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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和平之路：欧洲一体化的
历史渊源

宋新宁


　　 【内容提要】　欧洲一体化正式起步于１９５２年的煤钢共同体，但

其历史渊源则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欧洲人最早试图将欧洲联合为一个

整体的构想始于１４世纪。在１７—１８世纪，欧洲国家主要通过 “均势”

来维持和平，但也出现了一系列有关欧洲联合和统一的主张，圣－皮埃

尔、卢梭和康德都提出了相关设想。１９世纪中后期是欧洲统一运动第

一次广泛开展的时期，知识分子开始有组织地进行活动以谋求欧洲统

一，“欧洲观念”开始在欧洲范围内广泛传播。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

洲统一运动比过去更具有了政治运动的色彩，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开始

不同程度地介入到欧洲统一运动中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

国热衷于欧洲统一的人士开始将其理想付诸行动，欧洲联邦主义和邦联

主义的统一运动如火如荼。这些思想和实践探索表明，欧洲联合和一体

化的首要动因是维持和平。

【关键词】　欧洲一体化　欧洲统一运动　和平

在欧洲一体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发展起来之前，欧洲的联合、统一和

一体化的努力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欧洲联合、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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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体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是一种明确的政治运动。

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即 “欧洲观念”（ＩｄｅａｏｆＥｕｒｏｐｅ）的产生和发展是

在中世纪以后。在欧洲的文献中， “欧罗巴”一词的广泛使用是在１３世纪以

后。① 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逐步出现，“欧洲观念”也不断地显现出来，把欧洲

作为对象或目标的运动也随之产生。按照恩格斯的观点，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始

于１５世纪，“这个时代是从１５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王权依靠市民摧毁了封建贵

族的权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而现代的欧洲国家和

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就在这种君主国里发展起来……”② 在这个新的时代，一方

面欧洲文化空前繁荣，另一方面国家间战争连绵不断，形成一种文化上的聚合与

政治上的分裂共存的局面。面对这样的境况，欧洲的思想家们，如圣 －皮埃尔、

卢梭、康德、圣西门等，开始思索实现欧洲国家间和平与安宁的方式，欧洲的政

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们也在实践中探索避免战争、维持和平的途径。从历史发展的

脉络上讲，欧洲联合和统一的思想和实践探索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　拿破仑战争前的欧洲统一运动

国家间联合或合作的最主要形式之一是结盟，这是国家间合作的最古老形式

之一，也是欧洲国家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传统方式之一。但结盟与一体化完全是两

回事，因而结盟不是本文阐述的主要内容。

欧洲人最早试图将整个欧洲 （或至少是欧洲的主要部分）联合为一个整体

的构想始于１４世纪。１３０６年，法国的律师和外交家皮埃尔·杜波伊斯 （Ｐｉｅｒｒｅ

Ｄｕｂｏｉｓ）就曾建议，为了避免基督教国家间的战争，欧洲各君主和城邦应组成一

种邦联式的 “基督教共和国”，并建立一个君主的常设大会。一旦国家间出现纠

纷，应由一个由９名法官组成的法庭进行仲裁，并以教皇作为最终的上诉法院。

但是，他的主张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③

１４世纪中叶到１６世纪中叶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建立在个人主义和共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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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基础之上的观念逐步取代了对教会的忠诚，同时欧洲民族国家体系也开始逐步

形成。１５世纪是奥斯曼帝国崛起的时期，土耳其人完全占领了拜占庭帝国，在

１４５３年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并驰骋于巴尔干地区，对欧洲构成了严重威胁。这

个时期，欧洲联合的基本动因就是通过联合来抵御外来的威胁。

波西米亚国王乔治·德波德布拉迪在１４６４年提出组成一个欧洲邦联的建议，

包括建立一个由各国君主组成的委员会、一个由常设代表组成的大会 （实行多

数表决体制）以及一个对欧洲国家间的纷争进行仲裁的法院，其目的是加强欧

洲国家间的合作，抵御土耳其人的威胁。① 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则主张建立一个

拥有武装力量的总理事会，由欧洲１５个国家君主委派的代表组成，对国家间关

系进行仲裁，以增强欧洲国家对付土耳其人威胁的力量。但是，这类颇具理想主

义色彩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即欧洲国家都处于

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其面临的主要是强化自身的力量、为发展

资本主义积蓄物力和财力的任务。

１７—１８世纪，欧洲国家主要试图通过 “均势”来避免国家间的战争和维持

欧洲和平。１６４８年的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认了主权国家间的平等地位，提

出了以 “法律委员会”的方式解决国家间纠纷，并确立了对破坏和约的国家实

行集体制裁的原则。② １７１３年的 《乌特勒支和约》第一次以条约的形式提出应

建立一种 “强国之间的完全均势”，明确 “应该废除由同一君主统治的法兰西与

西班牙两国王的联合”，并认为这种控制在一个君主之下的国家间联合是 “祸

患”之源。③

尽管如此，欧洲均势的原则与欧洲的联合并非完全是矛盾的。正如叶费内隆

曾经指出的那样：“这种对维护邻国之间平衡和平等的关心是保证各国间平安无

事的基础。在这方面，所有毗邻的和由贸易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组成了一个大集

体，一种共同体。比如，基督教世界是某种带有普遍性的共和国，它要维护自己

的利益，对付共同威胁，采取一致的预防措施。”④ 瑞士外交家瓦特尔也曾经指

出：“欧洲组成了一个政治体系，一个主体。这个整体是由生活在世界这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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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民族的连带关心和不同的利益联结在一起的……各国君主对那些悬而未决的

问题坚持不懈的关心、互相之间派遣常驻公使和连续不断的谈判，这一切都使欧

洲成为某种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成员，尽管互相是独立的，但却被共同利益这

个纽带联合在一起以维护秩序和自由。”①

在这个时期，欧洲也出现了一系列有关欧洲联合和统一的主张，其中最早的

是威廉·潘恩 （ＷｉｌｌｉａｍＰａｎｎ）的设想。潘恩在１６９３年就提出，欧洲应当建立一

个欧洲议会来解决欧洲国家间的纠纷，并提出这个议会应实行加权投票，以三分

之二多数做出决定。加权应按照各国的经济实力进行，其中德国１２票、法国１０

票、英格兰６票，等等。② 圣－皮埃尔 （ＡｂｂｅｄｅＳａｉｎｔＰｉｅｒｒｅ）在１７１３年提出了

争取欧洲持久和平的方案，主张建立一个欧洲各君主间的广泛联盟，以确保欧洲

各国的安全和国家间的和平。卢梭对圣－皮埃尔的联邦主义学说进行了批判，反

对建立欧洲联邦式的超国家机构，提出欧洲国家只有 “邦联”才能够联结在一

起。１７９５年，康德则提出了他的永久和平计划，主张建立一个由自由国家组成

的联邦。

（一）圣－皮埃尔的联邦主义学说

圣－皮埃尔是欧洲最早系统论述欧洲联邦学说的思想家之一，③ 他在１７２０

年乌特勒支会议之后，先后撰写了三卷本的 《给欧洲以永恒和平的回忆录》，即

第一、二卷 《给欧洲以永恒和平的方案》和第三卷 《在基督教国家君主间建立

永恒和平的方案》。

在圣－皮埃尔看来，欧洲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在欧洲建立 “一个文雅、

和平的兄弟般社会，大家生活在恪守相同原则的永恒协和、从所有他人的幸福中

寻求自己幸福的气氛之中”，从而实现欧洲 “永恒的和普遍的和平”。④ 如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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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间的永久和平呢？圣－皮埃尔的方案就是建立某种形式的欧洲联邦政府

（ａｆｏｒｍｏｆｆｅｄｅ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①

圣－皮埃尔认为，建立这种联邦政府的可能性在古代和中世纪是不存在的，

然而现在则是可能的，原因是欧洲国家间宗教、伦理、艺术、文化和经济上的相

互联系日益加深。导致欧洲国家间持续战争的主要原因除了各国民族利益和国家

利益的冲突之外，就是各国政治体制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即没有欧洲的公法

（ｐｕｂｌｉｃｌａｗｏｆＥｕｒｏｐｅ）。② 要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确立某种聚合的权力，协调

各个国家的行为，为其提供共同的利益和相互的义务，即将欧洲各个国家纳入到

一种统一的法律框架内，使各国遵守共同的法律，建立一个欧洲国家间的联合

体———欧洲联邦。在联邦政府的领导下，所有参加联邦的欧洲国家，不论大小强

弱，都服从统一的联邦法律。只有这样，才能在欧洲各国范围内永久地消灭战

争，实现和平。

圣－皮埃尔不仅论证了建立欧洲联邦的必要性，而且阐明了建立欧洲联邦的

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圣 －皮埃尔提出，建立欧洲联邦，必须确立四个基本前

提：第一，所有重要的强国都应当成为其成员，并且不允许任何国家与他国单独

结成联盟，否则联邦就只会是徒有虚名。第二，必须建立一个拥有制定对所有成

员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和法令的立法机构；第三，必须建立某种聚合的权力来迫使

每一个国家遵守联邦的共同法律；第四，必须拥有强大和足够的实力，以能够禁

止任何成员国为了其私利而退出联邦。③

在此基础上，圣－皮埃尔提出了建立欧洲联邦的五项具体措施：（１）各国

将加入一种 “持久而不允许废弃的同盟”，并在其中建立由各国君主委派的全权

大臣组成的某种常设机构 （ｄｉｅｔｏｒｃｏｎｇｒｅｓｓ），以便能够通过仲裁或评判等和平的

方式解决彼此间的争端。（２）各国将确立某种投票机制，以确定有资格选派全

权大臣的国家、联邦轮值首脑的任期和选择方式、各国对联邦的财政投入等事

项。（３）联邦将保障各国保持其成员所拥有的财产和现存的政府管理和世袭制

度。（４）联邦将确立某些前提条件，以便各成员国能够采取一致行动对违犯联

邦条约的国家进行制裁，并将其视为全欧洲的公敌。（５）所有成员将给予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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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的全权代表以常设权力，以简单多数的方式 （并在五年后以四分之三多数）

通过各种有利于联邦及其所有成员国的措施。①

从圣－皮埃尔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欧洲一体化进入实际操作的２００

多年之前，就为欧洲勾画出了这样一种联邦主义的构架，即：建立一个由欧洲各

个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组成、拥有由各国全权代表组成的常设组织机构，各国保

持其主权相对完整，但又必须部分地让渡主权的超国家联盟。

（二）卢梭的欧洲联合思想

让·雅克·卢梭关于欧洲联合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圣 －皮埃尔联邦主

义学说的批判和对欧洲和平的论述中。卢梭不同意霍布斯关于 “战争状态”

是人类社会的 “自然状态”的学说，认为是国家的存在和为保护其国民而

采取的一系列行为造成了国家间的战争和战争状态。正是由于国家的产生而

使人类脱离了自然状态，国家为保护其国民的利益而与他国间的竞争造成了

国家之间的战争。他同意圣 －皮埃尔的观点，即认为欧洲国家之间虽然有着

诸多的共同性和相互依赖性，但由于不存在能够强制各国遵守某种共同法律

的力量，单个国家去追逐私利而导致战争不可避免。因此，要防止国家间的

战争，就必须确立某种 “聚合的权力”来保障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和协调国

家间的行为。但是，由于欧洲大国间 “均势”的存在，任何单个强国或国

家集团都无法成为这种聚合的权力。

卢梭在其 《对圣 －皮埃尔永久和平方案的概述和评判》一文中，对圣 －

皮埃尔的欧洲联邦方案进行了总结和评说。按照卢梭的观点，圣 －皮埃尔的方

案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其之所以不可行，就在于它还不够完美，或者进一步

说，它太完美了。② 在卢梭看来，由于欧洲所面临的均势这一无法回避的现

实，要实现欧洲国家间的统一，只有依靠武力。但是，以武力来谋求欧洲联邦

更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与建立欧洲联邦的初衷本身就是背道而驰的。

卢梭反对建立欧洲联邦式的超国家机构的主要原因是与其基本的政治理念

密切相关的。卢梭认为，人类建立国家的目的就是要阻止市民社会内部的暴

力，同时，由于竞争的存在，国家的建立也旨在保护本国公民免受外来的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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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一个世界国家 （ｗｏｒｌｄｓｔａｔｅ）的建立将形成一种垄断，从而剥夺市民社会

保护自身的权利。此外，卢梭坚信只有在小国家，公民的权利才能得到最好的

保障，而一种世界联邦将无法通过其立法来保障所有人的 “公益”。按照卢梭

的推论，只有 “邦联”式的合作形式能够将国家联结在一起。这种邦联式的

共同体可以有其共同的执行机构，由各自独立的国家的立法者任命并受其指

导。“政府间的联合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是可能的，但不是 “民族

的联合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ｓ）。①

（三）康德的欧洲联邦构想

康德在１７９５年出版的 《论持久和平：一个哲学的方案》（ＺｕｍｅｗｉｇｅｎＦｒｉｅｄｅｎ：

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ｒＥｎｔｗｕｒｆ）一书，可以说是欧洲思想家最早论证以欧洲联邦的方

式来实现欧洲持久和平的系统著述。

康德认为，人类社会通过战争来达致权力平衡乃是自然规律，即在非社

会和对抗的状态下以战争的方式寻求和平、安宁和安全，尽管战争是世间最

邪恶的事物。② “但是，在经历了诸多摧残、动乱，直至将自己的实力耗尽之

后，最终会采取理性原则向它们揭示的步骤，来扬弃无法无天的野蛮状态，进

入每个国家 （包括最小的国家）都渴望得到安全和权利的各民族联邦的

阶段。”③

在康德看来，各国所寻求的安全和权利，是无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或法律来

获得的，必须依靠 “联合起来的权力和联合起来的意志所作出的法治决定”，这

就是一种 “庞大的联邦”，“这是人类把自己卷入苦难后唯一的、不可避免的出

路”。④ 康德为欧洲国家所设计的联邦方案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在国内确立共和制政体。共和政体的基本原则是自

由、单一的共同立法和法律上的平等。共和制是唯一可以导致永久和平的政体，

因为在共和体制下，只有经过公民，而不是统治者的同意，国家才能够决定是否

应该进行战争。正是由于公民需要承受战争所造成的灾难，因而他们最厌恶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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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而统治者则不同，他们将不必为战争付出任何代价，因而可能会毫无理由地

对外宣战。①

其次，国家的权利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ｉｇｈｔ）必须建立在自由国家联邦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ｆｒｅｅｓｔａｔｅｓ）的基础上。每一个国家，为了寻求其自身的利益，能够也愿意要求

其他国家共同加入某种政体，这就意味着建立一个 “各民族的联邦”（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ｓ）。但这并不是一个国际国家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ｅ），因为国际国家将使

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面对一种既对上 （立法者）又对下 （服从法律的国民）的矛

盾关系状态，这不是现存国家所欢迎的。而在一个自由国家联邦的框架内，国家

既可以保持其自身的权利，又能够约束自身的行为。② 国家的权利是无法依靠军

事上的胜利来实现的，国家之间应当就以 “和平条约”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冲

突和争端达成一致。和平条约虽然不能消除战争，但是它可以暂时中止现存的战

争。没有国家间的总体协议就不能和平，因此需要建立某种特定的 “和平联

邦”。这种联邦也不能保障所有的国家不进行战争，但是它能够保障每一个国家

本身的自由。③

最后，世界权利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ｒｉｇｈｔ）应当局限于普遍友好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ｈｏｓｐｉ

ｔａｌｉｔｙ）的范围内。任何国家的公民到其他国家去，都应当受到友好接待，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拥有可以到其他国家指手画脚、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权利，人

类社会在美洲、中国和日本已经有过惨痛的教训。④ 但是，地球上的人类确实已

经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一个普遍共同体，而且已经发展到人们开始享有某种普遍

的权利的阶段，只有当这种世界权利的概念变成未成文的政治和国际权利的组成

部分的条件下，世界才能朝着持久和平的方向前进。⑤

从康德的欧洲联邦构想中我们可以看出，康德为欧洲所设计的联合，已经

比圣 －皮埃尔和卢梭大大前进了一步，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强调欧洲联邦的重

要前提之一是在欧洲各国确立统一的共和制政治体制。康德所设想的欧洲联邦

并不是一种国际国家，这种联邦将保留其成员国原有的主权，并且不赞成那种

强制实施和平的理念 （ｐｅａｃｅ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特别是要保留退出联邦的权利。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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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也提出，人们必须不断地记住这样一种可能性的存在，即联邦的成员国有

可能退回到不负责任的战争的老路上去，无论这是否是一种实际的危险或

威胁。

从康德整个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所设计的欧洲联邦方案带有很浓厚的邦联主

义色彩。① 同时他也认为，使欧洲联邦向世界联邦发展在目前是不现实的。

二　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间的欧洲统一运动

拿破仑战争是法国人力图以武力统一欧洲的尝试。在１７９５—１７９９年的督政

府期间，法国的版图扩展到了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其周围所环绕的也是一些所

谓的 “兄弟共和国”，即按照法国的模式，在法国支持下生存的荷兰、瑞士、西

萨尔潘、利居里安、罗马、帕泰诺巴等国。１７９９年１１月，拿破仑发动 “雾月十

八政变”上台后，利用与英国及其盟国的战争继续对外扩张。到１８１１年，拿破

仑帝国拥有１３０个省，统治了欧洲的大部分领土，其中包括了法国、荷兰、比利

时和意大利的大部分。拿破仑在其失败后曾说，他曾想 “把欧洲的不同人民变

为一个共同的人民”，因为 “我不认为欧洲会有其他大平衡的可能，这种平衡只

能是欧洲伟大人民的聚合和联盟”。② 但是，我们在实际上看到的并不是拿破仑

自己所说的这种 “人民的聚合和联盟”，而是他用血与火、用取代了共和制的帝

制以及由他的兄弟们为君主的周边国家组成的帝国体系，这种体系不过是拿破仑

实现其个人野心，即做全欧洲的唯一的君主和统治者的工具。它既不符合时代的

潮流，也与欧洲人民的意愿相悖。这也是欧洲近代民族国家体系形成后，第一个

企图以武力统一欧洲，并以失败告终的典型案例。

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形成了 “维也纳体系”，即所谓的 “欧洲协调”，其实

质是将 “均势”体制固定下来，通过五大国之间的相互制约来维持欧洲的和平

与稳定。欧洲主要列强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都接受了这种原则。正如恩格斯指

出的那样，“英国想保持并扩大自己的商业霸权，想保留掠夺殖民地所得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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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并削弱其他各国。法国想尽量减轻自己的不幸，并削弱其他各国。俄国想

增强自己的实力，扩张自己的领土，并削弱其他各国”。①

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的维也纳会议之后，欧洲虽然确定了以 “均势”作为其大

国间关系的基本体制，但是人们对此并不满意，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仍旧在思

考和探索维持欧洲和平与稳定的其他途径。例如，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就在

其１８１４年与奥古斯坦·蒂埃里合作发表的 《以促进欧洲社会改组为目的的哲

学：科学和诗学的研究》一文中，论证了建立一个拥有共同机构的联邦制欧

洲，同时又保持各国的民族独立的必要性和方法。圣西门认为，原有的欧洲体

制和大国间的平衡以及民族主义都是不可行的，欧洲应当建立一个议会制

的、依靠具有行政管理、科技和经济的专门知识的杰出人物进行管理的欧洲社

会或共同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所有欧洲国家的议会都应当服从这个欧

洲议会的最高权力，这种权力将超越一切民族国家政府的权力之上，以对各国

家之间的纠纷进行裁决。②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功能主义一体化理论的最早

雏形。

１９世纪中后期是欧洲统一运动第一次广泛开展的时期。其原因主要有二：

首先，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国家间经济联系不断密切。１９世纪是自由资本

主义在欧洲发展的鼎盛时期，英国于１８４６年取消了关税，并于１８６０年与法国签

订了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又与大部分欧洲其他国家签订了类似的协定。

１８４０—１８７０年的３０年间，国际贸易 （其中欧洲国家的对外贸易占据主导地位）

增长了３４倍，英国的出口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９％上升到１６％，法国

和德国也分别从７％上升到１６％。法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在１８２０—１８７０年增长了

近６倍。德国自１８３４年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后，工业生产迅速增长，到１８６０年

跃居世界第三，对外贸易额在１８５０—１８７２年增长了４倍多，与法国并列世界第

二位。③ 其次，均势体制并未能保障欧洲国家间的和平，国家间冲突不断，战争

仍在继续。特别是进入１９世纪后期以后，随着法国实力的恢复和德国的崛起以

及欧洲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过渡，大国间关系呈现趋向紧张的状态。１８５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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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俄罗斯在 “圣地”保护权问题上发生冲突，并最终演化为俄土之间于

１８５３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１８５９年，法国因撒丁问题与奥地利开战。１８６４年

普鲁士与丹麦爆发战争。１８６６年，普鲁士、意大利与奥地利之间爆发 “七周战

争”。１８７０年普法战争爆发。１８７５年，德法之间又险些进入一场新的战争。１８７７

年，俄土之间再次爆发战争。

１９世纪中后期欧洲统一运动的主要特点有：（１）谋求欧洲统一的运动开

始有组织地进行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有 “欧洲历史大会”“和平之友大会”和

“国际和平与自由联盟”等。自１８４９年起，这些组织先后在布鲁塞尔、巴黎、

法兰克福、日内瓦举行国际和平大会，呼吁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并提出了

“欧洲联邦”和 “欧洲合众国”的口号。１９００年，法国政治科学自由学派在

巴黎举行会议，会议的第一项日程就是讨论 “欧洲联邦”问题。１９０９年，“欧

洲联邦”大会在意大利罗马成立。１９１４年，以实业界人士为主的 “欧洲统一

联盟”在英国成立。（２）欧洲统一运动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运动，运

动的领导人包括了法国著名的大文豪维克多· 雨果、意大利著名的革命家朱

泽培·马志尼、朱塞佩·加里波第等。实业界人士只是到２０世纪初才开始介

入其中。（３）“欧洲观念”开始在欧洲范围内广泛传播。进入１９世纪后，以

“欧洲”命名的出版物和著述不断涌现出来，其中最主要的有伯尔尼出版的

《欧洲日报》、菲利普·布歇创办的 《欧洲人》报，和平之友大会出版的 《欧

洲合众国》；弗朗索瓦·基佐在 １８２８年发表的 《欧洲文明通史》、马志尼的

《关于一种欧洲文献》、戴塔尔的 《论欧洲统一》、奥古斯特·奥特的 《关于欧

洲联邦》等。① 与此同时，欧洲各国的知识分子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欧洲统一

和欧洲联合的设想和主张。例如，蒲鲁东、布歇、马志尼等人都主张建立

“欧洲联邦”或 “欧洲共和国联邦”；亨利·福格雷、维克多·雨果、爱弥

尔·吉拉丹、卡尔罗·卡塔尼奥等人倡导 “欧洲合众国”；康斯坦丁·贝格则

提出建立 “欧洲联盟”。

当然，这些欧洲统一和欧洲联合的理想与欧洲的政治经济现实是不相符合

的，因而它既不会获得政界和商界的支持，也不具有公众基础。正如恩格斯曾

经说过的那样： “迄今存在过的联合体，不论是自然形成的，或是人为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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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第１２３—１３６页。



的，实质上都是为经济目的而存在的，但是这些目的被意识形态的附带物掩饰

和遮盖了”。①

三　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欧洲统一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欧洲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既有政治、经济、军事

的，又有社会的。就其对欧洲统一运动、欧洲联合或一体化的影响而言，也是极

其深远的。因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全欧洲规模的战争，而且是在拿破仑战争后欧

洲经历了一百年的大国均势和欧洲协调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全面战争，因而对人们

反思欧洲的历史经验、探寻欧洲和平之路产生了极大的推动或刺激作用。

战争爆发伊始，欧洲国家就出现了一系列以 “欧洲”命名的反战团体，其

中著名的组织有荷兰作家尼科·范·苏赫泰兰创建的 “欧洲联邦同盟”，德国和

奥地利知识分子 （包括爱因斯坦在内）创立的 “新祖国同盟”，这些团体积极开

展反对欧洲民族主义、反对战争的活动，“新祖国同盟”还因此于１９１６年被德

国政府宣布为非法。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和实业界人士则在讨论如何在战争之后通

过欧洲联合或建立欧洲联邦的方式来彻底根除战争的隐患，例如法国学者库尔尼

埃就在 《以法律求和平》上撰文，主张通过建立经济组织，以关税同盟作为经

济联盟基础的方式来解决欧洲的问题。法国合作运动的领导人查理·纪德提出，

应在战后建立一个 “合作的欧洲”，以增强欧洲国家间交往的方式来消除各国间

的纷争。② 在大战末期和战后初期，欧洲的联邦主义者异常活跃，因为他们似乎

从大战的结束中看到了希望，即欧洲联邦或欧洲合众国的前景。

凡尔赛和约以及由其确立的凡尔赛体制对于欧洲联邦主义者和那些强烈主张

欧洲联合的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挫折。正如皮埃尔·热尔贝指出的那样，“１９１９

年的和平条约与１８１５年时的截然不同。维也纳条约曾组织起一个欧洲君主的社

会，它承认同样的正统和平衡原则。相反，凡尔赛条约建立了一个分成战胜国与

战败国的欧洲。大国并不讨论一个各自都接受的共同秩序，而战胜国把某种欧洲

秩序强加于战败国。”③ 欧洲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是四分五裂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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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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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２０８页。
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第１８７—１８９页。
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第２６页。



为战胜国的英国和法国对德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法国要压制德国，以免其再次

威胁到自身的安全；英国担心法国的崛起会使其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企图以德

国来牵制法国。美国采取的是一种不与欧洲传统的均势外交相悖的战略，即以民

族自决权原则和一个全球性组织的方式来取代均势外交。①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比，欧洲更加分裂，同时也在政治、经济上开始走向

衰落，来自美国和日本的竞争已经明显反映出来，这一切都不能不从另一个方面

刺激着欧洲联合和欧洲统一运动的发展。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比较，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统一运动具有了一些

新的特点。

（一）欧洲统一运动比过去更具有了政治运动的色彩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争取欧洲统一或欧洲联邦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坐而论

道。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但是真正付诸行动的并不多，除了和平之友大会

外，只有马志尼的所谓 “青年欧洲”具有政治运动的色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旨在推进欧洲统一和欧洲联合的组织不仅数量迅速增加，而且活动更加频繁、积

极，其社会影响也扩大到整个欧洲，乃至世界。例如法国的 “区域主义者行动

联盟”（即 “蒲鲁东协会”）、“欧洲关税同盟国际委员会”和 “泛欧联盟”，其

中最为活跃的是理查德·考登霍夫 －卡莱吉 （ＲｉｃｈａｒｄＣｏｕｄｅｎｈｏｖｅＫａｌｅｒｇｉ）创立

的 “泛欧联盟”。

考登霍夫－卡莱吉用一个 “乱”字概括了战后欧洲的基本局势，在他看来，

既然在欧洲已经无法再确立传统的均势体制，欧洲的出路就只有 “联邦”。１９２３

年，他出版了 《泛欧洲》一书，并创建了 “泛欧联盟”。为了宣传他的欧洲理

念，他四处向各国政治家和企业家游说，并于１９２６年召开了第一次 “泛欧大

会”，此后又先后于１９３０年、１９３２年、１９３５年召开了第二、三、四次泛欧大会。

“泛欧联盟”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特性不仅在于其有一大批拥戴者，分支组

织遍布欧洲各国，而且更主要地表现在它对欧洲政界和商界的影响。考登霍夫－

卡莱吉寻求对其泛欧联盟支持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他与

捷克共和国总统马萨里克、法国外交部部长白里安、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勃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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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威尔逊的战略与传统均势战略的比较分析参见：ＩｎｉｓＬＣｌａｕｄｅ，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ａｎｄｏｍ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２。



国前总理卡伊欧、议长赫里欧、奥地利总理塞佩尔、德国外交部部长斯特雷曼等

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塞佩尔担任了其泛欧联盟奥地利支部的主席，白里安于

１９２７年担任了泛欧联盟中央理事会名誉主席，丘吉尔也对其表示了支持。欧洲

的一些商界大亨对考登霍夫－卡莱吉提供了财政支持，其中最主要的是德国汉堡

的银行界巨头马克斯·瓦尔伯格 （ＭａｘＭａｒｂｕｒｇ）。

（二）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开始不同程度地介入欧洲统一运动

除了对考登霍夫－卡莱吉的 “泛欧联盟”给予支持之外，欧洲一些国家的

政治家和政府也直接介入欧洲的统一运动，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法国总理阿利斯

蒂德· 白里安 （ＡｒｉｓｔｉｄｅＢｒｉａｎｄ）于１９２９年９月９日向国际联盟大会提出并于

１９３０年５月１日正式发表的 《关于建立欧洲联邦同盟的备忘录》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ｎ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ｅｇｉｍｅ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ＦｅｄｅｒａｌＵｎｉｏｎ），即 “白里安报告”，又

称 “白里安计划”。①

白里安计划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由欧洲国家政府向全世界宣布的一个建立

“欧洲联盟”的官方计划。在整个计划中，法国政府明确提出，根据目前欧洲的

政治经济局势，有必要确立一种与国际联盟相联系，但又能避免国际联盟之无效

能缺陷的欧洲合作模式，这就是 “欧洲联盟”。联盟由国际联盟的欧洲成员国组

成，建立在成员国各自保持其绝对主权和完全的政治独立基础之上。联盟的组织

机构包括一个由各国政府代表组成的 “欧洲会议”，会议主席由成员国选举产生

并实行轮换制；一个只有部分成员国代表组成的常设政治委员会作为联盟的执行

机构；一个协助会议主席和委员会主席，以及协调各成员国与会议和委员会间沟

通的秘书处。联盟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成员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中政治合

作的主旨并不意味着国家间的统一 （ｕｎｉｔｙ），而是联盟 （ｕｎｉｏｎ）；经济合作将致

力于建立共同市场、推进商品、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

白里安计划并没有得到欧洲国家的广泛支持，特别是英国和德国都对其表示

了消极的保留态度。② 虽然应白里安的要求，国际联盟成立了一个研究欧洲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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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白里安报告》的英译本参见：ＴｒｅｖｏｒＳａｌｍｏｎａｎｄＳｉｒＷｉｌｌｉａｍＮｉｃｏｌｌ，ｅｄｓ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ｐ９－１４。

英国和德国政府对白里安计划的正式反应参见：ＰｅｔｅｒＳｔｒｉｋａｎｄＤａｖｉｄＷｅｉｇａｌｌ，ｅｄｓ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ＡＲｅａｄｅｒ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Ｐｉｎｔｅｒ，１９９９，ｐｐ２０－２２；ＰｅｔｅｒＳｔｒｉｋｅ，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ｅ１９１４，Ｌｏｎｄｏｎ：Ｐｉｎｔｅｒ，１９９６，ｐｐ３４－３８。



的专门委员会，并举行了若干次会议，但是这个委员会并没有开展什么实际的活

动。１９３２年白里安去世后，该计划也随之不了了之。

（三）系统的欧洲一体化理论初见端倪

欧洲统一和一体化的理论学说产生于１８世纪的欧洲联邦理论，代表性的学

说有圣－皮埃尔和康德，但是都不能说是系统的理论。进入２０世纪后，欧洲人

一方面开始在实践中摸索，同时也开始了更为系统的理论探究。理查德·考登霍

夫－卡莱吉的 “泛欧主义”理论将欧洲联邦主义理论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这

位自称 “国际产儿”的 “泛欧运动”领导人，在其１９２３年出版的 《泛欧洲的圣

战：一个人的自传和一个运动》以及后来的 《泛欧洲》中系统论述了他的理论

学说。①

第一，“泛欧洲联邦”（Ｐａ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是考登霍夫 －卡莱吉用以

解决欧洲分裂和战争状态的基本药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虽然建立了国际联

盟，但是欧洲仍被分裂为几十个国家，战争的阴云并没有因为国际联盟的成立而

驱散，原因就在于国际联盟并不是超越国家主权之上的强制力量，无法制约单个

主权国家的行为。要使欧洲从分裂、混乱和战争状态走向和平与秩序，就必须在

欧洲国家间建立一种联邦体制。

第二，美利坚合众国是泛欧洲联邦的理想模式。与维克多·雨果等人一样，

考登霍夫－卡莱吉也崇尚美国的联邦主义体制，并将其视为欧洲应效仿的楷模。

“在一个世纪之后，欧洲应该继美国之后宣布自己的 ‘门罗主义’，即 ‘为了欧

洲人的欧洲’。”②

第三，泛欧洲联邦的地理版图应当不仅包括欧洲大陆本身，而且应当包括欧

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地。考登霍夫 －卡莱吉的泛欧洲联邦将两个欧洲国家排除在

外，即英国和俄国，但是他强调应当与英国和英联邦国家及美国保持密切的关

系，而对俄国则将其视为潜在的敌人，原因是彼此敌对的意识形态。

第四，泛欧洲联邦的实施步骤是从个别逐步向整个欧洲大陆扩展。考登霍

夫－卡莱吉提出，泛欧洲联邦的建立应当首先从多瑙河地区开始，多瑙河地区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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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ｉｃｈａｒｄＣｏｕｄｅｎｈｏｖｅＫａｌｅｒｇｉ，ＰａｎＥｕｒｏｐａ，Ｖｉｅｎｎａ：Ｐａｎｅｕｒｏｐａ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２３；ＴｒｅｖｏｒＳａｌｍｏｎａｎｄＳｉｒＷｉｌ
ｌｉａｍＮｉｃｏｌｌ，ｅｄｓ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ｐ７－８

ＲｉｃｈａｒｄＣｏｕｄｅｎｈｏｖｅＫａｌｅｒｇｉ，ＰａｎＥｕｒｏｐａ，ｐ７９



首先从捷克和奥地利开始，然后向北延伸到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进一步向

南至巴尔干地区。如果五个多瑙河国家实现联合，就可以从 “东欧合众国”向

“欧洲合众国”扩展。

考登霍夫－卡莱吉与其之前的欧洲联邦主义者的主要不同首先在于其所处的

历史背景，即人类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灾难。泛欧洲联邦学说的另外

一个特点就是对地理区域的考虑，即不包括身在欧洲大陆之外的英国。此外，考

登霍夫－卡莱吉第一次将意识形态作为实现欧洲联合和泛欧洲联邦的一个重要因

素，并强调欧洲联邦应当建立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上。

此外，随着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欧洲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起出现了最

早的 “一体化理论”，即戴维· 米特兰尼的 “功能主义一体化理论”（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ｌｉｓｍｉ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米特兰尼在１９３３年出版的 《国际政府的进展》一书

中初步提出了其功能主义理论。① 由于米特兰尼的理论在欧洲一体化的理论评述

中或多或少都有介绍，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四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初期的欧洲统一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欧洲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战争，这也

是继拿破仑之后，欧洲某个国家的独裁者再次企图以武力实现欧洲的统一。战争

也促使欧洲人不得不更加认真地思考欧洲的未来和前途。

（一）战时的欧洲统一运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几个重大事件和问题对战后欧洲的一体化具有重

要影响。

（１）１９４０年的英法联盟宣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第一个力图以欧洲国家间联合的方式赢得战

争的尝试是１９４０年的英法同盟构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会长、著名历史学

家阿诺德·汤因比提出，为了反对希特勒纳粹德国称霸欧洲的野心，必须建立英

国和法国之间的联盟。汤因比拟订了一个英法同盟的具体方案，包括合并两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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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务力量、对资源的控制权和对外贸易、执行共同的殖民政策等。汤因比的建议

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并委托汤因比起草一个 《永恒联盟法》。尽管英国首相丘

吉尔对这个构想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但他仍指示英国政府官员与国际联盟

副主席、法英协作委员会负责人，当时正在伦敦的让·莫内协商，共同起草了

《法英联盟宣言》（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ＦｒａｎｃｏＢｒｉｔｉｓｈＵｎｉｏｎ），并在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６日的

英国内阁会议后向当时正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提出这份宣言。

根据该宣言，“两个政府宣布，法国和英国不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法英

联盟。法英联盟在防务、对外政策、财政和经济政策方面建立共同的机构。每个

法国公民将立即获得英国的公民权；每一个英国的臣民将成为法国公民。两国将

分担在它们的领土上发生的战争所造成的损失，它们的资源也将共同均等地用于

医治战争创伤的目的。战争期间，将只有一个战时内阁，它将指挥所有地方———

无论是地面、海上还是空中的所有英国和法国的武装力量。两国的议会也将正式

联合在一起……”①

当然，英国政府提出这个宣言的目的并不是真正要使英法两国 “不再是两

个国家”，丘吉尔的主要目的是要使法国的雷诺政府能够坚持抗战。但是，由于

这个宣言的提出为时过晚，法国雷诺内阁已经辞职，总统贝当元帅已决定停止抵

抗，向德国投降。尽管如此，英国一直到１９４５年法国解放后，才宣布收回１９４０

年法英联盟的建议。②

（２）１９４１年的文托泰内宣言

意大利的一些反法西斯主义者自墨索里尼上台后，一方面从事反对法西斯

主义的活动，另一方面支持欧洲联合和欧洲统一运动，并将后者作为前者的一

个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被法西斯政权关押在文托泰内岛上的反

法西斯主义领导人埃尔斯内托·罗西 （ＥｒｎｅｓｔｏＲｏｓｓｉ）和阿尔蒂埃罗·斯皮内

利 （ＡｌｔｉｅｒｏＳｐｉｎｅｌｌｉ③）于１９４１年８月发表了 《文托泰内宣言》。他们在宣言中

强调，国家的绝对主权导致民族国家试图彼此间相互控制，而且每一个国家都

力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欧洲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最终消灭将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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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分割为不同的主权国家的状况，不这样做，如何进步都将仅仅是表面的。每

一个有思想的欧洲人都意识到，由于军国主义德国的存在，在独立的欧洲国家

间维持一种均势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此，解决欧洲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以联

邦的方式对欧洲进行重组，或换言之，建立一个 “欧洲联邦”，结束欧洲的无政

府状态。①

１９４２年，斯皮内利在 《文托泰内宣言》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 “欧洲合众

国”的主张，发表在他的 《欧洲合众国与多种主张趋向》一书中。他认为，通

过一种联邦制的体制，国际秩序可以更好地适应人类的基本需要，因为它既可以

使各成员国以最适应其自身的文明程度和特点的方式管理其国内的生活，又可以

避免导致成员国因主权而牟取私利的各种因素。他具体设计了联邦应当拥有的权

力，指出联邦机构应该能够永久地消除各成员国排他性的国内决策；应当拥有控

制军队和对外决策的唯一权力；应该由它来确定各成员国之间的边界；联邦内部

实行单一货币；保障联邦成员国全体公民完全的自由流动；共同管理所有的殖民

地等。②

斯皮内利和罗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这些主张对欧洲各国反法西斯主

义的抵抗组织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墨索里尼下台后，他们就致力于推动战

后的欧洲联邦运动。在他们的影响下，比利时、荷兰的抵抗组织纷纷提出建立

欧洲联邦的主张。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丹麦、法国、意大利、挪威、荷兰、

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欧洲国家的抵抗组织于１９４４年５月在瑞士日内瓦

集会，通过了由斯皮内利和罗西起草的 《欧洲联邦宣言草案》。宣言草案强

调，世界面临的最紧迫任务就是通过建立一个 “欧洲联邦制联盟”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ｌＵｎｉｏｎ）来部分地结束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只有建立一个联邦制

的联盟，才能使德国人民在加入欧洲社会的同时不再对其他国家的人民构成威

胁；才能解决混合人口居住地区的划界问题；才能保卫民主制度并防止政治上

不发达的国家成为国际秩序的威胁；才能保障欧洲大陆的经济重建。此外，宣

言草案还突出强调了欧洲联盟的三大基本特性，即联盟政府所代表的并不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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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政府，而是所有成员国的人民；凡部署联盟军队的地方将不允许各国军

队的存在；一个最高法院将拥有解释宪法和解决成员国之间、成员国与联盟之

间纠纷的权力。①

１９４４年６月，欧洲抵抗组织在法国里昂建立了 “欧洲联邦委员会”。１９４４

年７月，欧洲各个抵抗组织在日内瓦又发表了一项 《欧洲抵抗组织声明》，再次

强调只有一个联邦制的欧洲联盟才能保证欧洲大陆的和平与文明，主张建立一个

凌驾于各国政府之上的欧洲政府、欧洲军队和欧洲法院。②

（３）法国抵抗力量对战后欧洲的设想

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首先，它是欧洲大陆

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其次，它是被德国军事占领的一个强国；再次，它是欧洲大

陆拥有最强大抵抗力量的国家；又次，它是战后欧洲大陆最大的战胜国；③ 最

后，作为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最主要创始者，其在大战期间的一些考虑和设想，对

其战后的行为起着重要作用。

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对战后欧洲的重建给予了极大关注，戴高乐将军在伦敦

与各欧洲国家的流亡政府就此进行了多次磋商。１９４３年，让·莫内在其向法国

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军需与武器装备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建议，成立一个

“联邦或欧洲实体，由它来组织一个共同的经济统一体”。④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法国

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其关于对外政策指导原则的通报中，也提到了一个西欧联邦的

研究方案，该联邦将包括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⑤ 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８日，

戴高乐在阿尔及尔协商大会上正式提出，“为使欧洲大陆能有一个符合我们时代

条件的平衡，我们觉得应该在欧洲实现某些集团，当然，各国的主权不应受到损

害。法国方面认为，主要在经济上和我们一起实现一种最广泛的西方集团会带来

许多好处……”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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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初期的欧洲统一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热衷于欧洲统一和欧洲联邦的人士开始将

其理想付诸行动。

（１）比荷卢关税同盟

最先进行国家间联合的是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１９４４年９月，三国在伦

敦签订 《比荷卢关税同盟协定》，成为欧洲国家间建立的第一个关税同盟。① 三

国曾与法国进行了谈判，试图将法国也纳入该同盟，但是没有成功。尽管如此，

法国仍在１９４５年２月与比利时，之后又与荷兰和卢森堡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协商

条约。

（２）欧洲统一运动与欧洲委员会

１９４６年９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发表题为 “欧洲的悲剧”

的讲演，吹响了战后欧洲统一运动的新号角。早在１９４２年，丘吉尔就曾在给外

交大臣艾登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一种期盼，即欧洲大家庭能够在一个欧洲委员会的

框架内采取统一的行动。战后初期，他曾在西欧各国旅行，并在苏黎世大学接受

名誉学位时的讲演中明确提出了建立 “欧洲合众国”的主张。他说：“对这个生

灵涂炭、民穷财尽的欧洲大陆的兄弟公民们，我能向他们提出什么最好的建议

呢？我向欧洲提出的建议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联合起来！……为了重建欧洲大家

庭，我们必须建立某种形式的欧洲合众国，要完成的第一步，就是设立一个欧洲

委员会。……时间是紧迫的，我们必须从现在就开始起步。”同时，丘吉尔还特

别强调，作为建立欧洲合众国的第一步，法国和德国必须建立一种伙伴关系，必

须在重建欧洲大家庭的进程中共同发挥带头作用。②

此后，丘吉尔积极地在欧洲推动欧洲统一运动的发展。１９４７年，他在德国

艾伯特纪念堂发表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建立一个作为 “主要的区域性实体”的

“统一的欧洲”的必要性。他还明确提出：“今天欧洲引人注目的中心问题，而

且几乎是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德国的前途。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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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欧洲。除非在一个统一的欧洲体制之内，并且以此为背景，否则这一问题

是不能解决的。……法国和英国……必须以一种友好的方式，共同把德国人民带

回到欧洲的圈子里。”①

在丘吉尔等人的积极推动下，欧洲统一运动在战后初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

来。１９４６年１２月在法国巴黎成立了 “欧洲联邦主义者联盟”，包括了欧洲各国

的５０多个欧洲统一运动组织。在丘吉尔的推动下，“欧洲统一运动”于１９４７年

５月在伦敦成立，成员包括了保守党、自由党和工党的一些头面人物。１９４７年６

月，欧洲左翼建立了 “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运动” （１９４８年改名为 “欧洲合众

国社会主义运动”）。同年，考登霍夫－卡莱吉还创建了 “欧洲议会联盟”。经过

各个欧洲统一运动组织间的协商和协调，由 “欧洲统一运动国际委员会”发起

和组织，“欧洲大会”于１９４８年５月７—１０日在荷兰海牙举行，来自欧洲１６个

国家的７００多人参加了大会，其中包括丘吉尔、阿登纳、赫里欧、罗伯特·舒

曼、斯皮内利、保罗－亨利·斯巴克等著名政治家以及２００多位议员、１２名前

内阁总理和６０多名部长。

海牙大会的最主要成果有二：首先，大会通过了 《海牙大会政治决议》和

《经济与社会决议》。大会强调指出，欧洲各国面临的紧迫责任就是建立一个经

济与政治联盟，以保障欧洲的安全和社会进步；欧洲各国必须让渡和合并各自国

家的部分主权，以保障为一体化而采取的共同政治和经济行动；建立一个由各成

员国议会选择的欧洲大会来动员欧洲的公众舆论，为欧洲经济与政治联盟的建立

提供咨询。其次，建立了欧洲委员会 （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Ｅｕｒｏｐｅ）。根据海牙大会的

决议，欧洲各国经过协商谈判，于１９４９年５月正式成立了欧洲委员会。这是欧

洲第一个政府间的政治组织，包括了部长理事会 （由成员国外交部部长组成）、

议会 （由成员国议会代表团组成）和秘书处等机构。根据 《欧洲委员会章程》，

该组织的宗旨和目标是促进 “其成员们之间的更紧密合作，目的是维护和促进

构成它们共同遗产的那些理想和原则”。②

（３）马歇尔计划与欧洲经济合作组织

１９４７年６月５日，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讲演，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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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洲进行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该计划在欧洲的实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

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欧洲和亚洲都面临援助其 “盟国”的问题，美

国副国务卿艾奇逊在１９４７年５月的一次讲演中曾经指出，如果美国不用贷款或

赠予的方式援助欧洲和亚洲，它们就将 “破产”和 “绝望”。但是，美国在欧洲

和亚洲太平洋地区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战略，即在亚太采取 “双边主义”政策，

而在欧洲则实行 “多边主义”方针。所谓 “双边主义”就是美国对亚太地区的

各 “盟国”单独地开展援助，例如美国对日本、对中国的蒋介石政府和１９４９年

后的 “台湾当局”、对菲律宾、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多边主义”则是由美国

对整个西欧或至少是西欧主要国家在同一框架内同时提供援助。这就是马歇尔计

划的基本框架安排。

美国之所以战后在欧洲和亚太采取不同的战略方针，是与战后欧洲的政治局

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首先，美国及其西欧盟国在欧洲面临苏联这一强大的对

手，对欧洲的援助不仅仅是出于经济繁荣的考虑，也是遏制苏联的需要。其次，

西欧各国面临左翼力量和共产党力量的政治挑战，将欧洲的政治经济作为一个

“整体”，有利于维护其政治、经济的自由制度的存在。最后，对欧洲的经济援

助并不仅仅限于西欧，这将有利于分化苏联的卫星国，扩大欧洲这个 “整体”

的范围。

根据以乔治·凯南为负责人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所制订的方案，

“经济复兴是欧洲人的事，应由欧洲人正式提议，在欧洲制订计划，并由欧洲承

担主要责任。美国的作用是在起草欧洲复兴计划时给予友好的援助，尔后按照欧

洲人的请求，对这项计划给予财政和其他方面的支持。这项要求美国提供援助的

计划，必须经过几个欧洲国家一致同意……由于心理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理

由，它必须是得到各国同意的一项计划。向我国提出的援助请求，必须由一批友

好国家联合提出，而不应由各个国家分别请求。”①

为响应美国的计划，欧洲各国在１９４７年６—７月进行了一系列政府间磋商，

苏联和东欧国家最终拒绝参加欧洲经济计划。７月１２日，英国、法国、意大利、

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爱尔兰、希腊、葡萄牙、奥地利、瑞典、丹麦、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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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瑞士、土耳其１６国在巴黎举行了欧洲经济会议，讨论了向美国申请援助

的报告，并建立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ｆｏ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即后来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作为欧洲经济会议的常设机构。８月底，会议完成了报告草案，９月２２日，

１６国代表签署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的总报告。

出于推进马歇尔计划的需要和对欧洲战略的整体考虑，美国曾一再鼓励欧洲

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超国家机构来对欧洲经济复兴计划进行管理，美国参议会外交委

员会主席富布赖特在美国国会讨论马歇尔计划时，甚至提出将欧洲政治统一的目标

纳入美国对欧援助法案。① 美国具体负责实施马歇尔计划的哈里曼曾不止一次地抱

怨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内部不统一，效率低下，要求 “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应由一位

在国际政治中享有类似秘书长地位的人物来统领全局”。美国当时建议的人选是欧

洲统一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倡导者、比利时首相保罗－亨利·斯巴克。

法国和意大利也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看作是推进欧洲一体化的一个契机，对

将该组织建设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表现出巨大的热情。但是英国一直采取一种

消极和不合作的态度，因为英国人只希望该组织是实施欧洲经济复兴计划的一个

临时性机构，北欧国家和爱尔兰也支持英国的立场。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欧洲

经济合作组织最终于１９５０年设立了一个 “政治协调人”的位置，使其仅限于一

个普通的政府间组织的范围内。②

（４）从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由于西欧在战后面临苏联强大的军事威胁，因而加强防务领域的合作一直是

各国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１９４７年，英法之间开始就加强共同防务进行谈判，

并签署 《英法互助同盟条约》，即 《敦刻尔克条约》。１９４８年１月，英国外交大

臣贝文发表演说，正式提出了建立西方联盟的建议，表示英国将放弃 “以大国

均势为目标的旧观念”，争取实现 “欧洲的统一和保持欧洲作为世界文明中心的

地位”。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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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８年３月，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五国代表在布鲁塞尔举

行缔约谈判，并于３月１７日正式签署了 《布鲁塞尔条约》，建立了布鲁塞尔条

约组织。根据条约的规定，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外交部部长协商

会议，至少每３个月召开一次会议，此外还设立了西方联盟参谋部和西方联盟司

令官委员会，负责军事协调和防务问题研究。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是欧洲国家在战

后建立的第一个军事合作组织，标志着西欧在军事领域走向一体化的开端。但

是，由于英国和其他４个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相互猜疑，该组织实际上并未发挥

多大作用。１９５０年，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后，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军事指

挥机构 （西方联盟总司令部）被撤销。

西欧各国，特别是英国与法国在欧洲共同防务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其主

要原因是彼此间的不信任，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对英国积极参与欧洲大陆防务

的动机持猜疑的态度。同时，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国家也都对能否依靠自身的力

量来对付苏联可能的威胁表示疑虑。为此，英国和法国自 《布鲁塞尔条约》

签订伊始，就积极推动建立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真正的西方 （而不仅仅是西

欧的）防务联盟。１９４８年４月２３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电美国副国务卿洛

维克，主张建立一个集体安全体系，而不仅仅是一个防御性组织是更加合适

的，同时这也是使法国同意重建德国的唯一途径。贝文随后又致电马歇尔，强

调美国必须对大西洋集体安全体系承担义务。在１９４８年３—４月，美国驻英国

大使道格拉斯、英国驻美国大使弗查佩尔和加拿大驻美国大使皮尔逊进行了深

入磋商，并在１９４８年４月１日形成 “五角大楼文件”，表示支持将布鲁塞尔条

约组织扩大为北大西洋体系。

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１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 《范登堡决议》，即允许美国在和平

时期参加区域性和其他集体协议。杜鲁门总统在７月２日批准了该决议。１９４８

年７月６日，美国、加拿大和布鲁塞尔条约组织５个成员国在华盛顿举行工作会

议，并于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５日通过了 《华盛顿文件》，为缔结 《北大西洋公约》做

好了准备。《华盛顿文件》明确地将苏联作为西方国家防御的对象，规定了美国

军队必须继续留在欧洲，并结成一个包括美国、加拿大、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成员

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并在条件成熟时包括西德在内的北大西洋安全体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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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４月４日，１２国 （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

森堡、意大利、挪威、丹麦、葡萄牙、冰岛）的外交部部长在华盛顿举行了

《北大西洋公约》签字仪式，正式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条约经各签字国批

准后，于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４日正式生效。

从１９４４年比荷卢三国建立关税同盟、１９４７年的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１９４８

年的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到１９４９年成立欧洲委员会和包括西欧主要国家在内的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西欧国家在战后初期５年左右的时间里，在经济上、政治上

和军事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联合。

这个时期的欧洲联合或合作的主要特点是：（１）欧洲的联邦主义或邦联主

义的统一运动尽管如火如荼，但并没有导致实质性的欧洲一体化。（２）欧洲国

家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是与美国的支持和参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３）欧

洲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并不是进一步的联合和一体化，而是稳定国内政治局势和

复兴欧洲各国经济，其联合与合作完全是为各自国内政治经济发展服务的。

五　结语

欧洲一体化正式起步于１９５２年建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但欧洲人从此前数

百年起，就已经开始对欧洲联合、欧洲统一和欧洲一体化进行思想和实践的探

索。本文根据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三个时间节点将

这些思想和实践的探索分为四个阶段，对欧洲一体化的渊源进行了历史的考察。

从这些思想和实践的探索中，我们可以看出三个共性：（１）早期欧洲联合和一

体化的思想学说、社会运动和政治倡议，都是着力于解决欧洲国家间的战争与和

平问题的，即欧洲联合和一体化的首要动因是维持和平。（２）早期致力于欧洲

联合和一体化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都把在欧洲确立一种新的超国家政

治体制 （无论是联邦制或联邦制），作为其实现欧洲联合的制度性安排。（３）早

期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将政治上的一致性 （无论是共和制或相同的意

识形态和民主制）作为实现欧洲联合的重要基础。

随着时代的发展，欧洲一体化的内涵不断扩展，即从开始的单纯解决战争与

和平问题，到解决社会福利和社会需求，再至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的相互作

用和如何在欧洲建立一种新的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形式。但无论何时，欧洲联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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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一体化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都包括如何维护欧洲及其周边地区的和平、如何

处理超国家机构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如何维护欧洲国家间的政治一致性。因

此，尽管早期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所设想的欧洲联合、统一或一体化带

有很大程度的空想色彩，但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体化的

启动与发展仍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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