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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1月1日开始，芬兰、奥地利和瑞典正式加入了欧
洲联盟，欧盟成员由12国扩大至15国，面积由原来的246.5
万平方公里扩展至333.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7亿，国内
生产总值增至67520亿美元，在世界出口额中的比重也由原
来的36. 3％上升至43%．从GDP和贸易额看，欧盟已超过北
美自由贸易区而成为最大的区域经济集团。欧盟的扩大对欢
悦一体化进程和世界经济格局变化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一、欧盟扩大的内外部动因

欧共体是冷战的产初，从1958年成立共同市场开始到后
来不断扩大、内部 一体化体制不断完善都与世界政治和经济
形势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1973年欧共体接纳英国、丹麦和
爱尔兰时，正是苏联在欧洲采取咄咄逼人之势，美苏争霸欧洲
处千高潮之时，欧共体扩大在政治上的考虑远远超过了经济
因索。当时的主要目的是增强与苏联抗衡的力量．80年代中
期，欧共体又一次扩大，吸收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时，也正面
临着苏联出兵阿宫汗，向地中海地区扩张的局面，而且当时

体
西、葡、希三国国内刚刚脱离了独栽体制，政局动荡不稳，欧共
体为了自身的政治和安全利益，“破格”吸收了经济实力较差

化 的三国加入共同体．因此，欧盟的历次扩大都是在面临外部压

及 力的情况下发生的，与欧洲的政治格局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如

世
果说冷战、美苏争霸欧洲和争夺势力范围是前两次欧盟扩大
的外部动因，那么，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走向多极

界 化、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加剧是欧盟第三次扩大最主要的外

经 ， 部动因。作为新兴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 一极，为了摆脱

济
 美困对欧洲事务的过多干预，增强与美国、日本在世界贸易和

投资领域的竞争力，欧盟迫切常要增强本身的经济实力。奥地
的 利、芬兰和瑚典三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开放程度均高于

景 欧共体平均值，三国加入欧盟后不仅不会增加欧盟的经济负
l 担，而且还会给欧盟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大大增强欧盟总体

响 经济实力，它们加入欧盟正好符合欧盟的需要。从世界政治恪
局的武新组合香，冷战结束也为北欧国家和奥地利加人欧洲

l 联盟创造了条件。奥、芬、瑞都曾是两大渠团势力范围的分界
点，在冷战时，这些国家属于两大集团的中间国，即使在政治

制度和经济联系上，这些国家倾同千西方，与欧共体关系密切，有加人欧共体的愿望，它们也不
可能牺牲自己的安全地位去加入欧共体。反之，欧共体也不会为吸收这些国家去冒打破欧洲均
势的风险。苏联解体后，政治和安全因素不再是主要矛盾，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上升，原来就存在
的密切联系，使这三国迅速地向欧盟靠拢抖欧盟扩大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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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共体内部看，不断推动欧洲 一体化进程、为一体化寻求新动力则是主要的原因。 欧共
体是体制性的区域经济集团，自成立以来，欧共体组建了关税同盟、实施了共同衣业政策、创建
了欧洲货币体系、建立了欧洲统一 大市场和欧洲联盟，并建造了一 套完整的超国家机构：欧洲
理事会、欧洲议会、欧洲执行委员会、欧洲法院等。欧共体 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正是通过这些体制
的完善来表现的．每当欧共体内部体制的完善遇到困难或难千推进时，欧共体便会从横向扩大
上寻求新的动力。1973年接纳英国、丹麦和爱尔兰时，欧共体正遇上布雷预森林货币体系崩
溃、美元实行浮动及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1971年决定建立“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 ”的计划
落空，按计划于1972年4月建立的共同体汇率制度也告失败，欧共体实现 一体化的内部体制
遇到了严蛟的挑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欧共体的扩大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 一体化进程的作
用。80年代中院，吸收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时，欧共体也有同样的内在动因。当时欧共体 一体
化进程几乎陷于停顿状态，欧洲货币体系于1979年3月正式成立后英国拒绝加人，并且该体
系的运转恃况不令人满意，成员国货币汇率频繁调整，向经济货币联盟迈进的计划严斌受挫。
而此时外部不仅有苏联扩张的压力，与美国的经济矛盾也趋于尖锐，这使得欧共体迫切需要获
得新动力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这次芬兰、奥地利、瑞典加入，欧共体面临疗相似的问题。90

年代初爆发的严蓝经济衰退使欧共 体经济黯然失色，失业率创战后最高水平，失业人数近
1800万。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使英镑、意大利里拉和希腊笫拉克马先后退出欧洲汇率机制，
欧洲货币体系也不得不将成员国 货币汇率波动上下限放宽至15%，从而使欧洲货币体系濒临
绝境。另 一 方面，建立经济 和货币联盟的新方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成员国的批准又是一波
三折，实施过程也是步履艰难。 在纵向深化欧洲 一体化进程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时，横向扩大
一体化以获得新动力便成了此次欧盟扩大的主要内在动因．

从芬兰、奥地利和瑞典加入欧盟的动因看，则主要是为了推动本国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促
进经济增长。 瑞典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率长期低千OECD国家平均增长率一个百分点，瑞
典人均GDP已由1970年世界第三位降至1991年的第12位。进人90年代瑞典还面临若一 系
列其他经济问题，如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几乎崩溃，很多大银行陷于倒闭边缘，失业率上升
至8%，财政赤字约占GDP的13%，政府债务累计高达GDP的 70%。瑞典政府官员和经济学
家们都认为这些问题均与国内投资比率低下有关。 瑞典60年代国内投资与GDP的比率高达
25%，到80年代降至19%,90年代巳降至17%，这其中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瑞典的跨国公司倾
向千向欧盟投资，瑞典加人欧盟后，将有助于扭转这一倾向，并且会使外国公司投资于珀典的
吸引力增强。据瑞典经济学家估计，瑞典加入欧盟之后，其 经济增长率将因此而提高0.5~
J%。 芬兰和奥地利几乎与瑞典有同样的动机。硕脊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这些国家对欧盟
的依存度也越来越大，尤其是 芬兰，在苏联解体后，芬兰对东欧的贸易锐减，欧盟对它的重要性
日增，如果继续留在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内，它们只能获得商品自由贸易的利益，而统一
大市场带来的劳务、资本、人员自由流动利益将难以分享，而同时它们却无法避免欧盟经济变
动对它们的冲击。据挪咸经济学家哈阿兰估计，EFTA国家加入欧盟后从统一大市场获得的贸
易上的福利将达3. 6%。所以，尽管三匡与欧盟在社会福利和政治结构上存在若不少差异、它
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加入欧盟的造路。

二、欧盟扩大后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

欧洲一体化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经济一体化和政治 一体化。从经济一体化看，欧洲实际
上存在着两种平行的一体化道路。 一 种是以欧盟所代表的体制性经济集团，其特点是建立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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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经济体制，以统一的经济政策取代各国国内经济政策，成员国国内经济决策要受制千超国
家机构的规定，在与外部的经济关系中具有排它性．这种一体化道路我们可以从欧共体实施的
关税同盟、共同农业政策、共同金融指令、统一大市场等 一系列体制的完善中看到其发展的轨
迹，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经济体，有统一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各成员国的经济只
是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另 一种一体化道路是以EFTA为代表的建立松散的国家经济合作基

础上的经济集团，它的特点是以国家之间的协商和合作为基础，不建立超国家的体制机构，成
员国国内独立自主的经济决策杖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让涅． 这种形式的一体化通常都停留在贸
易投资的合作上， 一般不会涉及国内财政金融政策的同质化和货币的一体化。由于前一种过路
比后一种道路的一体化程度高得多，随看多数EFTA成员加入欧共体，以欧共体为代表的体制
性一体化取得了上风，EFTA道路变得不再武要。从欧洲政治 一体化看，也是以欧共体为核心
的一体化，其特点是在体制性经济集团的基础上，建立 一整套完整的超国家政治体制，欧洲议

会、欧洲法院均屈这种尝试，其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欧洲联邦．为此，欧共体在马约签署后正式
更名为欧洲联盟，表达了其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意向．

应该说，在欧共体的努力下，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从经济一体化角
度衡量，统一大市场巳初步建成，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障碍巳经拆除，货币联盟计划
正按马约的日程向前推进．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10月10日欧盟各国财长巳就削减各自预算

赤字达成协议，各国保证将按马约的规定在1998年前将赤字削减至占GDP3％幅度之内，国

债总额削减至占GDP60％的限额之内，这将为最终发行统一货币奠定基础． 从政治一体化的
角度而言，欧盟巳开始向未来的目标努力，各种超国家政治机构被建立并按计划运转．不过，综
合起来，欧盟仍属一个经济集团，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要远远快千政治一体化的进程． 欧盟此
次扩大后，将使欧洲一体化进程这两方面存在的差距拉大．

三国加入欧盟总体上将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这一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三国平均经济发展水平要高千欧盟平均水平，入盟后三国和欧盟都不需要付出太大

的代价进行协调．即使在农业问题上芬兰要作出一些牺牲，但不会引起太大的矛盾，三国和欧
盟都是得多失少，欧盟总体经济实力得到了增强，统一大市场的规模和辐射力也都扩大了，这
将有助于欧盟未来推动纵向一体化的进程。

第二，三国加入欧盟的时机正是欧洲经济走出90年代最严斌衰退，开始恢复并走向高涨

之际，经济周期的好转使得欧盟扩大所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会更明显，欧盟在世界贸易额中的
比武会明显上升，这一 切都将使欧盟在整个欧洲经济中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增强．

第三，三国入盟后将对仍留在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内的其他国家产生压力，促使它们以更
快的速度也加入欧盟。如果三国入盟后在未来的几年内经济发展有起色，加入欧盟的吸引力就

会更大。从目前来看，三国加入欧盟巳使中欧和东欧一 些国家要求加入欧盟的愿望大大加强

了．

但是，三国加入欧盟后也会给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带来一些新的矛盾。经济集团不管其

形式如何，都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即在确保和扩大集团共同经济利益的前提下，维护成员国国
家利益． 在经济集团中，通常有一二个发达的大国处于核心地位， 而次发达国家或小国则处于
从属地位．主导国家一般通过追求地区或集团利益的途径来扩大国家利益，居从属地位的国家
一般采取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参加追求地区或集团利益来实现国家利益。在殊途同

归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内聚性和分离性的矛盾，其表现形式通常是对其共同经济政策的反对
和支持。当内聚性大千分离性时，经济集团会顺利发展，反之就会遭受挫折． 欧共体扩大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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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分离性、增强内聚性的矛盾会变得更突出。新成员在社会福利、政府补贴问题上比欧盟优厚
得多，它们向来倾向于自由贸易，这与欧盟的一些现行政策都有矛盾，因此欧盟今后政策的协
调难度会增大。另外，新成员在欧盟内比起第、法、英等国算是小国，处于一种从属地 位，它们
一般会更注重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一旦某项政策不会给他们带来好处，并又不能从其他方面
获得补偿，那么分离性就会在这些国家的行为中占上风，从而导致经济一体化进程受挫．

从欧洲政治 一体化的角度分析，三国加入欧盟后，将不利于欧洲政治 一体化的发展。芬兰、
瑞典和奥地利从本质上讲都是反对建立欧洲联邦的。这些国家在政治决策上有全民公决的传
统，比较注点社会的一致性，较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历来闻名千世，而且历史上它们在大国竞争
的夹缝中成功地维护了己的主权并获得了经济发展的成功，这就决定了这些国家比较看蜇自
己的政治主权。在讨论是否加入欧盟时，这些国家疑虑最大，在民众中引起争议最激烈的就是
人盟后能否继续保持自己的政治主权问题。挪威也是因为这一问题公民投票否决了政府与欧
盟达成的千今年加入欧盟的计划．因此，在未来的一体化进程中，这些国家会加入英国等国的
行列，反对削弱国家主权，反负寸将国内的政治决策权让濮给超国家联邦机构． 目前，欧盟政治 一

体化实际上巳陷人停顿状态，历来与第国站在一起的法国在经历了欧洲货币体系的危机后开
始与德国疏远，英法变得热乎起来，而英国历来持反对欧洲联邦的态度。在这种形势下，三国加
入欧盟会给欧洲政治一体化增添新的漳碍。任何经济集团要顺利发展，必须要在所有成员国的
国家利益得到保障、内聚力大千分离力时才有可能． 政治集团就更是如此．欧盟之所以能够在
政治 一体化上有所进展，完全是因为冷战时苏联的外部压力所致， 苏联解体后这种压力不复
存在，政治上的联合实际成了一两个大国取得支配地位的手段，处于从属地位的国家就不会再
支持集团政治上的一致性。在冷战结束后，欧盟成员在处理欧洲事务，例如前南危机问题上的
分歧就是最好的说明．因此，欧盟扩大后，处千从属地位的小国增加，必然使政治上的联合变得
越来越困难，使欧洲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差距扩大．

三、欧盟扩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欧盟扩大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格局变化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归纳起来将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欧盟扩大后将增强欧盟在欧洲经济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使中、东欧国家进一步向欧
盟靠拢，这无疑将增强美、欧、日世界经济三极中欧洲一极的份款。扩大后的欧盟在GDP和贸
易额上巳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区，从平均发展水平和人均国民收入看，欧盟都将进一步增强，这
对于欧盟与美国和日本的竞争会产生潜在的影响，欧盟以一 个声音说话时，其声音将更为有
力。

第二，欧盟扩大将推动全球的区域经济集团化和 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发展。区域化、集团化
是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蜇要趋势之一，欧盟扩大将刺敌其他区域更快地走上一体化的道路
或也同样扩大原有的集团，从而使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增强。目前北美自由贸易集团巳决定接
纳智利为新成员，进一步扩大也在酝酿之中，东盟也吸收了越南为新成员，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向自由贸易集团过渡的步伐也在加快，拉美、非洲的贸易集团不是增加就是扩大。虽然不同区
域的集团化和一体化都有各自的原因，欧盟扩大在客观上起了推动作用是很明显的。

第三，欧盟扩大对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影响将是利大千弊．三国加入欧盟之后在贸易
上产生的效应将以贸易扩大为主，欧盟内部贸易比斌上升，但增幅不会很大，因三国加入欧盟
后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将会很小．芬、奥、瑞三国原来都是EFTA成员国，它们与欧盟巳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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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三国贸易中与欧盟的贸易比重本来就很大．以1993年为例，三国的国际贸易总额分
别为 1 奥地利40.46亿美元，芬兰15. 03亿美元， 瑞典35.66亿美元，它们与欧盟的贸易额分别
丸奥地利27. 12亿美元，芬兰6.98亿美元，瑞典 19.li7亿美元，占它们贸易总额的比重分别
为67%、46％和55%． 因此，三国加入欧盟后从其他贸易伙伴转向欧盟的贸易额不会很大，对
其他贸易伏伴的负作用相应也就很小．三国历来较倾向于自由贸易，加入欧盟之后不会导致欧
盟的排他性增强，而且成员国增加后使欧盟实施排他性措施的难度也加大了．

第四，从扩大后的欧盟对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影响看，笔者认为积极因素也
是主要的． 东亚是欧盟仅次千欧洲和北美之后第三大贸易伙伴，在欧盟对外贸易总额中，与东
亚的贸易额占 10.8%，如果排除日本，这一比重为6.3%。虽然比重较低，但有发展潜力。如将
欧洲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所占的比重只有8.2％放在一起考虑， 东亚与欧盟贸易关系的
重要性就会显露出来．随符亚太地区经济在90年代出现持续高涨的局面，欧盟与亚洲，尤其是
东亚的贸易发展迅速，1991年欧盟与东亚的贸易额为128.44亿美元，1992年上升至136. 44 

亿美元，增幅为6. 2%，超过该年欧盟总贸易额增长率4.2％两个百分点． 新成员加入后，将促
进这一趋势的发展．三国与东亚地区的贸易关系原来在双边的基础上就有一定的发展，贸易额
在其总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与欧盟接近． 现在，通过统一大市场，它们与亚太地区的贸易将获
得新的渠道，得到新的机会．亚太国家也将通过欧盟统一大市场获得新机会来增强与三国的合
作关系．从这一层意义上而言，欧盟扩大对发展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关系是有利的．

第五，欧盟扩大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将有两个方面＄其一，
欧盟近几年来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虽然与中国的贸易在欧盟总贸易额中只占 1.3%，
但增长速度很快，1992年增长率达到 14.3%，贸易额增长净额超过2亿美元，近两年双方的贸
易增长速度还在进一步加快。 三国加入欧盟之后，一 方面会推动欧盟与中国的贸易进一 步发
展． 因为三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超过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平均水平，1993年三国与中国的贸易
额在其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分别为 3 芬兰6. 1%，奥地利5.1%，瑞典6.5%．因此，三国加入欧盟
后，中国在欧盟的贸易地位会增强，中国通过三国进入欧盟统一大市场的机会也会增加． 其
二，我们也必须看到，欧盟的反倾销政策在三国加入欧盟后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与三国
的贸易发展，因为三国原来在贸易上自由度比欧盟大，反倾销手段运用得较少，而加入欧盟后，
受统一政策的影响，欧盟的反倾销措施也会适用于三国，从而不利于我国商品进一步进入这些
国家。 我们应该认真研究，调整对策，做好防范准备，尽可能地减少这方面的不利影响．

．简讯·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将每年进行一次评选活动

全国高等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第二届常务理事 广泛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尤为注重敦育，沾溉士林，捐
会第二次会议决定，从1993年起每年进行一次“优秀 款以亿元计．
编辑奖．和“优秀编辑学论著奖”的评选活动．奖金由 1994年的评选工作巳经完成．获得优秀编辑奖的
香港田家炳基金会提供赞助． 有40人，获得优秀编揖学论著奖的有3本著作和14

田家炳先生是以弘扬中华文化、振兴敦育为职 篇论文．我校《财经研究》编辑部刘志远同志荣获优秀
志， 一片报国赤心，一副古道热肠．他毅然把价值逾10 编辑奖．
亿元的4幢工业大厦的权益全部拨入田家炳基金会， （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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