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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出于地缘政治、经济、安全、移民、历史等方面的原因, 同时受欧盟

扩大其国际影响力的动机驱使, 欧盟谋求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并有

意同美国的中东政策拉开距离。虽然中东和平进程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取得成效最多的领域之一,但由于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一直面临 /期望 -

能力差距0的困境,欧盟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更多的是在经济援助上发挥主导作用,

政治进程仍被美国主导。欧盟想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强有力的国际行

为体角色, 需要突破自身在外交与安全领域所面临的 /期望 - 能力差距 0的困境。

本文从地缘政治理论出发,基于 /国际行为体0属性和 /期望 -能力差距0两个分析
概念, 对欧盟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动因、角色与困境作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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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是当今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组织,成员国间边界互相开放,传

统的民族国家主权意识有所淡化,甚至被认为具有后现代政治体的某些特征,它

所取得的一体化成就令人瞩目。中东则是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地区之一,

同时也是宗教、民族、领土、边界冲突不断的一个热点地区,其中尤以巴以冲突最

为持久、也备受全世界的关注。中东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石油资源极为丰

富,历来是大国必争之地, 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行为体如美国、俄罗斯、联合

国等都积极涉入中东地区事务。欧盟对于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其 /后院 0的中东

地区, 自然是不甘落后。 /不论从历史联系还是地缘经济、政治和安全角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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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欧洲都比美国有更多的理由与中东保持更为密切的联系。0¹ 欧共体自创建

伊始一直在寻求联系和影响中东的新途径,但在冷战时期,其防务和外交政策方

面依赖于美国, 对中东的政策受制于美苏关系, 因而无法体现自身的独立性。

/二战以来, 欧洲的中东政策一直处于矛盾状态: 一边是欧洲大陆同中东在地理

上的邻近、历史上的紧密联系以及得天独厚的贸易联系;另一边是同美国在意识

形态和战略上所结成的联盟 0, 结果导致 /在 20世纪 90年代前的大多数时间

里,西欧未能在中东扮演危机调解人或和平缔造者等重要角色。0º冷战结束后,

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深入,欧盟开始加强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角

色,对中东外交更加重视,并积极介入中东和平进程。然而, 尽管做出了很大努

力,欧盟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角色迄今仍是补充性的,它的主要作用是提供经济

支持, 而由美国扮演政治主角。对此,欧盟深感挫折,它期望在中东和平进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 而不只是扮演付费的角色 ( / to be a p layer, and no t only a pay2
er0 )。» 本文试从地缘政治理论出发,基于 /国际行为体 0属性和 /期望 -能力差

距 0两个分析概念,对欧盟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动因、角色与困境作一分析。

一 欧盟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基本动因

欧盟一直强调欧洲和中东在地理、政治、经济、安全、历史、宗教和文化上的

紧密联系,愿与中东各方共同努力来推进中东和平进程。这有利于维护欧盟在

该地区重要的战略利益和现实利益, 同时也有助于加强欧盟的国际行为体身份

和国际行为能力。

第一,中东形势对欧盟的地缘政治、安全和移民等问题具有深远的影响。从

地缘上看,中东是欧盟的近邻, 传统上被认为是为海洋隔开的欧洲 /后院0。尤其

是欧洲南部的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更是与中东地中海沿岸地区联系紧

密。近年来随着欧盟东扩, 中东已成为欧洲的 /大周边地区 0。土耳其也于 2005

年 10月启动同欧盟的入盟谈判。冷战结束后,恐怖主义、民族极端主义、难民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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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进一步蔓延, 对邻近的欧盟构成了安全上的威胁。

2003年 12月,欧盟出台了第一份安全战略文件 /更加美好世界中安全的欧洲0,明

确指出解决巴以冲突是欧盟的一个首要关切。¹ 此外, 在欧洲有大量的穆斯林移

民和中东社区,当前居住在欧洲的穆斯林多达 3500万,西欧就有 1000多万,其中

法国约有 500万,德国约有 350万,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均在 100万以上。º 出于

上述因素的考虑,欧盟在选择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政策手段上小心谨慎,以确保中

东地区的民族、宗教等问题不扩散到欧洲。这也是欧盟与美国的中东政策存在差

异的原因之一。

第二,维护欧盟在该地区的能源和经济利益。中东是世界的油库, 也是欧洲

国家的主要石油供应地。欧盟约 1 /3的天然气和 1 /4的石油从中东进口,欧洲

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超过美国。为了保证稳定的石油进口, 欧盟采取了较为谨慎

的中东政策。欧盟与中东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也很高, 欧盟是中东地区最大

的贸易伙伴、最主要的投资方和援助方。欧盟对中东地区的出口几乎是美国出

口的三倍。欧盟既是以色列的最大贸易伙伴, 也是重要的经济、技术和研发的合

作伙伴。对于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埃及来说, 欧盟也是重要的经济伙伴。

1995年 11月,欧盟启动巴塞罗那进程,其目的之一就是通过经济和财政合作,

争取在 2010年前建成地中海沿岸 30多个国家、约 7亿人口的环地中海自由贸

易区, 为 21世纪欧盟经济的发展开拓南翼空间。这不但具有经济上的意义,还

具有地缘战略上的意义。加强同中东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从而提高中东地区人

民的经济福利,有助于遏制极端主义,促进这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第三,历史原因的驱动。欧盟卷入中东和平进程并不仅仅是冷战导致的结

果,而且也源于欧洲列强对这个地区的占领和统治的历史。在奥斯曼帝国瓦解

之后, 列强根据自身的战略需要任意切割中东地区。为划分势力范围, 英法所进

行的各种交易都是为了服务自身的殖民利益和永久控制这个地区的目的,没有

考虑这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和需要:例如武断地划定边界和进行移民,很少顾及民

族、地理、水源和环境等因素。中东各国由此先后沦为列强的殖民统治地和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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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更为糟糕的是, 英国于 1917年推出的 5贝尔福宣言6允许欧洲的犹太人大

批移民到其托管地巴勒斯坦,原先在此居住的阿拉伯民族被迫流散,最终使其成

为 1947年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和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中东地区长期动

乱和冲突的一个根源。冷战时期,考虑到中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和对丰富的石

油资源的觊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该地区展开激烈的争夺,虽然欧洲国家仍在

努力维持同中东地区的商业和贸易关系, 但其发挥的政治作用极小。冷战结束

之后, 才真正出现了欧洲积极参与解决这些它们留下的历史问题的机会。

第四,欧盟意图塑造国际行为体身份和加强国际行为能力。随着欧洲一体

化进程的扩大和深化,欧盟开始从地区性力量向全球性力量过渡, 它早已不满在

国际事务中充当二流角色,而是谋求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身份。冷战后,

随着国际体系结构变动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 具体来说,就是冷战终结、两极

格局瓦解、欧洲一体化的扩大和深化、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形成以及地区

冲突持续不断,为欧盟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体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历史性机

遇和广阔的空间。参与中东和平进程更是为欧盟实现这种利益诉求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舞台,从而有助于塑造和加强自身的国际行为体身份和国际行为能力。

为此, 欧盟还注意同美国中东政策拉开距离, 它采取了一种比较公正的 /平衡政

策 0,在同中东国家打交道时倾向于使用外交手段和运用自身的软力量。

二 欧盟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立场和角色

(一 )欧盟对中东问题的基本立场

欧盟从很早就开始寻求在中东问题上扮演一个独立和重要的角色, 这种努

力最早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70年代。 1970年, 欧共体六个创始成员国的外交部

长聚首慕尼黑,第一次在新创立的 /欧洲政治合作0的框架内进行会谈,中东问

题就是当时议程上的第一项。¹ 在以色列和埃及签署和平条约一年后的 1980

年 6月 13日,欧洲理事会发表了 5威尼斯宣言 6, 这标志着欧共体对阿以冲突有

了明确的共同立场。 20多年来, 5威尼斯宣言 6已成为欧盟对中东和平进程政策
的基本原则,正如序言中所写的, /把欧洲和中东联系起来的传统关系和共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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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0使欧共体有责任 /在追求地区和平过程中扮演 -一个特殊角色 . 0。5威尼斯

宣言6声称必须找到一个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办法,这个问题 /不仅仅是难

民问题 0,巴勒斯坦人必须被允许 /完全行使自治的权利 0; 强调以色列应该结束

领土占领,欧共体 /深信以色列建立的定居点构成了和平进程的一个严重障

碍 0,这些定居点 /在国际法下是非法的 0。宣言同样直接表达了对耶路撒冷未

来地位的关切。当时欧共体九个成员国 /强调了他们不会接受任何旨在改变耶
路撒冷地位的单边行动0。¹ 这个宣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确立了欧盟对中

东和平进程的基本立场,此后在历次欧盟首脑会议上都得到重申和确认。 1999

年 3月 24日欧盟发布的5柏林宣言 6提出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概念, 认为要在

现有协定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建立一个民主、独立、和平的巴勒斯坦主权国家,这

是确保以色列国家安全的同时使其在中东地区受到平等对待的最佳方案。 2002

年 6月 22日发表的 5塞维利亚宣言 6明确提出巴以冲突只能通过协商加以解

决,其目标是终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侵占,尽早建立一个民主、独立、和平的巴

勒斯坦主权国家,领土以 1967年划定的边界为准,在必要情況下,可由双方取得

共识后进行小规模的调整;两国在安全且相互承认的边界内,与其邻国建立正常

的外交关系。在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上, 寻求公平且可行的解决方法。

总的来说,欧盟对中东问题的基本立场可以概括为:在联合国安理会第 242

号、338号等决议的基础上,提出两个国家的最终解决方案, 以色列和一个民主、

和平和主权的巴勒斯坦国家共存,从而促使巴以冲突最终和全面地解决,双方在

安全和彼此承认的边界内发展与各邻国的关系。其中包括对耶路撒冷地位问题

的公平解决,通过公正、有效、实际和一致的决议来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同时

解决以色列与叙利亚和黎巴嫩之间的问题。这需要中东问题有关各方通过谈判

同时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欧盟认为巴勒斯坦进行持续和全面的改革对

和平进程是必要的, 要让巴勒斯坦人相信机构建设 ( institut ion2build ing)的努力
将形成一个有效率的国家;呼吁以色列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停止建立定居点和

拆除定居点、废除不经司法程序的定点清除 ( extra2jud icial k illings)和对巴勒斯
坦人施加集体惩罚 ( collective pun ishment)等不符合国际法的举措。同样, 欧盟

也严厉谴责恐怖主义、暴力和煽动行为,不允许任何扣押人质的行径发生;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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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都是不正当的。欧盟承认以色列在遇到此类袭击时

有保护其公民的权利,但强调政府应在国际法允许范围内使用这种权利,不采取

恶化巴勒斯坦人道主义和经济形势的行动;督促巴勒斯坦当局在反对极端暴力

和恐怖袭击方面表现出决心。¹

(二 )欧盟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角色及其发展

( 1)马德里和会的召开与欧盟扮演的角色。 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国际

社会筹备召开一次国际会议,重启阿以和平进程的国际努力。欧共体对这次会

议持乐观态度,认为欧共体将会在阿以和平进程中扮演一个关键角色。º 然而

这种期望却落空了,美国继续主导着中东和平进程。欧共体成员国西班牙担任

此次会议的东道主,并把会议命名为马德里和会,但欧共体在会议中仅充当了一

个小角色。之后紧接着举行的双边会谈中欧共体没被邀请, 仅获准参加多边会

谈并负责五个工作组中的地区经济发展工作组。事实上, 美国在寻求马德里会

议的共同主办方时看中的是莫斯科而非欧洲, 尽管当时苏联的权力已经明显下

降而且正处于解体的边缘。由此可见, 美国对中东和平进程的主导权一直是欧

盟中东政策存在不确定因素的根源。

( 2)任命欧盟中东问题特使。1996年 10月,欧盟决定任命一位中东问题特

使,作为欧盟中东政策现有框架的一种补充,西班牙人米格尔 #莫拉蒂诺斯成为

第一任特使。中东问题特使在欧盟负责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领导下

工作, 旨在推进欧盟在中东地区各项政策的实施,提升欧盟的形象。尽管特使的

设立最初受到了质疑,但很快获得了相关方的信任,由此成为一个彼此沟通交流

的渠道。欧盟特使的设立使得欧盟的中东政策更为透明、更具弹性、反应更为及

时。2003年 7月 14日, 比利时人马克 #奥特接替莫拉蒂诺斯担任中东问题特
使。他的工作包括:对相关行动提供积极支持, 以达成解决冲突的最终协议;促

使巴以双方执行所达成的国际协定; 就欧盟进行斡旋的可能性提出报告,延续欧

盟参与中东和平进程取得的成果;对任何可能损害协商的行动进行监督;促进安

全议题的合作。在中东问题特使的帮助下,欧盟 - 以色列建立了一个联合对话

机制, 其中欧盟和以色列的专家分成五个工作组定期举行会晤,讨论怎样克服巴

勒斯坦经济发展的障碍。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的代表和欧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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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定期举行会谈的论坛,讨论安全方面的合作。

( 3)援助巴勒斯坦经济、支持巴勒斯坦的机构建设。欧盟是巴勒斯坦的最

大经济援助国,欧盟及其成员国每年向巴勒斯坦提供将近 6亿美元的援助,以帮

助巴勒斯坦促进政治稳定、发展经济和推行改革。¹ 自 1993年 5奥斯陆协议 6签

署以来,欧盟就一直是国际社会支持巴勒斯坦经济和机构建设的支柱。 1993年

10月 1日在华盛顿举行的援助大会上, 欧盟成员国集体承诺在 5年内提供 5亿

埃居的额外援助,用于巴勒斯坦领土上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这一揽子援助几乎占

了与会方承诺提供的全部资金的 1 /4。1998年 11月5怀伊协议6签订后,欧盟承

诺在五年内进一步提供 4亿埃居。欧盟委员会提交给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

一份报告中显示, 1993- 1997年,欧共体向巴勒斯坦人承诺援助 7亿埃居,如果

将单个成员国的援助也包括在内的话, 欧盟在此期间对中东和平进程的财政贡

献将超过 1618亿埃居。º 用欧盟委员会的话来说, 欧盟已经成为 /迄今为止和
平进程最大的援助者, 让其他所有援助方相形见绌。0»与此同时, 欧盟也表达

了,在中东问题上不能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政治角色的挫折感,而各方却仍在期

待欧盟为那些他们没有参与的政治决策的实施提供经费 ( a payer but not a play2
er)。2007年 12月, 为推进此前在美国安纳波利斯会议上启动的中东和平进

程,支持巴勒斯坦的国际援助大会和中东问题四方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这次

援助大会有 9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欧盟仍是其中最大的援助方,它

承诺在 2008年向巴勒斯坦提供 6. 4亿美元的援助 (见表 1)。

( 4) 1995年的巴塞罗那进程与 2008年的地中海联盟计划。 1995年 11月,

欧盟发起了欧盟 -地中海伙伴关系计划 (也被称作 /巴塞罗那进程0 ) ,旨在地中

海地区构建一个和平与合作关系的框架, 其成员包括了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

叙利亚、黎巴嫩等中东问题的当事国。 /巴塞罗那进程0的提出是基于新功能主

义的假设,设想经济发展能够导致政治稳定,并产生溢出效应。在巴塞罗那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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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0- 2005年欧盟和美国对巴勒斯坦的经济援助比较 (单位:百万美元 ) ¹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美国 149. 13 129. 23 187. 04 213. 03 229. 46 269. 21

欧盟 211. 66 247. 71 357. 98 394. 09 416. 15 475. 92

  资料来源: / 26 th Report of Session 2006- 070, HL Paper 132- Ñ , published by The Au2
thor ity of theH ouse o f Lords, The United K ingdom, p. 39。

上,欧盟与地中海伙伴国同意至 2010年建成一个自由贸易区, 并建立一套机制

来促进这个地区的合作与稳定。巴塞罗那进程与中东和平进程具有互补作用,

它为冲突各方提供了一个在和平进程搁浅时也可以进行接触的多边论坛。由于

巴塞罗那进程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没有获得成功, 法国总统萨科齐继而提出了

地中海联盟的构想,即由地中海沿岸 16国组成地中海联盟,同时吸收以色列、巴

勒斯坦、约旦、叙利亚、黎巴嫩等中东问题的当事国。在 2008年度的欧盟春季峰

会上, 在法德两国建议的基础上,欧盟领导人就建立地中海联盟达成原则上的一

致。欧盟轮值主席国斯洛文尼亚总理扬沙宣布, 会议经过协商决定支持建立地

中海联盟,它是对 /巴塞罗那进程0的更新和补充, 所有成员国都将参与这一计

划。地中海联盟旨在促进欧盟成员国与包括以色列、巴勒斯坦在内的地中海沿

岸国家的对话,增进关系, 这将有助于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和加强欧盟在其中的角

色。

( 5) /四方会谈 0机制的建立与欧盟角色的加强。 /四方会谈0机制形成于
2002年,参与方有美国、欧盟、联合国和俄罗斯四国,它们在协商的基础上制定

了中东和平 /路线图0计划。该机制的建立反映了国际社会在参与解决阿以冲
突格局上的一种转变,即从数十年来美国作为唯一主导者,转变到美国、欧盟、联

合国和俄罗斯等各方共同主导。这种转变的原因是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

认为美国没能成为一个公正的调解者和和平促进者,因此其他各方特别是欧盟

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把欧盟纳入 /四方会谈 0是对欧盟在中东和平进程中不

断强化的政治角色和作为一个主要的资金输入国以及制度贡献者的肯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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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则, 比如多边主义理念等在 /四方会谈0

机制中也得到了反映。同时,欧盟也不断加强与以色列的对话,不仅在贸易方面

而且也是作为一个政治对话的伙伴。以色列现在已经将欧盟视为和平进程中的

一个活跃的调解者, 尽管还不能与美国平起平坐。¹ 中东四方会谈的代表于

2007年 6月 26日在耶路撒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 正式任命英国前首相布莱尔

担任中东问题特使。作为欧盟核心成员国的前国家领导人, 布莱尔担任 /四方

会谈0的特使将有助于欧盟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 6)欧盟邻国政策框架内欧盟与中东问题有关各方的双边合作。欧盟邻国

政策 ( European N eighbourhood Po licy)正式形成于 2004年,旨在深化与周边没有

加入欧盟 (至少在近期无望加入 )的邻国的双边关系,主要的政策工具是与各邻

国分别签订量身定做的 /行动计划 0。欧盟通过提供不同程度的财政援助和其
他激励措施来支持 /行动计划0的执行,以促进邻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最

终在欧盟的周边培育出一个由良治国家组成的区域。促进中东和平进程是欧盟

邻国政策的目标之一,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埃及等有关国家

都被纳入到欧盟邻国政策的框架中。 2005年 4月, 欧盟邻国政策以色列 /行动

计划0获得通过, 同年 6月约旦的 /行动计划 0获得通过, 2007年 1月黎巴嫩 /行

动计划 0获得通过,同年 3月埃及 /行动计划0获得通过。上述 /行动计划 0显著

加强了欧盟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合作, 从而为双方在广泛的领域进行更大的合作

开启了新的可能性,其中包括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三 欧盟参与中东和平进程面临的困境

(一 )成员国对阿以冲突双方的不同倾向

同为欧盟核心国的法国和德国,对以色列的态度却是各不相同。和阿拉伯

世界有着传统的紧密关系的法国, 采取较为亲巴勒斯坦的立场。德国则认为保

护以色列安全生存的权利是它应有的责任,因此避免对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采

取的军事行动进行强烈批评。英国是历史上巴勒斯坦领土 (包括今天的巴勒斯

坦和以色列 )的托管国, 但与法国和德国相比, 它对中东问题的涉入较少。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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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上英国常常显露出想让其他国家带头, 而它则似乎满足于采取一种中

间态度。0¹在这三个欧盟核心国中,法国在欧盟倡议的中东共同政策上显示出

的独立性最强。欧盟委员会以及欧盟的中东问题特使,都曾努力消除法国对欧

盟中东政策的影响。在以色列看来,法国的中东政策严重偏袒阿拉伯国家。除

了法国和德国之外,欧盟各成员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敏感性也各不一样,特别是

在欧盟出台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之前更是如此。比如爱尔兰, 由于其自身有过

作为殖民地的经历,也曾像巴勒斯坦一样被分裂,因此对巴勒斯坦问题表现出很

大的敏感性。荷兰传统上就持亲以色列的立场, 而希腊和瑞典则代表了欧洲内

部亲阿拉伯的一派。奥地利和波兰同德国的情况相似, 关切巴勒斯坦问题, 但同

时对那些联系到二战期间国内犹太人命运的历史事件很敏感。在联合国大会和

安理会就有关阿以冲突的决议进行投票时,欧盟也时常不能用一个声音说话,各

成员国在共同的立场上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比如, 1997年 7月 15日, 联合国大

会投票谴责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的哈荷马地区 (HarHoma)建造定居点, 德国投

了弃权票,而其余欧盟成员国则投了赞成票。

对于欧盟的立场,阿以冲突双方也反应不一。例如,以色列时常谴责欧盟在

中东问题上发表的声明,认为欧盟向阿拉伯国家一边倒,没有充分考虑以色列的

需求。 1980年5威尼斯宣言 6的出台使以色列与欧共体的关系降到了谷底,至今

尚未完全恢复,以色列仍然认为这些宣言反映了欧洲亲阿拉伯国家的立场, 从而

拒绝接受欧盟作为阿以冲突的一个调停者。尤其在 5奥斯陆协议 6签署前,以色

列更是视欧洲方案为中东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问题的答案。以色列对欧盟的

这种看法在近些年来得到了部分修正。阿拉伯国家则对欧盟的立场表示满意,

比如欧盟在巴勒斯坦自治权利等问题上的立场, 认为以色列修建定居点的做法

是非法的等等。这些国家都将欧盟视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获取国际支持的一个

重要因素,是平衡美国偏袒以色列的重要砝码,期望欧盟在解决阿以冲突中扮演

更重要的角色。 1998年夏天,欧盟的态度发生了最明显的变化, 在关于巴勒斯

坦的建国问题上,欧盟部长理事会卡迪夫峰会发表声明, 呼吁 /以色列承认巴勒

斯坦完全自治的权利,不排除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选择。0 1999年 3月 24-

25日在柏林举行的部长理事会上, 欧盟再次强调了它的立场, 明确声明支持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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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斯坦建国: /欧盟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包括建国在内的权利, 期待尽早实现这种

权利。0/欧盟确信在现有协议基础上和通过谈判,建立一个民主的、有生存能力

的、和平的巴勒斯坦国家, 将是对以色列安全以及承认以色列作为平等伙伴的最

好保证。欧盟宣布它已准备好届时承认巴勒斯坦国。0时任以色列总统的内塔

尼亚胡对这个宣言的抵制是毫不含糊的: /欧洲反以色列的立场把以色列置于
危险境地,这真是一个耻辱 0,并提及 /在欧洲曾有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被杀害。0¹

(二 )欧盟外交体系的制约

首先,欧盟外交体系具有演进性的特点。欧共体初建时既没有提出共同外

交政策,也没有将它设为一个政治目标。但随着欧共体的发展,成员国在外交政

策方面加强了协调: 1959年六个创始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决定就外交政策问题举

行定期会晤; 1961年法国政府提出旨在建立政治联盟的 /福歇计划 0 (但以失败

告终 ); 1970年建立 /欧洲政治合作 0机制; 1986年的 5单一欧洲法令 6为共同外
交与安全政策的确立奠定了条约基础; 1991年的5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6把共同外

交与安全政策确定为欧盟建设的一个支柱; 1997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政府间

会议再次就加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会谈; 2007年通过的 5里

斯本条约6设立了保证欧盟对外行动一致性的 /外交与安全政策事务高级代
表 0。目前欧盟外交体系已经从较为松散的协调演变为更为紧密和复杂的政府

间合作。但要真正在国际事务中用一个声音说话, 加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

有效性,欧盟还需付出努力,这也是由欧盟外交体系的演进性特点所决定的。其

次,欧盟外交体系受二元决策结构的影响。欧盟在对外关系上有两个决策结构:

其一, 对外经济关系的决策由欧盟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在具有超国家性质的决

策结构框架内进行,属于超国家主义的范畴; 其二, 外交和安全议题方面的决策

在政府间框架内进行,属于政府间主义的范畴。欧盟达成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

策通常是成员国在妥协基础上产生的 /最小公分母 0,这在欧盟就中东安全议题
所发表的含糊其辞的声明中得到充分反映。对外关系的二元决策结构从根本上

影响了欧盟的外交,比如欧盟为促使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谈判而对其施加经济压

力的做法就不太可行。º 在欧盟各机构,包括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和部长理事

会里, 都可以找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各自的同情者,从而造成欧盟外交政策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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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执行这些意图的手段之间的鸿沟。最后, 欧盟对外代表具有双重性。根据欧

共体条约第 113条、第 228条、第 229条的规定,欧盟委员会在所有属于欧共体

条约管辖权限的国际谈判中代表共同体。¹ 在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担任

轮值主席的成员国在所有外交和安全政策事务方面代表欧盟。轮值主席国每六

个月轮换一次,缺乏足够的连续性。欧盟对外代表的这种分裂意味着不仅需要

在内部做出很大的协调努力来保持对外的一致性, 而且第三方国家需要同欧盟

两个不同的对外代表打交道。

(三 ) /期望 -能力差距 0 ( expectation2capab ility gap)

自 1957年签署5罗马条约6以来, 欧共体 /欧盟一直尝试在国际事务中用一

个声音说话。在 1993年的5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6中,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作为

欧盟的一个支柱被写入条约。欧盟希望在外交和安全议题上从过去的 /合作0

上升为 /共同政策 0,而相关的决策机制却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仍然维持了政

府间协商的方式。欧盟提出实施共同外交,但这种期望事实上超出了欧盟现有

机制、工具和资源的能力, 这就导致了所谓的 /期望 -能力差距 0。 /期望 -能力

差距0这个概念最先被克里斯托弗#希尔用来分析欧盟的政策和行动,用以说

明 1991年签订的马约, 相对于欧盟所具有的实际能力,寄予的期望过高。 /期
望 0就是指欧盟内部和外界希望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成为一个强

有力的国际行为体。 /能力 0主要指欧盟体系的内在一致性、所具有的资源和行
动能力 (包括软实力和硬实力 )。这种期望和能力的差距先后在欧盟参与波黑

冲突、科索沃问题、伊拉克战争等国际危机的解决中得到表现, 而十几年来欧盟

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更使这种 /期望 -能力差距0显

露无遗。从 1980年欧共体发表 5威尼斯宣言6到 1991年马德里和会召开这段时

间里, 欧共体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担任的角色一直模糊不清。从目前来看,欧盟是

否比以前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能力来影响中东和平进程尚不清楚,中东和平进程

的主要谈判仍然是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当局和美国之间进行,欧盟至今未能对中

东和平进程施加它自身所期望的那种重大影响。

欧盟之所以存在这种期望 -能力差距,按照克里斯托弗 #希尔的观点, 主要

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欧盟的体系缺乏内在一致性,欧盟的国际行为体属性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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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完整;二是在国际事务中,各方常常忽略了欧盟的这种状况: ¹不仅就经济、军

事能力这些属于硬实力的资源而言, 而且从决策和对决策一以贯之的执行能力

方面来看,欧盟想要实现成为强大的国际行为体的愿望,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

力。 /期望 -能力差距 0之所以在欧盟的外交和安全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个

重要的原因就是欧盟在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决策上采用政府间主义的方式。共同

外交与安全政策本质上要求成员国主权的汇聚, 而这对成员国的主权造成了很

大的冲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欧洲问题专家菲利普 #戈登列出只有在下列情形
下欧盟才有意愿汇聚主权:当意识到收益大于共同行动的成本时; 当政府偏好和

国家利益趋于一致时;当大国的利益通过一体化深化的方式得到保护时。他认

为欧盟内部市场、欧洲经货联盟、申根协定和商业政策这些领域都符合以上条

件,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是个例外。º 1998年,希尔又对这个概念进行了

重新评估,认为到 20世纪 90年代末, 欧盟内部和外界降低了对其国际行为能力

的期望,并从演进性的政策而非革命性的政策视角来审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再加上欧盟自身的国际行为能力有所增强,使 /期望 -能力0的鸿沟有所弥合。

四 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体的欧盟

欧盟在参与中东和平进程中面临的困境与欧盟所具备的国际行为体身份密

切相关。1976年,瑞典学者肖斯泰特曾对 /欧共体的对外角色 0进行过研究,其

目的之一就是要发现 /在既定的时间内欧共体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国际行为

体 0。» 他将 /国际行为体0定义为:在国际体系中具备行为体能力的一个行动单

位,它可以在外部环境中被识别出来,并具有最低限度的内在一致性。¼ 肖斯泰

特认为在 20世纪 70年代,欧共体的国际行为体角色还很不成熟,欧共体委员会

在 /高政治0 ( / h igh po litics0 )领域还无法发挥作用, 几乎没有产生共同的行为。

此后欧共体委员会在欧洲政治合作机制中开始成为一个重要角色, 并出席欧洲

政治合作的所有会议。在 5马斯特里赫特条约6签署之后, 它还获得了一个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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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共同提案权。欧共体 /欧盟因此具有了 /最低限度的内在一致性 0。欧共
体 /欧盟也具有联合国观察员的身份,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它建立了外交关系,在

布鲁塞尔驻有来自全世界的一百多个外交使团。尽管在国际上的法律身份还未

明确, 但欧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行为体。¹ 从 20世纪 80年代起, 无论是在

成员国层面上,还是作为一个整体, 欧共体 /欧盟随着自身与全球需要和利益的

增多, 愈益将自己看作一个国际行为体。尽管它尚未成为一个军事力量,但它拥

有使用经济力量来影响其他国家、地区组织和多边谈判的能力。随着柏林墙的

倒塌和国际形势的发展,欧盟开始讨论国际安全和外交议题,逐步扩大对外界事

务的参与。

为了从理论上解释欧共体的国际地位以及欧洲政治合作的作用, 英国学者

希尔提出了三种解释路径。º 直到今天他的观点仍有助于我们理解欧盟的国际

角色和研究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第一种路径是把欧盟视为一种民事力

量。即它遵循这样一种行为模式:成员国同意彼此之间避免使用武力, 也不通过

武力对外强加他们的看法。它的基本特征是, 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有争议的问

题,通过各种渠道推行开放式外交。自 20世纪 70年代初弗朗索瓦 #杜坎内提

出 /民事力量 0概念以来, »欧洲共同体 /欧盟的形象即与这个概念紧密相连。根

据杜坎内的观点,欧盟国际角色的特性与它自身的政体性质密切相关, 欧盟作为

一个国际行为体所具有的优势和新颖性, 是基于它通过经济和政治手段而非军

事手段来推广确保稳定和安全的欧盟模式。民事力量的分析概念是有效的,但

它是否就是对欧盟角色性质的最好定义还存在争议。英国学者赫德利 #布尔早
在 20世纪 80年代初就认为 /欧洲民事力量 0 ( civ ilian pow erEurope)是一个矛盾

的概念。¼ 20世纪 70年代期间, 欧共体类似于一种民事力量, 它拒绝强权政治,

试图通过一种道义感和责任感来处理国际问题,捍卫一种契约式的政治,在对外

关系上优先考虑使用经济和商业手段以及采取多边行动。但从 20世纪 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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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国际体系的变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互动导致欧共体对参与国际事务的

看法和期待发生变化,由此展开对欧洲防务问题的讨论。 20世纪 90年代,欧盟

确立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1999年又创立了旨在激活西欧联盟、为欧盟提供

军事力量的欧洲安全和防务政策,自此欧盟加速了军事化的进程。此外,尽管欧

盟作为一个整体还没有建立起军事结构, 但它的大部分成员国都有本国的安全

政策, 并且参加了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大西洋联盟近年来实施的军事行动。第二

种路径是把欧盟看作一个力量集团 ( a pow er bloc)。这种研究路径也有争议,赞

成这派观点的人士认为,欧盟是一个经济集团,因为它在经济和商业领域具有共

同的利益,同时使用政治和经济权力来影响其他国家 (软权力模式 )。不赞成的

一方则指出,权力集团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它的军事性, 但欧盟不具有这种特征,

也不具备一个结构性的防卫身份。尽管 1999年出台了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但

它还没有成型。事实上,北约仍然是欧盟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核心。第三种路径

把欧共体说成是一种失败 ( as a flop)。这指的是欧盟建立了庞大的外交结构但

只取得很一般的结果。欧洲政治合作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 欧盟仍然依靠美国

来保障自身的防务。欧盟外交的影响力和它自身的强大经济力量相比, 很不相

称。然而,这种认为欧盟外交 /失败0的观点既没有考虑到欧盟自一体化开始后
在外交政策领域取得的各种进展,也没有考虑到成员国之间在共同外交与安全

政策进程中存在的内在困难。从 1970年 /欧洲政治合作 0机制的建立到冷战后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0的确立与实施,再到 2004年制订 5欧盟宪法条约 6以及

2007年签署 5里斯本条约6,欧盟试图从宪政层面加强欧盟的国际行为体身份和
国际行为能力,欧盟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体的身份日趋明确, 但 /期望 - 能力差

距 0的困境仍然无法突破。

(作者简介: 张学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05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

辑:宋晓敏 )

59 欧盟参与中东和平进程:动因、角色与困境



norm s2d iffusing, identity2strengthening, interest2sharing and inst itut ion2building,
but exerts pos itive influences o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by exploring a new

m ode of the South2North relations based on reg ional integrat ion and by advancing
the tendency of mult i2polarizat ion and a new world order founded upon mult i2re2
gionalism.

45  The EU. s Partic ipation in the M idd le East Peace Process: Causes,
Roles and Pred icament
ZHANG Xuekun
As themost integrated organisation in the contem porary world and a capable inter2
national actor, the European Un ion is play ing an increas ingly mi portant ro l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W hile theM iddle East, w ith its mi portant strateg ic pos ition,
rich oil resources, mu lti2relig ions and com plicated ethnic factors, is one of the

least integrated areas asw ell as a hot spot in the world and, adjacent to Europe ge2
ographically, it has been traditionally viewed as the / backyard0 ofEurope. Out of

a series of reasons including the geopolit ica,l econom ic and security ones, the EU
aspires to play an evenmore influential role in relation to its near neighbours in the
M iddle East and determ ined to form ulate its own polic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US. Nevertheless, ow ing to the / expectation2capability gap0 in its foreign po licy
and security area, the EU has, for a long tmi e, been playing a lead ing role only in

the field of econom ic ass istance and is still led by theUS in the polit ica lprocess of
theM iddle East.

60  Threat Cognition, Sovere ign In terference and S ino2European S trateg ic
Cooperation
YAN Liang
G iven the fact that the ex isting internat iona l relationships theories couldn. t provide
coherent explanations to the S ino2European strateg ic cooperation during the last
half century, the author tries to put forward an innovative explanation. According

to th is explanation, ifChina and the European powers have comm on threat cogn i2
tion and no sovereign interferences exist betw een them, bilateral strateg ic coopera2
tion w ill be form ed, including the recently2built S ino2European strateg ic partner2
ship. The author tests the above hypothesis by selecting som e typical diplom atic

cases and using the correlative database. A t last, th is paper also summ arises the
defects of this argum ent and provides several issues deserving further studies.

78  Expla in ing Denmark. s Late Development
ZHU Tianb iao
Th is paper explains the path o fDenmark. s late development before theWorldW ar
I. Based on the exist ing state2 or society2centered explanations, th 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Denm ark. s late developm ent is the then international

polit ical contex t and Denmark . s react ions to it. T he internationalm ilitary com pet i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