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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持续发酵，在欧盟内部，

“问题国家”层出不穷。作为欧盟新成

员国的匈牙利也加入了“问题国家”的

行列，而且一再引发与欧盟的争议。

新媒体法率先引发龃龉

自 2010 年 5 月欧尔班政府在匈牙

削弱了中央银行、宪法法院和数据保护

机构的独立性。如果匈牙利政府不能给

予恰当的回应，欧盟委员会将把此案提

交欧洲法院。如果匈牙利一意孤行，将

面临在欧盟中丧失投票权的惩罚。美

国前驻匈牙利大使帕尔默认为，匈牙

利被逐出欧盟并非不可想象。欧盟委

员会主席巴罗佐强调，欧盟委员会必

须确保匈牙利和其他成员国一样，不

仅从文字上，而且从精神上完全尊重

欧盟的法律。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则称，

匈牙利是布鲁塞尔国际左翼的牺牲品。

围绕新宪法等问题，匈牙利与欧盟关

系再掀波澜。

匈牙利于 2004 年 5 月加入欧盟。

2011 年上半年，匈牙利首次担任欧盟

轮值主席国，履行职责的同时，双方也

争议不断。被称为“欧洲 严厉新闻

法”的匈牙利新媒体法于 2011 年 1 月

1 日生效。该法律规定，由“媒体委员

会”对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

的新闻报道实行监管，对“不平衡”、“不

符合公众利益”的报道进行处罚。欧盟

委员会指斥该法损害了新闻自由。围绕

新媒体法的争议为匈牙利担任欧盟轮

值主席国蒙上了阴影。匈牙利总理欧尔

班对欧盟委员会的关注进行了回应，表

示如果欧盟委员会要求修改，匈牙利将

进行修改。欧尔班强调，匈牙利将尽力

使新媒体法争议不妨碍轮值主席国的

工作。2 月 16 日，匈牙利和欧盟就备

受争议的匈牙利新媒体法修改问题达

成一致。修改的内容包括，对新闻报道

的审查仅限于广播，但必须遵循有关审

查的法律；新媒体法不再适用于外国媒

体；取消外国驻匈牙利媒体申请许可证

条款，外国媒体只需要在 60 天内到相

关部门进行登记；不允许煽动仇恨和歧

视行为，不再规定不允许媒体暗含侮辱

个人或团体的内容。欧盟委员会认为，

修改内容完全符合欧盟的法律。尽管匈

牙利极右翼政党“为了更好的匈牙利运

动”主张匈牙利退出欧盟，但是欧尔班

政府始终积极参与欧盟事务，匈牙利

利上台后，该国就与欧盟龃龉不断。

2010 年 12 月匈牙利通过的新媒体法引

起争议，导致匈牙利与欧盟关系紧张。

2011 年 12 月匈牙利通过的新宪法及其

他法律也引起欧盟的警觉。2012 年 1

月 17 日，欧盟委员会以违反欧盟法规

为由，启动了针对匈牙利的法律程序。

欧盟委员会认为，匈牙利新宪法等法律

□ 孔田平

法律之争？匈牙利何以冒犯欧盟

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欧尔班主义”能走多远才是真正的问题。

即使修改了相关法律，是否能够真正执行，也得靠欧盟的持续监督。

>>2012年欧盟领导人首次非正式峰会召开。欧洲2012年欧盟领导人首次非正式峰会召开。欧洲

理事会主席范龙佩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交谈。理事会主席范龙佩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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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也赞成欧盟提出的财政公约草案。

几项法律再引争议

造成匈牙利与欧盟关系紧张的主

要原因是围绕匈牙利新宪法及中央银

行法和法官法的争议，内容涉及三个方

面：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司法独立和数

据保护机构的独立性。

2011 年 12 月 30 日，匈牙利议会

通过新的中央银行法。按照该法律，匈

牙利央行副行长的人数可以由两名增

至三名，同时副行长将不再由行长提

名，改由政府总理向总统提名；中央银

行与金融监管机构合并，以及政府部长

出席中央银行会议，中央银行会议议程

提前发给政府代表，要求中央银行成员

宣誓，等等。欧盟认为这些规定损害中

央银行的独立性，违背欧盟条约。

此次新实施的法官法规定法官 62

岁退休，欧盟认为强制法官提前退休，

违背了禁止工作场所歧视的欧盟指令。

欧盟担心近 300 名法官提前退休将为

法官的政治任命敞开大门，因为新设

立的国家司法局由欧尔班的家庭朋友、

青民盟政治家的妻子担任。国家司法

局有权提名法官，预计法官提名会具

有政党色彩。

新法律规定成立数据保护局，取代

原数据保护专员办公室，提前结束数据

保护专员的六年任期。新的规则允许总

理或总统提名和解雇数据保护局局长。

而欧盟法律和判例法强调捍卫数据保

护机构的独立性，数据保护监管机构不

受外部干预。

除法律方面的争议外，匈牙利政府

的经济政策也引起欧盟的关注。欧盟委

员会经济和货币事务委员说，欧盟可能

从 2013 年 1 月起暂停向匈牙利发放数

以十亿美元计的援助资金。他认为，自

2004 年加入欧盟以来，匈牙利一直处

于过度赤字状态，欧盟已两次推迟给匈

牙利设定的“整改”期限。这位委员称，

得益于临时措施，2011 年匈牙利的财

大幅度上升、国家债务居高不下、货币

福林大幅度贬值，以及外币贷款的企

业和家庭偿债负担大幅增加，这一切

迫使匈牙利再次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欧盟提出救助要求。2012 年 1 月 17

日，匈牙利两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攀升到

9.17%，这对于公共债务接近 80%、经

济处在衰退的匈牙利显然难以承受。欧

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强调在启动

正式谈判之前，匈牙利必须解决法律上

的问题。据估计，匈牙利需要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和欧盟 150 亿到 200 亿欧元的

救助，而谈判的先决条件是匈牙利先解

决其法律的问题，匈牙利没有讨价还价

的余地。

其次，匈牙利难以承担与欧盟作对

的代价。匈牙利如果一意孤行，欧盟将

会对匈牙利采取惩罚措施，匈牙利在欧

盟内将陷入孤立，投票权的丧失将使匈

牙利无力在欧盟内捍卫其利益，匈牙利

也要冒失去欧盟基金援助的风险。在上

述背景下，一向强硬的欧尔班似乎开始

回应欧盟的要求。1 月 24 日，在与欧

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会面后，欧尔班表

示匈牙利准备迅速解决欧盟委员会提

出的问题。然而，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

对欧尔班阳奉阴违的态度提出批评，称

欧尔班的“效率体现在欧尔班习惯上，

他在布鲁塞尔采纳亲欧洲的言辞，而回

国后则通过采纳相反的姿态激起反欧

洲的情绪”。他警告欧尔班，不要把欧

洲领导人当傻瓜。

虽然习惯于在民族民粹主义之上

冲浪的欧尔班强调匈牙利不会屈从于

任何人，但是匈牙利要摆脱经济困境，

离不开欧盟的支持，欧尔班很可能会进

行妥协，修改相关法律，以满足欧盟的

要求，接受欧盟法律的约束。欧尔班的

妥协很可能是为获取欧盟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救援的权宜之计，但是在目前

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欧尔班主义能走多

远才是真正的问题。即使修改了相关法

律，匈牙利是否能够真正执行，也得靠

欧盟的持续监督。

政赤字比重降至 3% 以下，这种政策难

以持续，如果没有这些临时措施，匈牙

利的赤字可能会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的 6%。

“欧尔班主义”的诞生

自匈牙利加入欧盟以来，双方本来

一直相安无事。自 2010 年 5 月欧尔班

政府执政后，双方就摩擦不断。2010 年

4月举行的匈牙利议会选举虽然没有导

致政治体制的根本变化，但改变了匈牙

利的政治格局，左翼遭到削弱，元气大

伤，右翼成为主导的政治力量，青民盟

和基民党获得绝对多数，两者组成的联

合政府成为中东欧罕见的强势政府，可

以在议会通过执政党青睐的任何法律。

欧尔班上台伊始，就开始进行公共

机构的人事大调整，大量任用亲信担任

要职。欧尔班不仅反共、与社会党势不

两立，而且也反对资本主义，他上台后

就开始对左翼政治家进行追查和起诉，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认为西方世界

陷入道德和政治危机中，宣称要“整顿

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银行家、经济人

和掮客”。他向所有独立机构宣战，限

制独立机构的权力，试图将它们掌控在

执政党手中。在野党和一些自由派知识

分子指责欧尔班滥用议会多数地位，有

条不紊地取消民主制衡。一些欧洲观察

家指责执政的青民盟通过限制制衡谋

取政治优势，断言匈牙利正从宪政民主

走向宪政独裁。欧尔班独断专行的治国

方式被称为“欧尔班主义”。

在民族民粹主义之上冲浪？

欧盟强调成员国的法律不得违反

欧盟法规，因为成员国入盟是建立在成

员国法律与欧盟法律协调基础之上的。

匈牙利与欧盟的较量仍在继续，但是匈

牙利在较量中并无优势。

首先，匈牙利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

势。2011 年 11 月，评级机构将匈牙利

主权债务评级下调到垃圾级。融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