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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区域一体化、集团化已成

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欧洲一体化的发

展是当今世界区域合作中最成功的范例。在促进欧

洲一体化发展的因素中 ,欧盟区域政策是其中一个

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因素。

一、区域一体化向前发展的基本条件

———成员国经济的趋同

　　区域一体化是若干主权国家通过签订条约让渡

一定的国家主权 ,使其经济达到某种程度的结合和

融合的过程 ,旨在实现在更大范围内资源配置的优

化 ,增进区内国家的社会福利 ,使每一个成员国能获

取比一国单独时更大的利益。按照一体化程度的高

低 ,区域一体化可分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

市场、经济同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一体化程度越

高 ,成员国让渡的权力就越多 ,一体化组织就越具有

超国家的性质 ,对成员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就越大 ,同

时对成员国经济趋同的要求也越高 ,如最适度货币

区的条件之一就是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

膨胀率较为接近。成员国“经济条件相近是所有约

束条件的核心”①。

20 世纪 50、60 年代经济学界基于欧洲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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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幼文 :《世界经济学》,立信会计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00 页。



实践提出的区域一体化概念的四个基本假设之一就

是“参与一体化集团的伙伴国家在国家体制和经济

发展阶段水平等方面具有一定相似性 ,共同构成具

有一定排他性的利益集团”①。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由不同政体、不同社会经

济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共同组建的区域一体化

组织日益增加 ,甚至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社会经济制

度迥然的国家之间也在建立 ,如北美自由贸易区 ,但

它们多处于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阶段 ,而欧盟不仅

正在向完全经济一体化发展 ,且政治一体化也在逐步

发展。当一体化程度较低时 ,对成员国经济趋同的要

求也较低。但随着一体化的深入 ,成员国及其地区之

间过大的经济差距会使其在区域合作框架中的利益

得失不均衡 ,利益冲突和摩擦增加 ,从而制约和阻碍

一体化措施的推行。如在建立欧洲内部大市场的进

程中 ,穷国和区域经济问题较多的国家要比富国和区

域经济问题较少的国家行动缓慢。在 1991 年 5 月 ,

在距内部大市场建成的最后期限仅剩一年半的时候 ,

内部大市场所需具备的 120 项“关键措施”中 ,意大利

和爱尔兰各自还有 70 项措施未经议会批准 ,西班牙

还有 1/ 3 以上的措施有待批准②。

农业是欧盟一体化程度最高的领域之一 ,但成员

国农业发展很不平衡 ,这使它们在共同农业政策上的

得失相差很大。法国是最大的受益者 ,每年从共同体

得到的价格补贴、生产指导基金超过了它向共同预算

的缴款份额 ,而英国则是共同农业政策的最大受损

者。为此英国要求补偿其在农业上的损失 ,并多次不

惜以退出共同体相要挟。在一体化组织内部 ,如果成

员国发展差距较大 ,就意味着高收入国家要为低收入

国家承担更多的义务 ,高收入国家对一体化的热情就

会减弱。如德国承担了欧盟预算约 30 %的份额 ,是出

资最多的国家 ,却只能从欧盟得到约一半的回报 ,每

年为欧盟净贡献 100 多亿欧元。多年来 ,欧盟内部一

直为摊款及受益不均而争吵不休。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不仅意味着人们在人均收

入和生活条件上的差距 ,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区域间竞

争机会和竞争能力的不平等。如远离欧洲大陆的许

多岛屿地区 ,可接近性差 ,自然和与气候有关的障碍

使得其在海运和空运、通讯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成本很

高 ,产品在欧盟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难以有效地参与

到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通常而言 ,欧洲单一市场对

它们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③。成员国在经济发展水

平、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上的较大差异 ,使各

国在面对外部冲击时的承受能力不一致 ,这一点在

1992 年、1993 年欧洲货币体系发生危机时表现得特

别明显 ,至今仍是区内的一个隐患④,同时也使欧洲中

央银行难以采取统一、有效的货币政策。

只有成员国及其地区能够达到一定的经济趋同 ,

进而维持一个足够的经济聚合水平和社会凝聚力 ,并

协调好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关系 ,区域一体化才能顺利

地向前发展。《马约》提出的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

和政治联盟的目标 ,对成员国的经济趋同提出了明确

要求。条约第二条将推进经济社会聚合作为成功的

主要条件 ,进一步强调了区域政策的中心地位。

二、区域政策 ———欧盟缩小区域差距、

实现成员国经济聚合的主要手段

　　欧盟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但其内部的

经济差距是很大的。欧共体成立时 ,《罗马条约》就

规定要采取措施缩小并最终逐步消除区域经济发展

的不平衡。1975 年欧共体建立了欧洲区域发展基

金和区域政策委员会 ,开始有计划地援助落后地区

的发展。欧洲区域发展基金和欧洲社会基金、欧洲

农业保证及指导基金的指导部分、欧洲渔业指导基

金共同构成欧盟区域政策的财政工具 ———结构基

金。1993 年欧盟又设立了专门援助收入最低成员

国的聚合基金。欧洲投资银行则通过提供或担保中

长期信贷来促进成员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欧盟区域政策已形成完整体

系 ,成为欧盟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体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 ,它可以促进成

员国资源的优化配置 ,降低交易成本 ,促进经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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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成员国的国际竞争力。在一体化组织内部 ,更高

层次、更大范围的一体化发展 ,能够为经济落后的国

家提供一个相对稳定、更受保护的市场 ,进而带动这

些国家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 ,一体化过程本身会通

过贸易的自由化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使竞争加剧。市

场竞争中优胜劣汰规律的作用 ,会使某些成员国和地

区在一体化进程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或面临“被边缘

化”的危险 ,进而扩大贫富差距 ,反过来制约一体化的

发展。法国前外长谢松指出 :“1993 年共同体领地向

自由狩猎开放 ,好射手将战果累累。”①同时区域间商

品和要素的流动还可能把区域问题由一些区域传递

到另一些区域 ,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为实现

一体化目标而采取的某些共同政策 ,如竞争政策 ,对

缺乏优势的落后地区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而在

经济货币联盟内 ,成员国政府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运用

货币政策和汇率工具来调节国民经济 ,财政政策的运

用也受到一定约束 ,另外欧盟也不允许成员国运用公

共采购政策去支持它们的地区经济 ,违者将受到处

罚。对此英国学者彼得 ·罗布森指出 :“促进配置效

益的一体化措施 ,未必会使所有成员国得益 ,或者未

必会在整个市场上产生令人满意的分配结果。单靠

市场机制的运作 ,即使不是无限期的 ,至少也会在长

时间内 ,扩大成员国之间的经济悬殊。”②一体化的深

化要求成员国经济趋同 ,但不断地扩大又使成员国在

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上的差距扩大。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欧共体扩大后 ,就出现了多个国家要求推进一体

化而被个别国家否决阻断的现象。因而通过区域政

策的适度干预来消除市场一体化对落后地区带来的

不利影响 ,避免贫富差距的扩大 ,实现整个欧盟社会

经济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 ,是欧洲经济一体化

深化和扩大的客观要求。

随着一体化的推进 ,欧盟对区域发展的干预力

度也在不断加大。在欧盟每年的预算中 ,结构基金

占到总预算的 1/ 3 ,仅次于共同农业基金。1994

1999 年间 ,结构基金总额达 1630 亿欧元。2000

2006 年的结构基金为 1950 亿欧元 ,每年约 280 亿

欧元 ,聚合基金有 180 亿欧元。欧洲投资银行在

1995 1999 年期间的融资总额为 1322 亿欧元 ,其

中用于区域发展的达 741 亿欧元。东扩前最穷的

4 个国家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在 1994

2001 年期间的增长均高于欧盟 15 国的平均速度 ,

其铁路、公路和电讯网络方面也获得了极大的改善。

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三国人均 GDP 占欧盟平均水

平的比例从 1988 年的 68 %提高到 1999 年的 79 % ,

其中西班牙和希腊都提高了 9210 个百分点 ,葡萄牙

提高了 17 个百分点 ,爱尔兰从 1988 年的 63. 8 %上

升到 1999 年的 111. 7 % ,成为欧洲富裕的国家之

一。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在 1999 年前达到欧

洲货币联盟的标准 ,成为欧元区的首批成员 ,希腊也

于 2002 年加入欧元区。欧盟区域援助资金对这些

国家的财政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欧盟转移支付最高

可占其 GDP 的 4 % ,由此提高了当地人口的收入 ,

改善了基础设施条件。可以说 ,欧盟经济与货币联

盟能如期启动 ,单一货币的发行与流通 ,与欧盟区域

政策的实施有直接的联系。

三、区域政策 ———欧盟增强其社会凝聚力、

促进政治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工具

　　欧盟既是经济联盟 ,又是政治和社会联盟 ,成员

国及其地区之间经济差距的长期存在和扩大 ,不仅

会阻碍经济一体化进程 ,而且会削弱其社会凝聚力 ,

对政治一体化的发展产生有害的影响。让全体社会

成员公平分享发展成果 ,是一个社会实现稳定发展

的重要前提。过大的区域差距会影响到一个主权国

家的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对此联合国《1994 年人

文发展报告》中也指出 ,地区差距扩大是导致国家分

裂的重要原因 ③。如意大利南部与北部的经济差距

问题就长期困扰着意大利政府 ,使分离主义倾向日

益加剧 ,分离主义者企图把繁荣的北方和欠发达的

南方一分为二。在东欧国家 ,这种差异在前南斯拉

夫、前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解体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不平衡尚且会产生离心力 ,而

在多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区域一体化集团内部 ,不平

衡产生的离心力作用会更甚。”④它会引起公众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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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失望和不满情绪 ,破坏欧洲的社会基础 ,使欧洲

一体化建设失去公民的支持。因此《罗马条约》第 2

条提出 ,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目标是提高所有成员国

公民的生活水平。“在西欧 ,区域问题只是国家统一

的一种潜在威胁 ,但这是欧盟一体化的主要障碍

之一。”①

政治联盟的建设已成为欧洲经济一体化向纵深

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然而“比起经济一体化

来 ,政治一体化显然要繁杂得多 ,它与区域经济差距

之间的联系带有某种敏感性特征 ,因为在一般情况

下 ,区域间经济差距的大小 ,往往与地方分权主义、民

族主义的活跃程度相关 ,而在西欧 ,民族问题一直是

个非常突出的政治问题。”②在欧洲国家 ,存在各种各

样的地方分权主义和自治势力。那些要求独立或分

治的民族地区 ,大多数是贫困地区。这是欧洲政治一

体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棘手问题。美国学者德布拉

吉·瑞指出 :“人们对于不平等增加的反应是不同的 ,

不仅在不同国家不同 ,而且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也

不同。有时 ,人们的反应是接受增长过程中不平等的

上升 ,但在有些情况下 ,人们会以社会或政治运动的

方式来强烈地抗议不平等的增加。”③

正因为如此 ,欧盟把结构基金及聚合基金视为

“欧洲稳定的关键保障”。当初欧共体的创始人在选

择“共同体”这个名称时说 ,他们的愿望就是促进所有

成员国的共同繁荣。在《马约》中 ,欧盟进一步强调了

区域平衡发展的政治意义。“当然 ,缓和民族独立和

地方分权主义呼声的政策不止区域政策一种 ,但在所

有政策中 ,区域政策无疑是最有效的政策之一。”④正

如欧盟委员会负责区域事务的委员米切尔 ·巴里耶
(Michel Barnier)所言 :“区域政策首先是一项团结政

策。”⑤区域政策是欧盟政策中最有形和最具体的政策

之一 ,它直接服务于成员国居民 ,帮助他们提高生活

水平。比起其他政策来 ,区域政策更能让欧洲人感受

到欧盟这个大家庭的存在 ,赢得其信任支持 ,增强其

对共同体的认同。发展水平低于欧盟平均水平的国

家 ,如意大利、爱尔兰等都强烈地要求欧盟出面援助

本国开发、建设落后地区。英国之后的每一个新成员

国 ,尤其是欠发达国家 ,都可以从欧盟区域政策中得

到一些好处 ,以补偿它们对共同体开放市场而可能带

来的某些损失 ,这些国家对欧盟的向心力 ,是与欧盟

区域政策密切相关的。

四、欧盟区域政策 ———成员国之间

重要的利益协调机制

　　欧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欧洲一体化成功的前

提是要让所有的成员国及其地区从一体化的发展中

受益。因此 ,“如何分享区域一体化所带来的利益是

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将影响到一体

化计划能否实施 ,影响到已经开始的计划能否继续

下去并取得进展。”⑥

然而在实践中 ,即使在经济条件相近的国家之间

开展自由贸易 ,实行经济一体化 ,成员国之间的利益

分配也不可能完全公平 ,会出现矛盾。不过在成员国

较少时 ,利益分配问题更容易兼顾。但随着成员国的

增加和一体化组织内部经济差距的扩大 ,成员国之间

的利益协调难度日益加大。对此 ,彼得·罗布森在分

析一体化的影响时指出 :“一体化会影响到生产布局 ,

并通过此种影响和其他途径 ,对一体化收益的地理分

布产生重大影响。传统理论更多关注整个集团的收

益。然而尽管一体化潜在地对集团有利 ,我们无法断

言市场力量必然会产生所有成员国都能接受的结果 ,

从而可以忽视补偿问题。”⑦欧盟在执行一体化政策时

可能对某些成员国产生不利影响 ,这时区域政策成为

促使成员国执行一体化政策的一种“补偿”。如英国

在加入共同体时就坚决要求建立区域发展基金 ,以支

援它衰落的老工业区 ,并补偿它作为共同体预算纯贡

献国的地位和在共同农业政策中框架内的损失。欧

洲区域发展基金的设立 ,实际上也是对英国加入共同

体的补偿性支付。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四

国要满足加入经济与货币联盟的趋同标准 ,尤其是控

制公共赤字的要求 ,面临很大的挑战。对此许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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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张可云 :《区域经济政策———理论基础与欧盟国家实践》,中

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525 页。

赵伟 :《干预市场———当代发达市场经济政府主要经济政策

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09 页。

[美 ]德布拉吉·瑞著 ,陶然等译 :《发展经济学》,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184 页。

同注②。

European Commission : Working f or the regions , Office for Of2
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 2001.

彼得·罗布森著 ,戴炳然等译 :《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216 页、第 5 页。

同上。



家把聚合基金的设立看作是对“较贫困”成员国的侧

面补偿性支付 ,旨在换取它们对货币联盟的支持。欧

盟对意大利的大量区域援助 ,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换

取它的市场和它对欧盟其他政策的支持。法国政府

由于共同体削减农业基金而感到威胁 ,于是要求在

《马约》下增加援助地中海国家的资金总数。结果在

法国政府的努力下 ,其加来海峡地区被纳入 1993 年

欧盟区域政策扩大的目标 1 资助计划之中。

欧洲区域发展基金建立后 ,欧盟委员会设计了

一套综合指标以评估共同体内部的地区差别。这套

指标包括失业率、经济增长率和生活水平。它形成

了共同体分配给成员国有限援助的基础。然而在实

践中 ,该基金常常被用作成员国在政治上讨价还价

的平衡手段。

利益关系是行为主体之间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关

系。区域一体化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成员

国利益不断协调、妥协的过程。欧洲一体化每前进一

步 ,都蕴涵着成员国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再分配 ,都需

要找到新的利益平衡点。而区域政策是欧盟成员国

之间利益的重要协调机制 ,区域政策往往是政治妥协

的产物 ,政治上的考虑往往多于经济上的安排。

美国著名军事家马汉这样说过 :“一支舰队越

大 ,找到一个适当的方式保持其匀速前进就显得越

发重要 ,因为此时对于敌人它的威力不在于无畏舰

或者巡洋舰或者扫雷舰 ,而在于这支舰队的整

体。”①他的这段话或许是对欧盟区域政策在欧洲一

体化进程中作用的很好诠释 :保持欧盟这支舰队的

匀速前进。欧盟区域政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之间关

系 ,正如中国学者赵伟所总结的 :区域经济差异的消

长与一体化进程呈负相关 ;区域政策给落后地区的

补偿程度与这些地区对共同体的向心力因而与欧洲

一体化进程呈正相关 ②。欧洲一体化的扩大与深

化 ,全球化趋势的发展 ,不仅使欧盟区域政策的地位

与作用更加重要 ,同时也对其运行效率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在扩大的联盟中 ,新老成员国之间巨大的

经济差距使欧盟内部的利益协调和平衡变得更加困

难。欧盟区域政策实施的情况如何 ,效果怎样 ,直接

关系到未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欧共体的主要

创始人之一让 ·莫内曾经说过 :欧洲建设是一个持

续不断的创新。作为欧洲建设的重要政策工具 ,欧

盟区域政策也必须不断地创新 ,才能有效地促进欧

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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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U TS CHE INHAL TSANGAB E

Die NS2Prozesse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und das deutsche

Selbstbe wuºtsein zur Vergangenheitsbe w¾ltigung

Li Lezeng
Die NS2Prozesse von westdeut schen Gerichten sind ein der wichtigen Bestandteile der Vergangenheit sbew¾ltig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 schland. Der Ulmer Einsatzgruppenprozess und der Auschwitz2Prozess sowie die Debatten

über die Verj¾hrung im Bundestag hatten groºe Auswirkung auf die deut sche politische Kultur von 50er bis 70er

J ahren. Ein bedeutender Erfolg ist die Ent stehung und Wandlung des deut schen Selbstbewuºt seins zur Bew¾ltigung

der NS2Vergangenheit .

NRW2Landtagswahl und ihre Einflüsse auf die deutsche Politik

Zhao Yapeng
Nach der Bundestagswahl im Jahr 2002 hat die Rot2Grün Regierung angefangen , Sozial2 und Wirt schaft sreformen

einzuführen. W¾hrend die Reformen keinen deutlichen Erfolg erzielt haben , hat die Rot2Grün Koalition wieder das

Bundesland Nordrheinwestfallen verloren , das für sie unheimlich von Bedeutung ist . Die NRW2Landtagswahl hat

enorme Einflüsse auf die Politik Deut schlands ausgeübt . Das Debakel , das die Koalition bei der Landtagswahl erlebt

hat , hat dazu geführt , dass die Bundestagswahl wahrscheinlich auf September dieses J ahres vorgezogen wird.

Problematik der Sicherheitspol itik im EU2Er weiterungsprozess

Prof . Dr. Dietmar Herz
In dieser Arbeit wird haupt s¾chlich über die Probleme der Sicherheit spolitik im EU2Erweiterungsprozess diskutiert

und die Meinung erl¾utert , dass die EU2Sicherheit skonst ruktion eine aktive Auswirkung auf die Sicherheit und

Stabilit¾t der EU und der Welt haben kann.

Βber die spezielle Wirkung der EU2Regionalpol itik auf die Europaintegration

Wang Yamei / Tan Xiaozhong
Durch unabl¾ssige Anst rengungen seit einem halben J ahrhundert ist die EU zu einer regionalen

Integrationsorganisation mit dem hÊchsten Entwicklungsniveau und dem grÊºten Umfang in der Welt geworden.

Unter den Faktoren , die die Entwicklung der EU2Integration vorant reiben , ist die EU2Regionalpolitik ein Faktor

von besonderer wichtiger Bedeutung. Durch effektive Anwendung dieser Politik wird zwischen den Mitgliedstaaten

und ihren Regionen ein hohes wirt schaftliches und soziales Koh¾sionsniveau erzielt , das die wirt schaftliche und

politische Integration Europas erfordert . Die Vertiefung und Erweiterung der Integration Europas ist mit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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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chführung der EU2Regionalpolitik eng verbunden.

Das System vom Schutz des geistigen Eigentums in Deutschland sowie die Formen

der Streitigkeiten um das geistige Eigentum z 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Jiang Andong / Liu Zhenying
Dargestellt wird in bezug auf den Schutz des geistigen Eigentums in Deut schland die ent sprechenden Gesetze , die

geschichtliche Entwicklung , die Inhalte sowie Maºnahmen des Schutzes und die Einrichtungen. Folgende 2 Punkte

sind besonders hervorzuheben : 1 ) In Deut schland werden die ent sprechenden Gesetze st¾ndig ge¾ndert und

verbessert , damit sie der technologischen , wirt schaftlich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anpassen kÊnnten ;

2) Durchführbare Maºnahmen zum Schutz des Urheberrecht s sind z. B. ï Gebühreinziehung“, ïVerbot“, ïVerkauf

mit Zugaben “und ïAusnahmen“. Formen der St reitigkeiten um das geistige Eigentum zwischen China und

Deut schland sind v. a. die ïMarken2Barriere“ und St reitigkeiten um das Urheberrecht in den indust riellen

Branchen.

Blick auf die deutsche Justizkultur durch Arbeitsrechtsf¾lle

Han Yan / Wang Kun
Die Modernisierung der J ustiz ist ein systematisches Projekt , das drei Schichten n¾mlich Gericht sutensilien , 2sytem

sowie 2ideen bet rifft . Und die Modernisierung der Recht ssubjekt sidee besitzt eine noch wichtigere Bedeutung. In

dieser Anbet racht haben die Autoren mehrere Arbeit srecht sf¾lle in gegenw¾rtiger deut scher Gericht spraxis

beobachtet und die ïlebendige“J ustizkultur Deut schlands durchgeleuchtet , um dem gegenw¾rtigen Aufbau der

J ustizkultur Chinas auf schlussreiche Anregungen zu geben.

”
Lyrische Sprache“ und

”
epische Heroik“

- über Kunstwert und Gedankentiefe von Die R¾uber

Ye Jun
Diese Arbeit analysiert die Bildung des Kunstwertes von dem Werk Die R¾uber , betont seine Verwendung und

Wahl der Sprache , und geht davon aus , dass das Werk beim Vereinen von Kunstwert und Gedankentiefe in

textlichem Ausdruck ein ziemlich hohes Niveau erreicht hat . Und seine ïlyrische Sprache“und ïepische Heroik“

haben sich gegenseitig besonders vorteilhaft erg¾nzt .

Zum Verstehen von Jel inek

Yuan Zhiying
Die Verleihung des Nobelpreises für Literatur 2004 an J elinek , die Êsterreichische Schrift stellerin , hat groºe

Kont roverse ausgelÊst . Sie erntete sowohl J ubel als auch Spott und Kritik. Doch eins war einstimmig : Dass der

Nobelpreis an Jelinek ging , war vÊllig unerwartet . In dieser Arbeit hat der Autor von Verleihung des Nobelpreises

berichtet und versucht sich Jelinek und ihren Werken zu n¾h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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