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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一体化史研究。  

法德英关系与欧洲一体化(1945—1993)

姜 南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100006)

[摘 要]法国、德国、英国三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对欧洲一体化的启动、扩大和深化起到了非常关键的

作用。20世纪50年代,法德和解为战后西欧一体化扫除了障碍,奠定了政治基础。60年代到70年代

初,法英的矛盾与冲突导致英国加入共同体的过程一波三折,使欧洲共同体的扩大整整推迟了十年之久。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东欧剧变和德国统一的背景下,法德之间的合作对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的签订和欧洲一体化的深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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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lationsamongFrance,GermanyandGreatBritainplayedakeyroleinthe
processofEuropeanintegration.EarlyonaftertheSecond World War,thebasicpoliciesof
FrancetowardsGermanyweretodismemberandweakenit.Soonafter,theprologueoftheCold
WarwasensuedasthealliancebetweentheU.S.andtheformerSovietUnioncollapsed.The
ColdWarputWestEuropeontotheforwardposition,theSovietUnionreplacedGermanyasthe
suprememenacetoFrance,andGermanyservedFranceastheprotectivescreentothethreatof
theSovietUnion.Underthisinternationalsituation,theFranchpolicytowardsGermany
transformedfromhostilitytoreconciliation.Ontheotherhand,thesplitofGermanydispelled
Francesalertmindforthemomentandlaidrealisticbasisfortheirreconciliation.Asaresult,in
1950s,thereconciliationbetweenFranceandGermanywasachievedandthepoliticalbasisfor
post-warEuropeanintegrationwaslaiddown.

In1960s,FrancevetoedtwicetheproposalofBritainfortheentryofEuropeanCommunity,

thereasonsbeingasfollows:First,theFrenchpresidentCharlesde Gaulledoubtedthe
determinationofBritainforitseconomicintegrationintotheCommonMarket,anddoubtedits
determinationofabandoningtraditionalpoliciesandtheBritishImperialPreference;Second,



PresidentCharlesdeGaullewasreluctanttoacceptBritainbeforetheaccomplishmentofCommon
AgriculturalPolicyforEuropeanCommunity;Lastandthemostimportant,theinitialconceiving
ofPresidentCharlesdeGaullewastoestablish″EuropeansEurope″ledbyFranceandcenteredin
FranceandGermany.ThefundamentalobjectiveofPresidentCharlesdeGaullewastoregaina
greatpowerstatusforFranceinEuropeandevenintheworld,andobviously,Britainwasthe
keyforcetodragEuropeintothetrackoftheAtlanticCommunityledbytheUnitedStates.Until
late1960s,whenWestGermanyeconomicandpoliticalstrengthboosteddistinctively,andthe
CommonAgriculturalPolicyhavebeenshapedup,PresidentGeorgesPompidoudecidedtoaccept
BritainasamemberoftheEuropeanCommunitytobalancetheGermanpower.Theconflicts
betweenFranceandBritainledtotheupsanddownsofBritainconcerningitslateentryintothe
EuropeanCommunity(alsotheexpandingoftheEuropeanCommunity)formorethantenyears.
Inthelate1980sandearly1990s,inthecontextofthecollapsesoftheformerSovietUnion

andEasternEuropeancountriesaswellastheunificationofGermany,theEuropeanCommunity
countriesheadedbyFrancepaidspecialattentiontoGermanyspromiseofstickingtotheEurope
integration.Tobespecific,thepositionofGermanytowardstheEconomicandMonetaryUnion
(EMU),especiallytowardsthenegotiationtime-tableoftheEMU,wasthewindvane.After
repeatednegotiationsandrunning,atthespecialSummitinRomein1990oftheEuropean
Community,theattendingcountriesreachedanagreementwithGermanytothetime-tableissue
ofEMU.InDecember1990,FranceandGermanyputforwardajointproposalconcerningthe
politicalunion.Consequently,theFrance-Germanycooperationwasofcrucialimportanceforthe
signingoftheMaastrichtTreatyandstrengtheningoftheEuropeanintegration.
Keywords:Europeanintegration;France-Germanyrelation;France-Britainrelation

在世界上诸多区域一体化的实践中,欧洲一体化以其一体化程度最高、成就最显著而著称。今

天,欧盟已经有28个成员国,人口超过5亿。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受到大国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篇幅

所限,本文仅探讨西欧大国(即法德英三国)关系与欧洲一体化的密切关联,美苏两个大国与欧洲一

体化的关系在此不再进行专门论述。目前国内史学界已有一些关于欧盟成员国与欧洲一体化关系

的成果,其中,单篇论文以探讨一体化早期发展史居多,但多是就某个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时间跨度

一般不大;专著不多,关于英国与欧洲一体化关系的有几本,关于德国与欧洲一体化关系的有一本。
而对于法德英关系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进行综合、系统的分析,且涉及20世纪后半叶近五十年时

间的论文,笔者尚未见到①。
首先要对 “欧洲一体化”和“德国”的概念做一说明。“欧洲一体化”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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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德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主要论文有:吴友法《“德国问题”与早期欧洲一体化》,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9年第4期;黄正柏《阿登纳的欧洲联合政策及早期实施》,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1期;邢来顺《德法关系的历史发展

与欧洲联合》,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2期。专著有一本:张才圣《德国与欧洲一体化》,(北京)人民出

版社2011年版。关于法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主要论文有:黄正柏《从“莫内的欧洲”到“祖国的欧洲”》,载《华中师范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周荣耀《戴高乐主义论》,载《世界历史》2003年第6期。关于英国与欧洲一体化

的关系,主要论文有:黄正柏《英国为什么申请十年之后才加入西欧共同市场》,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0年第2期;黄正柏《英国在欧洲联合初期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坚持》,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

第5期。专著有:洪邮生《英国对西欧一体化政策的起源和演变(1945—1960)》,(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赵怀普

《英国与欧洲一体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马瑞映《疏离与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后从西欧开始的、以建立超国家机构为特征和起点的欧洲民族国家的联合进程。这种一体化要求

创立诸如“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的超国家组织,各成员国向超国家组织让渡

部分政策的决策权,并受到该组织的一定约束,以区别于一般的政府间合作[1]7。从20世纪50年

代起,欧洲一体化进入实质性的阶段,开始建立起超国家组织。欧洲一体化首先从西欧开始,后扩

展到南欧和中东欧。但是,当欧洲一体化第一个具有超国家性质的组织“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时,
就使用了“欧洲”一词,而且其章程规定这是一个“其他欧洲国家都可以加入”[2]102的开放性组织。
以后也一直沿用了“欧洲”的概念,而没有使用 “西欧”概念。因此,本文沿用这一约定俗成的用法。

“德国”概念本来无须说明,但由于1949年德国分裂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两个国家,1990年10月两德又重新统一,所以需要加以说明。德国分裂后参加欧洲一体化的是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因此本文的“德国”大部分时间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在1945到1949年之间是

指分裂前的德国,1990年10月以后指统一后的德国。

一、法德和解与欧洲一体化的启动

战后欧洲一体化是以法德两国的和解与合作为前提和基础的。战后初期,法国外交政策有两

个基本特征:削弱德国和在美苏之间奉行中间政策。与德国和解并与德国一起推进欧洲一体化,并
没有纳入法国的对外政策目标。

1945年9月,美、英、苏、法外交部部长在伦敦会晤,法国正式提出自己的对德方案。方案内容

包括:第一,不允许重建中央集权的德意志国家,反对德国建立全国性的政党和中央行政机构。第

二,莱茵兰即莱茵河左岸地区脱离德国。科隆以南是入侵法国的通道,应该由法国永久占领;科隆

以北的区域应该由荷兰、比利时甚至英国共同管辖。第三,实现鲁尔国际化,实现萨尔与法国的经

济融合。此外,法国还要求大量赔款和拆迁德国工厂,以补偿法国的战争损失。这些主张形成法国

战后对德政策的“法国方案”[3]15。可以看出,“法国方案”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肢解德国、削弱

德国。
“法国方案”几乎得到法国从极“左”到极右各个政党的一致支持,但却遭到美、英、苏三国的一

致反对。1947年3月到4月,美、英、苏、法四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否决

了把鲁尔和莱茵兰从德国分离的提议,拒绝建立一个非中央集权的联邦制国家,并故意对法国关于

萨尔的要求不置可否。美英代表比苏联的态度稍微缓和一些,他们同意萨尔与法国的经济融合,还
答应由美英向法国供应德国煤。但是,对于肢解德国的方案却坚决反对。

莫斯科会议首先标志着“法国方案”的失败和法国对德政策受挫。其次,由于莫洛托夫反对法

国的对德方案,法国逐渐远离苏联,站在美英一边。法国在东西方之间奉行中间政策的方针遭遇挫

折,选择站在西方一边的政策初见端倪。最后,莫斯科会议受到“杜鲁门主义”出笼的影响,美苏对

立加剧,其后美苏关系逐步陷入“冷战”的危机,这使法国试图在东西方之间充当仲裁人的设想客观

上也不可能。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国会授权向希腊、土耳其提供四亿美元的援助,并得

到国会的支持,杜鲁门主义出台。它既是美苏“冷战”正式开始的标志,同时也是美国全球扩张战略

的一个宣言。美国从称霸世界、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出发,推行复兴欧洲、扶植德国的欧洲政策。
同年6月5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说,提出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很显然,
美国在德国问题上的态度与法国提出的肢解德国、削弱德国的主张背道而驰,法国必须做出选择。

1947年10-12月,法国已经接受了美国3.37亿美元的紧急援助,1948年1月2日又接受了2.84
亿美元[3]20。在经济上仰仗美国援助的法国,不得不放弃在美苏之间充当“第三种力量”的政策,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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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美国。

1948年2月,美、英、法、荷、比、卢六国代表在伦敦讨论德国问题,把苏联排斥在外,称“六国伦

敦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成立联邦德国政府,最后达成了“伦敦协议”:召开西方占领区德国制

宪会议,制定宪法,以便1949年成立联邦制而非中央集权的联邦德国政府;规定鲁尔的煤和钢由六

国与联邦德国共管。“伦敦协议”几乎否定了“法国方案”的所有重要原则。但是,法国在萨尔问题

上得到满足后,还是同意了“伦敦协议”的条款。而后法国国民议会对是否批准法国同意该协议的

讨论异常艰难,最后仅以8票的优势(297票对289票)批准了协议。协议为联邦德国的建立扫清

了障碍。1949年8月20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宣告成立,10月7日,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宣告成立。从此,德国正式分裂为两个国家,并各自纳入东西方两大阵营。
法国批准“伦敦协议”标志着它放弃了在美苏之间充当仲裁人的政策,明确选择了西方阵营。

在德国问题上,法国同意成立联邦德国,标志着法德关系实现了从对立到缓和、从敌对到和解的

转变。

1957年3月,六国在罗马签署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这两个

条约合称《罗马条约》。1958年,《罗马条约》正式生效,欧洲一体化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63
年1月22日,阿登纳总理访问巴黎时签署了《法兰西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法德合作的

条约》,又称《爱丽舍条约》。《爱丽舍条约》使法德关系法律化和制度化,法德合作关系成为欧洲一

体化的基础,正如在戴高乐和阿登纳在科隆贝会晤后的两国宣言中所说,“我们坚信,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之间的紧密合作将是欧洲一切建设事业的基础”[4]3031。
法德和解与合作是欧洲早期一体化的发动机,它为战后西欧的一体化扫除了障碍,奠定了欧洲

联合的政治基础。它不仅是两国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也是欧洲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事件。没有法德的和解与合作,欧洲一体化进程不可能顺利推进。
笔者认为,法德和解与合作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战后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战后不久,美苏两国结束了战时联盟关系,拉开了“冷战”的

序幕。“冷战”把西欧推到美苏对峙的前沿阵地,西欧各国的生存环境恶化。法德成了同一阵营中

被削弱了的中等国家,它们都要在美苏冷战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因此化解宿怨、实现和解与合

作成为法德两国的共同需要。对法国而言,“冷战”使苏联取代德国成为威胁法国的新对手,法国安

全防务的主要目标从德国转向苏联,与法国和解后的德国将成为法国抵御苏联威胁的屏障。法国

从法苏同盟遏制德国变为法德共同遏制苏联,法国把德国当作同苏联对抗的可以团结和利用的一

方力量。因此,法国的对德政策从肢解、敌对转变为和解、合作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
第二,美国的欧洲和德国政策对法国的重大影响。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从称霸世界、遏制

苏联的全球战略出发,推行扶植德国的政策。法国在经济上依赖美国援助,政治和军事上仰仗美国

的支持和保护,不可能推行与美国政策背道而驰的对德政策。
第三,德国的分裂为法德和解提供了现实基础。德国的分裂让这个昔日的庞然大物变得弱小,

使法国暂时打消了对德国挥之不去的戒备之心,法德之间的和解成为可能。正如戴高乐所说:“在
分裂之后,德国作为一个称霸的和强大可畏的强国已不复存在。”[5]171

第四,法国也意识到,把德国纳入欧洲一体化进程是对德国的最好控制,是消除德国威胁的最

好办法。
对联邦德国而言,摆脱战败国的低下地位是战后的当务之急,在依赖美国保护的同时,以相对

平等的地位加入到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去,无疑脱去了战败国的紧箍咒,是求之不得的事情,符合联

邦德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德国支持欧洲一体化是顺理成章、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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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英关系与欧洲一体化的延迟扩大

在法德终于实现和解,欧洲一体化艰难起步之后,英国加入共同体的问题长期成为一体化事务

中的重要问题。在英国加入共同体的过程中,法国因为两次否决英国的申请而使英法之间的矛盾

和冲突成为这一时期的焦点。法国的两次否决不仅对英国加入共同体产生了影响,也对共同体的

发展产生了影响,它使共同体的扩大推迟了十年。
在欧洲一体化发展的早期,英国政府不仅拒绝了舒曼计划,而且也放弃了加入共同市场。然

而,1961年8月9日,英国正式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962年2月28日,又提出加入欧洲煤钢

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申请。但是,1963年1月14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否

决了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申请。同年1月29日,共同体与英国的谈判正式宣告失败。英国加入共

同市场的第一次申请就这样夭折了。

1967年5月11日,英国工党政府第二次提出了加入共同市场的申请。但是,在11月27日的

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再次拒绝了英国。戴高乐说明了法国拒绝英国的原因。他认为,英国在经济

上与欧洲大陆国家不同,尤其在农业方面不同:“英国人民取得食物的方法,实际上是从南北美洲或

从旧自治领廉价购买粮食进口的方法,同时还要给予英国农民以大量的补贴,这种方法显然是与六

国为它们自己自然而然地所建立起来的制度不相容的。”[6]410英国的传统农业政策与共同农业政策

的价格支持政策大相径庭,戴高乐对英国能否放弃自己的传统和英联邦的特惠制,真正从经济上融

入共同市场表示怀疑。
在列举了经济上的原因后,戴高乐又说明了政治上的原因。他认为,英国加入共同体之后,自

由贸易区的其他国家也会加入,这样的共同市场与六国建立的共同市场将截然不同:

可以预料,参加的成员这样多、这样复杂的一个集团,其内部团结是不会维持长久的,而且

最后终究将会出现一个依附美国并在美国领导下的庞大的大西洋共同体,而且它将很快地把

欧洲共同体吞掉。
有些人看来,这可能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假定,但是这决不是法国所希望做的,也不是它所

做的。而法国的希望,法国在做的,是建设地道的欧洲。[6]411

戴高乐的理由当然不止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所说的那些。在共同农业政策问题上,戴高乐不愿

在该政策未制订完成前让英国加入。《罗马条约》规定实施一项共同农业政策,把共同市场扩大到

农业和农产品贸易。但是,由于农业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罗马条约》并没有规定共同农业政策

的实施步骤和具体方案,这些工作留待条约生效两年后草拟。条约生效后,联邦德国等国对共同农

业政策的制订采取能拖就拖的办法,使共同农业政策的制订一波三折,进展缓慢。戴高乐很清楚农

业和农业共同市场对法国的重要性:“显然,农业在我们国家的整个活动中,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

不能设想有这样一个共同市场,法国农业在其中找不到适应它的生产的市场。而且我们认为在六

国中,我们在这方面是具有最迫切需要的一个国家。”[6]409英国国内农业部门早在1961年就明确表

示,希望在共同农业政策还在制订的时候加入共同体,以便对共同农业政策施加影响。在共同农业

政策未制订完成时让英国加入共同体,等于多增加一个共同农业政策的反对派,对法国迫切需要的

共同农业政策是个很大的威胁,可能会影响到共同农业政策的形成。因此,法国并不希望英国在此

时加入共同体。
农业方面的矛盾固然是法国拒绝英国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上的。戴高乐欧洲政策

的特点是要建立“各国的欧洲”和“欧洲人的欧洲”。“各国的欧洲”针对的是“超国家的欧洲”,“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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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欧洲”则是针对美国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而说的。“各国的欧洲”与“欧洲人的欧洲”是相互关

联的。戴高乐认为只有“各国的欧洲”才有可能成为“欧洲人的欧洲”,而超国家的欧洲只能依附于

美国。在1962年5月15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公开指责超国家欧洲的拥护者是在替美

国办事。
实际上,戴高乐的设想是建立以法德为核心、以法国为领导、排除美英影响的“欧洲人的欧洲”,

其根本目的是恢复法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大国地位。而英国恰恰是可能把欧洲拖入美国主导的大

西洋共同体中的力量。戴高乐不会忘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丘吉尔曾经对他讲过一句名言:“您
要知道,如果我必须在您和罗斯福之间作一选择时,我总是选择罗斯福的。您还要知道,当我必须

在欧洲和大海之间做出选择时,我总是选择大海的。”[4]50英国对美国的亲近感和对欧洲大陆的距

离感使戴高乐怀疑英国加入共同体的诚意和效果。戴高乐认为,英国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欧洲

国家,它在关键时候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欧洲的利益而为大西洋利益服务,导致最后出现一个美国领

导下的大西洋共同体。
事实上,戴高乐没有看错,麦克米伦首相并不打算使英国成为一个“欧洲国家”。他并不讳言英

国人要坚持 “大西洋联盟”,坚持大西洋联盟是因为“欧洲不能够单独存在。它必须以平等的、体面

的伙伴关系同自由世界的其余部分、英联邦以及美国合作”[7]357。麦克米伦打算一进入共同市场,
就着手把它变成西方防御的“第二支柱”,并同美国合作,使之成为扩大的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一部

分[8]149。麦克米伦争取到了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支持。1962年,肯尼迪在费城的演说中提出重振大

西洋联盟的“宏伟计划”,建议在美国和欧洲经济之间建立公开的贸易联盟,成立一个大的自由贸易

区。1962年8月,“贸易扩大法”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这项法案建立在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

假设基础上,美国希望英国加入共同市场,利用同英国的“特殊关系”,实现自己重振大西洋联盟、领
导大西洋联盟的设想。

在防务方面,肯尼迪提出建立北约“多边核力量”,把英法等国的核力量控制在北约手中,也就

是控制在美国的手中。1962年12月21日,美英在巴哈马群岛的拿骚举行会晤,就建立“多边核力

量”计划达成协议。协议规定,美国向英国提供“北极星”导弹,并帮助英国建造配套的核潜艇和生

产核弹头。英国要将这支核潜艇部队拨交北约,置于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指挥之下,但是英国

保留在国家的“最高民族利益”受到威胁时收回这些核力量归自己支配的权力。肯尼迪写信告诉戴

高乐将军,法国可以享有类似英国的安排,建议他购买“北极星”导弹[9]161。但戴高乐认为这是美国

控制英法核武器的手段,参加北约的多边力量将使法国无法拥有自己独立的打击力量[2]272。戴高

乐对英国十分失望:“英国把它仅有的一点原子力量交给了美国人。它很可以把它交给欧洲。但它

做了自己的抉择。”[9]207208他认为,拿骚协议证明英国在美国和欧洲之间选择了美国,而非欧洲。在

拿骚会议前戴高乐就考虑阻止英国加入共同体,拿骚协议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借口。当时担任英

国驻法国大使的皮尔森·狄克逊证实了这一点[10]299300。
由于戴高乐将军两次把英国挡在共同市场门外,威尔逊首相对英国加入共同体丧失了信心:

“只要戴高乐将军还在爱丽舍宫,我们(英法)之间的关系将极难恢复。”[11]267对此,戴高乐也不讳

言:“英国有朝一日将加入共同市场,(但)毫无疑问那时我将不在位了。”[12]170

1969年4月,戴高乐辞去法国总统职务,蓬皮杜当选为总统。当时联邦德国实力明显增强,加
上它推行“新东方政策”后,大大拓宽了对外关系,加强了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这对法国是一个刺

激,蓬皮杜决定同意吸收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平衡联邦德国的势力[13]211。另一方面,共同

农业政策经过十年艰苦而漫长的制订过程,已经基本定型。1968年7月1日,欧共体六国取消了

成员国间在大部分农产品上的贸易限制,制订了统一的价格,建立了共同的对外农产品关税壁垒,
提前18个月实现了建成共同农业市场的目标,法国对英国有可能干扰共同农业政策的担心不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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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9年12月,法国总统蓬皮杜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六国首脑会议上倡议扩大共同体,为英国加

入共同体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1970年6月,爱德华·希思领导的英国保守党上台执政后仅仅12天,即6月30日,希思政府

同六国开始了谈判。1972年1月22日,英国、丹麦、爱尔兰和挪威在布鲁塞尔签署了加入欧洲经

济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条约。1973年1月1日,条约正式生效。英国

终于加入了欧共体,而这时离英国第一次提出申请已经十年有余。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法英这两个大国关系不好的时候,曾长期阻碍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使

共同体的扩大延迟了十年之久;关系好的时候,则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三、法德合作与欧洲一体化的深化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曾经长期停滞的德国统一问题重新燃起了希望。此时,德国

问题在两种意义上同欧洲一体化密切相关。其一,如果德国统一,原民主德国将作为新德国的一部

分进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之中;其二,欧洲一体化的深化需要欧洲最大的国家德国的支持。
影响法国对德国态度的有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德国如果重新统一,人口接近8000万,国民生

产总值为1.4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以法国为首的欧共体国家自然会心生

疑虑:统一后的德国会不会把欧洲变成德国的欧洲呢? 德国还会继续忠实于欧洲一体化吗? 法德

两国还能成为一体化的轴心国家吗? 英国也有多家媒体发表了评论,如《每日快讯》说:“重新统一

对德国人民而言已经不再是幻想,然而它对于德国之外的许许多多的人,不管是民主世界的也罢,
共产党世界的也罢,还仍然是一场梦魇。”[14]274

为了打消法国和其他成员国对统一后的德国所持的怀疑和害怕心理,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很坚

决地表示,德国的统一和欧洲一体化不矛盾,而是互补的、相辅相成的;而且,德国尤其要优先考虑

与法国保持积极的关系,把法德友好关系作为德国欧洲政策的基础。1989年11月18日,法国总

统密特朗邀请共同体所有成员国首脑在巴黎会晤。科尔在12国晚宴上“长时间地发挥他所捍卫的

论点:德国统一和欧洲统一是不可分的”[15]249。11月22日,科尔又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重申,德
国统一和欧洲一体化的过程必须紧密联系在一起。1990年12月19日,他仍说:“德国的房子———我

们共同的房子———只能在欧洲的屋顶下建设。这是我们的政策目标。”[16]450

德国虽然有了这样的表态,但法国是否能够理解德国,并且支持德国的统一,还需要在复杂的

双边和多边关系中互相磨合。这种磨合最集中地表现在《欧洲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简称《马约》)签订的过程上。1992年2月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最重要的内容是达成了关于

欧洲政治联盟和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协议。

1979年3月13日,在法国总统德斯坦和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的倡导和推动下,共同体9国建

立了欧洲货币体系,使欧共体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货币区,在走向经济和货币一体化道路上迈出了

重要的一步。但是,欧洲货币体系也有消极影响:20世纪80年代,由于联邦德国拥有欧洲最强大

的经济和最稳定的货币,联邦德国及其独立的联邦银行实际上获得了欧洲的货币主导权,法国对此

十分愤怒。法国希望采用共同管理的欧洲货币,与联邦德国分享货币主导权。因此,创建超国家的

货币制度以实现对德国货币政策的控制就成为法国政府的中心任务[16]436。

1988年6月,欧共体在汉诺威举行峰会,决定组织一个以德洛尔为主席的委员会,委员会由欧

共体12国的中央银行行长组成,其任务是研究货币联盟的可能性。1989年4月,这个委员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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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计划,即著名的“德洛尔计划”,计划规定经由三个阶段来实现完全的经济与货币联盟

(EMU)①。法国当然是坚决支持该计划的。在1989年6月举行的马德里欧洲理事会上,“德洛尔

计划”得到了各国首脑的认可。
但是,联邦德国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是反对货币联盟的,它们认为货币联盟会对联邦银行的权力

造成威胁,因此主张把精力放在单一市场计划的完成和货币联盟的第一阶段上。在1989年12月

8日召开的斯特拉斯堡峰会前几天,科尔总理给密特朗总统写了一封信,不赞成就经济与货币联盟

召集政府间会议设定一个固定的时间,而且他提议的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时间表比法国人的更慢。
科尔还表示,德国赞成共同体的政治制度改革,尤其主张加强欧洲议会的权力,而这与法国的想法

正好对立。科尔的信让法国政府很震惊,法国警告德国政府,两国关系处于危机之中。
在斯特拉斯堡峰会举行前几小时,法德之间终于达成了妥协。科尔同意了法国在1990年下半

年就经济与货币联盟召开政府间会议的要求。法国也做出了让步,同意把会议推迟到12月2日的

联邦德国选举之后;联邦德国还获得了一个让步,即只要德国的统一是在欧洲一体化的环境下进

行,将获得法国和其他成员国对单一德国国家的支持。法德关系破裂的风险被避免了。
尽管法德两国在斯特拉斯堡峰会上达成了妥协,但他们围绕德国统一问题的矛盾并没有就此

消除。早在1989年7月,法国总统密特朗就对德国的统一表示了理解。但是,7月27日,密特朗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统一只能‘和平地、民主地’实现”。密特朗认为,为了捍卫和平,必须解决

五大困难:德国承认奥得 尼斯河边界,而且立即由联邦德国承认;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就移交权

力给统一的德国达成协议;德国放弃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德国继续归属于大西洋联盟;确
认德国对欧洲共同体的承诺[15]219。12月6日,密特朗访问苏联时在基辅发表讲话,警告德国不要

强力推进统一,因为这样做会打破欧洲的政治均势,并对欧洲一体化产生负面影响。他指出,在德

国统一之前就应该实现进一步的欧洲一体化②。12月19日,密特朗访问民主德国。密特朗在莱比

锡重申了法国的警告,“德国人民在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前夕,应该考虑到欧洲的均势”,“德国统一

与欧洲统一应同步进行”[15]273。联邦德国认为这次访问是法国试图支撑一个正在迅速崩溃的民主

德国,并因此而推迟德国的统一进程。德国人还相信,12月16日,密特朗在法属加勒比圣马丁岛

上向美国总统布什肯定地表示过,对任何形式的德国统一,法国都积极主张向后推迟[14]287。

1989年11月的最初9天,平均每天有9000个民主德国人绕道捷克斯洛伐克去联邦德国,柏
林墙已经形同虚设[17]292。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此后三个月,平均每天仍然有2000个民主德

国人去联邦德国[17]294。民主德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局面,领导人难以驾驭,不得不

由反对德国统一转为同意德国统一。统一成为两个德国的共同选择。

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国举行全民选举。德国联盟是在科尔的鼓动下,由三个党派即基督

教民主联盟、德国社会联盟和“民主觉醒”联合组成。它是联邦德国执政的基民盟和基社盟的姊妹

党,是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竞争对手。德国联盟主张民主德国以州建制加入联邦德国,而民主德国社

会民主党作为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姊妹党,主张两个德国平等地通过公民投票来实现德国统

一[18]226227。联邦德国各政党都全力以赴支援民主德国的姊妹党,科尔更以提供几十亿马克的援助

等优厚条件来支持德国联盟。在基民盟的强力支持下,德国联盟获得了3月18日选举的胜利,并
与自由民主联盟联合组阁,为科尔按其设想推动德国统一扫除了政治上的障碍。

法国看到德国的统一已不可避免,终于十分明智地不再节外生枝了。法国外交部部长罗兰·杜

661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45卷

①

②

参见http://ec.europa.eu/economy_finance/euro/emu/road/delors_report_en.htm。
转引自 M.J.Baun,″TheMaastrichtTreatyasHighPolitics:Germany,France,andEuropeanIntegration,″Political
ScienceQuarterly,Vol.110,No.4(1995 1996),p.614。



马发表声明,敦促波恩吸收民主德国,尽快完成统一进程,以便波恩再次把注意力转移到共同体事务

上来。
法德的合作推动了欧洲共同体的快速发展。1990年4月19日,经过数周的秘密讨价还价之后,

科尔和密特朗给欧洲理事会的主席寄去了一封联名信。在信中他们不仅提议加速货币联盟的步伐,
而且主动提出了建立一个政治联盟的新倡议[16]450。联名信建议在货币联盟的政府间会议之外,再为

政治联盟召开一个政府间会议。1990年4月28日,在都柏林举行的欧洲理事会特别会议通过了经济

与货币联盟谈判的时间表。6月25—26日,在都柏林举行共同体常规峰会,各国首脑们正式同意就政

治联盟召开政府间会议,并宣布经济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的谈判都将于12月中旬开始。
启动经济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两个平行的政府间会议是法国和其他成员国的显著成就。他

们一直急切地希望德国能对经济与货币联盟做出承诺,现在终于获得了成功。10月27-28日,共
同体的罗马特别峰会决定,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第二阶段应该从1994年1月1日开始,内容主要包

括完成1992年单一市场计划,并成立一个欧洲货币机构。第三阶段将在第二阶段启动后的三年内

开始,届时将使各国的中央银行独立,并对成员国的财政政策加以限制。这些决定虽然仍有许多问

题没有解决,但是关于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大致轮廓和时间表都有了①。12月7日,科尔和密特朗提

出了一个联合议案,为政治联盟的谈判设定了轨道,其中心是发展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并推动共

同防务。此外,议案还倡导在国内安全与警务问题上加强政府间合作。国内安全与警务是德国政

府提出的创意,并得到了法国的支持[19]58。这个联合议案对法国和德国政府来讲,意义十分重大,
它表明法德两国在经历了德国统一的检验后,又一次成为欧洲一体化的主动力。

1992年2月7日,在荷兰城市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的欧共体峰会上,《欧洲联盟条约》正式签订

(故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年11月1日,《马约》正式生效。《马约》确定了欧洲联盟的柱形

结构:第一支柱为原有的三个共同体,第二支柱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第三支柱为加强内政与司法

事务的合作。条约把欧洲经济共同体更名为欧洲共同体,成为欧洲联盟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第一支

柱中,条约还设立欧洲联盟公民资格,详细规定了实现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日程表。《马约》对共同体的

机构和决策程序进行了修改,扩大了欧洲法院和欧洲议会的权力,以及部长理事会中特定多数表决制

的适用范围。第二支柱是建立共同外交与防务政策。成员国同意通过西欧联盟来实行共同的防务政

策,采取共同行动时要求全体一致同意。第三支柱是针对欧盟国家在移民、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面临

的问题,开展内政和司法方面的合作。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都采用政府间合作的方式。《马约》标志

着欧洲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条约。
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东欧剧变和德国统一的背景下,法德两国彼此妥协

与合作对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和欧洲一体化的深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法国、德国、英国这三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关系好则进程快,关系不好则进程慢。反过来,一体化进程又深刻影响了法德英三国关系。
这对现在与未来其他地区的一体化或者多边合作具有重要启示:一体化区域内的大国往往是决定

该区域政治经济格局的关键因素,因此,大国之间的关系是一体化大厦的基础和梁柱,一体化发展

的龙头;大国之间求同存异,追求最长远、最根本的利益,共同推动合作进程,是明智的选择;面对国

际形势的变化,利益格局的变化,大国不能因循僵化,而是要根据需要及时调整政策;一体化是构建

和平合作的大国关系的有效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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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Buchan&J.Wyles,″ThatcherLeftTrailingasaSummitFixesEMUDate,″FinancialTimes,1990 10 29,p.1,转引

自 M.J.Baun,″TheMaastrichtTreatyasHighPolitics:Germany,France,andEuropeanIntegration,″PoliticalScience
Quarterly,Vol.110,No.4(1995 1996),p.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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