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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年来ꎬ 欧盟对自身和外界的认知发生了较大变化ꎬ 尤其是

欧盟的区域观出现显著变化ꎮ 欧盟区域观的变化ꎬ 与欧盟内外环境变动密切相

关ꎬ 实为欧盟主动或被动应对内外大变局的一个侧面ꎬ 塑造着未来欧盟乃至世界

其他区域的秩序ꎮ 欧盟区域观的一体两翼是区域一体化和区域间合作的双重逻

辑ꎬ 基于 “欧洲中心主义” 与其他区域打交道ꎮ ２０２２ 年初爆发的俄乌冲突加速

欧盟区域观的变化ꎬ 并带来构建区域秩序的路径和方式的调整ꎬ 具体体现为欧盟

区域观在区域一体化逻辑和区域间合作逻辑之间的激烈碰撞ꎬ 以及经济利益和地

缘政治工具手段之间的此消彼长ꎮ 在欧亚区域ꎬ 欧盟的区域观尤其是区域秩序构

建路径面临的冲击最为剧烈ꎮ 欧亚区域正发展为一个权力博弈和理念交融并存的

秩序空间ꎬ 并呈现出一体化与碎片化、 合作与竞争共存的复杂态势ꎮ 未来ꎬ 欧盟

的区域观在欧亚秩序的构建过程中将不断评估并校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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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前ꎬ 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不断演进ꎬ 区域化的态势愈加凸显①ꎮ 区域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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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是相对自主的实体ꎬ 甚至是一个次级国际体系ꎬ 拥有国际体系的三要素:
单元、 结构和过程互动①ꎬ 存在其区域特性、 区域结构、 区域体系与区域环境ꎮ
其一ꎬ 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空间和社会构建空间ꎬ 区域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

念ꎬ 也存在从被动的客体维度向主动的主体维度的转变过程ꎬ 同时ꎬ 区域是国际

政治理论与外交政策实践的分析层次或分析单元ꎮ 其二ꎬ 区域被当作一种介于国

家和全球之间的中间层次或过渡层次ꎮ 正如人们把国家和全球当作理性思考的空

间一样ꎬ 区域也越来越被作为思维活动的另一种特定空间来看待②ꎬ 可以用来创

造和建构进行国际政治和国家行为思考及相应知识生产的新语境ꎮ 从国家构成的

世界向区域构成的世界的演进是一种全球现象ꎮ 尽管分布范围和扩散速度不均ꎬ
但区域治理的重要性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提升ꎮ 其三ꎬ 国际行为体的互动落脚在区

域层面ꎬ 大国关系和国际事务大致是在特定的区域框架平台上发生和展开ꎬ 大国

间互动、 地缘政治博弈、 制度理念的碰撞强度和烈度往往更强ꎮ 因此ꎬ 区域观与

区域秩序的构建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ꎮ
欧亚区域是 ２１ 世纪地缘政治竞争和地缘经济博弈的关键空间ꎬ 是各主要国

际力量激烈竞争的板块ꎬ 也是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支柱ꎮ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２２ 年

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上强调ꎬ “亚欧大陆是我们共同的家园ꎬ 维护亚欧大陆和

平与发展是本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共同期盼”③ꎮ 对于欧亚区域的界定ꎬ 容易出

现地缘标准和政治标准的不重合、 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不一致ꎮ 从地理概念到

规范概念ꎬ 从物质存在再到社会建构ꎬ 区域的界定标准非常多样ꎬ 但区域的概念

化仍立足于地缘属性ꎬ 强调地理意义上的物质存在和空间划界ꎮ 欧亚区域是一个

地缘政治概念ꎬ 是具有文化地理和政治经济特征的空间ꎬ 欧亚秩序内部行为体的

错综复杂关系呈现出套娃模式④ꎮ 因此ꎬ 学者对欧亚区域存在不同理解ꎬ 有大欧

亚和小欧亚之分⑤ꎮ 前者覆盖从中东欧扩展到中亚和东亚区域以及从波罗的海延

伸到印度洋的广阔空间ꎬ 反映的是促进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国家间政治和经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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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地缘政治空间ꎮ 后者从狭义角度来看则是除波罗的海三国以外的原苏联加盟

共和国ꎬ 包括中亚五国、 南高加索三国、 乌克兰、 白俄罗斯、 摩尔多瓦、 俄罗

斯ꎮ 而在欧盟眼中ꎬ 欧亚区域是欧盟与中国之间的地缘空间ꎬ 包括欧盟周边区

域、 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板块以及中国周边的中亚区域ꎮ 欧亚区域是欧盟

区域观面向和辐射的关键区域ꎮ 因此ꎬ 本文立足欧盟区域观的核心概念ꎬ 解剖欧

盟区域观的区域一体化逻辑和区域间合作逻辑ꎬ 及其对欧亚区域秩序构建的路径

手段ꎬ 重点分析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欧盟区域观变化及其对欧亚区域秩序的影响ꎬ
并展望未来欧亚区域秩序的构建路径和愿景ꎮ

一　 欧盟区域观的双重维度

区域观指的是国家或区域组织以自己为中心对所处区域的定位和对世界上其

他区域的认知ꎮ 每个国际行为体都拥有其区域观ꎬ 其核心是如何在共处环境中定

位自己的利益ꎬ 处理与他者的关系ꎬ 在区域中发挥自己的作用①ꎮ 区域观既是一

个国际行为体内部秩序理念的投射ꎬ 也深受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自身角色定位的

影响ꎮ 在国际互动过程中ꎬ 国际行为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交往理念、 规则和方

式②ꎮ 区域观的构建和完善往往伴随着一体化与区域化的进程ꎬ 以及与其他区域

的互动ꎮ 一方面ꎬ 区域一体化塑造了世界上所有主要区域的进程ꎬ 它旨在提供一

个和平、 合作的舞台ꎬ 使主权国家自愿在共同关心的领域联合努力ꎬ 创造共同的

区域利益和目标ꎮ 另一方面ꎬ 区域间互动成为衔接全球和国家维度的重要机制ꎮ
区域间合作进程旨在为两个或多个区域的合作和交流提供平台支撑ꎬ 强化区域间

的联动性ꎮ 总的看来ꎬ 区域观是观察一个国际行为体与周边区域乃至世界区域关

系的重要视角ꎮ
欧盟的区域观指的是欧盟及其成员国有关区域秩序乃至全球秩序的观念和思

考ꎬ 包括未来愿景、 秩序权力结构、 秩序维持路径等方面ꎮ 具体来看ꎬ 欧盟区域

观的两大支柱是欧洲区域本身的一体化进程ꎬ 以及比较区域主义视角下的欧盟与

其他区域之间的关系ꎮ 一方面ꎬ 欧洲一体化是民族国家合作解决共同问题、 寻求

共同发展的积极尝试ꎬ 从解决安全困境到经济一体化ꎬ 再到构建政治共同体ꎮ 欧

４０１

①
②

张蕴岭: «国际区域学思考 (五)»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２ 期ꎮ
张蕴岭: «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５ 年 １ 期ꎮ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欧盟区域观调整及对欧亚秩序的影响　

洲一体化带来了规模经济、 竞争优势和发展红利ꎬ 但欧洲内部政治碎片化和极化

趋势增强ꎬ 以及欧盟发展范式转型的困境ꎬ 正在反噬欧洲一体化的成效ꎮ 另一方

面ꎬ 欧盟基于一体化进程和区域主义逻辑探索区域间互动的关系模式ꎬ 自称是多

边主义的拥护者、 发展援助的提供者、 区域主义的主导者、 区域安全的贡献者、
全球贸易的支持者ꎬ 为其他区域乃至全球秩序提供公共产品ꎮ 但欧盟的治理理念

和发展模式并不总是在具体政策实践中得到升华ꎬ 因为其成果常常被制度架构的

障碍及成员国利益的矛盾所淹没ꎮ 同时ꎬ 欧盟在协调周边区域和世界其他区域的

关系中也面临拉扯ꎬ 甚至出现了零和博弈的局面ꎮ 随着欧洲内部的再国家化和外

部的地缘政治竞争趋势增强ꎬ 欧盟区域观处于激烈变动阶段ꎬ 其优先事项和演进

路径有所调整ꎬ 呈现此消彼长、 动态调整的特征ꎮ

(一) 基于区域一体化的区域观

一体化进程是一个走向趋同、 统一的过程ꎬ 但在这个进程中ꎬ 不同区域的一

体化路径存在差异性ꎬ 同一个区域在不同时期也存在差异性ꎮ 也就是说ꎬ 在 “求
同” 或 “趋同” 的过程中ꎬ 每个区域的 “存异” 的程度不同ꎮ “求同” 是推进一

体化发展的动力ꎬ 这就涉及一系列标准、 规则等ꎮ 一体化一般被认为是 “说服来

自不同国家的政治行为体将它们的效忠、 期望和政治活动转向一个新的中心的过

程ꎬ 这个中心的组织机构拥有或要求掌握对已经存在的各民族国家的管辖权”①ꎮ
长期以来ꎬ 欧洲一体化被视为最前沿、 最成熟的区域一体化项目ꎮ 已经运行数十

年的欧盟ꎬ 仍是一项旨在创造福利和保障安全的未竟事业ꎮ 欧洲一体化在实现不

同区域和国家之间的经济趋同和社会稳定的同时ꎬ 也带来不稳定和失衡的局面ꎮ
与此同时ꎬ 全球化带来的区域间差距扩大ꎬ 加速人员的大规模流动ꎬ 造成欧洲面

临内外两种失衡的局面ꎮ
一方面ꎬ 欧盟区域观的内核是基于一体化的合作进程ꎬ 其遵循由低级政治议

题到高级政治议题、 由近及远的功能主义路径ꎮ 欧洲认为区域主义是打破民族主

义魔咒和减少区域冲突的必要手段ꎬ 是提高本区域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的重要路

径ꎮ 欧洲一体化避免了成员国之间的军事冲突ꎬ 这种叙事深深根植于欧洲人的脑

海中ꎮ 在欧洲晴雨表的调查中ꎬ 和平经常被列为欧盟的主要成就之一ꎮ 穆尔赫

特科尔 (Ｈｅｌｍｕｔ Ｋｏｈｌ) 认为ꎬ “和平理念一直是欧洲一体化的运作基础”ꎬ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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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欧洲持续稳定的和平秩序需要欧洲政治上的统一”①ꎮ 关于和平的讨论在中东

欧国家加入欧盟的过程中变得尤为突出ꎮ ２００４ 年的欧盟东扩被称为 “欧洲的再

次统一”ꎮ 与此同时ꎬ 加入欧盟的前景也助推中东欧国家间边界和族裔冲突的解

决ꎮ 在过去十年的欧洲多重危机中ꎬ 和平叙事拥有了新的功能ꎮ 面对一体化的挫

折ꎬ 亲欧人士将和平作为捍卫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论据ꎬ 并暗示欧盟的崩溃会带

来和平的消失②ꎮ ２０１２ 年ꎬ 欧盟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ꎬ 旨在支持欧洲一体化ꎬ 以

对抗日益增长的批评和对解体的恐惧ꎮ 尽管欧盟面临着诸多危机和挑战ꎬ 欧盟制

度结构仍将牢固地锚定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中ꎮ 凭借欧洲一体化进程ꎬ 欧洲国家重

新调整了其治理规模ꎬ 整合欧洲经济、 政治、 安全和社会ꎬ 并使欧盟及其成员国

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另一方面ꎬ 欧盟区域观辐射的关键区域是周边区域ꎬ 欧盟致力于增进其周边

国家和区域的韧性ꎬ 稳定周边形势和塑造良好安全环境ꎮ 欧洲一体化将成员国的

差异性利益和多元性认同纳入到区域主义平台中ꎬ 因此更容易实现欧盟周边国家

同欧盟政策的趋同和规则的融合ꎮ 面对周边区域ꎬ 欧盟通过 “可信的扩大政策、
提升适应能力的周边政策和有效的移民政策” 来确保其处于一个良好的区域和国

际环境中③ꎮ 但是ꎬ 欧洲一体化目前呈现出差异性一体化的新常态ꎬ 一体化正处

在十字路口ꎬ 这是欧盟成员国的客观能力与主观政治意愿共同作用的产物④ꎮ 差

异性一体化是理解日益扩大的欧盟如何应对 (或未能应对) 其 ２７ 个成员国之间

的利益和资源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也是理解欧盟面对周边区域国家不同的入

盟进程和政策反应的重要方式ꎮ 同时ꎬ 欧洲与周边区域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关系似

乎停滞不前ꎬ 甚至是失败的ꎬ 如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中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巴塞

罗那进程下的中东北非国家ꎮ 在西巴尔干国家入盟问题上ꎬ 欧盟迟迟未能确定时

间表ꎬ 极大挫伤了这些国家加入欧盟的热情⑤ꎮ 区域平台是地理位置相近国家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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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解决相关问题的有效路径ꎮ 欧盟在其 “势力范围” 内无法提供秩序和维持权

威ꎬ 更难以发挥影响力以推行其制度与规范ꎮ 因此ꎬ 欧洲一体化是使欧洲重新获

得监管全球资本主义和捍卫其地缘政治利益的筹码ꎬ 还是作为全球 “平衡力量”
的特殊角色ꎬ 仍是基于区域一体化的区域观的争论焦点ꎮ

(二) 基于区域间合作的区域观

区域间合作的区域观首先源于区域研究出现质的飞跃ꎮ 经过数十年的理论发

展ꎬ 区域主义经历了从新区域主义到区域间主义ꎬ 再到比较区域主义的演进ꎬ 成

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领域①ꎮ 就其理论含义而言ꎬ 区域间主义是一种多维合作

形式ꎬ 区域间主义不仅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而且是国家治理体系的

外部制度架构ꎮ 区域间的互动强调的是两个及以上区域的各类行为体 (尤其是国

家和一体化组织) 通过区域间制度化联系来管理一系列共同问题②ꎮ 同时ꎬ 我们

正目睹着区域组织间关系的快速发展ꎬ 如欧盟、 东盟、 非盟、 南方共同市场等一

体化组织作为区域间合作框架的合作伙伴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区域组织间关系的辩

论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启动的欧盟与拉美 “里约进程”ꎮ １９９６ 年ꎬ 亚欧会议

(ＡＳＥＭ) 在曼谷启动ꎬ 这是连接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多边平台ꎬ 也是亚欧之间最

具影响力的综合伙伴关系ꎬ 成为亚洲和欧洲间重要的跨区域政府间论坛ꎮ
欧盟全球战略所涉及的区域包括非洲、 亚洲、 中亚、 东欧、 欧亚、 拉美和加

勒比海区域、 中东和北非区域、 北美、 太平洋、 西巴尔干、 西欧等③ꎮ 欧洲在各

个区域都拥有安全和其他利益ꎬ 涉及网络、 海洋和太空等战略领域ꎮ 其中ꎬ 非洲

是欧盟的地缘政治优先区域之一ꎬ 双方有着密切的经济、 历史、 文化和地理联

系ꎮ 欧非关系以两个相辅相成的框架为基础ꎬ 分别是欧盟—非洲伙伴关系和欧盟

—非加太伙伴关系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 欧盟—非洲峰会通过了 “面向 ２０３０ 年共同愿

景”ꎬ 确定了四项优先议题ꎬ 非洲—欧洲全球门户投资一揽子计划ꎬ 加强和平与

安全合作ꎬ 移民和流动性ꎬ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多边主义④ꎮ 随着全球重心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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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步伐加快ꎬ 亚太区域成为欧盟推进区域合作的重点对象ꎮ 自 １９７７ 年以来ꎬ
欧盟和东盟一直是对话伙伴ꎬ 双方致力于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有效多边主

义、 自由和公平的贸易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ꎬ 欧盟与东盟在第 ２３ 届欧盟—东盟部长级

会议之后成为战略伙伴关系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ꎬ 欧盟出台 «印太合作战略»ꎬ 希望成

为塑造印太区域秩序的重要域外力量ꎮ 欧盟将视野转向印太区域ꎬ 是欧盟对不断

变化的地缘政治现实的承认ꎬ 也意味着欧盟试图重新平衡其对东欧、 高加索、 北

非等区域的关注①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通过的 «欧盟中亚战略» 表明中亚是欧盟推进区

域间合作的重点区域ꎬ 凸显了中亚在欧盟全球战略中地位的不断上升②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出台的 «欧盟互联互通战略»、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启动的欧盟 “全球门户计划” 均

指出欧亚区域对欧盟的利益至关重要ꎬ 欧盟通过区域间合作的路径实施全方位的、
可持续的、 基于规则的互联互通战略③ꎮ 总的来看ꎬ 欧盟推进区域间合作路径是基

于一体化逻辑的区域观的外溢ꎬ 是区域性力量转向全球性力量的战略立足点ꎮ
但是ꎬ 欧盟周边区域的冲突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对欧盟构成了直接的安全

威胁ꎬ 由于来自各方的地缘政治、 经济和意识形态压力ꎬ 欧盟面临 “战略收缩”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 的风险④ꎮ 在 ２０１６ 年欧盟 «全球战略报告» 中ꎬ 欧洲外交

战略有所收缩和回调ꎬ 一方面强调有原则的实用主义ꎬ 另一方面则淡化在周边区

域推广其规范价值观和良治理念ꎻ 同时ꎬ 该报告还着墨于西亚、 北非、 中亚等欧

盟大周边区域ꎬ 希望建构合作性的区域安全秩序ꎬ 加强区域联动和制度韧性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 乌克兰危机升级进一步给欧盟带来冷战后最直接、 最严重的安全挑

战ꎬ 刺激欧洲地缘政治的 “觉醒”ꎬ 促使欧盟不得不重新思考其周边乃至欧亚秩

序的未来图景ꎮ 为此ꎬ 欧盟必须适应全球地缘政治中深刻的结构性变化ꎬ 回应欧

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差异性趋势ꎬ 以及提供欧盟关于欧亚区域的未来秩序愿景ꎮ
总的来看ꎬ 欧盟的区域观隐含着某种程度的扩张主义和普世主义的立场ꎬ 甚

至以帝国形式表现出来ꎮ 欧盟的区域观在一定程度上暗含着 １９ 世纪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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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念ꎬ 基于 “欧洲中心主义” 的逻辑与其他区域打交道ꎬ 认为自身肩负着

“文明使命”ꎬ 强调欧洲是西方文明、 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源地ꎮ 西方自由主义

意识形态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发展成一种道德优越感ꎬ 认为其制度是最佳和唯

一的运作方式ꎮ 基于欧洲现代化经验ꎬ 欧盟成为向世界其他区域传播文明、 理念

的新 “使者”ꎬ 希望通过推广欧洲身份认同和欧洲公民的理念来积极促进其区域

观、 欧洲例外论和欧洲中心主义的 “神话” 能不断被塑造和被强化ꎮ 然而ꎬ 不

同于欧洲在世界体系长期扮演重要角色的认知ꎬ 贡德弗兰克 (Ａｎｄｒｅ Ｇｕｎｄｅｒ
Ｆｒａｎｋ) 基于 １５００ 年以来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发展进程的分析ꎬ 认为西方

霸权直到 １９ 世纪才真正出现①ꎮ 在此之前ꎬ 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是边缘性

的ꎮ 也就是说ꎬ 西方中心主义很少超越 １５００ 年后建立的欧洲世界秩序②ꎮ 此外ꎬ
西方内部的自由民主秩序也面临崩塌的风险ꎬ ２０２２ 年的美国中期选举显示特

朗普主义远未退潮ꎬ 法德两国内部政治掣肘愈加严重ꎮ 自冷战结束以来ꎬ 西方

世界对其制度优势和模式榜样过度自信ꎬ 扭曲了欧盟对自身和世界其他区域的

看法ꎮ 若欧盟仍标榜其是自由民主的榜样ꎬ 追求不切实际的全球霸权野心ꎬ 欧

盟将无法弥合自身内外政策的鸿沟ꎮ 这是因为意识形态帝国主义、 双重标准和

以欧洲为中心的区域观和秩序观对其他文化背景的包容度较低ꎬ 以欧洲为中心

的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和西方自由秩序加速被 “稀释和分散”ꎬ 欧盟的区域

观在欧亚区域秩序构建中面临多重困境ꎮ

二　 欧盟区域观调整与欧亚秩序困境

欧盟区域观关系到欧盟、 国家和全球等多个层面ꎬ 立足于兼顾周边区域和

世界其他区域ꎬ 以求基于一体化的和区域间合作的双重逻辑协同推进ꎬ 实现欧

盟构建区域乃至全球秩序的目标ꎮ 区域观与欧盟战略定位及欧盟同外部世界的

关系密切相关ꎮ 鉴于区域观受到多种因素和域内外国家战略选择的塑造ꎬ 欧盟

的区域观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演变ꎮ 欧盟在区域秩序构建中反映出的自身区域

观ꎬ 不仅关系到欧盟及其周边区域秩序构建ꎬ 也涉及欧盟与其他区域关系的互

动ꎮ 目前ꎬ 欧盟对周边和世界其他区域的关系定位处于变动之中ꎬ 正在一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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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贡德弗兰克: «白银资本: 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ꎬ 刘北成译ꎬ 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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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定位和关系架构下进行区域秩序构建ꎮ 在欧亚区域ꎬ 欧盟区域观及区域

秩序构建路径面临的冲击最为剧烈ꎮ 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凸显欧盟区域观及其构

建欧亚区域秩序的困境ꎬ 不仅体现在区域秩序构建的区域一体化逻辑与区域间

合作逻辑的碰撞ꎬ 还体现在区域秩序构建的经济收益和地缘政治手段之间的

撕裂ꎮ

(一) 区域一体化逻辑与区域间合作逻辑的错位

面对欧亚区域的复杂秩序构架ꎬ 欧盟区域观是多维的ꎬ 不仅希望推进区域一

体化进程ꎬ 还希望能积极开展区域间合作ꎮ 一方面ꎬ 欧盟加速在西巴尔干、 南高

加索、 乌克兰等区域和国家施加政策影响力ꎬ 通过区域间合作拉动一体化进程的

方式塑造欧盟周边区域秩序ꎮ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欧盟不得不调整原有的区域整合

路径ꎬ 更多通过区域一体化的逻辑同周边区域打交道ꎮ 另一方面ꎬ 欧盟希望通过

区域间合作的路径同欧亚区域的不同区域倡议对接合作ꎬ 如欧亚经济联盟、 上海

合作组织等ꎮ 大国在欧亚区域的竞争不仅涉及规范、 标准的竞争ꎬ 还关系到供应

链和产业链的竞争ꎬ 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一定程度上制衡甚至弱化了欧

盟在欧亚区域秩序中的地位ꎮ 俄乌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欧盟在欧亚区域被边

缘化ꎮ 鉴于欧亚区域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不同区域倡议构成的 “意大利面碗”①ꎬ
欧盟并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区域战略ꎮ 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欧盟无法有

效兼顾区域一体化和区域间主义的二元逻辑ꎮ 欧亚区域成为欧盟区域观双重逻辑

激烈碰撞的地缘空间ꎮ

１ 欧盟统筹其周边区域一体化面临考验

在乌克兰危机升级的背景下ꎬ 欧盟周边区域的重要性更加凸显ꎬ 影响到欧盟

自身平稳发展和周边区域安全ꎮ 一方面ꎬ 乌克兰危机加速欧俄关系的零和竞争态

势ꎬ 周边区域地缘政治竞争加剧ꎬ 其影响外溢到欧盟ꎬ 威胁欧盟制度体系和欧洲

秩序稳定ꎮ 假如欧盟无法与最邻近的国家和重要的战略伙伴共同制定政策ꎬ 欧盟

甚至不能被视作区域力量ꎬ 更不要说具有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实力的全球行为

体ꎮ 为了回应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日益增长的影响力ꎬ 欧盟不能再仅仅依靠经济

等变革性杠杆来吸引其周边国家ꎬ 还需要新的秩序结构来应对新的安全现实ꎮ 另

一方面ꎬ 巴尔干国家入盟和乌克兰入盟等议题相互交织ꎬ 困扰着欧盟如何通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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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逻辑平衡两大区域板块ꎮ 欧盟委员会前主席罗马诺普罗迪认为欧盟东扩应

该是 “在欧洲大陆上建立一个与美国平等的超级大国” 战略的一部分①ꎮ 扩大不

仅是让欧盟成长发展和输出规范的战略ꎬ 而且是打造 “欧洲超级大国” 的杠杆ꎮ
乌克兰危机加剧了国际秩序的 “板块化” “阵营化”ꎬ 而大国博弈的中间地

带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ꎬ 尤其是欧盟东部周边国家ꎮ 长期以来ꎬ 欧盟对西巴

尔干区域采取 “双轨战略”②ꎬ 补充欧盟双边关系和扩大对部分候选国 (和潜在

候选国) 的约束性条件ꎬ 并通过欧盟支持的平行结构和多边区域内倡议促进欧盟

标准的执行ꎮ 欧盟的基本逻辑是西巴尔干国家的欧洲一体化和西巴尔干区域内的

一体化相辅相成ꎬ 希望推进与西巴尔干国家的多层次、 差异化的经济一体化ꎮ 巴

尔干国家入盟是欧盟主导欧洲外交政策的议题领域ꎬ 也应该由此展示其战略自主

能力ꎮ 但是ꎬ 现有的制度安排无法充分应对欧洲一体化的困境ꎬ 也未能帮助恢复

欧洲周边区域的和平与稳定ꎮ 欧盟需要更多的政策工具才能推进周边区域一体

化③ꎮ 例如ꎬ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召开的欧盟—西巴尔干峰会ꎬ 欧盟希望借此为西巴尔

干区域合作提供新的动力ꎮ 由于西巴尔干国家的复杂性和欧盟国家利益诉求的多

样性ꎬ 欧盟在其周边区域的扩大是一个耗时多年的艰巨过程ꎬ 入盟速度与地缘政

治变化严重不相称ꎮ 与此同时ꎬ 乌克兰危机将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推到边缘位

置ꎬ 也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欧盟对其东部邻国政策的失败ꎮ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ꎬ 欧盟启动

东部伙伴关系计划ꎬ 为欧盟周边区域的一体化迈出重要一步ꎬ 但在东部伙伴的入

盟资格问题上一直含混不清ꎮ 欧盟一直采用灵活的主权概念来推进区域合作和一

体化进程ꎬ 比如模糊内政与外交事务的界限ꎬ 拒绝使用武力ꎬ 强调边界越来越无

关紧要ꎬ 寻求基于透明互信、 相互依赖的安全等ꎮ 自 ２０１３ 年克罗地亚加入欧盟

以来ꎬ 欧盟近十年未实现实质性扩大ꎬ 甚至已出现 “扩张疲劳”ꎮ 在乌克兰危机

的刺激下ꎬ 欧盟精英普遍支持乌克兰的入盟选择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ꎬ 欧洲理事会授予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等国欧盟候选国地位ꎮ 其中ꎬ 乌克兰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是欧

盟多年来扩大进程中的重要时刻之一ꎮ
但是ꎬ 欧洲内部对区域一体化整合路径的认知存在重大差异ꎮ 乌克兰危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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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进程始于 ２０１４ 年ꎬ 德国主导与西巴尔干地区接触的政府间倡议ꎮ 徐刚: «西巴尔干 “柏林进
程” 的进展及其前景述评»ꎬ 载 «欧亚经济»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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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暴露了欧盟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分歧和裂痕ꎮ 乌克兰等国的入盟问题眼下

被摆在了欧盟政策博弈的核心位置ꎮ 欧洲精英对乌克兰入盟的方式、 时间存在不

同意见ꎮ 这适用于欧洲一体化的长期发展逻辑ꎬ 比如德国支持的深化导向甚至联

邦模式与波兰采取的新主权思想相互对立ꎮ 在乌克兰危机中曝光度高的欧盟委员

会主席冯德莱恩极力推动乌克兰快速获得候选国地位ꎬ 并将其视为一种道德责

任ꎬ 称欧盟的未来取决于乌克兰ꎬ 因为乌克兰正在为西方价值观和民主原则而

战①ꎮ 冯德莱恩在 ２０２２ 年盟情咨文中提到ꎬ “如果没有西巴尔干、 乌克兰、 格鲁

吉亚和摩尔多瓦ꎬ 欧盟是不完整的”②ꎮ 虽然欧盟对乌克兰入盟已达成共识ꎬ 但

是不同国家持有差异性的思路ꎮ 比如ꎬ 法国总统马克龙称ꎬ 乌克兰入盟可能需要

数十年ꎬ 并提出 “欧洲政治共同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将其视为

组织欧洲国家的一种路径ꎬ 团结那些遵守西方秩序理念并希望寻求灵活合作形式

的欧洲国家③ꎮ 欧盟国家普遍支持建立 “欧洲政治共同体”ꎬ 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召

开首届领导人会议ꎬ 希望团结其他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应对紧迫的当代地缘政治挑

战ꎮ 德国总理朔尔茨虽支持欧盟扩大ꎬ 但认为需要改革欧盟现有决策机制ꎬ 尤其是

从全体一致原则转向有效多数原则④ꎮ 中东欧国家希望乌克兰实现北约扩员和欧盟

扩员的同步ꎬ 借此提升中东欧国家在欧盟中的话语权ꎮ 当然ꎬ 不排除一些欧洲精英

并未真正考虑乌克兰入盟给欧洲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带来的长期影响ꎬ 而是被情绪

政治和激情政治所左右ꎮ 目前判断乌克兰危机是否意味着欧洲在其周边区域推进一

体化的进程已经来到历史转折点还为时过早ꎮ 现在看来ꎬ 面对欧洲周边区域地缘政

治变化的历史转折时期ꎬ 欧盟被迫改变原有政策路线ꎬ 代之以欧盟扩大政策ꎬ 用一

体化的逻辑经略欧盟大周边区域ꎬ 但是欧盟并不能释放一个清晰的战略信号ꎬ 短期

内既无法理顺扩员与深化的关系ꎬ 也缺乏足够手段捍卫欧洲安全秩序核心原则ꎮ

２ 欧盟参与欧亚区域合作的能力遭遇掣肘

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ꎬ 欧盟认为其对欧亚区域合作的参与是一个极具挑战性

２１１

①

②

③

④

“Ｖｏｎ ｄｅｒ Ｌｅｙｅｎ ｓａｙｓ ‘ｍｏｒ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ｂｕｉｌｄ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Ｒｏｍｅ ｔｒｉｐ”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ｕｒａｃｔｉｖ
ｃｏｍ / ｓｅｃｔｉｏｎ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ｓｈｏｒｔ＿ ｎｅｗｓ / ｖｏｎ － ｄｅｒ － ｌｅｙｅｎ － ｓａｙｓ － ｍｏｒａｌ －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 ｔｏ － ｒｅｂｕｉｌｄ －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ｄｕｒｉｎｇ －
ｒｏｍｅ － ｔｒｉｐ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ꎮ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２０２２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ｖｏｎ ｄｅｒ Ｌｅｙｅｎ”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ｃｏｒｎｅｒ / ｄｅｔａｉｌ / ｏｖ / ｓｐｅｅｃｈ＿２２＿５４９３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ꎮ

“Ｆｒａｎｃｅ ｓｅｅｓ ｎｏ ＥＵ ｅｎｔｒｙ ｆｏｒ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ｂｅｆｏｒｅ ‘１５ ｏｒ ２０ ｙｅａｒｓ’”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ｕｒａｃｔｉｖ ｃｏｍ / ｓｅｃｔｉｏｎ /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ｆｒａｎｃｅ － ｓｅｅｓ － ｎｏ － ｅｕ － ｅｎｔｒｙ － ｆｏｒ －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ｂｅｆｏｒｅ － １５ － ｏｒ － ２０ － ｙｅａｒｓ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ꎮ

“Ｇｅｒｍａｎｙ’ｓ Ｓｃｈｏｌｚ ｓａｙｓ ＥＵ ｍｕｓｔ ｒｅｆｏｒｍ ｂ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ｃａｎ ａｄｍｉｔ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 ｅ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ｅｒｍａｎｙ － ｓｃｈｏｌｚ － ｓａｙ － ｅｕ － ｒｅｆｏｒｍ － ａｄｍｉｔ － ｕｋｒａｉｎｅ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ꎮ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欧盟区域观调整及对欧亚秩序的影响　

的问题ꎬ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俄罗斯选择了一种欧盟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的方式

来处理双方间的缓冲地带国家或共同邻居ꎮ 俄罗斯的世界蓝图是力图通过经济、
军事等机制重新整合原苏联区域ꎬ 为俄罗斯构筑经济发展平台和地缘安全空间ꎮ
而美国则积极通过北约等集团在政治上向俄罗斯极限施压ꎬ 因为美国的世界蓝图

是将国际社会打造为以其为中心的 “等级社会”ꎬ 建立 “中心—边缘” 式统治秩

序ꎬ 维护美国霸权主导的国际体系ꎮ 因此ꎬ 欧亚区域秩序构建面对各主要行为体

的力量博弈和规范竞合关系ꎮ
首先ꎬ 欧盟对欧亚区域秩序的构建在美俄矛盾之间摇摆ꎮ 欧盟一直试图通过

一体化和区域间合作两种逻辑整合其东部周边区域乃至整个欧亚区域ꎮ 欧盟的世

界蓝图是基于区域合作的、 依赖规则治理的、 以外部扁平化和内部多样化为特征

的国际体系ꎮ 但是ꎬ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ꎬ 欧盟只是其以欧亚大陆为重点的单极全

球战略的一个子要素ꎮ 美国作为欧亚秩序的最重要外部力量ꎬ 希望通过裹挟北约

和捆绑中东欧构建欧洲区域秩序ꎬ 不仅希望将俄罗斯排除在欧洲区域秩序之外ꎬ
更不愿欧亚区域出现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力量ꎮ 例如ꎬ 美国通过大西洋主义控制欧

洲ꎬ 并阻碍欧洲向欧亚区域靠拢ꎬ 使其不得不沦为美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客体ꎮ 但

是ꎬ 美国霸权正加速衰落ꎬ 给欧亚区域留下了大量权力真空地带ꎬ 欧盟也感受到

美国不断变化的利益和治理世界能力下降带来的影响ꎮ 欧洲希望与北约共同构建

欧洲区域秩序ꎬ 并将俄罗斯纳入到欧洲区域秩序之内ꎮ 与美国不同ꎬ 俄罗斯构想

的是一个多极而非单极的世界ꎮ 俄罗斯希望重整后苏联政治空间ꎬ 并将美国排除

在欧亚区域秩序之外ꎮ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ꎬ 欧盟是其大欧亚地缘政治愿景的一

部分ꎮ 欧盟在欧亚区域秩序的立场不得不面临欧盟与俄罗斯共同边界或共享地缘

空间的地位问题①ꎮ
欧盟关于欧亚区域秩序构建的设想还面临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问题ꎮ

欧盟处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ꎬ 欧亚经济联盟发源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②ꎬ 欧亚经

济联盟既是欧盟的机遇ꎬ 也带来巨大风险ꎮ 从机遇角度看ꎬ 欧盟将俄罗斯和其他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聚集在更广泛的多边 (区域) 框架内ꎬ 欧盟可以在其中发

挥平衡作用ꎮ 欧盟一直强烈倾向于在双边基础上而不是通过欧亚经济联盟与其成

员国打交道ꎮ 原因在于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的不完整性及其内部的离心倾向ꎬ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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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之间对俄罗斯更深入一体化政策的不同意见ꎮ 同时ꎬ 欧亚

经济联盟成为欧盟应对世界秩序不断向亚洲转移的平衡力量ꎬ 并为欧盟通过区域

间合作的逻辑参与塑造全球秩序提供了一种方式ꎮ 然而ꎬ 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演进

升级ꎬ 欧亚经济联盟对欧盟而言更多成为一种挑战ꎮ 俄罗斯在可预见的未来几乎

不可能成为欧洲更具建设性和合作性的伙伴ꎬ 因为俄罗斯的战略目标、 价值观和

对国家间关系的理解与欧洲有着较大差异ꎮ 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将欧亚经济联盟

打造为 “欧洲与亚太区域之间有效的联系环节”①ꎬ 但欧洲认为欧亚经济联盟不

是真正的经济一体化项目ꎬ 该区域经济治理格局、 模式尚处在初步形成阶段ꎬ 并

未建立起稳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②ꎮ 俄罗斯通过 “软” 霸权形式影响周边国

家外交政策ꎬ 确保俄罗斯充当欧亚区域的战略 “守门人”③ꎮ 欧俄关系是欧亚区

域治理的支撑ꎬ 欧洲与俄罗斯的妥协是欧亚秩序的基本条件ꎮ 但是ꎬ 欧盟与欧亚

经济联盟无法通过接触和协调来缓解欧俄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ꎮ
此外ꎬ 欧盟构建欧亚区域秩序无法离开中国的影响ꎮ 在欧盟看来ꎬ 俄罗斯和

中国分别利用欧亚经济联盟和 “一带一路” 倡议推进区域一体化项目ꎬ 但两者

在范围和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ꎮ 俄罗斯采取封闭的经济区域主义ꎬ 更符合俄罗斯

的保护主义议程ꎬ 而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旨在塑造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并基于

中国规范和标准的全球化议程④ꎮ 亚欧大陆是共建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重点区

域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合峰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提出 “要拓展本组织同联合国等

国际和区域组织交往”⑤ꎮ 上合组织回答了推进什么样的新型区域合作的问题、
如何推进新型区域合作的问题ꎮ 目前ꎬ 上合组织与欧盟机构的沟通磋商早已存

在ꎬ 有助于欧亚大陆形成安全稳定、 开放繁荣、 平等互利的合作空间⑥ꎮ 同时ꎬ
中俄在对接现有国家及区域一体化战略和项目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欧亚区域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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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达成重要共识①ꎮ 例如ꎬ 中俄共同致力于提高亚太区域和欧亚区域互联互通

水平ꎬ 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和 “大欧亚伙伴关系” 建设并行不悖、 协调发展ꎬ
推动区域组织发展及双多边经济一体化进程②ꎮ 但是ꎬ 有观点认为欧洲需要全面

扩大与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接触和 “加强协调”ꎬ 以对抗来自中国的 “欧亚

竞争”③ꎮ 比如ꎬ 欧盟通过 “全球门户计划” 稀释和遏制 “一带一路” 倡议的国

际影响力ꎬ 中欧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并未形成ꎮ 然而ꎬ 欧亚区域国家互联互通、 互

利合作、 共同发展是欧亚区域秩序构建的基础ꎮ

(二) 欧盟无法兼顾经济收益和地缘政治的平衡

欧盟区域观具体落实在欧盟的区域秩序构建当中ꎬ 需要依靠多重政策手段和

工具ꎮ 一直以来ꎬ 欧盟的强项是经济贸易和政治建设方面的软实力ꎬ 但缺乏军事

安全方面的硬实力ꎮ 欧盟更多的是通过经济政策工具来推行其区域观ꎬ 比如欧洲

单一市场的吸引力、 欧盟援助和投资的牵引力ꎮ 随着欧洲一体化遭遇国家主义回

归和大国竞争加剧的内外双重掣肘ꎬ 欧盟的区域观发生了偏转ꎬ 对自身发展道路

和区域定位更加谨慎甚至悲观ꎬ 手段也愈加凸显地缘政治和安全维度ꎮ 乌克兰危

机进一步暴露出欧盟缺乏确定战略利益的能力和实现这些利益的手段ꎬ 仅凭经济

手段无法完全贯彻欧盟的区域观ꎮ 在全球南方ꎬ 欧盟不被视为全球经济或治理中

的监管者和标准制定者④ꎬ 欧盟无法说服非洲、 拉美和中东区域的国家站在西方

一边ꎬ 联合国对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多轮投票结果就是鲜明例证ꎮ 在亚欧区

域ꎬ 俄罗斯的战略选择揭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浅显与谬误ꎮ 欧洲对俄罗斯施加多

轮制裁的 “反噬效应” 令欧洲国家深陷能源危机⑤ꎬ 欧洲经济持续承压ꎮ 因此ꎬ
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ꎬ 欧盟不得不在区域一体化与区域间合作中动态使用多重

工具ꎬ 尤其是调整经济利益逻辑和地缘政治逻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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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经济牵引力有所下降

欧洲一体化带来欧盟国家商品、 资本、 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ꎬ 扫除或减少了

贸易和投资障碍ꎬ 成为谋求经济发展和区域治理的重要路径ꎮ 如果忽略经济的驱动

因素ꎬ 区域概念就难以描述ꎮ 一体化的传统文献认为自由贸易框架将逐步向完全的

经济一体化迈进①ꎮ 除了经济意义之外ꎬ 一体化进程还对大量政策议题和领域产生

影响ꎮ 从卡尔多伊奇的欧洲共同体意识到厄恩斯特哈斯对一体化的愿景ꎬ 均指

向的是政治行为体被说服将其忠诚、 期望和政治活动转移到一个新的权威或政治中

心②ꎮ 如果忽视经济和安全驱动力的作用ꎬ 我们很难称之为一体化进程ꎮ 但是ꎬ 自

由贸易区和安全联盟只是一体化的方式而不是目标ꎮ 欧洲区域主义的悖论在于ꎬ 它

是为了追求更深层次一体化的目标而设计ꎬ 而经济在其中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ꎮ 正

因为如此ꎬ 安全、 不平等或政治偏好正冲击着一体化进程中的经济合作议题ꎮ
从区域一体化来看ꎬ 欧盟层面的 (再) 分配机制是实现欧盟公平秩序和成

员国之间平等的重要调节过程和结果ꎮ 然而ꎬ 如果欧盟无法获得民族国家的权威

和国家公民的认同ꎬ 欧盟不仅会被政治化ꎬ 其合法性危机还会加剧ꎮ 欧洲一体化

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强调经济和市场的力量ꎬ 尤其关注财政赤字、 经济增

长率、 失业率、 物价水平等经济指标ꎮ 然而ꎬ 这带来的恶果之一是欧洲一体化的

政治、 社会乃至安全基础不够牢固ꎮ 再加上 “最低限度的欧洲一体化”③ 带来的

经济缺陷得不到欧洲政治层面的调控ꎬ 反而使欧洲一体化整体计划受到损害ꎮ 欧

盟通过 “胡萝卜和大棒” 政策推进其一体化进程ꎬ 使欧盟成员国和周边区域国

家更接近欧盟标准ꎮ 类似于俄乌冲突这样给欧盟带来经济衰退和安全威胁的危

机ꎬ 在欧盟周边区域更易出现ꎬ 因为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断层线是区域经济动荡

的结果ꎮ 鉴于欧盟是西巴尔干地区最大的投资者和贸易伙伴ꎬ 乌克兰危机引发的

欧盟经济滞胀必然会外溢到西巴尔干国家ꎮ 为此ꎬ 欧盟极力争取西巴尔干地区ꎬ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召开的欧盟—西巴尔干峰会旨在协助西巴尔干国家应对能源危机ꎬ
并提供一项 １０ 亿欧元的补贴计划ꎮ 但是ꎬ 欧洲一体化内部差异及其引发的结构

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欧盟的吸引力ꎬ 再加上欧盟相对经济规模和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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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一步下降ꎬ 欧盟对周边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牵引力有所下滑ꎮ
从区域间合作看ꎬ 欧盟将其区域一体化的模式和规范扩散到其他区域一体化

组织ꎬ 并由此加强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存ꎬ 保障其地缘战略、 经济和安全需求ꎮ
默克尔和马克龙等欧洲政治家曾一度支持 “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之间就贸易问题

进行谈判”ꎬ 希望通过区域集团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来构建一个共同经济空间①ꎮ
历史上ꎬ 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经济互助委员会在塑造区域秩序上的不对称ꎬ 导致两

种组织架构和秩序理念的对立ꎮ 因为对立和相互排斥的军事和经济组织的存在ꎬ
１９４５ 年后的欧洲是两个意识形态冷战集团对称和平行发展的完美体现②ꎮ 冷战

后ꎬ 欧盟与俄罗斯主导的区域合作项目之间的不对称性愈加凸显ꎮ 乌克兰危机升

级后ꎬ 欧盟与俄罗斯在经济甚至能源领域脱钩ꎬ 呈现出 “经冷政冷” 的态势ꎬ
经济制裁层层加码、 政治互动停滞不前、 安全对抗愈演愈烈ꎮ 欧盟与俄罗斯的制

裁与反制裁不仅加剧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紧张态势ꎬ 导致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

挑战骤增ꎬ 还推高全球通胀ꎬ 甚至自身也深陷经济滞胀困局ꎬ 给全球其他行为体

带来负面影响ꎮ 欧盟与俄罗斯正将共同的周边区域变为分裂的周边区域ꎮ 因此ꎬ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关键参与者ꎬ 欧盟无法实现与欧亚区域关键行为体的良性互动

进一步强化了 “全球化终结” “新冷战” “平行体系” 等全球秩序的变迁趋势ꎮ

２ 地缘政治欧洲的觉醒

在欧洲一体化项目中ꎬ 安全的内部和外部维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强烈的辩证

关系ꎮ 欧盟的 “安全” 取决于与其他国家的接触ꎬ 即 “欧盟内部安全取决于其

边界之外的和平”③ꎮ 冷战结束后ꎬ 欧盟与俄罗斯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和平关系④ꎮ
２０２２ 年欧盟 «战略指南针» 提出ꎬ 欧盟的 “安全” 取决于 “影响其内部安全的

外部威胁”⑤ꎮ 一个核心的安全议题是增强欧盟东部和南部国家及其社会的韧性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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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作为实现欧盟与周边区域更大的相互联系、 繁荣和安全的一种手段ꎮ 更重要

的是ꎬ 韧性更多是强调欧盟成员国自身安全ꎬ 将安全归结为保护其免受外部威

胁ꎬ 这就需要欧盟成员国加强合作ꎬ 以应对各种危机和威胁ꎮ
近年来ꎬ 地缘政治博弈和大国竞争回归刺激欧盟愈发通过安全视角来审视和

推进其区域观ꎮ 俄乌冲突被认为是欧洲历史上的结构性变化ꎬ 这进一步促使欧洲

精英重新思考欧盟的定位与发展路径ꎮ 法德领导人均强调重塑欧盟与其邻国关系

的地缘政治紧迫性ꎬ 认识到欧盟扩大的必要性ꎬ 也强调欧盟制度改革的重要性ꎮ
比如ꎬ 欧盟成员国身份正轻率地用在乌克兰等东欧国家ꎬ 但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

进程迟迟未能有所突破ꎬ 这加剧了欧盟周边区域国家对欧盟规则的怀疑ꎮ 此外ꎬ
欧盟在中亚扩散西方价值理念面临三重困境①ꎬ 尤其是俄罗斯对欧盟形成的规范

竞争以及中亚国家对欧盟规范议程的认知偏差ꎮ 欧盟认为自由民主、 多元主义仍

具有吸引力ꎬ 马克龙强调欧洲建立在平衡自由与团结、 传统与进步的世界独特模

式之上②ꎮ 但自由主义者对欧盟和世界的形象改造已被证明是虚幻的ꎮ 正如塞缪

尔亨廷顿指出的ꎬ 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 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ꎬ 而是

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③ꎮ
乌克兰危机升级迫使欧洲人重新考虑它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它们参与国际

事务的方式ꎮ 欧洲人甚至将其规范性力量的标签抛弃在竞争激烈的地缘政治环境

之中ꎮ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欧盟向外界释放的信号是 “地缘政治欧洲的觉醒”ꎬ 致

力于提升军事实力以及制定安全和外交政策的能力ꎬ 投射的形象是作为地缘政治

行为体的欧盟ꎮ 向乌克兰提供候选国地位是关键的地缘政治举措ꎮ 欧盟希望利用

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地缘政治窗口提高其制度能力ꎮ 比如ꎬ “欧洲政治共同体” 为

欧洲制定一个共同的政治愿景ꎬ 超越其成员的国家差异ꎬ 并使它们的行动具有道

德合法性和共同目标ꎮ 这背后是欧洲精英基于欧洲核心价值观和地缘政治原则ꎬ
寻找欧洲国家政治合作的新空间ꎮ 和平主义理念认为欧洲一体化的倒退无法保证

欧洲大陆上的集体安全秩序ꎬ 甚至将使欧洲再次面临战争威胁ꎮ 欧盟的邻国正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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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个可保证集体安全与稳定的政治空间ꎬ 但是ꎬ “地缘政治欧洲” 的形象、 欧

洲统一的步伐并不及预期ꎬ 欧盟的存在与其国际影响力之间存在显著差距ꎮ 目

前ꎬ 欧盟持续增加国防预算投入ꎬ 加强在安全防务领域的协调ꎬ 但仍不能摆脱美

国和北约在欧洲安全格局中的领导地位得到强化的困局ꎮ 此外ꎬ 与其他主要国际

行为体不同ꎬ 欧盟的形象更需要确保其软实力与更强大的军事能力相平衡ꎮ

表 １　 欧盟区域观下的欧亚区域秩序

欧洲区域观的两重维度 区域间合作逻辑占主导 区域一体化逻辑占主导

经济逻辑占主导 灵活合作的秩序 多元竞争的秩序

安全逻辑占主导 力量均衡的秩序 零和博弈的秩序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ꎮ

展望未来ꎬ 欧盟区域观下的欧亚区域秩序有四种可能出现的图景ꎮ
图景一ꎬ 欧盟的区域观由经济逻辑和区域间合作逻辑占主导ꎬ 欧亚区域将会

呈现出一种灵活合作的秩序ꎮ 欧亚区域秩序将兼顾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和欧盟腹地

的稳定ꎮ 欧亚区域中的各种跨区域合作伙伴关系将建立最大限度的灵活合作体

系ꎬ 将各个区域集团联系起来ꎮ 各区域组织和倡议相互重叠和嵌套是此种区域秩

序的基本特征ꎬ 各区域组织和倡议加强金融、 贸易、 经济、 制度、 运输的互联互

通ꎬ 维持欧亚区域的经济发展与和平稳定ꎮ
图景二ꎬ 欧盟的区域观由经济逻辑和区域一体化的逻辑占主导ꎬ 欧亚区域将

会呈现一种多元竞争的秩序ꎮ 这符合德国对欧亚区域秩序的理解ꎬ 比如德国通过

“以贸促变” 和 “东方政治”ꎬ 将 “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洲” 作为经

济目标ꎮ 但是ꎬ 欧盟将会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以及中国 “一
带一路” 倡议在欧亚区域的竞争ꎮ

图景三ꎬ 欧盟的区域观由安全逻辑和区域间合作逻辑占主导ꎬ 欧亚区域将会

呈现一种力量均衡的秩序ꎮ 欧盟连同美国塑造并强化北约覆盖的欧洲—大西洋空

间强化与上合组织覆盖的欧洲—亚洲空间之间的对立ꎮ 欧盟尽可能在欧亚地区中的

北约覆盖区域与俄罗斯势力范围之间找到新的力量平衡ꎮ 但是ꎬ 这种均势秩序高度

依赖世界格局的变动、 中东欧成员国的立场以及欧俄关系的互补性ꎮ
图景四ꎬ 欧盟的区域观由安全逻辑和区域一体化的逻辑占主导ꎬ 欧亚区域将

会呈现一种零和博弈的秩序ꎮ 欧盟受制于美国霸权的主导地位ꎬ 欧俄关系陷入长

期对抗态势ꎬ 欧盟将继续被边缘化甚至陷入瓦解ꎮ 面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极限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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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ꎬ 俄罗斯极力突破遏制ꎬ 欧洲一体化面临俄罗斯反向施压的风险ꎬ 欧俄关系螺

旋式下滑ꎬ 冲击欧亚区域乃至全球秩序的稳定ꎮ 因此ꎬ 欧盟在欧亚区域秩序构建

过程中需要不断校准欧盟的区域观ꎮ

三　 总结与展望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 “超级竞争的新时代”①ꎬ 国际秩序正处于转型过程中ꎬ
世界发生着更广泛和深刻的转变ꎮ 这意味着和平与战争二元分类的时代已经一去

不返ꎬ 地缘政治、 地缘经济和地缘技术博弈交织在一起ꎮ 区域观的指涉对象是区

域秩序的构建ꎬ 而区域秩序构建不得不面临秩序边界的问题ꎮ 全球化与国际化创

造了开放的或多孔化的区域ꎮ 这带来 “新中世纪式” 的领土概念ꎬ 表明地理空

间、 政治、 忠诚和身份正变得更加复杂②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欧盟面临着全球、 区

域和内部的多维挑战ꎬ 欧洲增长模式所仰赖的开放性国际经济体系正在发生变

化ꎬ 欧洲与跨大西洋关系的基石正在动摇ꎬ 欧盟依赖的区域和平秩序正在遭到破

坏ꎮ 因此ꎬ 欧盟对欧亚区域秩序的构建不仅需要欧盟自身调整其区域观并协调不

同政策路径ꎬ 更要协调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ꎮ
区域秩序的构建和塑造需要遵循由近及远的路径ꎮ 首先ꎬ 欧盟区域观需要解决

内部秩序问题ꎮ 冷战结束后ꎬ 欧洲不仅将自身塑造为世界政治的主要舞台ꎬ 更将其

作为未来世界治理的实验室ꎮ 目前ꎬ 欧洲一体化展现出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 欧洲

化和再国家化、 超国家主义和政府间主义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论逻辑ꎬ 强化了欧洲的

撕裂状态ꎬ 也增加了欧洲面临的安全挑战ꎮ 其次ꎬ 欧盟区域观需要面向其周边区

域ꎮ 欧盟扩员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欧盟内部边界ꎬ 极大改变了欧洲外部边界ꎮ 欧盟一

直试图通过创新的制度框架来降低领土边界的重要性ꎬ 一体化意味着内部边界的逐

步消失和新的外部边界的逐渐出现ꎮ 在欧盟东扩后ꎬ 欧盟构建 “同心圆欧洲” 和

“以欧盟为中心的大欧洲”③ 的想法愈加强烈ꎬ 并通过与北约协同将欧洲—大西洋

空间向东扩展ꎮ 再次ꎬ 从欧盟与其他区域的关系来看ꎬ 欧盟主要通过区域性秩序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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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欧盟区域观调整及对欧亚秩序的影响　

建来实现自身战略目标ꎬ 利用区域平台实现战略利益ꎬ 借助区域机制拓展战略空

间ꎮ 区域秩序构建不仅有助于区域内部经济和政治进程的优化ꎬ 也有助于区域间和

全球治理进程的优化ꎮ 最后ꎬ 欧盟区域观还要辐射到欧亚区域的其他板块ꎬ 比如欧

盟与欧亚经济联盟、 上合组织覆盖的区域板块ꎬ 不同区域间的合作和协调将会越来

越重要ꎮ 随着欧盟与该区域的国家距离越远ꎬ 欧盟越来越难以通过区域一体化逻辑

和安全逻辑整合该区域ꎬ 而是选择区域间合作逻辑和经济逻辑与该区域进行合作ꎮ
因此ꎬ 构建区域秩序需要立足于欧盟自身的身份定位及其周边区域ꎬ 然后扩散到其

他区域乃至全球区域ꎬ 但这个过程中要不断调整构建区域秩序的政策手段ꎮ
区域秩序建构和塑造需要利益攸关方的有效协调ꎮ 作为国际经济和政治利益重

叠的广阔空间ꎬ 欧亚区域的利益攸关者众多ꎬ 欧盟内部差异性在增加ꎬ 欧盟、 俄罗

斯、 中国和美国也对该区域施加影响ꎮ 尤其是欧盟和俄罗斯的区域观分歧在增加ꎬ
欧盟和俄罗斯对欧洲安全架构的制度设计和路径维持缺乏互信和共识ꎮ 欧盟区域观

面临的两个最重要的优先事项分别是以保证共同繁荣的方式解决不平等现象ꎬ 以及

振兴西方安全秩序ꎬ 以保障欧亚区域的和平与稳定①ꎮ 但是ꎬ 欧盟内部在欧洲主义

和大西洋主义之间不断摇摆ꎬ 增加了欧盟区域秩序构建的矛盾性ꎮ 如果大西洋主义

占主导ꎬ 欧盟构建欧亚区域秩序将会更加受到美国的影响ꎬ 从而增强与俄罗斯的战

略竞争ꎮ 同时ꎬ 俄罗斯的区域观不允许俄罗斯作为次级伙伴被纳入进欧洲—大西洋

秩序ꎬ 而是强调自身作为安全提供者对区域秩序的塑造ꎮ 同时ꎬ 俄罗斯试图主导欧

亚秩序与俄罗斯力求融入欧洲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②ꎮ 目前ꎬ 俄罗斯转向东方和

“大欧亚伙伴关系” 的地缘政治概念对西方战略作出了反应ꎬ 俄罗斯希望通过东向

战略获得西向战略的主动ꎬ 拒绝以欧盟为中心的战略构想ꎮ 欧盟与俄罗斯的经济优

先关系被政治和安全对抗所取代ꎮ 可以预见ꎬ 乌克兰危机后新的欧亚区域秩序不会

自动产生ꎬ 而是需要关键行为体的战略谋划ꎬ 建立信任措施、 恢复军备控制、 推进

政治对话、 管控分歧和避免误判ꎮ 面对欧亚区域秩序乃至更大的全球秩序ꎬ 欧盟如

何在区域一体化与区域间合作的双重逻辑中取舍ꎬ 已经陷入两难甚至多难境地当

中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用以平衡经济收益和地缘政治的工具手段值得持续观察ꎮ 总的

来看ꎬ 欧盟的区域观提供了一个审视区域秩序构建和转型的重要视角ꎮ
(责任编辑　 聂俣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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