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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 东欧国家发展道路的再思考

高 歌

【 内 容提要 】 本文探讨 了 与 中 东 欧国 家发展道路相关 的若干 问 题
，
认为

： （ 中

东 欧国 家 自
一战结束至今大都仰仗大 国 或大 国 集 团 的保护

，
这种状况源 自 环境和 决

定的共 同作用 。 然 而
，
大 国 或大国 集 团 并不 总是能给中 东 欧国 家以安全保障 ， 中 东 欧

国 家应学会在 大 国 集 团 内 、在 大 国 博 弈 中保全 自 己 并 实现 自 身 利 益最 大化 。 （ 中

东 欧国 家加入北约和欧盟后
， 其

“

欧洲 化
”

道路 出 现 某 些 失范 的 迹象 ，
但多 重 因 素保

证 了
“

欧洲 化
”

道路不会逆转 。 （ 从西 欧 国 家制 度模式和西 方社会的 本质特征看 ，

中 东 欧国 家的 内 政外交已 大体与 西 欧国 家趋同
，
它们 在 西欧 国 家制度模式的框架 内

接受或改造西 欧国 家的 某种既有体制 ， 在北 约 和欧盟框架 内 选择符合 自 身 利 益的 外

交政策 。

【 关 键 词 】 中 东 欧国 家 欧洲 化 民主制 市场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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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近 年间 ， 认为永久中立 国起 ， 在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历

中东欧国家先后 四次确定了不 同的发展道路。 笔 次国际战争中均保持中立 国家得以存续
，
疆界也

者在 《对中东欧国家发展道路的思考》 以下简 未有变更 。 此外 ，
二战结束后的芬兰奉行中立政

称 《 思考》 ）

一

文中对其曲折多变的发展背后一些 策
，
苏南冲突后的南斯拉夫倡导不结盟运动

， 它们

相似特征进行了总结 。 然而 这些总结远不足 以 在苏联与美国 的对峙中 、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之外存

展现中东欧 国家发展道路的全貌
， 对这一纷繁复 活了下来 。 为什么大多中东欧国家不能像上述国

杂并仍在演进的进程需要不懈的探索和反思 。 家那样不依靠大国或大国集团的保护而生存呢？

《難一減 过钱赃》
一鸭

—

中东欧国家的生存为何要 帛《 。

仰仗大国或大国集团的保护？ 环境是生活对我们的赋予
，
它构成了我们所称的世

界 。 生存并不能选择它的世界
，
生存本身就 自 然地

《思考》认为 中东欧国家在其近一个世纪的 处在一个特定的不可转换的世界中
，也就是当前的

发展中 ， 始终处于大国之间 ， 大都仰仗大国或大国
世界中 。 我们的世界就是包含了我们的生存命运

集团的保护 。 那么 ， 处于大国之间 的小 国必须依
的整体 ，餓种整体的命运则不是机械的 。 我们并

靠大 国或大国集团的保护才能生存吗 ？

① 練 《柳総目家錢舰 考 》
，
载 《 俄罗 斯中

等国之间 的瑞士
， 自 年在维也纳会议上被确 亚东欧研究》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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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射出的步枪子弹那样运行 ， 因为子弹的轨迹是 受大国保护
一条路可走 ， 亦可选择并坚持不依靠

事先确定的 ， 而我们
一进入这个世界 我们 的命运 大国保护的生存之路 。 年后 的瑞士 、 二战结

就和子弹的命运完全相反 。 并没有一定的轨迹强 束后的芬兰和苏南冲突后的南斯拉夫能够不依靠

加于我们 我们面对着各种轨迹 而且我们经常努 大国保护而生存 ， 除得益于较为有利 的 国际环境

力去选择 。

”

正是环境和决定使得中东欧国家多 外 ，
三 国的决策起到 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 瑞士有

仰仗大国或大国集团的保护求得生存。 奉行中立政策的传统 ， 不论战争还是和平时期 ，都

处于大国之间的 国家通常具有十分重要的 战 一如既往地坚守中立 。 芬兰在二战结束后清醒地

略地位 ， 是大 国或大国集团 争夺和控制 的对象
， 认识到 自 己在强邻面前的弱势地位 认识到芬兰

其生存环境在相 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或大 国集 的命运几乎完全取决于它与苏联的关系 ， 以对苏

团 的政策 。 瑞士的永久中立地位是俄 、英 、 奥 、普 友好换取了 国 家的 中立和生存 ，

“

在西 欧和苏联

根据
“

均势
”

原则重构欧洲政治版图 的产物 。 这 之间发挥外交和经济桥梁的作用
”

。 南斯拉夫
一地位能够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而不受损害 ， 除了 为摆脱苏南冲突后孤悬于苏联阵营之外的危险境

瑞士为维护 中立所做的努力外 也与交战国 出 于 地
， 凭依强大的国 内支持 ， 谋求联合国非常任理事

各种考虑不打算人侵瑞士有关 。 冷战时期苏美等 国席位、 寻求西方援助等措施 ， 倡导不结盟运动 ，

东西方大国都愿意把中立的瑞士看作是两大阵营 从而不仅在东西方阵营之外生存了下来 ， 而且提

之间的避风港 。 冷战结束后 ， 瑞士的中 立地位继 髙了国际地位和威望 。

续得到各大国的认可和尊重 。 芬兰在二战结束后 相 比之下 ， 绝大多数中东欧 国家似乎更愿意

的中立得益于苏联的
“

宽容对待
”

南斯拉夫在 仰仗大国或大国集团的保护求得生存 。

一战结束

苏南冲突和被赶出 苏联阵营后能够生存下来
， 也 后 ， 中东欧国家本应消除分歧 ， 加强合作 ， 以集体

是得益于苏联对越过波 、 捷 、匈 、 罗 出兵讨伐和对 的力量抵挡大 国的威胁 。 可是 ， 在大 国 主导 的凡

美国 的核优势有所顾忌 ，
以及美国 等西方国 家的 尔赛体系下

，
曾经长期依附于大国羽翼之下 、 内部

经济和军事援助 。 又矛盾重重的中东欧国家根本不可能走上这条理

相 比之下 ， 绝大多数 中东欧国家
“

作为被古 想之路 ， 而是分别投靠了法国和意大利 。 冷战结

代历史仇恨弄得四分五裂的弱小国家组成的重要 束后 ，
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都把争取加人欧共体

缓冲地区
，
向来受邻近的大国操纵和剥削以 实现 欧盟和北约 、 寻求

“

回归欧洲 作为外交战略的重

它们 自 己的 目 的 ， 它们
“

无力填补这个地区不可 中之重。 唯有二战结束之初 ， 中东欧 国家似乎不

避免地出现的权力真空
”

，

“

注定要成为一个大 国 想把 自 己 的命运交与某一大国 ， 而试图在大 国之

的势力范围 。

”

这影响 、 有时甚至决定了它们依 间走平衡路线 。 但这种尝试很快便因冷战爆发和

靠大国或大国集 团保护 的生存状态 。

一

战结束 苏联控制 的加强而告终 。

后 ， 法意在中东欧扩大影响的需要恰与中 东欧 国 环境和决定的共同作用致使中东欧国家多仰

家的对外政策 目 标不谋而合 ， 很快便形成了 中 东 仗大国或大 国集团 的保护求得生存 。 那么
，
大国

欧国家分别 以法意为靠山 的局面 。 二战结束 、 尤 或大国集 团的保护真的 能给中东欧国家的生存以

其是冷战爆发后 ， 面对美苏 的尖锐对立和苏联控 保障吗 ？

制的加强 ， 中东欧国家别无选择 ， 只 能加入苏联为

首的阵营 。 冷战结束后 美苏两极格局崩溃 ， 俄 ① 〔 西班牙 〕 圣地亚哥 加奥纳 弗拉加 《 欧洲
一

体化进

罗斯的撒手和西方的犹疑
一

时使中东欧国家落入 过去与现在 》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年 版 ， 第
页 。

“

真空
”

。 随着欧共体 欧盟 和北约东扩进程的 ② 苏联担心把芬兰纳 人庵下会把 中立—典推人西方的

开启 和越来越多的 中东欧国家的加入 ， 欧共体 欧

盟和北约增强 了 力量 。 与此同时 ， 俄罗斯的 国 力 主编 《 东欧共产主义》 黑龙江人民出 社 年版 第

亦有所恢复 。 中东欧国家处于美国及其为首 的北 代

苏联阵 世纪 年

约 欧盟与俄罗斯之间 ⑤ 年 月
， 欧共体正式改称欧洲联盟 。

°

⑥
，

然而 ， 在大国主导 的世界里 ， 小国并非只有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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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结束后与法意结盟并没有给 中东欧国家 盟决策 的行动 。 此外 ， 年上半年 、 年上

持久的保护 。 英法将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割让 半年 、 年上 、下半年 斯洛文尼亚、 捷克 、匈牙

给德国 意大利 占领阿尔 巴尼亚 。 二战爆发后
，
波 利和波兰相继担任欧盟轮值主席 国 ， 它们借这一

兰被德国灭亡 ， 南斯拉夫遭德国 、 意大利 、匈牙利 机会 推动所关注的议程 扩大在欧盟 内外的影响

和保加利亚肢解
，
就连加入轴心 国 阵营的罗 马尼 力 。 或许今后 ，

“

不同利益层面将会出现相关成

亚 、 匈牙利和保加利 亚也没有逃脱德军的进驻 。 员国之间 的相对稳定 的或非 固定的利益组合 从

二战结束后与 苏联结盟的确带给 中东 欧 国家 而打破原来的以法德为核心的框架式的长期而相

余年相对安全的环境 。 然而 ， 这并非表明 ，
离 了苏 对稳定的成员国合作关系

”④
， 中东欧成员 国将因

联的保护 中东欧国家便无法生存 。 事实上 在苏 此拥有维护 自身利益的更为有效的方式 。

联
“

保护
”

下 ， 中东欧国家的利益不得不服从于苏 在更广 阔的世界中 ，美国及其为首的北约 、 欧

联利益 ， 甚至国家主权也得不到保障 ， 以致在 中东 盟与俄罗斯的博弈 日 趋复杂
，
但远未形成势均力

欧国家内部蓄积 了对苏联控制 的强烈不满 。 这种 敌 、三足鼎立的 局面 。 美国 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

不满情绪与对苏联模式 、 乃至对社会主义制度的 国 ， 俄罗斯是美欧提防的对象
，
且因 国力所限 无

否定相结合 ， 在苏联放手之际释放出来 ， 导致了剧 法与美欧抗衡 。 美俄虽有冲突 ， 但在某些问题上

变的发生 。 冷战结束后与西方结盟有助于消除中 亦存合作意愿 ； 欧俄虽有矛盾 但其关系基本保持

东欧国家的传统安全威胁 。 中东欧国家加人北约 平稳发展
；
美欧虽有分歧 ， 但基本价值观和社会制

和欧盟 以来 确实没有遭遇危友国 家生存的军事 度相同 ， 拥有许多共同利益 。 身处其间 的 中东欧

冲突 。 不过 ， 作为北约和欧盟成员 ， 中东欧国家还 国家
“

安全议题主要仍是与美国合作
，
经济发展

面临如何在北约和欧盟框架 内 、在美欧俄博弈中 则主要以融入欧盟体系为 主
， 虽然许多 中东欧 国

维护 自身利益的新问题 。 家的能源需要依靠俄罗斯供给 ， 俄罗斯也欲加强

北约处于美国 的领导之下 北约的 中 东欧成 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 不过由 于历史因素 中

员 国是
“

美 国主导 的世界秩序 的坚定支持者
”

东欧 国家仍不易排除恐俄的心态 。

” ⑤

参与北约在世界各地的维和行动 。 然而
， 这些行 此种态势使得中东欧 国家尤为担心美国和欧

动是否完全符合它们 的利益 尚难确定 。 假使中 盟大国与俄罗斯接近以致可能无视 、甚至牺牲中东

东欧成员 国与美国发生分歧 ， 那么
， 它们终将面对 欧国家的利益。 年 ， 伴随着美俄关系 重启

”

，

在北约框架内协调本国利益与美 国立场的难题 。
美国改变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系统的计划 ， 令中

而在欧盟 内
，
由于国力和发展阶段不同

，
中东欧成 东欧国家对 自 身安全忧心忡忡 。 年 ，

由 俄罗

员 国往往会与欧盟老成员 国 出现利益分歧 。 而 斯和德国开工建设的
“

北溪
”

天然气管道不经过传
“

在西欧人的心 理地图 上
， 东欧人仍处在欧洲 的 统过境国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 ， 而由俄罗斯穿越波

外围 对欧盟政策没有平等 的发言权 。

” ③但这并 罗的海直抵德国 勾起波兰对二战前夕苏德签署条

不等于说中东欧成员 国除了顺从欧盟需要外别无 约 、瓜分波兰领土的痛苦记忆 。 不过 与曾经任人

作为 。 年 捷克拒绝放宽对古 巴 的制 裁 致 宰割的境遇相比
，
中东欧国家在冷战结束后的多极

使欧盟推迟对古 巴所做的决议 ； 波兰在乌克兰选

举危机 中充当 欧盟 的代言人 ，
促进欧盟与乌克兰 ①

，

‘

的紧密关系 ； 年 ， 维谢格拉德集 团 四 国在欧 ② 有
一

种看法认为 中东欧国家对北约等 国际机构抱有某

财麵算危机 中多次呼吁欧盟尽快通过巾 口
态

為
期财政预算 ， 波兰则争取到了更多的结构和聚合 推广 民主的想法 。 参见陆南泉等主编 《苏东剧 变之后

： 对 个

某金 年 波士否决欧盟 与俄萝斯启劫 《 伙伴
问题的思考 》

’
新华出 版社 年版

’
第 。

‘ 干 ， 收一 “ ③
，

“

关系与合作协定》 谈判 的 动议 ， 导致该协定的谈
“

判和签署久拖不决 年间 ， 波兰和捷 ④ 杨烨 、
〔 捷 〕 梅耶斯特克主 编 《 欧盟 体化 ： 结构变迁与

克总统拖延签署《里斯本条约 》 ， 阻碍欧洲一体化

进程等便是中东欧国 家从 自 身利益 出发 ， 影响欧 究 》 华东师范大学 出 版社 年版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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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下拥有一定的 自 主性 ，

“

俄美都不可能忽略中 会因失去外部力量的导向和规范而逆转吗？

东欧国家即 使是有限的 自 主性
”

，

“

欧盟老成员 国 似乎有这样的征兆 。 中东欧 国家加入北约和

也无法忽视中东欧 国家的看法
”①

。 美国调整反导 欧盟后 ， 北约和欧盟不能再以加入标准引导和规范

计划后 随即向波兰 、捷克等国作出解释 ， 与它们商 它们的
“

欧洲化
”

进程 ，
也几乎不可能取消 它们 的

讨新的反导合作的问题 ， 重 申美国对它们 的安全保 成员资格 。 这使中东欧成员 国有 了表达不 同态度

证 。

“

北溪
”

管道建成后 ， 俄罗斯也将通过德国 向 的可能 。 恰在此时 ，
对政府在人盟谈判 中让步过

波兰和捷克等国输送天然气 。 多 、没有很好维护本国利益 、 入盟后又与欧盟分享

此种态势还使中东欧 国家在美欧分歧时面临 主权的不满情绪上升 ， 欧洲怀疑主义泛起 。 中东欧

两难选择。

“
一方面美国负 责 中东欧的安全

， 维 成员 国选民对欧洲议会选举态度冷漠 投票率低于

持地区的稳定是中东欧 国家的根本利益 ，
同 时与 同期的欧盟平均数 其中个别国家 ， 如 年波兰

美国保持一致又有经济上的收获 。 另一方面又不 和斯洛伐克 、 年斯洛伐克的投票率还不及欧

想与欧盟决裂 ， 中东欧国家与老欧洲 有很强的经 盟平均数的
一

半④
。 这种弥漫于社会的欧洲怀疑主

济联系 。

”

美欧出 现分歧之时 ， 中 东欧 国家通 义情绪使得认同欧洲怀疑主义的精英和政党能够

常站在美国一边而与法德等欧盟大国拉开距离 ， 得到选 民的支持 。 波兰前总统莱赫 卡钦斯基和

在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以及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 捷克总统瓦茨拉夫 克劳斯拖延签署《里斯本条

系统问题上都是如此 。 不过 ， 法德与美国 的分歧 约 》 。

一些认同欧洲怀疑主义的政党在本国议会和

短时间 内尚不致激化 ， 中东欧国家暂时还不需作 欧洲议会选举中表现不俗 ， 其中有些党
一

度人主政

出非此即彼的艰难抉择 。 但是 ， 随着欧盟力量的 府
，
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一

匈牙利公民联盟

增强 它势必减少对美国的依靠 ， 要求更多的独立 和捷克公民民主党现在仍在执政 。 不仅如此 匈牙

性和发言权 美欧竞争和摩擦将长期存在 、 甚至可 利还推出了某些有悖于西方式民主制和市场经济

能越来越激烈 如何在美欧分歧中摆正位置 、维护 原则的政策 。 年年底 以来通过的 《 媒体法》 、

自 身利益是中东欧国家需要解决的 问题 。 《基本法》和 《中央银行法》等法律加大对媒体的监

综上所述 年后 的瑞士 、 二战结束后的 督和对违规媒体的处罚力度 、 限制宪法法院和中央

芬兰和苏南冲突后的南斯拉夫的存续证明 在有 银行权限 、 给予境外匈牙利族人选举权和被选举

利的环境和有力 的决定之下 ， 处于大国之间 的小 权 ， 给
“

欧洲化
”

道路蒙上了阴影 。

国不依靠大国或大国集 团的保护也可以生存 。 而 但应该看到 ， 欧盟作为具有超 国家性质 的 区

中东欧国家之所以 自
一战结束至今大都仰仗大国 域一体化组织 ， 仍对中东欧成员 国的

“

欧洲化
”

道

或大国集团 的保护 ，
也是环境和决定的共同作用 。 路具有一定的导 向 和规范作用 。 年欧盟通

然而
， 大国或大 国集团 的操护并不总是能给 中东 过的《阿姆斯特丹条约 》 规定 ： 由 成员 国或欧

欧国家以安全保障 ， 中东欧 国家不应指望在大国 盟委员会动议 ，
经欧洲议会同意 ， 欧盟理事会在邀

或大 国集 团 的羽翼下高枕无忧
， 而应

“

以 本 国 自 请当事国提出意见后可一

致认定其存在严重和持

身利益的维护和 自 我安全的保全为基本 ， 以有 限 续违背 自 由 、 民主 、 尊重人权与基本 自 由 、法治原

权力在大国关系 网络之间争取 自 主性的表达
”

则的情况 ， 并经特定多数表决 ， 中止条约赋予该国

的某些权利 ， 包括其政府代表在理事会 的投票

— 中 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后 ， 权 。 年生效的 《 里斯本条约 》 再次确认 了
“

欧洲化
”

道路会逆转吗？

① 同上 。

《思考》认为 ： 身处大国之间 、依附于大国或大
③ 。

，

￡

国集团的 中东欧国家 ， 其发展易受国 际关系变动的 ：
，

：

转 引 自上 书 ，第 页 。

彭啊 。 仕 跃洲 坦 蹄的雅近干
，
困际天乐 的 北 ④ 参见

化、特别是欧盟和北约的东扩起到 了重大作用 。 那
。

爪 ，⑤ 参见
么 中东欧国家加人北约和欧盟后 ，

“

欧洲化
”

道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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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条款 。 虽然迄今为止 ， 欧盟尚未实施过上述 与西欧保持着或松散 、 或紧密的联系 。 奥斯曼帝

制裁条款 ，但它的存在毕竟对中东欧成员 国的
“

国入侵前 中东欧与西欧的发展基本同步 ，

“

即使

化
”

道路具备某些约束力 。 此外 欧盟还对罗马尼亚 称不上与西方并列 ，
也绝没有落后于西方文明太

和保加利亚的司法改革 、反腐败 、打击有组织犯罪等 远 。

”

在奥斯曼帝国 、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 、普鲁

领域实施监控。 年 月 ， 欧盟委员会因保加利 士 、俄国和法国的侵占和统治下 ， 中东欧地区逐渐

亚在反腐败方面没有进展冻结了 亿欧元援助款 淹没在大国 的阴影之中 。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中

项 ， 月 ， 欧盟委员会以超过预定使用期限为由 取 东欧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 、启蒙运动和

消了其中的 亿欧元 。 对匈牙利出现的违背西方 法 国革命 ， 与西欧的发展拉开 了距离 。 哈布斯堡

式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原则 的倾向 ， 欧盟不但予以指 王朝统治下的 中东欧更靠近西欧 大多信奉天主

责 ， 而且采取中断贷款谈判 、启动法律程序 、 中止发 教 ， 较多地接受 了宗主国 的文化 ， 法国革命和拿破

放援助资金等措施力促匈牙利改变做法 。 仑帝国 的扩张都对它产生 了不小的振动 ，
工业革

还应该看到 引导和规范
“

欧洲化
”

道路的外 命推动着它的进步 ， 年革命更是席卷了这一

部力量并非只有欧盟和北约 。

“

在全球化加速发展 地区 捷克的资本主义长足发展 ，匈牙利一度建立

的今天 ，

⋯⋯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 以脱离全 了实行代议制 的独立共和 国 。 波兰则拥有更多与

球范围之外 也没有一个国家的 内部问题不受到全 西欧共同 的经历 ， 世纪 ， 它曾经乘文艺复兴和宗

球因素的影响 。

”

面对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的 同 教改革大潮 ， 迎来了繁荣的
“

黄金时代
”

；
世纪 ，

质化发展 中东欧国家如果不想被全球化抛弃 ， 就 法国启 蒙思想广泛传播 带动 了革新运动 ， 并在法

必须按照全球市场的 活动准则确立新的制度和规 国革命鼓舞下 ，
通过了

“

五 三宪法
”

， 确立了 以多

则 选择市场经济 ， 就必须打破地域界限和政府的 数表决制和三权分立制为特征的民主体制雏形 ；

行政控制 ， 打破封闭 的经济体系 ， 向 国 际市场开 世纪初 拿破仑治下华沙公国 的资本主义得以萌

放 。 而
“

在全球化条件下 如果 国家的 民主机构 发 年欧洲革命则把普占 区和奥 占 区带进了

和公民社会机构长期不能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而建 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中东欧国

立起来 那么市场经济就无法有效地运转 国际竞 家
“

在半工业化的和大量的农村并存的状况中 ， 它

争也不可能无冲突地发展 。

⋯ ⋯市场机制 的成熟 们初始的经济发展在超级通货膨胀、 战后工业萎缩

过程——市场越来越 自 由化 ， 越来越无拘束地同外 和农业贫 困 等诸多重负下开始起步。

”⑦ 到

部世界建立起广泛的接触——迫使国家的政治 向 年 ， 中东欧国家的 国 内生产总值只 有西欧水平的

民主化方向转变 。

”

同 时 ，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世

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不仅以保障人权和尊重少 ① 程卫东 、李靖壁译 《酬联盟基础条约
一经 〈 里斯本

数民族权利 ， 实行 自 由选举和加快 自 由 化进程 ， 建 条约 〉 修订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② 俞正梁等 《 全球化时代 的国际关系 》 ， 复旦大学 出紐
立民主的多党制的国家形式 ， 实行多种形式的所有 年版 ， 第 页 。

制或私有化、实行市场经济等为条件⑤向 中級国
的高 溫

家提供援助 ， 支持和引导它们 向市场经济和西方式 融危机和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发生 多数 中东欧 国家经济陷人衰

口 油： 工 口 “ 分 也 补 、
口 ， ， 进进必 退 一些国家政府 因此下台 ， 欧元区东扩进程也被延迟 。 不过

，
这

民主制过渡 而且把 华盛顿共识 推荐给中 东欧 些政府变动均在西方式民主制框架内进行 没有危及西方式民主

国家
，
为波兰 、保加利亚等国制定经济转型战略和

相应政策措施 。 在近期匈牙利 出 台有悖于西方式 思高投资 、高外债的经济羞展

°

模

、

士 ，寻求在竺球化中趋

、

利避害 的

民主制和市场经济酬的政策后 ， 国际货币基金组
欧
了

元

契

区

机

债务危机的爆发

织还和欧盟一起通过中断与匈牙利的贷款谈判 ， 迫 ④ 〔

，
〕 格 科沃德科 《 全球化与后社会主 义 国家大预

使匈牙利满足它们保障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要求 。

—
《 转 东 人民出 版社 年

更为重要的是 中东欧 国家
“

欧洲化
”

道路的 版 ， 第 页 。

⑥

推进归根结底取决于内部力量的驱动 。 首先 ， 欧
， ，

洲化 道路是中东欧 国家的 自 主选择 。 中东欧本
⑦ 〔 英 〕 诺曼 戴维斯 《 欧洲史》

，

世界知识出紐 年

就是欧洲 的
一部分 在漫长的岁 月里 中东欧始终 版 第 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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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政治上
， 虽然除捷克辦洛伐克外 ， 造

一

个独立的 、竞争的 和相对广泛的 中产阶级对

其他中东欧国 家都走 向 了独裁 ， 但
“

政治 民 主制 于民主化来说应该是极为有益的 。

”⑧另一方面 ，

在战争 间歇期 的失败同样也发生在 了欧共体国家
“

民主的政治体制 使市场经济具有正 当性 ， 而不

如德国 、 意大利 、 西班牙和葡萄牙 甚至可 以说中 是相反 。

”

同时
“

民主政体有两种宝贵 的 资源 ，

东欧极权主义浪潮正是从西欧发生的事件中得到 可以使其与持续的经济低迷摆脱干系 ， 这些对于

了动力 。

”

从普选权的引 人和 世纪 年代及 非民主政体是不可得到的
一

是 以其起源 为基础

年欧洲 国家民主状况 的得分来看 ， 中东欧 国 的合法性宣称 ；
二是选举一直在望 可以产生替代

家几乎没有与西欧国家不 同 的政治 民主遗产 ， 并 性的 社会 经济计 划 和 政府
，
而 政体 可 保持不

且在 年由 于二次大战结束后十分短暂的政 变 。

” ⑩西方式民主制正是凭此吸纳和消化了 向市

治 民主化经历而得分较髙③
。 唯有冷战时期 ， 中东 场经济转型的负面影响 ， 而 自身生存不受威胁 。

欧国家在苏联控制下被迫接受苏联模式 ， 彻底 与 综上所述 ， 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后 ，其

西欧分道扬镳 。 作为
一种外来模式 ， 苏联模式很

“

欧洲化
”

道路的确 因失去重要的外部驱动力量而

难适应中东欧 国家的实 际 。 随时间推移
， 这种不 出现某些失范的迹象 。 然而 ， 欧盟对其中东欧成员

适应乃至这一模式本身的弊病越来越明显地暴露 国的
“

欧洲化
”

道路仍然具有
一

定的导向和规范作

出来。 更令中东欧国 家难以 接受的是 ， 苏联模式 用 ，并且
，
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推动中东欧国家向市

不仅是
一

种外来模式 ，
而且是苏联控制中东欧 、加 场经济和西方式民主制转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强 自 身力量与美 国对抗的工具 ， 改革苏联模式的 世界银行等国 际金融组织也支持和引导其转型进

尝试因 而屡屡遭到苏联干涉 甚至武力镇压 。 中 程 。 而对
“

欧洲化
”

道路更具决定意义的驱动力量

东欧 国家的历史经历以及对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 来 自 中东欧国家本身 ， 来 自 于它们基于历史与现实

的反感和否定使其坚信
“ ‘

只有一个欧洲
’

，

一种 对
“

欧洲化
”

道路的选择和拥护 ，来 自 于
“

欧洲化
”

独特的欧洲文明 ， 东欧国家在传统上是它的成员 ， 道路取得的成果以及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 。 因此
，

仅仅是由 于苏联统治的铁幕才使得他们暂时地与 “

欧洲化
”

道路虽在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后

欧洲其他部分隔开 。

” “

回归欧洲
”

、 走
“

欧洲化
”

出现
一

些波折
，
但不会发生逆转

，
仍将继续前行 。

道路成为它们顺理成章的选择 。 如 《 欧洲史 》
一

事实也是这样 。 中东欧 国家的欧洲怀疑主义力量

书所说 ：

“

东欧 即使是贫穷 的 、 不发达的 ， 或被暴 终究抵挡不住
“

欧洲化
”

的大势所趋 。 卡钦斯基和

君统治的 ， 依然是欧洲的 。 在许多方面 ， 正是 由 于 克劳斯拖延多 日 之后 ， 相继签署 了 《里斯本条约》 。

它受到剥夺 它变得更为欧洲化
， 更依恋于富裕的

西方人可以 当作理所当然的价值 。

” ⑤
① 参 见

其次 中东欧国家加人北约和欧盟之时 已经 ：

’ ’

克服了转型之初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 确立了

西方式民主制 和市场经济体制 。 反过来说 只有 著 《繊经济改革之

西方式民主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运行 良好 、 国 内体 ② 郇庆治 ： 《多重管制视角下的欧洲联盟政治》 山东大学

制与西欧接近細家才能为北约和欧盟所接纳 。

出

页 。

随着西方式民主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协调 ④ 〔 美 〕 亚当

’

普沃斯基 《

°

民主 与市场——东欧 与拉丁美

、
‘ ‘ 挪如丨 儿 ” 屯 此 她了 士

洲 的政治经济改革》 ，
北京大学出 版社 年版 ，第 页 。

作
，

欧洲化 道路已 然不可逆转 。
一方面 ， 向 ⑤

〔 英 〕 诺曼 戴维斯著 《賴史 》 导言 第 页 。

市场经济的过渡产生 了 由 经济利益 （ 追求获得资
田平 《东欧经济改革之路》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年

产 、商品 、 收人和机会 ） 界定的 社会阶级 。

” ⑥在社
’

⑦ 〔 法

°

〕 弗 朗索瓦 巴富瓦 尔 《 从
“

休克
”

到 重建 ： 东欧 的

会阶级不 同利益的驱使下 鱼龙
、

混杂 的政党和反

对派运动不断分化组合 ， 逐渐形成了几个有 固定 ⑧ 矗洁主编 ： 《后社会主义》 中央编译出 版社 年版 ，

第

阶级支持的能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大 ⑨ 〔

°

美 〕 胡安 林茨 、阿尔弗莱德 斯泰潘 《 民主转型与

党 这有助于西方式民 主制 的完善 。 同时 ，

“

属于
年版 苐 贝 。

中产阶级的群体在所有 国家迅速形成
”

而
“

创 ⑩ 同上 第 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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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认同欧洲怀疑主义的政党的影响明显下降。 和西方体制 的所有其他配备 ）

”

，

“

这一外壳隐藏

匈牙利也在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 对 了 与西方十分不同的 内容
” ⑤

。

《媒体法》和《 中央银行法》做了修改 。 在政治上 ， 以多党制为例 。 多数国 家形成了

—

政党通过选举轮流执政的局面 ， 但黑 山从独立前

三 随着 欧洲化
”

道路的推进 ， 到独立后 ， 飾 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执政 。 波

中东 欧国家的内政外交与 黑在
“

代顿协议
”

签署后 ， 处于 国 际社会监管之

西欧国家趋同 了 吗 ？
下 ， 选举在两个实体和三个民族内进行 ， 由来 自三

‘

个民族的多个政党共同执政 。 多数国家的 多党制

《 思考》认为 身处大国 之间 、 依附于大国 或
“

缺乏民主 国家应有的稳定性
”

， 新党仍不断涌

大国集 团的 中东欧国 家 其发展道路多移植外来 现并迅速蹿红 。 年在保加利亚议会选举 中

模式 。 东欧剧变后 ， 中东欧国家走上
“

欧洲化
”

道 获胜并上台执政的欧洲发展公民党 、 年在捷

路 ， 力图在政治经济体制上与西欧国家趋同 在对 克和斯洛伐克议会选举后分别参加两国政府的捷

外关系上与西欧 国家融为一体。 那么 ， 随着
“

欧 克的巅峰 、斯洛伐克的 自 由 和团结 、

“

桥
”

、 在匈

洲化
”

道路的推进 ， 中东欧国家的 内政外交与 西 牙利议会选举后进入议会的绿党 、 年在

欧国家趋同 了吗 ？ 波兰议会选举中名列众议院第三位的帕利科特运

西欧国家制度模式的核心 内容是西方式民主 动 、在斯洛文尼亚议会选举后成为议会第
一

大党

制和市场经济 。 西方式民主制
“
一直是建立在分 的积极斯洛文尼亚党⑦

、 参加政府的格雷戈尔

权和多党制基础之上的
”

中东欧 国家的政治 维兰特公民名单 、 年在斯洛伐克议会选举中

体制也是如此 。 它们确立了 三权分立原则 实行 位居第三的普通人和独立人组织等都是这样的政

多党制 。

“

市场经济 的 主要特征是产权 的私有 党 。 此外 ， 阿尔 巴尼亚 、波黑、 塞尔维亚 、保加利亚

化、 决策分散化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 此外 ， 市场 和罗马尼亚等国腐败严重 ，
波黑、 克罗地亚和黑山

经济还需要一套法律制度 以界定和实施产权
，
同 媒体的 独立性和多元化受到侵害 ， 塞尔维亚、 黑

时也需要
一

个能够有效监督市场活动 、规定可接 山 、阿尔巴尼亚 、克罗地亚司 法机关的独立性缺乏

受的市场行为标准、 阻止不正当竞争与促进竞争 、 保障
⑧

， 年 月 生效的匈牙利 《基本法》 对宪

提供公用品的政府 。

”

②中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巳 法法院的权力进行了限制 。 而波黑处于国际社会

基本具备上述特征 。 它们通过实行私有化树立私 监管之下 ， 还不能算作主权国 家 ， 在某种意义上
，

有经济 的主导地位
， 通过改造国有企业、 促进私营

“

没有 国家 ， 就不可能有现代民主 。

”

经济推动经济决策分散化 ， 通过推行价格 自 由 化

实现资源配置的 市场化
，
通过建立适应市场经济

的统计 、会计和审计制度 以及现代的税制 、银行体 ① 〔 意 萨尔沃 马斯泰罗 内 ： 《 欧洲 民主史一从孟德斯

系知股基夺爲 所确 古市场终济的制 拒恕③ 而 鸡到凯尔森》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版 ， 第 。

。
② 陆南泉等主编 《 苏东剧变之后 ：对 个问题的思 考》 ，

欧国家所属 的 西方社会的核心组织是北 约和欧 第 页 。

盟 。 几乎所有 中东欧国家都把加入北约和欧盟作 西方国家都 北约 和欧盟 的成员 国 但由

为外交政策的优先 目 标 。
④ 其中 ，

波兰 、 匈牙利 、

加入北约和欧盟仍可作为融人西方社会的主要标志 。

捷克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⑤

巳经成为北约和欧盟的成员
，
克罗地亚和阿尔 巴

吣

尼亚加入了北约 。 大体上看
，
中东 欧国家的 内政 ⑥

—

知 面由拔
夕卜又 四 欧因豕趋 丨

口 。

⑦ 年 月 ，该党临时领导人阿伦卡 布拉图舍克被任

但在某些方面 ， 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 命力

⑧ 参见

仍与西欧国家存在差异 。 如 《新欧洲 》
一 书所写 ： 。 。

，

“

后共产主义繊了市场经济和 自 由 民 主政治的
《 民主转型 与

外壳 （ 拥有议会 、选举 、银行 、移动 电话 、 慈善晚宴 巩固的问题 ： 南欧 、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 》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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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 虽然 中东欧 国家基本建立 了市场 表 年按现行价格和购买力平价计算

经济体制
，捷克还 因达到转型先进国家的标准而 的人均 国 内生产总值 单位 ： 美元 ）

在 年年底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

毕业
”

，
不

—

再接受来 自 该银行的投资
，
但根据欧洲复兴开发

银行对其他国家转型进度的估计 ，

一些 国 家在私
法

有化 、治理和企业重建 、竞争政策上仍与工业化市

场经济国家存在差距 见表 。 从人均 国 内生产 欧盟 国

总值看
，
中东欧国家依然不同程度地落后于西欧 斯洛文尼亚

国家 见表 。 捷克

一

斯洛伐克
表 年中 东咖家的转型娜

匈牙利

大私 小私
和

价格
和

竞争 ：

有化 有化 自 由 化 政策
克罗地亚

？ 罗马尼亚

阿尔巴 尼亚 保加利亚

波黑 黑山

保加利 亚 马其顿

克罗地亚 塞尔维亚

马其顿 阿尔巴尼亚

匈牙利

—

黑山
掀 如 士 似

，
— 资料来源 ： ：

波兰

罗马 尼亚
— 。

塞尔 维亚

—

当然 ， 中东欧国家内政外交与西欧国家的趋同

和差异是基于西欧国家制度模式和西方社会的本
斯洛文尼亚

质特征作出 的分析和判断 。 实际上
， 西欧 国家的制

注释 表示与僵硬 的计划经济相比
’
很少或没有变

度模式在共通元素之外
，
表现为各种不 同的形式 ，

’ — —■ 。

西摊会贿心纖北购隨 ； 、西欧国家之
〃

间在細外交政策之外 ， 也存在意见分歧 。 因此 ，

中东欧国家内政外交与西欧国家的趋同意味着 中

在对外关 系上
， 中 东 欧国 家也没有完 全融 东欧国家在西欧国家制度模式框架内接受或改造

入西方社会 。 马其顿 、 黑 山 和 波黑尚 未加入北 西欧国家的某种既有体制 ， 在北约和欧盟框架内选

约 ， 塞尔维亚则 由 于北约 年轰炸塞尔维亚 择符合 自 身利益的外交政策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和 年支持科索沃独 立严重伤害 了 它 的国 “

欧洲化毋宁说是制度多样性的 固有属性 ，

⋯⋯而

家利益和 民族感情
，
不愿参加 北约 。 西 巴 尔 干 不是整个联盟内部行为严格同质性的标志。

” ①

国家 中除克罗地亚预计将于 年 月 日 加 “

建立西方式民主制是中东欧各国政治转型

人欧盟外 ， 其他 国 家的人盟进程仍难以 预期 。 马 的既定 目 标 但民主化并不是中东欧历史的终结
，

其顿国 名 之争 、 科索沃地位 问题、 波黑 民 族 和 国情的多样性也蕴涵 了中东欧民主模式多样性的

解 、 司法
，

革及打击腐败和 有组织犯罪不力 等 可能 。

”

在国家结构形式上 ， 除 波黑实行联邦制

障碍横亘 在上述 国 家加入北 约 和 欧盟 的道路 外 其他国家都采用单一制 。 在政体上 中东欧国

上
，

一时难以 清除 。 而在 巳 经人盟的 中 东欧 国

家中
，
罗 马尼亚和保加利 亚加入 申 根区受阻 ， 除 ① 〔 法 〕 弗朗索瓦 巴富瓦尔 《从

“

休克
”

到重建 东 欧的社

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外的其他国 家还没有满
② 陆南泉等主编 ： 《 苏东剧变之后

：
对 个问题的思考 》

，

足加入欧元区的经济标准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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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实行议会制
， 但在议会结构 、选举体制 、 总统选 场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模式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

举方式上各 国不尽相 同 （ 见表 。 在政党制度 性 。 或许 在这种情况下 ，
讨论中东欧 国家的市场

上 ， 多数国家基本形成 了左右翼政党轮流执政的 经济模式为时尚早 ， 但可以肯定的是
，
中东欧国 家

局面 ，但近年来 ， 有些 国家出现 了打破这种格局的
“

不可能照搬一种特定的市场经济模式 ， 因为各

迹象。 比如
，

年后 ， 波兰左翼政党——民 主 国国情存在很大差异 ， 成功的机率并不大 。

” ④

左派联盟 党被边缘化 ， 选举 成 了 两 个右 翼政 在北约和欧盟框架 内 ， 中东欧各国 的外交政

党——法律与公正党和公民纲领党之间 的竞争
；

策也因 自 身利益需要而有所不 同 。 波兰
“

积极促

年后
， 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 民族统一 民主党 进欧盟的东方外交政策 在全球危机中对美国亦

一直执政 ，塞尔维亚也没有形成左右翼政党轮流 步亦趋
”

； 捷克 、斯洛伐克 、 匈牙利和斯洛文尼 亚

执政的 局面 年后 罗马尼亚社会民 主党与 的
“

态度更接近于欧盟主流意识 ， 更加关注西 巴

保守党组成联盟 ， 先与民主 自 由党 、再与 国家 自 由 尔干地区的局势
，
它们只对美国 提供有条件的支

党联合执政 年后 ， 匈牙利青年民 主主义者 持
”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致力于继续融入欧

联盟一

匈牙利公民联盟一

党独大
， 是否会 由 此打 盟及提髙在北约 的地位 ， 罗 马尼亚还与波兰一道

破与社会党轮流坐庄的格局还有待观察 。 决定参与北约在欧洲 的反导计划 。

表 中 东欧国家的政体 综上所述
，
从西欧国家的制度模式和西方社会

议会结构
丨

选举体制 总统选举方式
的本质特征看 随着

“

欧洲化
”

道路的推进 ， 中东欧

阿尔巴尼亚 一院 混合代表制 议会 国家的内政外交已大体与西欧国家趋同 ， 只在某些

保加利亚 一院 比例代表制 选民 方面尚存差异 。 同时
，
正如西欧国家的制度模式存

克

【

亚
—— —— 在多种形式、西欧国家亦非铁板一块一样

，
中东欧

马其顿
—

一院 比例代表制

— —

国家也是在西欧国 家制度模式及北约和欧盟框架

匈牙利 混合代表制 议会 内选择符合各 自 需要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外交政策 。

— —— 基此 ，

“

欧洲化
” “

远非等于说仅仅搬用某个外来的
波兰 两院 比例代表制 选民

八⋯⋯

罗马尼亚 帛 讓代細 选民 模式—全球化模式或者欧洲模式 ， 每个国家可以

塞尔维亚 一院 比例代表制 选民

—

充分调动 自 己的传统 、体制惯例和或多或少具有 良

——
—— 好组织的各种角色群体

” ⑥
， 接受或改造既有体制

斯洛文尼亚 两院 比例代表制 选民
— 、

丨

、

仏 你 祝 士
、

、 人 曰
和政策 ， 抑或进而创造出 新的体制和政策 。 让我

注释 ： 斯洛文尼亚国 内在议会是
一

院制还是两院制 问
日 转

题上存在分歧 多数人认为议会是不完全的两院制 。

们试 目 以侍 。

年 斯洛文尼亚宪法法院认定议会是不完全的两院制 。

（ 责任编辑 张灵琦 ）

波黑议会由 两院组成 人 民院议员 由 波黑联邦和 塞

族共和 国指派 代表院议员 由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 国按 ① 赵乃斌 、朱晓中主编 ： 《 东欧经济大转轨》
，
中 国经济出版

社 年版 第 页 〔 丹 〕 奥勒 诺格德 《 经济制 度与 民主改
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 。 波黑不设总统 ， 而设主席团

， 分另
革一原苏东 国家 的转型 比较分析》 ， 上海世纪 出 版集 团 年

由塞尔维亚族 、 克罗地亚族和 波什尼亚克族选 民各选举 版 第 、
页 。

一

名代表组成 。 主席团任期 年 其 名成员轮流担任主 ②

，

席 团主席 ， 每 个月 轮换 ■次 。
：

法

山—成口 士办位 ★揪一从她加 丨 亡士
弗 朗索瓦 巴富瓦尔 ： 《 从

“

休克
”

到重建 ： 东欧 的社会转 型与全
对于中东欧国家市场经济模式的类型

，存在不 球化
一

欧洲化》 ， 中文版序言 ， 第 页 美 吉尔 伊亚尔 、伊万

面羞毋 右 人 士 玄救由东欣围象 张输瘇奸在
■ 塞勒尼 、艾莉诺 汤斯 《 无须资 打造资本主义 后共

问看法 。 有人认力
，
多数甲东 国豕王张构建社

产主义 欧 的阶级形成和精英斗 争》 社会科学文献出賺漏

市场经济①
；
有人认为 ， 新 自 由 主义观点得到 中东 年版 中文版序言 第 页。

、

！ 丨 金麻
■

麻
③ 蒲国 良 《 世纪 以来国外主要发展模式的互动 与成败

欧国家的广泛赞同 还有人认为 ， 多数中东欧 国
得失评析》 载 《河南腿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年

家先是选择 自 由市场经济模式
，
随后逐渐走上社会 央 研 要发展模式

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 向欧洲大陆模式靠拢 ， 金融 页

危机爆发后 ， 则細根細情对酬大陆模式进行
欧

大
盟

转轨

体 迁与

本土化改造③
。 上述不同看法的 出现反 映了 向市 对外政策》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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