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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抵御区域“离心力”，艰难权衡与世界之

关系1

今年以来，欧洲处理对外关系表现出多向度的特征。内忧外患之下，欧洲一

方面努力维持自身的聚合发展，应对外部竞争；另一方面艰难权衡与各方的关系。

而就世界与欧洲的关系来说，欧洲的战略重要性愈发上升，为未来各方处理对欧

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区域“离心力”明显

欧洲正深受“离心力”的折磨。进入 2018 年，这种“离心力”向更广泛领

域蔓延，使得欧洲更加费心尽力地加以应对。围绕欧洲一体化进程，先是拒绝继

续为域内治理义务（例如难民安置问题）买单，接着是法兰克福等城市开始因应

英国决定脱欧后的形势，盘算争夺欧洲金融中心地位。

1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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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政治领域，德法对特朗普打击叙利亚的态度不一。难民问题让德国在

处理相关问题时变得越来越谨慎，也没有从行动上对特朗普政府对叙利亚动武做

出任何响应。法国与美国互动相对频繁，对特朗普政府的言论和行动皆持一定程

度上的“追随”态度。

面对以夺回制造业高地和争抢技术创新领导权为目标的特朗普经贸政策，欧

洲国家的敏感度是相当高的，态度尤为审慎。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把对 2018 年德

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期从 2.6%下调为 1.8%。德国国内舆论认为这主要是上半年的

国内经济社会原因使然，但也有不少经济学家担忧，美国在经贸领域内针对欧洲

施加压力已然殃及以汽车制造业为代表的“德国制造”等相关产业。相比高关税

的外部风险，以德企为代表的跨国公司更担心此轮美国贸易“大棒”砸向整个全

球价值链，从根本上冲击欧洲的外向型经济。

这种审慎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欧洲积极谋求替代性合作对象，中国是欧洲

应对未来冲击的重要选项之一。2017 年，欧盟对美出口额 4237.5 亿美元；欧盟

对华出口 2218.9 亿美元。单从数量上看，对美出口更多，但在目前中美欧贸易

博弈十分胶着的状况下，保持制造业产品对华出口增长态势对欧洲来说空前重

要。毕竟，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化工等产品欧洲占对华出口总额的 64.9%。这

不仅是欧洲的机遇，也为中国拉住欧洲提供了重要的“抓手”。

不过，就对美贸易政策而言，作为欧洲一体化中坚力量的德法拥有不同利益

考量。德国作为出超贸易强国，在对美贸易政策方面显得更为敏感，其汽车制造

等产业领域的敏感度和脆弱性尤高。

同盟关系的艰难权衡

欧洲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面对一个对跨大西洋联盟持与以往不同态

度的美国。

首先，这是一个不想再买单的同盟主导国。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收缩安全义务，

减少国际事务开支，强压北约其他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的 GDP 占比，动摇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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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同盟体系的基石。欧洲发现在军事安全领域内对美国的可依赖性下降了，美

国更为关心自身得失，而不是作为主导国去承担既定份额的治理成本。

其次，这是一个自私多变的同盟主导国。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更强调自己的

偏好，降低了与欧洲等盟国在重大问题上“提前通气”的意愿。例如，特朗普即

将出席 7月中旬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北约峰会。但就在峰会前夕，美国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也在积极为特朗普与普京的会晤做准备。欧洲主要国家对此甚

感困惑和忧虑，担心继西方七国集团（G7）变成“非常 6+1”之后，北约会不会

也变成“11+1”，同时开始质疑北约的未来存在意义又是什么。

再次，这是一个与欧洲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美国。这种竞合关系体现在货币、

经贸等诸多领域。随着欧洲对外贸易的推广，欧元的使用范围和作用“溢出”到

全球范围，在多元货币领域同美元存在潜在竞争，挤占了美元的经济战略空间。

再如，在国际贸易规范塑造方面，是维持既有的、欧盟可起到相对主导作用的世

贸组织规则体系，还是支持美国重塑世贸规则并在其中占绝对主导地位，欧盟面

临两难选择。

存在诸多变动性的欧洲愈发重要，成为未来中美战略竞争必须争取的对象，

也就再次成为重要的“国际战略节点”。欧洲向来重视在国际多边领域的规范性

话语权，而随着时代的变化，欧洲对自身定位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值得注意的

是，它们开始期待能够充当某种“调停者”或“协调人”。在斡旋大国关系方面，

不少欧洲学者认为他们是具有优势的。德国《国际政治与社会》杂志最近就发表

了欧洲外事关系协会研究员高恩德的文章，他认为德国即将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非

常任理事国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从整体上看，德国以欧洲国家的身份参与大国

斡旋，并不会引发其他国家的疑虑，反而有助于推动叙利亚、乌克兰等问题的解

决。

这样一个希望在多边领域有所作为的欧洲，是非常值得争取也是必须争取的

对象。特朗普的经济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纳瓦罗早年所写《致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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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这样描述美国所应奉行的对华战略：“加强全球协调合作共同对付中国”，

并进一步指出美国必须争取的对象则是欧洲、巴西、日本、印度等。对美国来说，

欧洲仍是最重要且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争取的对象。意识形态相近的欧洲和美国再

度联合起来的可能性不容低估。我们需要防止欧美在世贸组织等多边框架下以发

起所谓“贸易扭曲”申诉等手段对付中国。面对这样一个实用主义导向的欧洲，

我们仍需提高风险管控意识。

I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