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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东扩 : 共同挑战 “增长与就业 ”
———《里斯本战略规划 》的新起点

石　坚 , 李竹渝
(四川大学 欧洲研究中心 ,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 : 随着 2007年 1月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加入 , 欧盟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共同体 , 拥有 27个

成员国。但新老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异颇为巨大。本文叙述 2000年 3月欧盟制定 《里斯本战略规划 》的内

容和进展 , 分析 2005年 3月东扩后欧盟执行 《里斯本战略规划 》各成员国的差异以及实施 “增长与就业 ”

计划对欧盟未来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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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00年 3月欧盟在葡萄牙里斯本春季峰

会上制定 10年发展战略规划以来 , 执行时间已

经过半 , 但大多数成员国要达到 《里斯本战略

规划 》[ 1 ]的各项指标还有相当难度 , 特别是 2004

年 5月 1日正式接纳 10个新成员国①以后 , 各

成员国在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使得 《规划 》的

执行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②。2004年 5月 1日 ,

欧盟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扩张 , 形成了 25

个成员国、人口 4 . 539亿人、总 GDP超过 10万

亿美元 (占世界 GDP的 1 /4) 的世界最大经济

实体 ; 同年 10月 29日 , 25个 成员国国家首脑

共同签署 《欧盟宪法条约 》。可以说 2004年是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丰收年 , 表明面对美国

推行的世界霸权政策 , 欧盟决心在经济、政治等

各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 , 统一步调 , 推进欧洲一

体化、世界多极化进程。但随着成员国的大幅增

加 , 新老成员国之间面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 ,

要实现欧盟所确定的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 , 还有

相当难度。为此 , 欧盟首脑 2005年春季峰会决

定为实现 《里斯本战略规划 》目标 , 各成员国

应密切合作共谋对策 , 并一致同意制定了 《为

增长与就业共同努力 : 里斯本战略的新起点 》

(Working together for growth and jobs - A new start

for the L isbon Strategy) [ 2 ]的新方案。方案更加务

实地将落实里斯本战略规划的目标放在以 “增

长与就业 ”的基础上 , 要求各成员国制定本国

2005 - 2008年里斯本战略规划 , 将实现 《规划 》

各项经济发展指标落实到本国的国家改革之上 ,

确保各成员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本文从数据分

析的角度 , 探讨落实 《里斯本战略规划 》对欧

盟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 , 着重探讨 2005年东扩

后欧盟首脑春季峰会提出战略规划发展的新内

容 , 各成员国东扩后面临的差异以及各种不确定

因素的影响。

一、《里斯本战略规划 》: 增强竞争力

2006年 1月 , 欧盟委员会公布关于经济改

革的国家计划 , 宣布 “欧盟去年发生了决定性

变化。经济改革正在取得进展 ⋯⋯如果我们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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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匈牙利、捷克共和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2007年 1月新加入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有关资料没有查到 , 本文仅讨论 25个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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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 , (这些计划 ) 将成为增长与就业的真正转

折点。”[ 3 ]这里所说的 “计划 ”是指 2000年 3月

欧盟制定的 《里斯本战略规划 》, 该规划提出欧

盟在 2000年至 2010年内加速经济发展的若干行

动计划。“增长与就业 ”是 2005年欧盟首脑春

季峰会提出的、对 《里斯本战略规划 》更新的

新起点计划。《里斯本战略规划 》是欧盟向世界

宣布在 10年内赶超美国、向知识经济和信息社

会快速发展、加速完善经济一体化、完善开放的

劳力市场、更好地解决失业问题的举措。《里斯

本战略规划 》以知识经济发展为核心、以在 10

年内 “把欧盟经济建成世界上最具竞争力、最

有活力的知识经济 , 把欧洲建设成以知识为社会

基础、能提供更多更好工作且更具社会内聚力的

欧洲 ”作为发展方向。其主要内容为 : ( 1) 普

及网络知识 , 发展信息经济。通过对在业、失业

和准备就业的欧盟人口进行有关欧洲电子化的教

育和培训 , 提高就业机会。 ( 2 ) 加强对网络经

济的开发研究工作 ; 2002年实现高科技人才的

完全自由流动 , 加速对研究成果的市场转化和利

用 ; 投资政策要向高科技领域倾斜 ; 组建 “欧

洲网络经济研发区 ”, 以促进欧盟网络经济的发

展。 (3) 确立经济增长目标和增加就业时间表。

明确提出到 2010年将欧盟的年平均经济增长速

度提高到 3% ; 到 2010年 , 新创 3000万个就业

机会 , 将平均就业率提高到 70%。

2001年 3月 , 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 , 欧盟

检查了 《规划 》的实施 , 又提出为保证 《里斯

本战略规划 》实施的 《斯德哥尔摩报告 》。斯德

哥尔摩报告是在 《里斯本战略规划 》出台 12个

月以后对其实施情况的总结和提高 , 它不仅总结

了执行 《规划 》以来欧盟的经济和社会进步 ,

而且还进一步明确 《里斯本战略规划 》所确定

的目标 , 提出巩固和加强 《里斯本战略规划 》

所需要的所有成员国在十个领域内的共同行动。

这十个领域是 : (1) 创建更多更好的工作 ; (2)

创立新欧洲劳力市场 , 对所有人开放 ; ( 3) 针

对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改革 ; (4) 建立一体化金

融市场 ; (5) 创造合适的制度环境 ; (6) 2002

年实现电子欧洲 ; ( 7) 缩小成员国信息技术上

的差距 ; (8) 加大科研、创新和企业发展 ; (9)

注重尖端技术的发展 ; (10) 对老龄化人口的有

效社会保障 [ 4 ]。

这十个领域内的行动相互关联 , 要求成员国

相互间的密切合作、一致响应。自此 , 每年春季

的欧盟首脑会议都把检查执行 《里斯本战略规

划 》和 《斯德哥尔摩报告 》的行动作为议题。

正式东扩之前 , 2004年欧盟首脑峰会报告 “实

现里斯本规划 : 扩展联盟的改革 ”① 中详细检查

了过去一年各老成员国执行 《里斯本战略规划 》

的情况 , 指出在增加就业、提高生产率、保证公

共财政支出等方面实施不力 , 在网络市场开发上

的不足 ; 提出要在研发、教育方面坚持大力投

资 ; 正面地评价欧盟东扩对实现 《里斯本战略

规划 》的积极影响。下页表为 2006年夏季欧盟

议会、欧盟官方统计局发布的 《欧洲重要数据

统计手册 》中的相关摘录。统计数据显示欧盟

要完成 《里斯本战略规划 》提出的各项指标差

距还很大 , 如平均就业率到 2010年要达到 70%

的目标 , 而 10个新成员国却明显偏低 ; 新成员

国的研发 ( R&D ) 投入也明显偏小 , 拉低了欧

盟的平均水平。还表明如果以欧盟 25国的平均

水平为 100作为基线 , 10个新成员国全低于欧

盟 25国的平均水平 , 最低的拉托维亚还不到

50% , 最高的塞浦路斯也仅在 84%左右。2005

年欧盟 25个成员国人均 GDP购买能力水平随着

东扩后新成员国经济水平的滞后而下降 , 仅占美

国的 66% , 低于 2003年的 70%。2000年新加入

的 10个成员国人均 GDP水平最低的立陶宛仅为

29% , 最高的斯洛文尼亚仅占老欧盟 15国平均

水平的 69%。可以推断的是 : 由于新加入成员

国大都处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赶超阶段 , 有的

还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结构调整阶段 , 这使

他们在制定、执行重启 “里斯本战略 ”规划中

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二、“增长与就业 ”: 里斯本战略新起点

2005年 3月 23日 , 东扩后的欧盟首脑春季

峰会上 , 欧盟首脑一致同意将已经启动 5年的

《里斯本战略规划 》进一步改革 , 提出以 “增长

与就业 ”为重点的修改方针 , 并重启 《里斯本

战略规划 》。

·21·

① 该报告的英文原版见欧盟官方网站 : http: ∥europa. eu. int / comm / lisbon_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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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将 《里斯本战略规划 》调整为重点实

施 “增长与就业 ”计划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按

照 2005年春季欧盟委员会对欧盟东扩后的发展

现状分析 , 经济增长乏力、财政赤字居高不下、

失业人口有增无减 , 这些都无益于 《规划 》目

标的达成。老的成员国 , 如德国、法国等经济大

国 , 经济增长都不尽人意 , 而且财政赤字水平超

标的状况连续几年都没有得到改善 , 失业率也令

人担忧。尽管新加入的一些东欧成员国经济增长

速度较快 , 但这些成员国总体经济发展对欧盟的

整体水平来说比重太小 , 不足以拉动欧盟整体的

经济发展。如果不将经济发展作为实施重点 , 特

别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就业率的增加 ,《规划 》

目标的按期实现是不可能的。东扩后 , 欧盟成为

世界最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 调整 《规划 》

战略目标 , 把经济发展和成员国公民的充分就业

作为未来 《规划 》实施的重中之重 , 这对欧盟

来说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新老成员国在会上重

新强调 《里斯本战略规划 》, 再次提出 “毫不拖

延地重新启动里斯本规划 , 强调增长与就业。欧

洲必须更新竞争基础 , 挖掘增长潜力和增加活

力 , 增强社会内聚力 , 重点要放在知识、创新和

人力资源的优化上 ”[ 5 ]。

表 　《里斯本战略规划 》提出的相关指标的统计数据 (年平均 % ) (2005) ①

15岁 ～64岁
就业率

协调②失业率
(2006. 4)

25 岁以下失
业率

25 岁以上失
业率③

R&D 占 GDP
比率 (2004)

人均 GDP购买力
(2005年 )

欧盟 25国 63. 3 8. 2 18. 5 7. 4 1. 86 100

欧元区 63. 0 8. 0 17. 8 7. 3 1. 86 106

奥地利 67. 8 5. 2 10. 4 4. 3 2. 26 122. 2

比利时 60. 3 8. 4 21. 5 7. 1 1. 9 117. 9

德国 65. 0 8. 2 15. 0 8. 6 2. 49 108. 1

丹麦 75. 7 4. 0 8. 1 4. 3 2. 58 123. 5

西班牙 61. 1 8. 3 19. 7 7. 8 1. 07 97. 9

芬兰 67. 6 7. 8 20. 1 6. 8 3. 51 112. 4

法国 63. 1 8. 9 22. 3 8. 0 2. 16 109. 0

希腊 59. 4 9. 8 26. 9 8. 7 0. 57 83. 8

爱尔兰 66. 3 4. 3 8. 9 3. 4 1. 2 138. 0

意大利 57. 6 7. 7 23. 6 6. 5 1. 11 103. 4

卢森堡 61. 6 4. 8 19. 4 4. 3 2. 0 230. 3

荷兰 72. 9 3. 9 8. 3 4. 1 1. 78 123. 5

葡萄牙 67. 8 7. 6 16. 1 6. 6 1. 0 70. 9

瑞典 72. 1 7. 8 16. 3 5. 0 3. 7 118. 4

英国 71. 6 5. 3 12. 9 3. 3 1. 79 115. 8

塞浦路斯 68. 9 5. 4 14. 0 4. 2 0. 37 83. 8

捷克 65. 0 7. 5 19. 3 6. 8 1. 27 73. 5

爱沙尼亚 63. 0 5. 2 15. 8 6. 8 1. 0 54. 7

匈牙利 56. 8 7. 4 19. 5 6. 0 0. 89 62. 0

拉托维亚 62. 3 7. 8 13. 7 8. 4 0. 42 46. 6

立陶宛 61. 2 5. 9 15. 3 7. 6 0. 76 50. 9

马耳他 54. 0 8. 4 15. 9 4. 9 0. 0 69. 2

波兰 51. 7 16. 5 36. 7 15. 1 0. 56 49. 6

斯洛文尼亚 65. 3 6. 5 15. 6 5. 2 1. 52 80. 8

斯洛伐克 57. 0 15. 3 30. 5 14. 5 0. 53 54. 3

美国 71. 2 4. 7 11. 3 4. 0 2. 66 152. 1

·31·

①

②

③

表中数据参考 “2006欧洲重要数据统计手册 ”, 欧盟统计局官方网站 : http: ∥epp. eurostat. ec. europa.
eu /cache / ITY_ OFFPUB /KS - E I - 06 - 001 /EN /KS - E I - 06 - 001 - EN. PDF

欧盟官方统计局采用协调失业率与经合组织采用的标准化失业率在数据来源和计算技术上略有差异 , 但均基
于成员国劳动力抽样调查数据 , 协调失业率略小于标准化失业率。

希腊、意大利、瑞典是 2004年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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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委员会经过考察 , 认为各成员国政府缺

乏足够的政治意愿推动改革 , 这是时间过半、《规

划 》实施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 同时还需要强调

新老成员国在实施里斯本战略规划上的伙伴关

系。因此 , 2005年的欧盟委员会春季首脑峰会

还要求各成员国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计划 , 制定

各成员国为期三年的 《里斯本战略规划实施方案

2005 - 2008》, 以 “推动经济增长与就业、维护

欧洲社会模式、保护环境 ”为基本支柱 , 强调各

成员国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把改革更果断地放

在 “增长与就业 ”上面。各成员国的具体实施

方案已经以多种文字公布① , 我们列出新成员国

捷克共和国在总体发展规划中关于公共研发投入

以及研发投入占 GDP比重的图表 (见图 )。

显然 , 尽管 2005年以前捷克共和国的研发

人均消费以及研发占 GDP消费并不保持持续增

长的趋势 , 但在规划中仍然给予良好的规划预

期 , 计划每年在研发上占 GDP比重以 1%的水平

增长 , 这样以相当速度呈直线水平的增长趋势很

令人担忧该国 《规划 》目标的可达成度。捷克

共和国的经济现状在新成员国中是较好的 , 其他

各新成员国也在良好的意愿下 , 给出各自的重启

“里斯本战略 ”的规划。但规划是规划 , 成员国

本身的经济实力将是顺利达标的基本保证。

三、“创建更多更好的工作 ”

里斯本 “增长与就业 ”战略规划的重头戏

是 “创建更多更好的工作 ”, 这也是保证 《里斯

本战略规划 》实施的十个行动计划的第一个。它

包含两重含义 , 首先是提高就业率 , 这是 《里斯

本战略规划 》中提出的在 2010年欧盟充分就业

率平均要达到 70%以上 ; 其次是要以知识经济

发展为依托 , 提高就业中的高科技产业就业和创

业的比例。上表中 , 欧盟公布的 2005年欧盟 25

国平均就业率为 63% , 新 10个成员国中一半的

国家都没有达到这个水平。2007年 1月新加入

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经济差距更大 , 如保加利

亚人均月工资为 120欧元 , 这一水平仅为西欧老

成员国的平均月工资的 28% (按人均购买力计

算 ) , 而根据最新的 2006年 4月协调失业率的统

计数字显示 , 新成员国之间的失业率差异较大 ,

加入欧盟后原来失业率较高的立陶宛、斯洛文尼

亚等有所降低 ,分别从 2001年的 9. 2%和 11. 4%

下降到 5. 9%和 6. 5% ,而人口最多的波兰失业人

口居高不下 ,从 2002年的 10. 8%上升到 16. 5% ,

斯洛伐克的失业率从 2001年的 11. 4%上升到

15. 3%
②。

在 2000 年启动的 《里斯本战略规划 》和

2005年重启里斯本战略 “增长与就业 ”的计划

中都强调 “更好 ”地就业 , 这里的 “更好 ”是

与十个行动计划中的 “加大科研、创新和企业发

展 ”、 “注重尖端技术的发展 ”紧密联系的。

2006年春季首脑峰会发表的主席声明 , 又进一

步提出要为知识和创新多投资 , 这是为达到 《里

斯本战略规划 》中提出的 2010年研发投入占欧

盟 GDP总量 3%的目标而做的努力。加大研发投

入是保证更好就业的基础 , 也是 《里斯本战略规

划 》提出的以知识经济发展为核心、要在 10年

内 “把欧盟经济建成世界上最具竞争力、最有活

力的知识经济 , 把欧洲建设成以知识为社会基

础、能提供更多更好工作且更具社会内聚力的欧

洲”的保证。据欧盟统计局近期发布的统计结果

显示 : 欧盟 25国中 80%以上的 “科学与技术

①欧盟官方网站 : http: ∥ec. europa. eu / growthandjobs/pdf/nrp_2005_en. pdf给出 25个成员国的实施方案。

②由于统计数字口径不统一 , 一些资料中关于失业率数字的统计差异较大 , 不太准确 , 我们尽量使用欧盟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 ,

以原文为准 , 各成员国统计数据可核查欧盟统计局的官方网站 , 从各成员国获得各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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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 ”方面的就业分布

在服务业 , 比制造业高 6. 3倍 , 略低于农业。但

各成员国之间存在差异 , 如塞浦路斯在制造业中

“低、中低水平技术 ”的就业达到 85% , 立陶宛

也达到 80% , 而在爱尔兰 , 制造业中的 “高、

中高技术 ”的就业是 62%。如果记科学工作者

和技术员为 S & E (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 类

似的差异也出现在技术人员就业比例上。考虑欧

盟 25国的平均水平 , 虽然 S & E在服务业就业

的绝对数最高 , 但在制造业中就业的 S & E比例

却达到 24% , 是最高的 , 高于服务业 9%个百分

点。英国制造业中 36%的就业人员或是技术员

或是科学工作者 , 比例最高 ; 而在英国服务业

中 , S & E就业的比例仅为 16% ; 爱尔兰制造业

中科学与技术的就业比例达到最高 39% , 服务

业中 S & E的就业比例也占到 31%。由 2006年

3月正式公布的统计表可知 : 2004年欧盟 25国

25岁～64岁的就业人员中 , 有近 30%在 S&T岗

位上工作 , 其中男性的比例比女性多 2. 5倍 , 而

且 80%的科学与技术岗位是在服务业。成员国

分布差异为 16% ～37% , 最高的是卢森堡 , 科

学与技术就业人员达 37% , 而最低的葡萄牙仅

为 16%
[ 6 ]。

十年战略规划的实施时间已经过半 , 但实施

进展缓慢 , 欧盟的现实与 《规划 》的很多目标

间仍存在较大差距。可以预见 : 尽管在形式上 ,

欧洲一体化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 , 欧盟把两次世

界大战后的欧洲重归统一 , 但东扩后的 25个成

员国各国的情况不同 , 经济发展不均衡 , 政策举

措难以协调一致 , 新成员国会不会像老成员国那

样注重欧洲一体化对世界多极化的影响 , 或是更

关注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 ? 欧洲社会模式有不同

的形式 , 但在欧盟内部强调的是公平与保障各成

员国的发展 , 新的重心以 “增长与就业 ”为主

线 , 也就是要在刺激经济尽快发展、保证充分就

业的前提下来增强欧盟在世界多极化进程发展中

的竞争力。尽管 2005年欧盟重新启动 《里斯本

战略规划 》, 在 2006年峰会前对各国执行情况做

了检查 , 各成员国也相继制定本国的 《里斯本

规划实施方案 》, 但离达标的 2010年仅剩短短 2

年多 , 未来 2年能否真正顺利完成欧盟以及各成

员国所制定的各自的 “增长与就业 ”战略计划 ,

这的确面临很大的难度。面对世界经济、政治、

军事形势变化莫测的严峻形势 , 结合欧盟同时实

施的 《第六个科研框架计划 》和即将开始实行

的 《第七个科研框架计划 》, 我们看到 25个成

员国对实现规划所提出的 “把欧盟经济建成世

界上最具竞争力、最有活力的知识经济 , 把欧洲

建设成以知识为社会基础、能提供更多更好工作

且更具社会内聚力的欧洲 ”的坚毅决心 , 欧盟

坚定不移地执行 《里斯本战略规划 》的各项发

展战略、坚定不移地走 “大欧洲 ”之路的勇气 ,

以及欧盟对未来发展的清晰战略 , 这是欧盟发展

的最大潜力。无论世界上对欧盟发展持怀疑、悲

观态度的人有多少 , 但有明确总体战略发展规

划、且又强调各成员国自身的实施措施、允许灵

活性和发展差异存在的欧盟必将继续在世界的政

治、经济舞台上发挥日益强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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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 ;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主体观 , 则

囿于创世说的思维方式 , 认为主体应存在于历史

之前 , 是历史的源头 ; 既然历史之前没有这种主

体的存在 , 因而主张无主体的历史过程 , 也陷入

了唯心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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