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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归纳和总结欧盟对全球治理
的立场？

• 依据何在？

• Words and deeds

• 欧洲领导人的讲话和表态

• 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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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 “The 

European Union and multilateral global 

governance”, 

• Conference at th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 Florence, 18 Jun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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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治理须以多边互惠为基础

• 欧洲政治和外交的核心是互惠。尤其在

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欧盟更是强
调“多边互惠”（multilateral 

reciprocity）和双赢。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重建和一体化
进程也充分表明，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可
以同时取得发展，因此，全球治理不应
该是“零和游戏”，而是一种以双赢为
基础的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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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张用理想主义思维
看待全球治理

• 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表明，现实主义
者是错的，理想主义者是正确的，舒曼
是正确的，莫内是正确的。

• 前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如今成为“光
荣”的欧盟成员国这一事实，同样意味
着理想主义者是正确的。

• 在推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也应该采用
理想主义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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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张发挥新兴力量的作用

• 欧盟不能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取得发
展后继而抱怨他们的发展。在一定
程度上，许多新兴力量的出现与其
采纳欧洲的和西方的价值观、技术
和技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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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对新兴力量的告诫是：不要重犯欧
洲人的错误。欧洲人深知新兴力量的 “
兴奋”（excitement）可能会演化为“傲
慢”（hubris）。

• 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在于能否使新兴力量
承担“国际领导权”（international 

leadership）。欧盟不断扩大的过程就是
新老成员分享政治领导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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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欧盟有能力在全球治理
中发挥重要作用

• 欧盟在推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之所
以能发挥重要作用，是因为它在左
右世界政治发展轨迹的过程中拥有
以下战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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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虽然欧盟成员国在外交政策和安全
等领域也有分歧，但它们依然拥有
共同的利益和诉求，坚信集体行动
优于单边行动，因而能严格遵守 《
欧洲联盟条约》第21条第2款第8项
的规定：

• “推动基于更强有力的多边合作及
全球良治的国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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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欧盟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地域
之一。欧盟的经济实力、出
口能力以及对外投资和对外
援助的规模，都使欧盟在世
界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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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欧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和历史等领域的多样性使其更容
易理解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复杂性
和矛盾。

• 这一多样性使欧盟拥有独特的战
略优势，也使其外交更为丰富多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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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在推动自由贸易、反对保护
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实现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欧盟
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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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欧盟既是规则的“创造者”
（rule generator），也是规
则的“促进者”（rule 

promoter）。通过推动全球

范围内的法治，欧盟也对全
球治理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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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球治理应以多边主义为基础

• 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多边主义是构
建世界秩序和推动全球治理的正确
机制。

• 多极（multipolarity）与多边主义
（multilateralism）是各不相同的。

多极是指力量的分配，多边主义是
指利用力量和组织力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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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欧洲当代政治思想史中，权力的分配
始终被视为限制霸权或帝国的力量的机
制，是实现政治自由、国际正义和国家
间合作的条件。

• 但是，多极化也有风险。欧洲的历史表
明，为避免霸权力量或帝国力量的出现
而追求的多极化均势，常常使大国之间
的战略性对峙最终演变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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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罗佐在这一讲话中还援引了意大利
历史学家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在16

世纪初撰写的《意大利史》。

• 圭恰迪尼在该书中写道，佛罗伦萨的
统治者洛伦佐·德·美第奇认为，佛罗

伦萨的安全取决于意大利国内各派力
量之间的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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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罗佐还说，18世纪欧洲出版的一本外交

官读本将“多极”界定为“力量在欧洲的
不同君主之间公平地分配”。

• 1713年达成的《乌得勒支条约》 （
Treaties of Utrecht）通过外交方式实现了
“公正的平衡”。

• 维也纳会议（1814年~1815年）核心人物
梅特涅（Metternich）认为，欧洲国家构

成了一种能够体现团结和均势原则的社会
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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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的研究重点

• 李罡：全球经济治理（国际货币
体系改革、贸易制度安排）

• 曹慧：对气候变化的立场、网络
安全

• 其他：？

• 中欧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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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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