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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欧美安全关系?
———对欧盟“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的解析∗

郑春荣　 范一杨

　 　 内容提要:欧美安全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北约与欧盟独立安全与防务建设之间的

关系ꎮ 在北约主导的欧洲安全秩序结构下ꎬ欧盟独立安全与防务建设的自主性有限、能

力建设长期不足ꎮ 如今ꎬ在内外安全环境恶化、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政府调整北约政

策的背景下ꎬ欧盟 ２５ 国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启动“永久结构性合作”ꎬ目前已涵盖两批共 ３４

个合作项目ꎮ “永久结构性合作”是一个有雄心、约束力和包容性的安全合作机制ꎬ呈现

出欧盟安全与防务领域灵活一体化的发展路径ꎮ 但是ꎬ当前成员国对欧盟防务的“战略

文化”和安全威胁认知存在较大分歧ꎬ“永久结构性合作”的聚焦领域和审查机制仍然存

在局限性ꎮ 因此ꎬ欧盟只能获得有限的战略自主性ꎮ “永久结构性合作”在资源获取方面

与北约构成竞争关系ꎬ但在能力建设方面与北约互补、互用ꎮ 从这一合作机制的设计来

看ꎬ欧盟预计将通过“永久结构性合作”构建强大的北约“欧洲支柱”ꎬ提升对北约防务的

贡献度ꎬ从而协调欧盟安全与防务一体化和北约的平衡发展ꎬ使欧美安全关系良性互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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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北约框架下的集体防务是欧美安全关系的核心支柱ꎬ１９９９ 年 ６ 月欧洲理事会在

科隆通过“关于加强共同的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宣言、宣告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诞

生之后ꎬ伴随而来的是欧盟如何平衡其独立防务与北约关系的问题ꎮ ２００２ 年ꎬ欧盟与

北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ꎮ 双方于 ２００３ 年达成的“柏林附加协定”为其在危机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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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原则与程序做出明确的制度性安排ꎮ①但该协定提及的欧盟对北约资源的调动

权限并未得到落实ꎬ欧盟与北约也未形成平等合作的组织间关系ꎮ②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生

效的«里斯本条约»赋予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共同”的前缀(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

ｆ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ＣＳＤＰ)ꎬ并成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Ｃｏｍｍ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ꎬＣＦＳＰ)的有机组成部分ꎬ但尤为强调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应与北约框架下

的集体防务义务协调一致ꎮ③总体来看ꎬ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并未摆脱北约在欧洲安

全秩序结构中的主导地位ꎬ它只是内嵌于这一秩序结构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ꎮ

近年来ꎬ无论是在欧盟层面还是成员国层面ꎬ提升欧盟“战略自主性”的呼声日益

高涨ꎮ 在 ２０１６ 年出台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以下简称“全球战略”)

中ꎬ欧盟强调“雄心与战略自主性对于欧盟维护和平、保卫域内与域外的安全至关重

要”ꎬ其中“可持续、创新和有竞争力的国防工业是实现战略自主性和可信赖的共同安

全与防务政策的关键”ꎮ④为此ꎬ德法两国启动了加速推进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

引擎ꎮ 在 ７ 月 １３ 日召开的德法内阁联合会议中ꎬ德法防务与安全委员会决定根据«欧

盟条约»第 ４２ 条和第 ４６ 条的灵活性条款启动“永久结构性合作”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ＰＥＳＣＯ)ꎬ双方规划了该合作机制的大致方案ꎮ⑤德法双驾马车的重

新启动ꎬ不仅是因为始终扮演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刹车者”的英国在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的公投中选择了脱欧ꎬ更重要的是ꎬ美国特朗普总统对欧盟安全保障承诺的不确定

性ꎬ使欧盟对加强自身防务有了更清醒和急迫的认识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在巴伐利亚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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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附加协定”总共包括六项原则和 １５ 项协定ꎮ 六项原则分别是:(１)伙伴关系ꎻ(２)确保双方的危机
管理活动相互加强ꎬ同时承认欧盟与北约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组织ꎻ(３)有效的相互协商、对话与合作ꎻ(４)平等并
尊重欧盟与北约决策的自主与利益ꎻ(５)尊重欧盟和北约成员国的利益ꎻ(６)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以及确保
双方在发展共同军事能力上的一致、透明和相互强化ꎮ １５ 项协定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１)关于北约与欧盟
在相互安全保障原则下交换分类信息(如反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ꎻ(２)确保欧盟在其领导的危机管理行动中
获得北约的规划能力ꎻ(３)欧盟使用如通信和指挥中心之类的北约共同资产ꎻ(４)发放、监督、归还及找回北约资
产的程序ꎻ(５)北约欧盟军副总司令和欧盟指挥权的权限范围ꎻ(６)把欧盟领导的军事行动所要求的军事需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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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集会上ꎬ德国总理默克尔甚至呼吁“欧洲命运自主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ꎬ我们

(指欧洲)完全依赖他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ꎬ我们应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ꎮ①在 ９ 月

索邦大学的演讲中ꎬ马克龙也再次强调重振欧洲的核心是建设一个“能够在安全、经

济和价值上提供保护的欧洲”ꎬ为此ꎬ“法国需要联合德国带领有相同意愿者制定切实

可行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ꎬ尤其在美国不愿介入的情况下能够保证欧洲的防御能

力”ꎮ②德国新一届大联合政府同样将提升欧盟独立防务能力落实在«联合执政协议»

中ꎮ 除了再次重申“欧洲命运自主论”ꎬ德国还强调要在北约中构建“欧洲支柱”ꎬ通过

“永久结构性合作”、欧洲防务基金和德法合作路线图(Ｆｅｕｉｌｌｅ ｄｅ Ｒｏｕｔｅ)等举措增强欧

盟的“硬实力”ꎮ③

在“全球战略”颁布一周年之际ꎬ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自

信地表示:“欧盟安全与防务在过去十个月所取得的成就比过去十年都多”ꎮ④其中ꎬ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正式启动的“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被认为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ꎮ

从欧盟的“战略自主性”到“欧洲命运自主论”ꎬ不仅标志着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一体

化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ꎬ也预示着欧盟力图通过提升独立防务能力以更加自主、强大

的姿态成为地区乃至全球的一个安全政策行为体ꎮ

但是ꎬ问题在于ꎬ“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帮助欧盟提升其

“战略自主性”? 能否使欧盟摆脱其对北约的依赖ꎬ从而彻底重塑欧美之间的安全关

系?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ꎬ本文首先考察“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建立的背景和内容ꎬ以

期折射出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一体化的特征及其未来趋势ꎻ其次重点评价“永久

结构性合作”与北约之间的关系ꎻ最后ꎬ在此基础上ꎬ对未来欧美安全关系的前景进行

研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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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背景、内容及特征

«里斯本条约»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包括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进行改革的目

的是为了提高欧盟对外政策的连续性、有效性和一致性ꎬ但在实践中ꎬ由于各成员国在

战略文化、国家利益和行动能力等方面的差异ꎬ欧盟难以真正在外交、安全与防务上成

为统一行为体ꎬ欧盟大国时常在欧盟框架外单独行动ꎮ①作为推动欧盟共同安全与防

务政策的“三驾马车”ꎬ英、法、德三国难以就北约和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目标和手

段达成一致ꎮ 除此之外ꎬ受困于金融与经济危机及其后的欧债危机ꎬ各成员国纷纷削

减防务开支ꎬ欧盟层面安全与防务的重心也落在实用型军备项目合作以及旨在改革所

谓“脆弱国家”安全部门的小型民事－军事任务建设上ꎮ②总之ꎬ在«里斯本条约»生效

后的较长时间内ꎬ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并未取得长足发展ꎮ 但 ２０１６ 年以来的一系列

热点事件倒逼欧盟做出改变ꎮ

(一)“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建立的背景

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伊申格尔(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Ｉｓｃｈｉｎｇｅｒ)认为ꎬ２０１６ 年是后冷战时代跨

大西洋安全秩序的拐点ꎬ因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需要应对新的时势变化:特朗

普执政以来美国有可能放弃对欧洲的安全保护ꎬ欧洲一体化进程受阻ꎬ以及威权国家

回归使自由民主秩序受到挑战ꎮ③“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启动的ꎬ

具体可从三方面进行解析ꎮ

(１)欧盟内外安全形势恶化而欧盟安全与防务能力长期发展不足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ꎬ欧俄关系一度跌入冰点ꎮ 在俄罗斯的“混合战争”(ｈｙｂｒｉｄ－

ｗａｒｆａｒｅ)策略下ꎬ传统军事威胁中夹杂的信息战、宣传战ꎬ对北约和欧盟的防御能力提

出了更大挑战ꎮ④事实上ꎬ在乌克兰危机的倒逼下ꎬ欧盟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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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例如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 １９７３ 号决议表决中ꎬ德国与“金砖四国”
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一起投了弃权票ꎮ 这是德国在战后历史上第一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中不与其所有的欧
盟和北约盟友保持一致立场ꎮ 在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ꎬ德国也未参与美、英、法对叙利亚实施的联合军事打击行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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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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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有所提升ꎮ 不过ꎬ这一自主性主要体现在欧盟整体进行外交斡旋、实施经济制裁ꎬ

从而提升其作为独立外交行为体的凝聚力和显著性ꎬ①然而ꎬ欧盟与俄罗斯相抗衡的

“硬实力”不足的短板却更加突出ꎮ

除了外部安全形势的恶化ꎬ欧盟内部安全形势同样不容乐观ꎮ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先后

有 １３２ 万、１２６ 万和 ７０ 万避难者在欧洲寻求庇护ꎮ②伴随而来的恐怖袭击事件使欧盟

内部安全形势日益严峻ꎬ欧盟同时面临内部难民安置和外部难民管控的双重挑战ꎮ 与

此同时ꎬ难民带来的安全危机已转化为政治危机ꎬ多个成员国国内的右翼民粹主义思

潮沉渣泛起ꎬ疑欧和反欧势力使欧洲一体化进程陷入困境ꎬ如何制定合理、有效的难民

管控和分摊政策给欧盟内部治理带来挑战ꎮ 为阻止更多避难者到达欧洲ꎬ同时为了落

实难民遣返政策ꎬ维护难民来源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成为欧盟参与周边地区乃至全球安

全治理的重要任务ꎮ 面对域外－域内安全问题交织(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ｎｅｘ￣

ｕｓ)的局面ꎬ欧盟在 ２０１６ 年的“全球战略”中不再将周边乃至全球范围推进民主化和

政权更迭作为战略目标ꎬ而是强调在欧盟的小周边和大周边构建有韧性的国家与社会

来保障欧盟的安全ꎮ③

然而ꎬ与安全形势恶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发展不足的现

实ꎮ 根据北约的统计数据ꎬ２０１８ 年欧盟和北约共同的 ２２ 个成员国中ꎬ只有希腊

(２ ２７％)、爱沙尼亚(２.１４％)、英国(２.１％)和立陶宛(２％)四个国家的防务开支达到

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２％ꎬ满足 ２０１４ 年北约威尔士峰会的要求ꎮ④ ２０１６ 年ꎬ欧盟 ２８ 国

的国防总支出为 ２２７０ 亿欧元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３４％ꎬ而美国这两项指标分别为

５４５０ 亿欧元和 ３.３％ꎮ 欧盟与美国的落差明显ꎮ 此外ꎬ欧盟 ２８ 国总共有 １７ 套主战坦

克系统、２９ 套军舰系统和 ２０ 套战机系统ꎮ⑤而统一的武器装备系统至少每年能为欧盟

节省 ２０６ 亿欧元ꎬ否则欧盟防务开支虽然达到美国的一半ꎬ但其实际战斗力仅为美国

５　 重塑欧美安全关系?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ａｉ’ａ Ｋ. Ｄａｖｉｓ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Ｉｒｅｎｅｕｓｚ Ｐａｗｅｌ Ｋａｒｏｌｅｗｓｋｉꎬ “Ｗｈａｔ Ｔｙｐ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Ｈａｓ ｔｈｅ ＥＵ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Ｕ￣
ｋｒａｉｎｅ－Ｒｕｓｓｉａ Ｃｒｉｓｉｓ?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５５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３－１９.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Ａｓｙｌｕｍ＿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８.

参见叶江:“试析欧盟安全战略的新变化———基于对欧盟 ２００３ 与 ２０１６ 安全战略报告的比较”ꎬ«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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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分之一ꎮ①而且ꎬ装备制式不统一限制了欧盟的军事协调能力ꎬ增加了其行动成

本ꎮ 因此ꎬ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发展的必要性与现实上的滞后ꎬ迫切需要欧盟将推进

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提上日程ꎮ

(２)英国脱欧为欧盟安全与防务推进带来的“时机之窗”

总体而言ꎬ英国脱欧对欧盟独立防务的推进起到倒逼和解锁作用ꎮ 首先ꎬ在缺少

英国参与的情况下ꎬ欧盟整体防务实力会有所下降ꎮ 英国是欧盟预算第三大净支出

国ꎬ自英国正式脱欧之日起ꎬ欧盟将面临约 １２％的财政贡献缺口ꎮ 英国 ２０１７ 年防务开

支达 ５２０ 亿美元ꎬ它拥有欧盟半数以上的航空母舰和核潜艇、３７％的地面雷达系统ꎬ其

武器研发支出占欧盟在这个领域总支出的 １１％ꎮ②英国政府在«２０１５ 年国家安全战略

和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中计划在未来十年投入 １７８０ 亿英镑用于武器装备更新ꎮ③此

外ꎬ英国是欧盟五个拥有行动指挥中心的国家之一ꎬ位于伦敦北部的诺斯伍德军事指

挥基地是欧盟代号“阿特兰塔”索马里反海盗军事行动指挥中心ꎻ英国同时具备强大

的情报收集、监视和侦察能力ꎮ 上述贡献都是在英国脱欧后其他欧盟国家一时难以弥

补的ꎮ④因此ꎬ理论上英国脱欧后对欧盟安全与防务力量是一大损失ꎮ 当然ꎬ英国实际

投入欧盟的军事资源有限ꎬ尤其体现在人员投入上: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的历次欧盟民事

－军事行动中ꎬ英国仅投入了 ３９３ 人次ꎬ远低于法国的 ６３５８ 人次和德国的 ２０１１ 人

次ꎮ⑤在退出欧盟后ꎬ英国可能会加大对北约的投入ꎬ因为北约是唯一一个英国可以发

挥其作为“全球英国”角色的防务平台ꎮ 因此ꎬ脱欧后英国会以这种方式增强北约中

的“欧洲支柱”ꎮ 但无论如何ꎬ考虑到欧盟国家防务开支仅占北约总防务开支的 ２０％ꎬ

没有英国的欧盟在北约中的地位将面临进一步被边缘化的风险ꎬ欧盟与北约不对称的

关系将更加突出ꎮ

其次ꎬ近年来ꎬ英国更多地表现为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阻挠者”ꎮ 例如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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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反对提高欧盟防务署(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ＥＤＡ)的预算ꎬ阻挠欧盟民事与军

事行动总部的设立ꎮ 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中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ꎬ是美国制衡大

陆欧洲国家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工具ꎮ 它坚决反对欧盟防务与北约脱钩ꎬ使其长久以来

保持北约附属品的属性ꎮ①退出欧盟后ꎬ由于英国不再享有干预欧盟事务的合法身份ꎬ

英美特殊关系对欧盟的影响力将会减弱ꎬ由此减少了欧盟推动安全与防务政策一体化

受到的来自英国和大西洋彼岸的阻力ꎮ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ꎬ英国脱欧公投以来ꎬ欧盟

各国和欧盟机构利用英国脱欧的“时机之窗”ꎬ(重新)启动了许多欧盟共同安全与防

务政策领域的倡议ꎮ 最直接的是ꎬ在英国脱欧公投四天后ꎬ德法两国外交部长就发出

“在不安全的世界里建设强大欧洲”的倡议ꎬ提出新的欧洲安全议程ꎻ②德法两国国防

部长又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２ 日发起了名为“将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更新为欧盟内全

面、现实和可靠防务”的倡议行动ꎮ③

(３)特朗普执政与美国北约政策调整的影响

美国对欧洲安全事务的“孤立主义”倾向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即已显现ꎬ欧美安全

关系由此出现重要的结构性变化ꎬ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ꎬ美国对欧洲安全事务采

取“幕后领导”政策ꎮ 美国避免直接介入欧洲地缘政治冲突的对抗中ꎮ 在利比亚危机

中ꎬ美国已经退居幕后ꎻ尤其在乌克兰危机中ꎬ美国几乎把危机斡旋的权杖交至德国手

中ꎻ④第二ꎬ在奥巴马政府时期ꎬ美国便指责欧盟在安全事务上“搭便车”ꎬ要求其增加

防务支出、承担更多防务责任ꎮ⑤由此看来ꎬ一边是欧洲国家在层出不穷的安全威胁中

“能力赤字”凸显ꎬ另一边是美国要求欧盟不能继续坐享“安全消费者”角色ꎬ而应承担

起“安全提供者”的责任ꎮ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入主白宫后ꎬ美国在欧洲安全事务上的“孤立主义”倾向

走向极端ꎮ 从竞选时起ꎬ他的“北约过时论”就为跨大西洋安全关系蒙上一层阴影ꎮ

而且ꎬ特朗普政府的北约政策深受其交易思维的影响ꎮ 首先ꎬ在特朗普看来ꎬ美国对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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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ｉｍ Ｄｕｎｎｅꎬ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ｏｔｉｎｇ Ｓｔａｒｔｓ’: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ｉｓｍ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８０ꎬ Ｎｏ.
５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８９３－９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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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ｎｅｕｅｒｕｎｇ ｄｅｒ ＧＳＶＰ – Ｈｉｎ ｚｕ ｅｉｎｅｒ ｕｍｆａｓｓｅｎｄｅｎꎬ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ｕｎｄ ｇｌａｕｂｗüｒｄｉｇｅｎ Ｖｅｒｔｅｉｄｉｇｕｎｇ ｉｎ ｄｅｒ ＥＵ“ꎬ
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öｓｉｓｃｈｅＶｅｒｔｅｉｄｉｇｕｎｇｓ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ｖｏｍ １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Ｕｌｒｉｃｈ Ｓｐｅｃｋꎬ“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Ｓｔｏｒｙ”ꎬ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Ａｃａｄｅｍｙꎬ ２０１５－１６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４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Ｇｅｒｍａｎ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Ｆ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ａｎ Ｂｒｅｍｍｅｒꎬ“Ｔｈｅ Ｈｏｌｌｏｗ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ꎬ Ｔｉｍｅꎬ Ｊｕｎｅ １６ꎬ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 / / ｔｉｍｅ.ｃｏｍ / ４３７１１９５ / ｎａｔｏ－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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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成员国的集体防务承诺并非天然的义务ꎬ而是北约成员国各自分担防务支出换取的

“产品”ꎻ其次ꎬ特朗普将安全问题与贸易问题相挂钩ꎬ他威胁德国如果不达到防务支

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２％的要求ꎬ就有可能对其出口美国的汽车加征关税ꎮ 在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慕尼黑北约峰会上ꎬ特朗普开始摆脱“大选效应”ꎬ表态美国不会放弃北约第五条集

体防务承诺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美国颁布的«国家安全战略»着重强调了中国和俄罗斯作

为美国“挑战者”的身份ꎬ虽然其中也谈及欧洲盟友和以共同价值为基础的北约的重

要地位ꎬ但总体关注度有限ꎮ①实际上ꎬ美国对北约的“安全威胁”更多停留在外交言辞

层面ꎬ付诸实践有限ꎬ美国对欧洲的军事投入甚至有增无减ꎮ 例如ꎬ２０１４ 年 ６ 月美国

为应对乌克兰危机启动“欧洲再保障计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即在“海

外应急行动”(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项目下每年拨出至少 １０ 亿美元用于北

约的训练、预置装备、基础设施和伙伴国能力提升ꎮ②在 ２０１８ 财年ꎬ特朗普政府决定对

“欧洲再保障计划”的支出从 ２０１７ 财年的 ３４ 亿美元增至 ４８ 亿美元左右ꎮ③当然ꎬ需要

看到的是ꎬ美国对欧盟的有限军事投入主要集中在北约集体防御条款内的传统安全领

域ꎬ如在欧洲东部的快速反应部队建设等ꎮ 这对欧盟应对域内、域外的多重安全威胁

来说远远不够ꎮ

结合美国单方面退出针对伊核问题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并恢复对伊朗制裁、

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等一系列行动来看ꎬ特朗普出尔反尔的特性暴露无遗ꎮ 这使得

欧盟在欧美安全关系上变得更为清醒ꎬ认为美国的安全保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

可测性ꎮ 欧盟认识到ꎬ在“美国优先”的语境下ꎬ跨大西洋盟友的共同价值理念让位于

美国的国家利益ꎬ欧盟因此需要更多的“硬实力”作为与美国“讨价还价”的资本ꎬ以便

在必要时捍卫自身的核心利益ꎮ

(二)“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的内容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ꎬ欧盟 ２５ 国外交部长会议正式启动“永久结构性合作”ꎮ④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６ 日ꎬ欧盟理事会通过了首批 １７ 个合作项目及其负责国家和行动路线图ꎮ

１１ 月 １９ 日ꎬ欧盟理事会又公布了第二批合作项目(见表 １)ꎮ «欧盟条约»第 ４２ 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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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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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参与的是丹麦(北约成员国)、马耳他(非北约成员国)和英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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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

散
设

施
、分

诊
和

康
复

服
务

、紧
急

牙
科

治
疗

ꎻ确
保

欧
盟

对
稀

缺
医

疗
服

务
的

有
效

联
合

管
理

ꎻ协
调

国
家

医
疗

标
准

、(
民

事
)法

律
框

架
和

卫
生

服
务

原
则

ꎻ促
进

欧
盟

在
医

疗
保

健
能

力
的

协
调

性
和

一
致

性
方

面
(概

念
标

准
化

、培
训

和
认

证
)取

得
进

展
ꎮ

德
国

∗
、捷

克
、西

班
牙

、法
国

、意
大

利
、

荷
兰

、罗
马

尼
亚

、斯
洛

伐
克

、瑞
典

欧
盟

物
流

中
心

和
行

动
支

持
网

络
①

(Ｎ
ｅｔ
ｗｏ

ｒｋ
ｏｆ

ｌｏ
ｇｉ
ｓｔｉ

ｃ
Ｈ
ｕｂ

ｓ
ｉｎ

Ｅｕ
ｒｏ
ｐｅ

ａｎ
ｄ
Ｓｕ

ｐｐ
ｏｒ
ｔ

ｔｏ
Ｏｐ

ｅｒ
ａｔ
ｉｏ
ｎｓ

)

改
善

欧
盟

任
务

与
行

动
中

的
后

勤
支

持
ꎬ为

军
用

交
通

与
物

流
建

立
更

高
效

的
无

缝
跨

境
解

决
方

案
ꎬ将

欧
盟

现
有

倡
议

链
接

在
共

同
物

流
框

架
下

ꎮ
该

项
目

将
为

后
勤

规
划

制
定

共
同

的
标

准
和

程
序

ꎬ使
欧

盟
和

北
约

能
够

执
行

更
为

严
苛

的
任

务
ꎮ

德
国

∗
、意

大
利

、比
利

时
、保

加
利

亚
、希

腊
、西

班
牙

、法
国

、克
罗

地
亚

、塞
浦

路
斯

、
匈

牙
利

、荷
兰

、斯
洛

文
尼

亚
、斯

洛
伐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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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队

移
动

能
力

①

(Ｍ
ｉｌｉ
ｔａ
ｒｙ

Ｍ
ｏｂ

ｉｌｉ
ｔｙ
)

简
化

和
标

准
化

成
员

国
开

展
跨

境
军

事
行

动
所

遇
到

的
行

政
程

序
(如

护
照

检
查

) ꎬ
消

除
跨

境
移

动
的

基
础

设
施

障
碍

(如
部

分
路

面
和

桥
梁

无
法

适
应

大
型

军
用

设
备

)ꎬ
提

高
人

员
与

设
备

在
欧

洲
进

行
铁

路
、陆

路
、空

域
和

海
域

跨
境

移
动

的
效

率
ꎮ

荷
兰

∗
、德

国
∗
、比

利
时

、保
加

利
亚

、捷
克

、爱
沙

尼
亚

、希
腊

、西
班

牙
、法

国
、克

罗
地

亚
、意

大
利

、塞
浦

路
斯

、立
陶

宛
、拉

脱
维

亚
、卢

森
堡

、匈
牙

利
、奥

地
利

、波
兰

、葡
萄

牙
、罗

马
尼

亚
、斯

洛
文

尼
亚

、斯
洛

伐
克

、芬
兰

、瑞
典

满
足

行
动

功
能

的
能

源
①

(Ｅ
ｎｅ

ｒｇ
ｙ
Ｏｐ

ｅｒ
ａｔ
ｉｏ
ｎａ

ｌＦ
ｕｎ

ｃｔ
ｉ ｏ
ｎ
[Ｅ

ＯＦ
])

开
发

新
的

能
源

系
统

ꎬ为
开

展
联

合
行

动
保

障
能

源
供

给
ꎬ确

保
将

能
源

问
题

纳
入

从
战

斗
系

统
建

设
到

后
勤

支
持

的
范

畴
中

ꎮ
法

国
∗
、比

利
时

、西
班

牙
、意

大
利

化
学

、生
物

、放
射

物
与

核
(Ｃ

ＢＲ
Ｎ)

监
控

服
务

②

(Ｃ
ｈｅ

ｍ
ｉｃ
ａｌ
ꎬ
Ｂｉ
ｏｌ
ｏｇ
ｉｃ
ａｌ
ꎬ
Ｒａ

ｄ ｉ
ｏｌ
ｏｇ
ｉｃ
ａｌ

ａｎ
ｄ

Ｎｕ
ｃｌ
ｅ￣

ａｒ
[Ｃ

ＢＲ
Ｎ
]

Ｓｕ
ｒｖ
ｅｉ
ｌｌａ

ｎｃ
ｅ

ａ ｓ
ａ

Ｓｅ
ｒｖ
ｉｃ
ｅ

[
ＣＢ

ＲＮ
Ｓａ

ａＳ
])

ＣＢ
ＲＮ

监
控

服
务

将
建

立
由

无
人

机
系

统
和

无
人

地
面

系
统

组
成

的
持

续
性

、分
布

式
无

人
机

传
感

器
网

络
ꎬ该

传
感

器
网

络
将

与
遗

留
系

统
交

互
操

作
ꎬ从

而
为

欧
盟

任
务

与
行

动
提

供
已

识
别

的
ＣＢ

ＲＮ
图

像
ꎮ

奥
地

利
∗
、法

国
、克

罗
地

亚
、匈

牙
利

、斯
洛

文
尼

亚

基
地

共
享

②

(Ｃ
ｏ－

ｂａ
ｓｉｎ

ｇ)
促

进
项

目
成

员
国

在
欧

洲
和

海
外

基
地

和
据

点
的

共
享

ꎮ
法

国
∗
、比

利
时

、捷
克

、德
国

、西
班

牙
、

荷
兰

地
球

气
象

和
海

洋
学

(Ｇ
ｅｏ

Ｍ
ＥＴ

ＯＣ
)支

持
协

调
元

素
(Ｇ

Ｍ
ＳＣ

Ｅ)
②

(
Ｇｅ

ｏ￣
ｍ
ｅｔ
ｅｏ
ｒｏ
ｌｏ
ｇｉ
ｃａ
ｌ

ａｎ
ｄ

Ｏｃ
ｅａ
ｎｏ

ｇｒ
ａｐ

ｈｉ
ｃ

[
Ｇｅ

ｏＭ
ＥＴ

ＯＣ
]

Ｓｕ
ｐｐ

ｏｒ
ｔ

Ｃｏ
ｏｒ
ｄｉ
ｎａ

ｔｉｏ
ｎ

Ｅｌ
ｅｍ

ｅｎ
ｔ

[Ｇ
Ｍ
ＳＣ

Ｅ]
)

该
项

目
将

通
过

连
接

并
显

著
提

升
欧

盟
地

球
气

象
与

海
洋

学
(Ｇ

ｅｏ
Ｍ
ＥＴ

ＯＣ
)的

相
关

能
力

ꎬ从
而

加
强

其
对

欧
盟

任
务

与
行

动
的

支
持

功
能

ꎮ
德

国
∗
、希

腊
、法

国
、罗

马
尼

亚

陆
地
系
统

甲
车

步
兵

战
车

/两
栖

登
陆

舰
/轻

装
甲

车
①

Ａｒ
ｍ
ｏｕ

ｒｅ
ｄ

Ｉｎ
ｆａ
ｎｔ
ｒｙ

Ｆｉ
ｇｈ

ｔｉｎ
ｇ

Ｖｅ
ｈｉ
ｃｌ
ｅ

/
Ａｍ

ｐｈ
ｉｂ
ｉ￣

ｏｕ
ｓ
Ａｓ

ｓａ
ｕｌ
ｔＶ

ｅｈ
ｉｃ
ｌｅ

/
Ｌｉ
ｇｈ

ｔＡ
ｒｍ

ｏｕ
ｒｅ
ｄ
Ｖｅ

ｈｉ
ｃｌ
ｅ

建
立

共
同

平
台

ꎬ使
这

些
战

车
种

类
可

以
为

欧
盟

军
队

执
行

调
遣

、侦
察

、作
战

后
勤

保
障

等
任

务
提

供
支

持
ꎬ从

而
增

强
欧

盟
军

队
间

的
协

调
性

ꎮ
意

大
利

∗
、希

腊
、斯

洛
伐

克

间
接

火
力

支
援

①

(Ｉ
ｎｄ

ｉｒｅ
ｃｔ

Ｆｉ
ｒｅ

Ｓｕ
ｐｐ

ｏｒ
ｔ[

ｕｒ
ｏＡ

ｒｔｉ
ｌｌｅ

ｒｙ
])

建
立

一
个

移
动

的
、精

确
的

火
力

打
击

平
台

ꎬ该
平

台
应

包
括

陆
战

弹
药

、非
致

命
弹

药
以

及
共

同
火

控
系

统
ꎬ从

而
增

强
跨

国
行

动
的

协
调

性
和

互
用

性
ꎬ为

地
面

部
队

执
行

短
期

或
中

期
任

务
提

供
支

持
ꎮ

斯
洛

伐
克

∗
、意

大
利

欧
盟

部
队

危
机

应
对

中
心

①

(Ｅ
ＵＦ

ＯＲ
Ｃｒ

ｉｓｉ
ｓ
Ｒｅ

ｓｐ
ｏｎ

ｓｅ
Ｏｐ

ｅｒ
ａｔ
ｉｏ
ｎ

Ｃｏ
ｒｅ

[Ｅ
Ｕ￣

ＦＯ
Ｒ

ＣＲ
ＯＣ

])

建
设

一
套

连
贯

的
全

套
谱

系
武

装
力

量
ꎬ提

升
欧

盟
的

危
机

管
控

能
力

ꎬ旨
在

循
序

渐
进

地
弥

补
欧

盟
作

战
部

队
与

欧
盟

全
球

战
略

目
标

之
间

的
落

差
ꎮ

德
国

∗
、西

班
牙

、法
国

、意
大

利
、塞

浦
路

斯



１１　 重塑欧美安全关系?

可
部

署
的

军
事

灾
难

救
济

能
力

方
案

①

(Ｄ
ｅｐ

ｌｏ
ｙａ
ｂｌ
ｅ

Ｍ
ｉｌｉ
ｔａ
ｒｙ

Ｄｉ
ｓａ
ｓｔｅ

ｒ
Ｒｅ

ｌｉｅ
ｆ
Ｃａ

ｐａ
ｂｉ
ｌｉｔ
ｙ

Ｐａ
ｃｋ

ａｇ
ｅ)

为
欧

盟
或

非
欧

盟
领

导
的

行
动

提
供

多
国

专
业

军
事

方
案

ꎬ以
应

对
包

括
自

然
灾

害
、 民

事
紧

急
情

况
、流

行
病

等
一

系
列

危
机

事
件

ꎮ
该

项
目

将
会

建
立

新
的

欧
盟

灾
难

救
济

卓
越

训
练

中
心

ꎬ最
终

旨
在

成
立

灾
难

救
济

补
助

中
心

ꎮ

意
大

利
∗
、希

腊
、西

班
牙

、克
罗

地
亚

、奥
地

利

一
体

化
无

人
地

面
系

统
②

(Ｉ
ｎｔ
ｅｇ
ｒａ
ｔｅ
ｄ
Ｕｎ

ｍ
ａｎ

ｎｅ
ｄ
Ｇｒ

ｏｕ
ｎｄ

Ｓｙ
ｓｔｅ

ｍ
[Ｕ

ＧＳ
])

研
发

涵
盖

如
下

功
能

的
模

块
化

无
人

地
面

系
统

:携
带

不
同

装
备

(交
通

、Ｉ
ＳＲ

、系
留

无
人

机
等

)和
雷

达
的

多
任

务
能

力
平

台
、为

人
工

－ 无
人

合
作

任
务

的
路

线
和

行
动

进
行

规
划

的
网

络
安

全
自

主
导

航
、电

子
战

弹
性

指
挥

和
控

制
界

面
ꎮ

爱
沙

尼
亚

∗
、比

利
时

、捷
克

、西
班

牙
、法

国
、拉

脱
维

亚
、匈

牙
利

、荷
兰

、波
兰

、芬
兰

欧
盟

超
视

距
地

面
作

战
导

弹
系

统
②

(Ｅ
Ｕ

Ｂｅ
ｙｏ
ｎｄ

Ｌｉ
ｎｅ

Ｏｆ
Ｓｉ
ｇｈ

ｔ
[Ｂ

ＬＯ
Ｓ]

Ｌａ
ｎｄ

Ｂａ
ｔ￣

ｔｌｅ
ｆｉｅ

ｌｄ
Ｍ
ｉｓｓ

ｉｌｅ
Ｓｙ

ｓｔｅ
ｍ
ｓ)

目
标

是
开

发
欧

盟
新

一
代

中
型

ＢＬ
ＯＳ

地
面

作
战

导
弹

系
统

ꎮ
其

成
果

将
被

纳
入

综
合

导
弹

平
台

(地
对

地
、空

对
地

)ꎮ
该

项
目

包
括

联
合

训
练

和
编

队
两

个
方

面
ꎬ设

想
未

来
建

立
一

个
“用

户
俱

乐
部

”ꎬ
从

而
形

成
欧

盟
共

同
ＢＬ

ＯＳ
火

力
研

究
理

论
ꎮ

法
国

∗
、比

利
时

、塞
浦

路
斯

海
军
系
统

(半
)自

主
式

海
洋

水
雷

应
对

系
统

①

(
Ｍ
ａｒ
ｉｔｉ
ｍ
ｅ

[
ｓｅ
ｍ
ｉ－

]
Ａｕ

ｔｏ
ｎｏ

ｍ
ｏｕ

ｓ
Ｓｙ

ｓｔｅ
ｍ
ｓ

ｆｏ
ｒ

Ｍ
ｉｎ
ｅ
Ｃｏ

ｕｎ
ｔｅ
ｒｍ

ｅａ
ｓｕ
ｒｅ
ｓ
[Ｍ

Ａ Ｓ
Ｍ
ＣＭ

])

为
海

洋
水

雷
应

对
系

统
提

供
世

界
级

的
(半

)自
主

海
、陆

、空
混

合
应

对
系

统
ꎬ帮

助
成

员
国

保
护

船
舶

、海
港

及
沿

岸
设

施
ꎬ确

保
航

行
自

由
及

贸
易

航
道

的
安

全
ꎻ

采
用

尖
端

技
术

、开
放

式
架

构
和

模
块

化
模

式
研

发
自

主
式

水
下

航
行

器
ꎮ

比
利

时
∗
、希

腊
、拉

脱
维

亚
、荷

兰
、葡

萄
牙

、罗
马

尼
亚

海
港

与
海

洋
的

监
控

与
保

护
①

(Ｈ
ａｒ
ｂｏ

ｕｒ
＆

Ｍ
ａｒ
ｉｔｉ
ｍ
ｅ
Ｓｕ

ｒｖ
ｅｉ
ｌｌａ

ｎｃ
ｅ
ａｎ

ｄ
Ｐｒ

ｏｔ
ｅｃ
ｔｉｏ

ｎ
[Ｈ

ＡＲ
Ｍ
ＳＰ

ＲＯ
])

提
高

参
与

国
的

海
事

能
力

ꎬ使
其

能
对

特
定

海
域

进
行

从
港

口
到

沿
岸

水
域

ꎬ包
括

海
上

通
信

线
路

和
咽

喉
要

地
的

监
视

和
保

护
ꎬ从

而
维

护
其

海
上

交
通

的
安

全
与

畅
通

ꎮ

意
大

利
∗
、希

腊
、葡

萄
牙

、波
兰

(第
二

批
加

入
)

提
升

海
洋

监
控

能
力

①

(Ｕ
ｐｇ

ｒａ
ｄｅ

ｏｆ
Ｍ
ａｒ
ｉｔｉ
ｍ
ｅ
Ｓｕ

ｒｖ
ｅｉ
ｌｌａ

ｎｃ
ｅ)

对
陆

地
、海

洋
、空

中
监

控
系

统
进

行
整

合
ꎬ向

参
与

国
及

时
提

供
信

息
ꎬ使

其
对

国
际

水
域

的
情

况
做

出
及

时
、有

效
的

反
应

ꎮ
希

腊
∗
、保

加
利

亚
、爱

尔
兰

、西
班

牙
、克

罗
地

亚
、意

大
利

、塞
浦

路
斯

可
支

配
模

块
化

水
下

干
预

能
力

方
案

②

(
Ｄｅ

ｐｌ
ｏｙ
ａｂ

ｌｅ
Ｍ
ｏｄ

ｕｌ
ａｒ

Ｕｎ
ｄｅ

ｒｗ
ａｔ
ｅｒ

Ｉｎ
ｔｅ
ｒｖ
ｅｎ

ｔｉｏ
ｎ

Ｃａ
ｐａ

ｂｉ
ｌｉｔ
ｙ
Ｐａ

ｃｋ
ａｇ
ｅ[

ＤＩ
ＶＥ

ＰＡ
ＣＫ

])

旨
在

为
远

途
行

动
的

全
光

谱
水

下
防

御
开

发
一

种
可

共
同

操
作

的
专

业
模

块
设

置
ꎮ

专
业

人
员

将
整

合
各

种
潜

水
和

无
人

水
下

航
行

设
备

ꎬ形
成

综
合

能
力

包
ꎮ

其
“即

插
即

用
”的

开
放

架
构

将
有

利
于

提
升

欧
盟

在
多

种
水

下
场

景
中

的
应

变
能

力
ꎮ

保
加

利
亚

∗
、希

腊
、法

国

空
军
系
统

欧
洲

中
空

长
航

时
无

人
机

②

(Ｅ
ｕｒ
ｏｐ

ｅａ
ｎ

Ｍ
ｅｄ

ｉｕ
ｍ

Ａｌ
ｔｉｔ
ｕ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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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条和第十附加议定书奠定了“永久结构性合作”的法律依据和指导原则ꎮ 据此ꎬ

“‘永久结构性合作’成为欧盟疆域及其公民的安全与防务领域投资的一个有雄心、约

束力和包容性的欧洲法律框架”ꎮ 参与“永久结构性合作”的成员国同意履行“有雄心

且更具约束力的共同承诺”ꎬ包括定期实质性地提高防务预算以达到约定目标ꎬ将全

部防务支出的 ２０％进行防务投资ꎬ增加联合与合作的战略防务能力项目ꎬ将约 ２％的

防务支出用于共同防务研究与技术ꎬ并建立对上述承诺的审查机制ꎮ①从运行结构来

看ꎬ“永久结构性合作”由秘书处、理事会层面和项目层面三方构成ꎮ 欧盟对外行动署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ＥＥＡＳ)和欧盟防务署组成的秘书处负责认定和执行

新的合作项目ꎬ并对往期合作项目进行评估ꎬ同时对理事会层面和项目层面的工作予

以支持ꎮ 欧洲理事会层面负责把握政策的方向、总体决策ꎬ参与具体项目的成员国管

理和执行各自认领的项目ꎮ

“永久结构性合作”的约束力主要体现在它的审核程序上ꎮ 参与的成员国每年必

须向其他成员国和欧盟对外行动署与欧盟防务署通报一份国家执行计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ꎬ ＮＩＰ)ꎬ报告其如何为履行承诺做出贡献ꎮ 这些国家的执行计划

构成理事会评估和决策的基础ꎮ 根据«欧盟条约»第 ４６ 条ꎬ对于不符合第十附加议定

书相关标准的成员国ꎬ理事会有权中止其参与ꎮ 由此ꎬ“永久结构性合作”的约束力使

它区别于以往松散、临时的成员国间的自愿双边或“小多边”安全与防务合作ꎬ使欧盟

安全与防务的“共同”定位更加突出ꎮ 正因为有理事会定期审核、更新项目ꎬ才使得

“永久结构性合作”超越永久的结构(ａ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的字面含义ꎬ成为一个结

构化的进程(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ꎮ②

“永久结构性合作”的包容性体现在成员国可以自行分配其能力资源ꎮ 首先ꎬ“永

久结构性合作”对所有能够履行«欧盟条约»第十附加议定书所规定的承诺的成员国

开放ꎮ 成员国本着自愿的原则加入ꎬ应不影响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与防务政策的独特

性ꎬ并且尊重成员国根据«北大西洋公约»所承担的义务ꎻ其次ꎬ成员国根据其能力与

意愿自行决定参与的项目ꎬ因此成员国保留了灵活、有效配置能力资源的决定权ꎮ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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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外ꎬ“永久结构性合作”也允许参与国邀请第三国参与能为它们带来“实质性增

值”的项目ꎬ但第三国在其中没有决策权ꎮ①这实际上是为脱欧后的英国与欧盟在“永

久结构性合作”框架下合作留下政策余地ꎮ

近年来ꎬ除了“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ꎬ欧盟还设立了防务合作协调年度审查机制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 ＣＡＲＤ)和欧洲防务基金(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Ｆｕｎｄꎬ ＥＤＦ)ꎬ但“永久结构性合作”是欧盟安全与防务一体化推进的核心内容ꎬ而后者

为“永久结构性合作”发挥了重要协调作用ꎮ 防务合作协调年度审查机制由欧盟防务

署负责ꎬ旨在促进成员国对其防务规划及能力开发计划的实施进行定期、系统的信息

共享ꎮ 它可以跟踪成员国“永久结构性合作”项目的开展情况ꎬ为理事会的总体决策

提供参考ꎮ 欧洲防务基金设立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由成员国注资、欧盟委员会使用ꎬ从研

究和开发与采购两个层面促进欧洲军备产业的升级ꎮ②对于在国家层面无能力单独研

发或出于“保护主义”不愿意联合研发的项目ꎬ该基金可以发挥补充和协调作用ꎮ 由

于该基金仅资助至少有三个成员国参与的“永久结构性合作”项目ꎬ因此对成员国防

务合作产生一定的激励作用ꎮ

(三) “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的特征

“永久结构性合作”体现出“多速欧洲”的属性ꎬ即在特定领域愿者、能者多做ꎮ③

在首批 １７ 个项目中 ２５ 国的参与度参差不齐ꎮ 其中ꎬ欧盟核心成员国和南欧国家较为

积极:参与项目数量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是意大利(１５ 个)、西班牙(１２ 个)、希腊(９

个)、法国(９ 个)、德国(７ 个)和荷兰(７ 个)ꎮ 其中ꎬ德国领导了 ５ 个项目ꎬ意大利领导

了 ４ 个项目ꎬ法国和希腊各领导了 ２ 个项目ꎮ 从第二批项目的公布名单中可以看出ꎬ

成员国的参与度普遍有所降低:第一批有 １２ 个项目的参与成员国数量在 ５ 国及以上ꎬ

而在第二批仅有 ５ 个项目包含 ５ 个及以上参与国ꎮ 除法国(参与 １２ 项、领导 ５ 项)外ꎬ

所有国家第二批项目参与数量均少于第一批ꎮ 从 １１ 月 １９ 日欧盟理事会公布的名单

来看ꎬ爱尔兰、立陶宛、卢森堡和葡萄牙四国在第二批项目中的参与度为零ꎮ

在“永久结构性合作”的模块化设置中ꎬ每个项目都呈现出不同的“意愿者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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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列组合ꎮ 参与国在选择项目时主要出于两种考虑:从以欧盟共同行动能力优先的

“适当性逻辑”(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ｎｅｓｓ)出发ꎬ参与国可以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ꎬ发挥

各自长处共同弥补欧盟防务的短板ꎮ 从以自身利益优先的“目的性逻辑” (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出发ꎬ参与国可以选择与本国防务需求最契合的项目ꎬ在“永久结构性合

作”中增强自身防务能力ꎮ①例如ꎬ意大利作为在首批项目中最为积极的国家同时符合

上述两种行动逻辑ꎮ 首先ꎬ意大利国内对“永久结构性合作”高度认同ꎬ即使具有民粹

主义倾向的孔特政府在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上台后对“永久结构性合作”的支持也未动摇ꎮ②

在意大利看来ꎬ“永久结构性合作”是目前欧盟应对区域和全球安全威胁最佳也是唯

一可能的方案ꎮ③其次ꎬ意大利和西班牙作为地中海沿岸国家积极参与“永久结构性合

作”中的海洋安全管理项目ꎬ有助于提高它们对欧盟外部边界的防御能力ꎮ

“永久结构性合作”呈现出灵活一体化的发展路径主要是成员国相互妥协的结

果ꎬ即欧盟成员国对安全威胁的感知不同、对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前景立场不

一ꎬ以及对提高军事能力的雄心水平各有高低ꎮ

首先ꎬ核心成员国对欧盟的安全与防务政策应形成怎样的“战略文化”还处于话

语权的争夺中ꎮ 法国倾向于建立小而精悍、更加紧密的合作形式ꎬ让有意愿且有能力

参与的国家执行要求更为严苛的任务ꎮ 法国认为ꎬ“永久结构性合作”内的一致表决

制赋予那些能力资源贡献不大的国家以否决权ꎬ使得“永久结构性合作”的决策更为

复杂、雄心水平有所降低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ꎬ在法国的倡议下ꎬ“欧洲干预倡议”(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Ｅ２Ｉ)作为一种新的军事机制诞生了ꎮ 它向欧盟和非欧盟

国家开放ꎬ包括脱欧中的英国、在欧盟军事政策上“选择例外”的丹麦ꎬ德国、西班牙、

葡萄牙、比利时、荷兰和爱沙尼亚也都参与其中ꎮ 该倡议在形式上不依赖于欧盟ꎬ因此

不受制于欧盟冗长的决策程序ꎮ④法国希望能够通过该机制践行本国倡导的“更具雄

心”的战略文化ꎬ并朝着“欧洲军”的方向发展ꎮ 但德国不希望法国过于强调北非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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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欧盟军事行动的重点、不希望欧盟机制和非欧盟机制下的防务合作相互竞争ꎬ因此ꎬ

要求该倡议与“永久结构性合作”挂钩ꎮ①德国出于欧盟团结的考虑ꎬ希望欧盟防务联

盟的发展更具包容性ꎬ能有更多的国家参与其中ꎮ 也正是在德国的强烈要求下ꎬ“永

久结构性合作”启动时的参与国家达到了 ２５ 个ꎮ 虽然其广泛参与使人们担心“永久

结构性合作”的含金量已被稀释ꎬ“有雄心”的特征不复存在ꎮ②但在德国看来ꎬ成员国

在欧盟层面参与能力发展项目的过程本身就是目的ꎮ③从最终结果来看ꎬ德国所倡导

的包容性因素在“永久结构性合作”中占了上风ꎮ 作为对法国的妥协ꎬ“永久结构性合

作”只赋予了项目参与国对具体项目的否决权ꎮ

其次ꎬ中东欧国家ꎬ尤其是与俄罗斯邻近的欧盟成员国视俄罗斯造成的传统地缘

政治冲突为欧洲大陆首要的安全威胁ꎮ 这使得这些国家更依赖北约所提供安全屏障ꎬ

缺乏发展欧盟独立防务力量的意愿ꎮ 它们参与“永久结构性合作”更多的是出于“不

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以防范风险的实际因素考虑:如利用欧洲防务基金促进国防

工业现代化、不在“多速欧洲”进程中掉队ꎬ但对北约的心理依赖依然根深蒂固ꎮ 以波

兰为例ꎬ它对“永久结构性合作”始终持观望态度ꎬ直到最后一刻才决定加入ꎮ 从表 １

可以看出ꎬ波兰的表现并不积极ꎬ起初只参加了首批 １７ 个项目中的两项ꎮ

从首批项目内容来看ꎬ“永久结构性合作”目前大幅集中在军备合作(研究、开发

与采购)和欧洲军备技术与工业基础(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Ｂａｓｅꎬ简称 ＥＤＴＩＢ)上ꎬ尤其注重军备工业的标准化和程式化ꎮ 这一侧重点有助于消除

军备制式不统一对防务一体化造成的掣肘ꎬ增强参与国行动的协调性ꎮ 同时ꎬ军备项

目合作几乎不必担心对北约结构的复制ꎬ参与国家较容易达成一致目标ꎮ 但这一优先

项目暂时有些偏离«里斯本条约»突出行动性的初衷ꎬ即“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设计

的初衷是以针对具体任务与行动的力量生成为目标ꎮ 而行动维度对共同安全与防务

政策的后续成功具有关键意义ꎮ 在第二批合作项目中ꎬ前述特征依然存在ꎬ其中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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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瞩目的无疑是耗资巨大的欧洲无人机研发项目ꎮ

就审查程序而言ꎬ“永久结构性合作”采用了柔性审查机制ꎮ 作为“永久结构性合

作”基础的防务合作协调年度审查机制的审查ꎬ依靠成员国自觉自愿、以“同行评价”

(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和“同行施压”(ｐｅ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的手段进行ꎮ 理事会对于何种条件下可以

行使中止成员国参与“永久结构性合作”的权力尚无量化标准ꎮ 这会导致“永久结构

性合作”之于欧盟防务就如同马斯特里赫特标准之于欧元”ꎬ①即成员国只满足可以留

在“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中的最低标准而做出的实质性贡献有限ꎬ最终“搭便车”的

国家和真正“有雄心的”国家在“永久结构性合作”内形成分化ꎬ②安全与防务领域的

“多速欧洲”趋势更加明显ꎮ

总而言之ꎬ模块化的项目设置有利于“永久结构性合作”保持务实、灵活的特点ꎮ

但成员国由于立场分歧造成的内耗、有限的聚焦领域和柔性审查制限制了“永久结构

性合作”实际效果ꎬ欧盟因此只能获得有限的战略自主性ꎮ

三　 “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与北约的关系

在“永久结构性合作”启动时ꎬ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都极为期待ꎮ 欧盟外交与安

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称之为“欧洲防务历史性的一天”ꎮ 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

认为ꎬ欧盟各国正在建立一个欧洲安全与防务联盟ꎬ这是朝着欧洲军队迈出的又一步ꎮ

但美国对“永久结构性合作”流露出怀疑的态度ꎮ 美国国防部负责北约事务的高级官

员维尔巴杰(Ｋａｔｉｅ Ｗｈｅｅｌｂａｒｇｅｒ)表示:“只要‘永久结构性合作’对北约而言是互补、而

非分散北约能力的ꎬ我们就会支持ꎮ 但美国不想看到欧盟将原本属于北约的装备力量

转移到欧盟ꎮ”③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虽然也对“永久结构性合作”表示欢迎ꎬ但他

强调:“我们不要复制ꎬ我们不要竞争ꎬ而要与北约互补的欧盟开展新的合作ꎮ”④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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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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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顾虑说明“永久结构性合作”使欧盟与北约关系中固有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张

力更加突出ꎮ

在欧洲安全与防务一体化扩大与深入的进程中ꎬ欧盟和北约在成员国组成和功能

上有所趋同ꎬ因此双方构成了“重叠机制”(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ꎮ①但由于欧盟和北

约在战略文化、行动领域和组织结构等方面各有侧重ꎬ这种重叠关系呈现出不对称、非

重合的特点ꎮ 欧盟与北约的重叠会使双方走向竞争ꎬ最终导致军事资源浪费、北约能

力“空心化”以及决策效率低下等问题ꎮ②而避免重叠虽然有利于双方功能互补、形成

合作关系———如欧盟擅长利用软性手段、通过民事行动进行危机管理ꎬ北约擅长执行

“鲁棒型”行动③———但长期以来ꎬ这也成为制约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发展的“玻璃天

花板”ꎮ 为了不触犯“不重叠”原则④这条红线ꎬ欧盟对北约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心理依

赖ꎬ同时难以完善关键机构设置和关键能力建设ꎮ⑤

客观而言ꎬ从资源获取的角度来看ꎬ“永久结构性合作”与北约构成潜在的竞争关

系ꎮ 成员国投入到“永久结构性合作”的资源可以投入到北约、联合国或其他任何一

种双边、多边合作机制中ꎮ 例如ꎬ北约现行的“框架国家”方案(ＮＡＴＯ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Ｎａ￣

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ꎬＦＮＣ)与“永久结构性合作”类似ꎬ都是遵循“资源整合与共享” (ｐｏｏ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的思路ꎬ以小型多边主义的形式联合行动ꎮ 在乐观者看来ꎬ“框架国家”方

案能够在北约内部建立强大而又能力出众的“欧洲支柱”ꎬ其溢出效应可以对欧盟层

面防务联盟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ꎮ⑥但要实现这一效果需要北约和欧盟进行深入的沟

通和协调ꎮ 机制重叠对欧盟核心成员国和其他成员国造成不同的影响ꎬ前者会陷入对

不同机制领导权的争夺ꎬ而后者被动地分配有限能力资源ꎮ⑦这最终会使欧盟因内耗

９１　 重塑欧美安全关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 Ｃ. Ｈｏｆｍａｎｎꎬ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ＮＡＴＯ ａｎｄ
ＥＳＤＰ”ꎬ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７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４５－５２.

Ｒｏｂｅｒｔ Ｅ. Ｈｕｎｔｅｒ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ＡＴＯ’ｓ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ｏ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ꎬ Ｒ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２００２.

Ａｎｄｒｅｗ Ｍｏｒａｖｅｓｉｋꎬ “Ｓｔｒｉｋ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Ｂａｒｇａｉｎ”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８２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７４－８９.
１９９８ 年ꎬ英国和法国政府首脑发表关于建立欧盟防务的“圣马洛宣言”ꎬ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提

出欧盟军事力量建设应遵守的“三不原则”ꎬ即不脱离、不重叠和不歧视北约中的非欧盟成员国ꎮ 这一“三不原
则”成为欧盟安全与防务发展的红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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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错过推动安全与防务一体化的“时机之窗”ꎮ

但“永久结构性合作”并非是一个完整的组织机构ꎬ而是一个合作框架ꎬ它的生命

力来自一个个能力建设具体项目的落实ꎬ从而构建起北约内的“欧洲支柱”①ꎮ 对欧盟

而言ꎬ北约内“欧洲支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远远超过一套与北约相平行的安全机制ꎮ

首先ꎬ在美国欧洲防务关注度下降的情况下ꎬ欧盟简单通过增加军费开支“买”来美国

对欧盟防务承诺的方式已不是长久之计ꎮ②欧盟必须提升自身的目标和行动能力ꎬ以

实际军事实力增强在北约的话语权ꎻ其次ꎬ北约对欧盟而言具有特殊的地缘政治意义ꎬ

它是欧盟加强与非欧盟成员国合作的重要平台ꎬ建立真正可靠的欧盟防务需要北约盟

友的支持ꎬ而维系与北约盟友的关系就需要欧盟增强其防务实力与北约的适配性ꎮ③

面对欧盟与北约的这种共生关系ꎬ在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的北约布鲁塞尔峰会上ꎬ欧盟和北约

对双方防务合作达成的共识保持连贯(ｃｏｈｅｒｅｎｔ)、互补(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和互用( ｉｎｔｅｒ￣

ｏｐｅｒａｂｌｅ)ꎮ④从欧盟的政策表述和具体项目内容来看ꎬ“永久结构性合作”通过达成上

述共识来保持与北约的合作关系ꎮ

在«全球战略»中ꎬ欧盟正是从对北约进行补充的视角定义“战略自主性”ꎮ 欧盟

强调:“欧洲的安全与防务建设应使欧盟能够自主行动ꎬ同时也应有助于与北约合作

并采取行动ꎮ 为了与美国建立健康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ꎬ更值得信赖的欧洲防务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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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欧洲支柱”这一表述最早出现在 １９４８ 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五国签订的«布鲁塞尔条约»
中ꎬ它指的是抵御苏联威胁、维护欧洲和平的联合力量ꎬ在此条约倡议下西欧联盟成立ꎮ １９４９ 年北约成立后ꎬ“欧
洲支柱”侧重于地理范畴ꎬ与美国、加拿大构成的北约“北美支柱”相对应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里根政府时期ꎬ逐渐走
出“越战后遗症”的美国开展“星球大战”、与苏联的全面对抗加剧ꎮ 在此背景下ꎬ英国时任外交大臣杰弗里豪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Ｈｏｗｅ)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撰文ꎬ强调构建“欧洲支柱”的三个关键方面在于合理的防务支出分担、
欧洲国家之间互动的合理性和欧洲国家在全球安全中的参与ꎮ 由此ꎬ“欧洲支柱”成为欧洲国家思考在美国提供
安全屏障下如何构建集体身份认同的概念范畴ꎮ Ｓｅｅ Ａｌｙｓｏｎ Ｋ. Ｋ. Ｂａｉｌｅｓꎬ “ＮＡＴＯ’ 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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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１９９０－９１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Ｕｎｉｏ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１１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１０６－１２７ꎻ Ｇｏｆｆｒｅｙ Ｈｏｗｅ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ｉｌｌａｒ”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６３ꎬ Ｎｏ.２ꎬ １９８４ꎬ ｐｐ.３３０－３４３.

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 Ｇｕｅｈéｎｎｏꎬ “Ｗｈｙ ＮＡＴＯ Ｎｅｅｄｓ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ｉｌｌａｒ”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ꎬ 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ｏ￣
ｌｉｔｉｃｏ.ｅ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ｗｈｙ－ｎａｔｏ－ｎｅｅｄｓ－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ｉｌｌａｒ－ｄｅｆｅｎｓｅ－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ｐｕｔｉｎ－ｒｕｓｓｉａ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１ Ｏｃｔｏ￣
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ＮＡＴＯ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Ｊｅｎｓ Ｓｔｏｌｔｅｎｂｅｒｇ ａｔ ｔｈ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Ｃꎬ １４ Ｓｅ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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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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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１０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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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少ꎮ”①具体到“永久性结构合作”的制度设计中ꎬ欧盟强调“为了保证欧盟军事力量

的协调性ꎬ参与国应当就共同技术和行动标准达成一致ꎬ以确保与北约保持互用”ꎮ②

“永久结构性合作”因为与北约的能力建设目标相契合ꎬ可对北约能力建设起到

补充作用ꎮ 其中ꎬ最直接的体现是参与国承诺提高防务支出和增强军备工业ꎮ 这意味

着ꎬ欧盟主动提高长期被美国所诟病的防务分担水平ꎬ使美国将可供支配的战略资源

投入其他区域ꎮ③

除此之外ꎬ“永久结构性合作”项目可以嵌入北约能力建设进程中ꎬ改善欧盟在北

约“鲁棒型”任务中长期缺位、贡献不足的状况ꎮ 以当前“永久结构性合作”参与国家

最多的项目军队移动能力建设(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为例ꎬ该项目又称为“军事申根区”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ｃｈｅｎｇｅｎ)ꎮ 由于北约并不具备在欧洲自由调遣人员和设备进行越境行动的

合法性ꎬ这使得北约部队无法“像在美国从佛罗里达调到弗吉尼亚那样”灵活ꎬ而“军

事申根区”的设立有助于改变这一现状ꎮ 该项目由荷兰国防部长在 ２０１７ 年提议设立ꎬ

并由荷兰在“永久结构性合作”中承担项目领导ꎮ 它通过消除欧盟军队行动时所面临

的物理和程序性障碍ꎬ来提高欧盟军事机动性、高效部署军力ꎮ 在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北约布

鲁塞尔峰会上ꎬ与会各方达成一致ꎬ计划到 ２０１９ 年底将陆、海、空调遣获得越境许可的

时间减少至 ５ 天ꎮ④

对于新兴防务领域ꎬ“永久结构性合作”可为北约和欧盟提供合作框架ꎬ在起步阶

段促使双方保持一致性与协调性ꎮ 近年来ꎬ网络安全议题在北约的重要性显著提升ꎮ

在 ２０１６ 年北约华沙峰会上ꎬ网络空间与陆、海、空并列ꎬ被纳入北约行动领域ꎬ一旦一

国受到网络攻击ꎬ其他成员国应加以援助ꎬ进行集体防御ꎮ⑤北约和欧盟在网络安全合

作的初启阶段还面临许多挑战ꎬ例如ꎬ网络防御的情景意识和信息共享不足ꎬ各成员国

１２　 重塑欧美安全关系?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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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１０１７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Ｓｕｍｍｉｔ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ꎬ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Ｈｅａｄ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ｎ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１１－１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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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网络的军用和民用双重性质开放权限有限ꎬ缺乏共同的演习、训练和培训体系

等ꎮ①“永久结构性合作”中由希腊领导的“网络威胁与事故处理信息分享平台”和由

立陶宛领导的“网络快速反应队伍与网络安全互助”两个项目有助于促进欧盟成员国

间的网络安全能力协同建设ꎮ 波罗的海地区则是北约进行网络安全能力建设的关键

地区ꎬ②立陶宛面对日益严峻的网络安全威胁于 ２０１５ 年成立了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并

颁布网络安全法ꎬ同时邀请美国网络安全专家加入ꎮ③立陶宛虽然在“永久结构性合

作”中整体贡献度有限ꎬ但它扮演了北约与欧盟网络安全合作“沟通者”的角色ꎬ④这有

助于避免北约与欧盟建立平行机制而阻碍未来的合作ꎮ

四　 结语

在欧盟委员会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颁布的“欧盟防务的未来”立场文件中ꎬ欧盟从原

则、行动、能力和有效性四个方面设想了欧盟防务政策未来的三种可能情形ꎬ分别是成

员国间安全与防务合作、共享的安全与防务和共同的安全与防务ꎮ⑤“永久结构性合

作”致力于使欧盟安全与防务从共享向共同迈进ꎻ以提高自主行动能力为导向ꎬ首先

选择从军备基础建设切入ꎬ力求达到量度积累促成向度变化的效果ꎮ “永久结构性合

作”使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推进有了切实可行的抓手和相对明晰的行动步骤ꎬ

但它不以改变北约在欧洲安全架构中的主导地位为诉求ꎬ而是通过弥补自身实力短板

增强北约中的“欧洲支柱”ꎮ 欧盟强调“永久结构性合作”对北约能力建设的补充和与

北约资源互用ꎬ使欧盟与北约的“战略伙伴关系”更具持续性ꎬ从而减轻英国脱欧和美

国战略重心转移对欧盟防务造成的冲击ꎮ

对于欧盟而言ꎬ实现“战略自主性”的目标是一项结构复杂的系统性工程ꎮ 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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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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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ｏ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ꎬ Ｎｏ.３８ꎬ ２０１７ꎬ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Ｆ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爱沙尼亚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等公共机构的网站遭到大规模攻击ꎬ爱沙尼亚将此次袭击定
义为“网络战争”ꎮ 受该事件影响ꎬ北约在 ２００８ 年出台首份网络安全政策文件ꎮ 北约协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
(ＮＡＴＯ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ｙｂ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即位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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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ｅｆｅｎｃｅ” .



仅涉及安全与防务“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综合建设与投入ꎬ而且需要协调各成员国

之间、欧盟与北约组织之间的利益诉求ꎮ 因此ꎬ受种种因素制约ꎬ“永久结构性合作”

究竟会发挥多大效能、能否推动欧盟实现共同外交与安全的一体化目标仍有待时间的

检验ꎮ

学界对特朗普上台后跨大西洋关系恶化的判断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种观点认为

特朗普执政后欧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达到爆发的“奇点”ꎬ维系传统盟友间的价值基

础与利益共识日渐瓦解ꎮ①另一种观点认为ꎬ当前欧美关系恶化更多是双方异质性因

素的周期性突显ꎬ“特朗普现象”对欧美之间长期存在的、固有的矛盾起到放大作用ꎮ

前者强调欧美关系恶化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式微的缩影ꎬ②后者强调特朗普强烈的个

人风格对欧美关系的冲击ꎬ尚不构成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破坏ꎮ③就欧美安全关系

的变化而言ꎬ上述两种判断都有一定的解释力ꎮ 无论是盟友关系的质性变化还是周期

性摩擦ꎬ都无法否定欧盟和美国仍是彼此在国际舞台上价值和利益最接近的合作对

象ꎬ背离这一秩序结构对欧美双方而言都得不偿失ꎮ 欧美安全关系同经贸、全球治理

等议题一样ꎬ都是跨大西洋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ꎮ 但与其他子议题不同的是ꎬ因

为北约这一组织的存在ꎬ安全关系成为欧美之间最正式、最持久的联系纽带ꎮ 虽然美

国逐渐背离自由国际主义、倾向孤立主义ꎬ但它与欧盟的分歧远没有达到将对方视作

“挑战者”“对手”的地步ꎮ 因此ꎬ维系与以北约为基础的安全联盟对于欧美关系的长

期发展起到“安全锚”的作用ꎮ “永久结构性合作”的推进也没有背离这一主线ꎬ因为

在资源获取方面ꎬ“永久结构性合作”虽然会与北约形成竞争关系ꎬ但通过实现对北约

的能力互补和互用ꎬ“永久结构性合作”从长远角度来看会为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的发

展增添新的活力ꎬ而非破坏或颠覆跨大西洋安全关系ꎮ

正如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的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Ｊｏｈｎ Ｄｕｌｌｅｓ)所言:“跨大

西洋联盟之所以能够展开合作不仅是为了反对什么ꎬ而且要为了追求什么ꎮ”④这说明

维系欧美安全关系既需要有共同安全威胁作为外生性促进因素ꎬ也需要双方有共同安

３２　 重塑欧美安全关系?

①

②
③

④

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ꎬ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９４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７－２３.

张旗:“特朗普‘外交革命’与自由国际主义的衰落”ꎬ «东北亚论坛»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ꎬ第 ８０－９４ 页ꎮ
Ｋｌａｕｓ Ｌａｒｒｅｓ ａｎｄ Ｒｕｔｈ Ｗｉｔｔｌｉｎｇｅｒꎬ “Ａ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Ｇｅｒｍ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２７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１５２－１５７.
Ｍａｒｙ Ｎ. Ｈａｍｐｔｏｎꎬ “ ＮＡＴＯ 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Ｗｅｓｔ Ｇｅｒｍａｎ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ｎ Ｉｍ￣

ｐｕｌｓｅ”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Ｎｏ.４ꎬ １９９５ꎬ ｐ.６５６.



全目标作为内生性促进因素ꎮ①因此ꎬ欧盟真正获得“战略自主性”不仅需要通过“永久

结构性合作”提高防务实力ꎬ同样需要在欧美安全关系中塑造安全认同感的话语权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ꎬ美国宣布将考虑退出 １９８７ 年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ꎬ这一签署

于里根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军控条约保护欧洲免于美国与俄罗斯 ５００－１０００ 公里短

程导弹的威胁ꎮ 对此ꎬ法国再次呼吁建立真正的具有干涉能力的“欧洲军”ꎮ②但这一

进取的主张却遭到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的反对ꎮ 这说明ꎬ欧盟

在“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下防务能力的进步速度仍落后于当前安全威胁的扩张速

度ꎬ有限的“战略自主性”难以使欧盟真正“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ꎮ 欧盟无意也无

力重塑欧美安全关系ꎬ而是希望优化这一安全结构中的权责分配与能力贡献ꎬ使欧美

安全关系朝着良性、持续的方向发展ꎮ

(作者简介:郑春荣ꎬ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 / 欧盟研究所教授ꎻ范一杨ꎬ同济大

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ꎮ 责任编辑:莫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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