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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东欧国家

结束在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

会 Comecon) 内四十余年的区域经济

合作，到 21 世纪初其中多数国家陆

续融入欧盟区域一体化进程，乃至近

年来经受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

不断冲击，可以说中东欧国家为应对

经济全球化搅动下国际格局的变化，

走过一条充满挑战、漫长而复杂的发

展道路。

历史：中东欧国家

曾经的一体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冷

战爆发，马歇尔计划出台以及西方经

济封锁加剧了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

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经互会于 1949

年成立。此后，在 1952 年斯大林提

出的“两个平行市场理论指导下，东

欧国家与苏联形成了社会主义世界市

场，脱离了世界市场的竞争环境。在

经互会内，东欧国家高度依赖苏联的

能源与原材料供应，彼此关系表现为

苏联提供原材料，东欧提供最终产品，

形成“孤立排外的循环系统”。

1971 年，随着经互会社会主义“经

济一体化纲要”的实施，经互会至少

当前中东欧国家一体化面临的挑战
■   贾瑞霞／文

部分地重归世界经济体系，既建立社

会主义国际分工，也考虑到了全世界

的分工。后来苏联《真理报》曾为社

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体系紧密合作提供

了三条理由 ：第一，专业化是前进的

发动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包括

大国在内能够发展全面的生产；第二，

苏联拥有大量石油和原材料资源，而

西方国家机器、设备与技术可以利用，

苏联可以用部分商品和原料为新企业

换取贷款 ；第三，与资本主义国家保

持经济联系可以保证外汇流入，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1] 这些观点意味着认

同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与统一的世界

市场，否定了“两个平行市场理论”。

20 世纪 70—80 年代，苏联和东

欧国家积极推动经互会改革，但没有

实际进展。在世界性的能源危机中，

苏联提高能源价格，改革经互会贸易

定价机制，使东欧国家在经互会内的

贸易条件恶化。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东欧国家的经济存在诸多问题，迫切

需要西方技术以提高国内经济增长率

和人民生活水平。20 世纪 80 年代中

期，欧共体与经互会建立了正式关系。

欧共体直接与东欧国家进行经济合

作，实际上架空了经互会。苏联控制

的放松以及与西方经济关系的密切，

加大了东欧国家对经互会的离心力。

从 1989 年 下 半 年 起， 东 欧 国

家相继发生政局剧变，经互会也于

1991 年解散。这些国家希望加入欧

共体的一体化。1992 年底，中东欧

国家在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基础上组建

了“中欧自由贸易协定”。[2] “中欧自

由贸易协定”满足了欧盟对中东欧候

选国的一个入盟要求，即中东欧国家

应开展次区域合作，以积累区域合作

的经验。“中欧自由贸易协定”不断

扩大也表现出其在欧盟扩大前的重要

作用，成员国不仅通过多边自由贸易

发展经济联系，而且“中欧自由贸易

协定”成员国还分别与邻近的非成员

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来促进自

由贸易在更大范围内的开展。中东欧

国家在“中欧自由贸易协定”内解决

了历史遗留问题，增进了这些国家的

合作意愿，为融入欧盟的统一合作创

造了契机。

现实：中东欧国家

离散欧洲一体化 ?

自 2004 年 5 月起，波兰、匈牙利、

斯洛伐克、捷克、斯洛文尼亚、立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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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罗马尼

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等国陆续加

入欧盟，开始了新的区域经济合作，

在趋同与追赶欧盟发达成员国的道路

上继续“长征”。

然而，中东欧国家入盟仅仅数年，

快速追赶的步伐就被打断了。2008

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不久就在欧

洲大陆演变成欧债危机并冲击着欧盟

的一体化。欧债危机不仅冲击了欧盟

核心圈的经济，而且严重影响了欧元

区之外的其他成员国。2004 年以来

相继成为欧盟成员国的中东欧国家也

未能避免这双重危机的影响，面临着

经济衰退与缓慢复苏的困境。国际金

融危机与欧债危机干扰了中东欧国家

在欧盟内一体化的正常进程，也影响

到一些中东欧国家对欧盟一体化的态

度。危机还进一步拉大了部分中东欧

国家与欧盟发达成员的差距，离散着

欧盟一体化的凝聚力。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挑战欧盟价值观底线。在

危机压力下，一些中东欧成员国屡屡

挑战欧盟的民主、法制底线。匈牙利

首当其冲，欧盟认为自欧尔班领导的

青民盟 2010 年 4 月执政以来，匈牙

利民主出现大倒退，终结了多党政治，

形成中央集权体制。青民盟利用在国

会的绝对优势，屡屡突破欧盟立法底

线。新宪法以及一系列新法律因违背

民主原则、削弱有关国家机关独立性

而遭到国内外的广泛批评。欧盟批评

匈政府利用一次性措施抑制预算赤

字，认为匈征收暴利税破坏了欧盟课

税法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入盟以

来一直置于欧盟合作与核查机制下，

欧盟定期出版报告评估两国入盟后的

法制趋同。欧盟认为罗马尼亚政府侵

蚀欧盟倡导的民主规范，特别反映在

弹劾伯塞斯库总统一事上。一些欧盟

国家领导人如默克尔责备罗政府削

弱法治原则与蔑视欧洲价值观。2012

年 7 月，欧委会在其公布的对罗马尼

亚监督核查报告中指出，近期罗马尼

亚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将过去五年的

所有进展都置于险境”。[3] 随后原定

讨论罗马尼亚加入申根区的欧盟司法

与内政部长理事会会议也被取消。保

加利亚在反腐败与打击有组织犯罪、

司法管理方面也遭欧盟诟病。欧洲反

欺诈办公室 (OLAF) 官员指出，2011

年 该 机 构 对 欧 盟 27 个 成 员 国 展 开

463 项欺诈调查，保加利亚就占 78 项；

其中保农业领域有 60 项调查均涉及

欧盟资金管理问题。[4]

第二，质疑一体化举措。欧盟

为解决危机出台一系列创新举措，但

一些中东欧成员态度消极或持抵制立

场。2012 年，在“财政公约”问题上，

除英国外，捷克亦持拒绝立场。保加

利亚央行行长则认为“财政公约”只

适用于欧元区国家，而非欧盟范围 ；

保政府表示其不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注入资金帮助富裕国家。银行业联

盟也很难得到中东欧成员支持，保加

利亚社会党主席斯塔尼舍夫表示，保

是欧盟财政和银行系统最稳定的成

员国之一，加入欧盟银行联盟不是

保加利亚的当务之急。[5] 波兰财长表

示，波兰要等到明白该联盟对其成员

意味着什么之后才能表态，这是波兰

头一次没有积极支持德国主导的欧盟

事务。斯洛伐克虽表示支持银行业联

盟，但希望保护其国内银行金融利益。

捷克政府表示反对银行业联盟，认为

这样会严重危害本国经济，因为 90%

以上的捷克银行为外国所有者拥有。

中东欧的很多银行在 20 世纪 90 年代

都卖给了西欧，如波兰三分之二的银

行为外国所有，保加利亚银行业与希

腊银行关系密切。此外，建立欧洲稳

定机制要求成员贡献新的援助基金，

但保加利亚、波兰表示难以接受，因

为其生活标准远低于那些受援国（如

希腊），这无异于让穷人帮助富人。

在讨论 2014—2020 年度欧盟预

算时，德国呼吁削减预算并加强对成

员国财政预算的监督。按照时任轮

值主席国塞浦路斯的建议，削减主要

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业支出方

面。但削减预算遭到中东欧国家反对。

因为这些国家是欧盟预算尤其是凝聚

基金、结构基金的主要获益者。2013

年 2 月， 经过 18 个月 的艰 苦谈 判，

欧盟新财政预算获得通过，预算总额

为 9600 亿欧元，比 2013—2017 财政

年度预算减少 3%，这也是欧盟首次

实质性削减预算。[6] 英、荷、德等发

达成员国由于债务危机、经济衰退而

不愿承担更多财政贡献，英国还要求

削减欧盟层面的行政管理成本。入盟

以来，新成员国从欧盟资金中获益匪

浅。现在欧盟也面临紧缩财政压力，

这对新成员国未来七年能从欧盟得到

多少财政资助并非是个好消息。而捷

克更是因为相比 2013—2017 财年少

获得 60 亿欧元而耿耿于怀。

第三，公众支持率下降，民粹或

极端政党入主政府。1997 年的“哥

本哈根入盟标准”明确提出，支持市

场经济与民主是入盟的必备条件。所

以观察中东欧成员国公众对市场经

济、民主的支持，可以看出这些国家

的人民在多大程度上认同欧盟倡导的

价值观。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联合世

界银行在 2010 年进行的一项调查 [7]

表明，金融危机使人们对市场经济与

民主的支持都在下降，这不仅反映在

欧盟发达市场经济体内，也表现在中

东欧新成员内部。法国、德国、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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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瑞典与英国五个参照国的平均调

查数据显示，仅有 42% 的居民支持

“市场经济与民主”；在接受调查的九

个中东欧成员国里，支持“市场经济

与民主”的民众比例都低于五个参照

国，除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与爱沙

尼亚高于 30%，其他中东欧成员都在

30% 以下。拉脱维亚仅有 14% 的支

持率 ；波兰为 26% ；立陶宛为 27% ；

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只有 28% 的

受访者认为市场经济好于其他经济体

制 ；斯洛伐克这一指标为 29%。

以上调查表明，新成员国公民

在入盟 3—6 年，尤其是遭受金融危

机冲击后，对欧盟倡导的主流价值观

念信心不足，而这也会反映在他们对

待本国政府经济政策的态度或选举投

票中。一些持民粹立场的政党入选议

会或执掌政权，匈牙利的青民盟政府

即是一例，青民盟自 2010 年上台后，

一系列举措招致欧盟严厉诟病。2014

年 4 月 6 日 , 匈牙利举行议会选举，

尽管左翼政党努力争取选民，但青民

盟还是赢得选举，在议会拥有 133 个

席位，保持着绝对多数，继续执政 ；

而极右的“尤比克”政党获得 20.5%

的选票位居议会党派第三位，其在匈

牙利未来四年的政治生活中将扮演什

么角色令人担忧。2012 年 12 月 9 日，

罗马尼亚举行议会大选，民粹主义的

人民党作为新政党进入议会并位居

第三大党，其对罗马尼亚政治生态的

影响值得关注。2013 年 2 月，保加

利亚公民党政府在社会抗议压力下辞

职。5 月，保加利亚提前举行议会大

选，社会党联合土族政党组建新政府

并依靠极右政党“阿塔卡”支持。“阿

塔卡”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反

对欧盟方针政策。联合政府对“阿塔

卡”的依赖影响了公众对其信任度。

中东欧成员国政治生态的现状对欧盟

一体化也是不容忽视的挑战。

第四，发展差距加大。国际金

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的爆发所带来的

负面影响冲击着欧盟一体化进展与欧

洲的繁荣、稳定。按照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标准，保加利亚目前是欧盟最穷

的国家。2010 年，保加利亚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为欧盟平均水平的 43%，

排在罗马尼亚（45%）之后。[8]2011

年，保加利亚贫困人口接近其总人口

的一半，拉脱维亚与罗马尼亚贫困人

口占比超过 40%，立陶宛与匈牙利超

过 30%。如何在欧债危机持续的情况

下保持新成员不断趋同与追赶，这对

欧盟也是一种预警。如果欧盟不能尽

早妥善解决债务危机，带领 28 个乃

至更多成员国走上新的增长与发展道

路，那么欧盟必将面临成员国公众的

质疑，特别是对当下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质疑。

至今部分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已

是第十个年头。十年在历史长河中转

瞬即逝，但仍会有一些值得反思的东

西留下印记。十年之中，一些中东欧

新成员经济获得显著发展，甚至超过

个别老成员国，从欧盟的“边缘”向

着“中心”迈进，这将会改写欧盟现

有的经济格局乃至决策影响，也会给

欧盟的区域合作带来新的特征。而欧

盟如何在一体化框架内引导中东欧国

家实践其民主法制价值观，促进欧洲

繁荣和平，并不是轻松的任务。至于

中东欧国家如何恰当厘清参与区域一

体化的权利与义务，聚合而不是离散

一体化成果，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关注中东欧国家的区域经济合

作历史，或许可以部分理解中东欧国

家为什么要加入欧盟。俄罗斯学者奥

尔 利 克（Орлик） 与 什 梅 列 夫

（Шмелев）指出，20 世纪，中

东欧历经了三次世界性战争——两次

“热战”和一次“冷战”。现在中东欧

不只是“十字路口的社会”，而且是

能够改变或影响整个欧洲命运的社

会。[9] 未来的欧盟还会发生新的社会

经济分野（如欧盟扩大到巴尔干西部

地区），不平衡也会再度出现，那么

区域合作作为一种校正力量，应该发

挥更多“正能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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