地

理因素与地中海沿岸国家建立一个政治
、

经济和文

化联盟
,

既可以团结西班牙
、

意大利
、

希腊等欧盟地

中海沿岸国家
,

又可以加强与非洲特别是北非国家

的特殊关系
,

同时对包括巴以冲突在内的中东局势

发挥一定的影响力
,

借此重新确立其在欧盟内的核

心地位
,

遏制法国影响力在欧盟和世界范围内不断

下滑的势头
。

解决和转移法国国内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是法

国政府考虑的另一主要议题
。

法国经济近年来持续

衰退
,

经济增长率在 1%一2% 之间徘徊
,

在欧盟成

员国中仅高于意大利
,

而财政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

的比重则是最高
。

法国的人均 GD P 在世界排名为

,
作者单位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 ) 。

¹ 阿尔及利亚
、

埃及
、

以色列
、

约旦
、

黎巴嫩
、

摩洛哥
、

叙利亚
、

突尼斯
、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

阿尔巴尼亚
、

克罗地亚
、

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

、

黑山和摩纳哥
。

º 三洲是指欧洲
、

非洲和亚洲 ; 五海是指黑海
、

地中海
、

红海
、

阿拉伯海和里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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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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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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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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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
、

共同发展
。

中海沿岸国家
—

阿尔及利

斜刺¾

进构织洲

亚
、

摩洛哥
、

突尼斯
、

塞浦路斯
、

埃及
、

以色列
、

约旦
、

黎巴嫩
、

马耳他
、

叙利亚
、

土耳其这 11 个北非和中东国家
,

以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
构

,

建立在经济
、

能源
、

移民
、

民主制等方面的合作关系
,

以 20 10 年前
建立欧盟与地中海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为远期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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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名
,

25 岁以下青年人失业率高达 25 %
,

居欧盟成

员国之首
。

¹ 低迷的经济和严重的失业成为引发政

府决策顾此失彼
、

移民社区冲突
、

社会政治丑闻和各

类群体罢工游行等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根源
。

通

过
“

地中海联盟
”

开展贸易经济合作
,

法国可以增加

经济定单
,

降低失业率
,

一定程度地缓解国内日益尖

锐的社会矛盾
。

(二 )欧盟与地中海沿岸国家具有长期合作的基

础
。

地中海沿岸国家是欧盟边界的南大门
,

是欧盟

商品贸易和一般性技术出口的传统市场
,

是欧洲工

业原料
、

矿物能源和劳动力资源的主要来源地
,

更是

欧盟应对全球资本流动
、

控制气候环境剧变
、

治理非

法移民偷渡
、

清除跨境恐怖主义
、

防范打击有组织犯

罪
、

预防传染病蔓延和消除社会贫穷等全球性问题

的重要合作伙伴
。

欧盟 (欧共体 )与地中海国家早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建立起联系
,

双方近半个世

纪的交往为
“

地中海联盟
”

的成立打下了一定的基

础
。

欧共体在 197 2年 10 月召开的巴黎首脑会议上

宣布建立
“

全方位地中海政策
”

( Glo bal Med ite ~ ean
Pol ic y

,

GMP)
,

该政策内容主要包括
:
保证地中海沿

岸国家大部分工业制成品在一定时期后免税进人共

同体市场 ;对其农产品提供有限的关税优惠 ; 以及在

包括环境
、

渔业等领域提供金融援助并开展合作等
。

欧盟的地中海政策真正形成并获得重大发展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
。

199 2 年
,

欧共体与阿尔及利

亚
、

埃及
、

摩洛哥
、

以色列
、

约旦
、

黎巴嫩
、

突尼斯和叙

利亚八国签署支持建立 自由贸易区的财政协议书
。

199 4 年 12 月
,

欧盟成员国在埃森首脑会议上通过了

《关于未来地中海政策》报告
。

199 5 年 3月
,

欧洲委

员会通过了建立欧洲与地中海国家伙伴计划 (又称
“

巴塞罗那进程
”

)的方案
。 199 5 年 n 月

,

欧盟 巧 国

和地中海 12 个国家和地区º 的外交部长在西班牙

巴塞罗那举行了第一次合作会议
,

会议通过的《巴塞

罗那宣言》( B二
e lo n a D ec l帅

tion )确立了双方
“

全面

的伙伴关系
” 。

» “

巴塞罗那进程
”

实施后
,

双方在促

进双边贸易合作
、

加强落后地区基础建设
、

平衡社会

经济发展
、

调整经济结构
、

确立民主体制
、

加强边界

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集团等议题上的合

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

2

(三 )法国的构想得到欧盟地中海沿岸成员国和

埃及
、

突尼斯等部分北非国家的积极支持
。

自从上

世纪末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
,

欧盟以东扩为工作

重点
,

以
“

人盟
”

扩大政策为胡萝 卜
,

吸引前苏联波罗

地海国家和中东欧国家分批加人
。

在此发展过程

中
,

曾经是欧盟边界的德国成为欧盟的地理中
』

合
,

东

扩使德国等国家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

与此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
,

南欧国家特别是意大利
、

西班牙和葡

萄牙的利益诉求受到了挤压
,

他们明显感受到在欧

盟内部缺乏话语权
,

处在被边缘化的危险之中
。

因

此
,

几个南欧国家决心要改变目前这种被动的局面
,

法国提议的地中海联盟计划就成了他们难得的政策
“

纠偏
”

良机
。

意大利
、

西班牙
、

葡萄牙等国对此表现

积极
。

西班牙紧邻非洲
,

目前正计划与摩洛哥建设

直布罗陀海底隧道
。

意大利和非洲马格里布国家

(突尼斯
、

摩洛哥
、

阿尔及利亚 )有着 良好的经贸合

作
。

埃及作为非洲联盟和阿拉伯联盟的重要成员

国
,

一直积极参与中东和平进程和欧盟一非洲首脑

峰会的建设
,

希望借此机会提高本国在处理地区事

务方面的影响力
。

因此
,

埃及一直积极支持法国提

议建立地中海联盟的外交构想
,

埃及外长盖特表示
,

“

埃及愿意积极促进联盟的建设
,

并渴望在联盟中发

挥重要的作用
” 。

¼ 埃及还邀请北非阿拉伯国家召开

有关座谈会
,

积极协调有关国家的立场
。

突尼斯总

统本
·

阿里也公开表示欢迎地中海沿岸 16 国组成一

个联盟
。

二
、 “

地中海联盟
”

在曲折中成立

(一 )从分歧到统一
。

法国的
“

地中海联盟
”

计划

虽然获得有关沿岸国家的大力支持
,

却遇到了欧盟

内部成员国
、

部分北非国家和土耳其的激烈反对
。

陶短房等
: “

衰落论侵蚀法国人自信
” ,

《环球时报》
, 2(X犯年

利斯欧会罗及勒届塞的尔巴后三巴阿和第
亚

坦

、

埃及
、
地中海 12 个国家和地区包括

:
摩洛哥

、

突尼斯
、

以色列
、

黎巴嫩
、

约旦
、

叙利亚
、

塞浦路斯
、

马耳他

日
¹11º

。

利 比亚因当时正受到联合国的制裁
,

被排除在外
。

在
一地外长会议上

,

与会代表同意利比亚
议

,

并且表示在联合国解除对它的制裁
欧有洲人标欧那宣言》各项条款后

,

可以接纳它加
»

“

巴塞罗那进程
”

的主要 目
岸的经济发展速度 ;在 2D I

善南地中海国家的人权状

O 年建立

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今后的会
,

同时它在完全接受《巴塞罗
〔一地伙伴计划

。

「三点
:
加快地中海南岸和东

—
地中海 自由贸易区

;
改

腻蕙薰藻薰户
促进建立地中海联盟

” ,

新华网
,

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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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基本的民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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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盟内部
,

以德国
、

英国为首的一些非地中海沿岸

成员国政府和议会就公开表达了坚决反对的意见
,

认为
“

地中海联盟
”

的成员仅仅局限于地中海沿岸国

家
,

法国建立一个
“

盟外之盟
”

的
“

单干
”

行为不仅破

坏了欧盟的
“

巴塞罗那计划
” ,

还将严重削弱欧盟的

共同外交政策
,

造成欧盟事实上的分裂
。

一些德国

媒体甚至认为
,

萨科齐此举是为了抬高法国在欧盟

的地位
,

以平衡德国在欧盟东扩后上升的影响
。

一

直支持土耳其人盟的英国认为这是法 国通过建立
“

地中海俱乐部
”

而将土耳其排除在欧洲之外的阴

谋
。

奥地利
、

波兰和芬兰等北欧成员国也认为成立
“

地中海联盟
”

是法国得利
、

欧盟买单
,

而且担心在未

来的机构中没有发言权
。

瑞典和波兰更是效法萨科

齐
,

提出了
“

东方伙伴计划
” ,

要求欧盟把用于乌克

兰
、

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等东部邻国的资源交给它

们控制
。

与此同时
,

部分北非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

也有不满
。

利比亚以阿拉伯世界遭遇分裂为由明确

拒绝
“

地中海联盟
” ,

该国领导人卡扎菲公开指责地

中海联盟是一个
“

诱饵
” ,

破坏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

家的团结
,

拒绝参加地中海首脑峰会
。

阿尔及利亚

提出了加人
“

地中海联盟
”

的三个先决条件
:
法国要

承认在对阿尔及利亚 13 2 年殖民时期所犯的
“

栽害

人类罪
” ,

并公开道歉 ;公平解决西撒哈拉问题 ;公平

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

因为
,

在阿尔及利亚看来
,

萨科

齐总统就任以来推行的是
“

亲以色列的政策
” ,

让一

些阿拉伯国家感到
“

受了冷落
” 。

土耳其也明确表示

反对法国提出的
“

地中海联盟
”

计划
,

认为此举是用

提供一个边缘化机构的做法对土耳其进行
“

抚慰
” ,

实质上却是将其拒于欧盟门外
。

西班牙虽然大力支

持法国提出的
“

地中海联盟计划
” ,

但是对法国全面

主持欧盟地中海事务有所顾虑
。

面对有关各方对建

立
“

地中海联盟
”

计划存在的反对
、

质疑和不理解的

各种声音
,

法国政府开展了密集的外交活动
。

经过

法国政府一系列解释
、

劝说
、

商讨
、

妥协
,

甚至是承诺

和保证
,

最终德
、

法双方在今年 3 月 14 日的欧盟布

鲁塞尔峰会上一致通过了设立
“

地中海联盟
”

的计

划
,

从欧盟层面统一了思想
,

保证了下一步的行动计

划
,

迈开了启动
“

地中海联盟
”

计划实质性的第一步
。

2印8 年 5 月 20 日
,

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关于建立
“

地

中海联盟
”

的政策文件
,

对新机构的结构框架提出了

具体建议
,

标志着
“

地中海联盟
”

进人到实际准备阶

段
。

200 8 年 7 月 13 日
, ‘

她中海联盟
”

在法国巴黎正

式宣告成立
。

峰会由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埃及总统穆

巴拉克共同主持
,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应邀出席了

大会
。

萨科齐在开幕词中强调
,

欧盟和地中海沿岸

国家应携手共同面对挑战
、

承担责任和义务
,

统一决

策
,

并尊重彼此的平等权利
。 “

平等和共同决策
”

将

是
“

地中海联盟
”

赖以存在的基础
,

而通过实施具体

的项 目将促进彼此的团结以及相互尊重和理解
。

建

立
“

地中海联盟
”

的目的并非取代
“

巴塞罗那进程
” ,

而是在此进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 “

巴塞罗那进程
”

取得的成就必须得到巩固
。

穆巴拉克在开幕词中也

希望
“

地中海联盟
”

的建立促成
“

中东和平的新纪

元
” ,

希望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为建立真正的和平

展开谈判
。

他同时认为
,

地中海南北岸国家贫富悬

殊
,

文化上也存在差距
,

要真正达到
“

平等
”

和
“

共同

繁荣
”

需要各方作出巨大努力
。

(二)主要规划
。

会议最终通过了关于正式启动
“

地中海联盟
”

计划的联合声明
。

根据峰会决议
: “

地

中海联盟
”

是一个以
“

为了共同建立一个和平
、

民主
、

繁荣以及在人员
、

社会和文化方面相互理解的未来

而联合起来
”

为共同战略目标
,

旨在通过在沿地中海

北岸和南岸的国家设立实际项 目
,

处理环境
、

气候
、

交通
、

人境和治安等问题的新的国际组织
。

具体实

施的
“

地中海联盟
”

计划确定了六个重点合作项 目
,

即
“

六项地区性具体计划
” :

(l) 减少地中海污染
,

欧

盟委员会曾于 3 月份提出具体计划
,

力求从现在起

至 2 0 2 0 年减少地中海污染源 so %
,

计划将至少耗资

20 亿欧元 ; (2) 修建沿海和陆地高速公路
,

改善地中

海两岸的贸易流通 ; (3 )加强民事保护
,

因为地中海

盆地面临与气候变暖有关的越来越大的自然灾害的

危险 ; (4) 制定一项地中海太阳能计划 ; (5) 推动 2佣8

年 6 月在斯洛文尼亚波尔托罗 日开办的欧洲地中海

大学的发展 ; (6) 帮助中小企业发展
。
¹ 与会领导人

还决定每两年举行一次首脑会议
,

会议将轮流在欧

¹ 详细内容请参见欧盟官方网站 httP :刀e山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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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中海联盟
”

的成立及面临的挑战

盟国家和其他伙伴国举行
。

今后
,

地中海联盟将采

取两主席制
,

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各出一位主席
。

南方国家通过协商选择一个国家出任共同主席国之

一
,

任期两年
,

不能连任
。

北方国家的具体推选规则

推迟至今年 n 月再定
。

埃及和法国将出任地中海

联盟首任共同主席国
。

此外
, “

地中海联盟
”

还将设

立一个总秘书处
,

秘书处将负责筹集基金和落实首

脑会议既定计划
。

不过
,

该秘书处设置地点和具体

运作方式也被推迟到 11 月再定
。

这些新机构计划

将
“

在 2(X) 8 年底前
”

投人运转
。

地中海联盟计划资

金来源将包括
:
私营部门

、

欧盟预算
、

各成员国或其

他第三国的赞助
、

欧洲投资银行投资等
。

(三 )峰会意义
。

首脑会议的召开取得了一定的

成功
。

在会议两主席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埃及总统穆

巴拉克的积极努力下
,

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和巴勒

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会晤后共同表示
“

双

方从未如此接近地达成协议
” ;长期敌对的叙利亚总

统阿萨德和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在地中海联盟的框

架内共同坐在一张桌前 ;相互交恶 60 余年的叙利亚

和黎巴嫩也同意建立外交关系
。

中东地区的宿敌借

巴黎这个舞台相互走近
,

给中东地区的和平带来了

希望之光
。
¹ 地中海联盟峰会是法国 2田8 年下半

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的
“

重头戏
” ,

会议的成

功举行不仅对于提高法国在欧盟和欧洲周边地区事

务中的影响力和扩大欧盟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作用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

而且标志着欧盟与地中海南

岸国家的对话与合作迈出了重要一步
,

为地中海两

岸共同寻求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

台
,

使两岸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
。

三
、 “

地中海联盟
”

面临的挑战

欧洲一些学者认为
, “

地中海联盟
”

的成立不过

是在众多的国际组织中新增加了一个清谈场所而

已
,

对该组织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表示高度怀疑
。

发展基础的不对称
、

民主人权价值观的冲突
、

领土主

权的纠纷
、

民族宗教的冲突
、

恐怖主义的滋扰
,

沿岸

国家的领土和历史遗留问题
、

阿拉伯世界与基督教

文明能否和谐相处
,

这些问题的产生与解决都很复

杂
。

如何整合地中海沿岸这一有着强烈
“

异质性
”

的

4

地区
,

对于欧盟这个主导者而言多少带有一点
“

乌托

邦
”

理想的色彩
。

第一
,

发展基础不对称
。

欧盟 27 国人 口占世界

的 7
.

6 %
,

经济总量占世界的 30
.

2%
,

货物贸易进出

口额占世界的 40 %
,

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世界总额

的 42 % 以上 ; º 而就整个非洲而言
,

其人 口虽 占世

界总量的 13 %
,

经济总量却仅占世界总量的 1%
,

贸

易额占世界的 2%
,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量还不

到世界直接投资总量的 1%
,

全球 49 个最不发达国

家中
,

34 个在非洲
。

» 至于多数非洲地中海国家在

经济体制
、

综合实力
、

贸易政策等方面与欧盟国家的

巨大差异那同样显而易见
。

例如
,

阿尔及利亚近年

来改革步伐加快
,

但是国民经济严重依赖石油产业
,

天然气与石油出 口收人占国家外汇收人的 90 % 以

上 ; 突尼斯被列为非洲最有竞争力的国家
,

但是经济

形式单一
,

工业以石油和磷酸盐开采
、

制造和加工为

主
,

粮食食品
、

日常生活用品
、

工程机械
、

建筑材料等

几乎全部依赖进 口
。

¼ 此外
,

北非国家外债比重仍

较高
,

私有部门的投资不足
。

这种不对称的伙伴关

系致使地中海国家对由欧盟主导的
“

地中海联盟
”

普

遍缺乏主体感
,

从而将对新联盟的发展产生一定的

负面影响
。

第二
,

价值观的冲突
。

欧盟一直都以民主和人

权的启蒙者
、

护卫者和推广者 自居
,

其用意是把推广

人权和其他欧洲价值观作为扩大自身在国际上影响

力的一个重要
“

工具
” 。

欧盟认为
:
目前世界比任何

时候都需要民主和人权
,

½ 而欧盟也具备促进全球

民主
、

自由
、

人权和公正事业发展的能力
。

¾ 上世纪

90 年代欧盟提出地中海援助计划和在接纳中东欧

国家人盟问题上
,

就附加了民主与人权的保障条款
,

以各国在民主人权领域的执行实际效果作为援助资

金拨款数额多少和衡量拟人盟国家是否
“

达标
”

的直

¹
巧 日

。

º

姚立
: “

建立信任
,

共谋和平与发展
” ,

《光明日报》
, 2(X) 8 年 7

W es tvi e w

»

」。腼 Mc OJ “ni ck , 2触 肠卿袱讥 幼如n : 产b之臼。 。矛以 Po lic 必 ,

P璐
s ,

么兀后
, p

.

:润石 一 抖7
.

T咖th y Muri 面
,

the 刃滋讥 酥由几 : 厂b几 ~
月

听俪山州
,

尸钱双℃ -

6画记泣蟹
理

现2及呷钟
n

咧
, A sh只a te R 山li如

n 只 L访五目
,

以刃5 , p
.

137
.

¼ 朱国才
: 飞

‘

联合国非洲经济理事会
:
非洲经济持续发展

” ,

《经
济日报》

, 2朋7 年 7 月 5 日
。

½
全球差距

(丹麦 )拉斯姆:
》

,

当代世界出
斯著

,

版社
,

齐心译
:
《欧洲与全球新秩序

—
缩小

2(X 又年 2月第 l版
,

第 82 页
。

_

¾ 赵晨
: “

欧盟如何向外扩展民主
:
历 史

、

特点和个案分析
” ,

《世界经挤与政治》
, 2(X刀 年第 5 期

,

第 18 页
。



《国际资料信息》 2(Xj 8 年第 8期

家鉴于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
,

也积极发展与美的关

系
,

并注重保持美欧平衡
。

虽然从地缘政治上讲欧

盟在地中海地区的影响略占优势
,

但是实力强大的

美国对
“

地中海联盟
”

发展的制约作用不容小视
。

欧

盟能在多大程度上主导这一区域的发展
,

恐怕还得

看美国具有多大程度的容忍空间
。

此外
, ‘

她中海联盟
”

虽然正式成立
,

但是联盟内

成员国对于联盟未来的发展方向并没有形成统一的

意见
,

不少成员国甚至以旁观者和凑热闹的心态参

与其中
。

在欧盟内部
,

沿岸国家与非沿岸国家
、

大国

与小国
、

老成员国与新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没有完全

化解
。

在北非阿拉伯国家内
,

有关国家意见也很不

一致
。

这些因素将直接影响今后联盟的发展取向
。

0

¹ 在
“

地中海联盟
”

内
,

存在着许多领土纠纷和主权争议
,

主要
包括

:
一是希土关系

。

同是北约成员国的希腊和土耳其尽管毗邻而
居

,

但由于两国在塞浦路斯问题
、

少数民族地位
、

爱琴海领空和领海
划界等问题上立场尖锐对立

,

双边关 系长期不睦
,

积怨颇深
19 74 年
年 5 月 原已

自
2(X拓

上了
阴影

。

二是西撤哈拉问题
。

关于西撒哈拉主权归属问题由来已久
,

该问题的迟迟未决
,

不
地区稳定与发展

、

区域
仅严重
一体化

阻碍了

建设构

成牙和已班岛

接依据和主要参考指标
。

这一做法充分说明
,

欧盟

一方面关注全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问

题
,

以西方人权观和价值观为核心理念和评判基础
,

肆意指责别国人权状况
“

不干净
、

不达标
” ,

在人权问

题上居高临下
,

指手画脚
。

另一方面
,

欧盟逐步把对

外政策中的经济
、

贸易
、

发展援助等政策工具政治

化
,

以达到
“

通过设定欧盟标准
”

强行输出
“

欧洲经

验
”

的目的
。

对于欧盟在民主
、

人权和发展模式等方

面根深蒂固的家长式作风
,

南地中海沿岸大部分国

家主张应该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
。

第三
,

民族宗教冲突
。

欧盟国家与地中海国家

在宗教信仰和历史文化等方面差异很大
,

难以形成

共识
,

这成为妨碍
“

地中海联盟
”

顺利发展的因素之

一
。

特别是
‘

,9
·

11 ”

事件后
,

不少欧盟国家参与了美

国对阿富汗
、

伊拉克等伊斯兰国家的军事打击
,

加剧

了西方基督教文明与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文明的紧张

关系
,

对
“

地中海联盟
”

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

与

此同时
,

地中海国家内部之间的民族矛盾
、

边界纠纷

及宗教冲突和摩擦也依然严重
,

且有不断升级之势
。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一是阿以争端久拖不决

,

中东和平进程步履艰难 ;二是塞浦路斯的希腊和土

耳其两族问题 ;三是主权国家内的民族分离组织
,

这

种民族分离组织在欧盟国家内部也有分布
,

如西班

牙境内的巴斯克和法国境内的科西嘉等
。

一些民族

宗教冲突还夹杂着领土主权纠纷¹ 等问题
,

这使国

家间的矛盾雪上加霜
。

与此同时
,

近些年来
,

随着非

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
,

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等活

动也在地中海国家和地区 日益猖撅
。

这些不安定因

素的存在都可能腐蚀着欧盟一地中海国家合作的基

础
。

第四
,

美国力量的外部制约
。

作为大中东政策

的重要一环
,

地 中海国家一直是美国关注的重点
。

长期以来
,

美国十分重视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
,

并在

地中海长期驻扎其第六舰队
,

加强对这一地区的军

事控制
。

为了维护 自身利益
,

美国不愿意看到欧盟

在该地区的影响不断扩大
,

并与之在该地区开展争

夺
。

冷战结束后
,

美国先后推出
“

中东大市场
”

计划

和
“

美国一中东自由贸易区
”

的设想
,

这对欧盟提出

的
“

巴塞罗那进程
”

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

而地中海国

及利亚
题始终

失和
,

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的

摩洛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

还对
成不利影响

。

因摩洛哥与阿尔
建设陷人停顿 ;摩洛哥因西撒间

游离于非洲联盟之外 ;西撒地区 由于得不到有效管理
恐怖组织策划袭击活动的重要据点

。

三是西摩领土归属
,

西

摩洛哥在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的佩雷希尔岛 (雷拉岛 )
、

休达

为
与

利利亚岛问题上有主权归属争端
。

题
,

西摩曾发生非流血军事摩擦
。

2(X 刀 年 7 月
,

因岛屿主权归属间
后在美国调停下

,

暂将争议搁置
。

虽然近年来两国本着睦邻互惠的态度外
决的问题仍成为

“

地中海联盟
”

未来发展
交关系一度改善

,

但悬而未
的隐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