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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煤钢联营的提出是法国对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它确立的合作机制超越了纯粹的政

府问合作，为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共同农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欧洲一体化发展进程

中的重要标志。法国在这一政策制定过程中做出巨大贡献。从“欧洲煤钢联营”到“欧洲经共同体”，法国的一系

列政策对欧洲经济一体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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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欧洲大陆的一个大国。法国在欧洲一体化

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国内目前对于欧洲

一体化的研究是十分广泛的。笔者所见多为从欧洲

整体角度出发来对欧洲一体化进行研究．也有从国

别角度来研究一国对共同体政策演变的专著。但就

法国在早期欧洲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却

未见有学者专门论述。本文试图描绘法国对早期欧

洲经济一体化政策的轨迹。并以此来论证法国在此

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欧洲煤钢联营：法国对经济一体化的尝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昔日称雄于世界的欧洲列

强已降为二等、三等国。欧洲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幅

度跌落，虽然它仍然是世界上重要的力量之一，但

往日的风光已经消失。20世纪50年代，欧洲人要么

听命于华盛顿发号施令。要么沦为莫斯科的附庸。【l】

这使越来越多的欧洲政治家认识到。欧洲的出路在

于联合。

戴高乐在其《战争回忆录》中写道：“特别在经

济上，我们希望成立一个西欧集团，它的动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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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英吉利海峡、地中海和莱茵河。”他认为，无论从

政治、经济或战略的观点出发。欧洲都应自成一体，

形成一个“把靠近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匕利牛斯

山的国家联合起来”的欧洲，唯其如此，这个欧洲集

团才能成为世界三大势力之一。成为美苏之间的仲

裁者。t21r2¨怛是。二战后初期，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

政府对德国实行的是一条严厉、强硬的政策，以此

来实现法国的安全。随着东西方冲突的加剧，德国

成为英美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如果法国继续同美

英两国在对德政策上相冲突．将会在德国问题上被

美英所排斥。最终会丧失主动权。

1948年．舒曼出任法国外交部长一改戴高乐时

期肢解德国的政策．转而同德国进行接触。1949年

11月22日至26日．法国国民议会讨论同联邦德国

的关系问题。这次国民议会通过的一项动议明确表

示。要通过西欧～体化来解决问题。动议说，要敦促

政府“建立赋予有效权力的欧洲机构——通过它来

使得欧洲各国和德国的关系能够正常化起来”。pxP'均

但该协议也同时指出．要加倍警惕德国的军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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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得使其复苏。这使得舒曼的外交政策陷入困

境。舒曼亟待寻找的是一个能够在欧洲框架之内把

法国和西德紧密联系在～起的计划。此计划既能使

德国人接受，又能使法国人放心。

1950年5月4日．让·莫内向外长舒曼提交了

一份阐述法、德煤钢生产联营的计划，让·莫内的计

划解决了舒曼的外交困境．舒曼表示赞同。5月9

日，舒曼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法国决定在欧洲

建设方面，在与德国建立伙伴关系方面，采取第一

个决定性的行动”。“把法德的全部煤钢生产置于一

个其他欧洲国家可以参加的高级联营机构的管制

之下”。“这样结合起来的联合生产意味着将来在法

德之间发生战争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在实质上也不

再可能”。声明建议成立一个超国家的高级管理机

构，即创建“一个强大的、各国可以自由参加的生产

共同体”。管理西欧的煤炭和钢铁资源。嗍这就是著

名的舒曼计划。

这一计划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作用是巨大的。

1．舒曼计划实现了法德两国初步和解。奠定了

欧洲联合的基础。法德两国利害的焦点在于鲁尔和

萨尔问题。即煤、钢问题。舒曼计划创造性地以一种

方式，超越国界，把两国的煤钢生产融为一体，实现

了从经济上消除战争发生的可能，也就解决了法德

战后最为敏感的闯题。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实现欧

洲的联合。

2．舒曼计划创建了欧洲联合的新体制——具有

“超国家”性质的国际联合体制。这一体制带有明显

的联邦主义的色彩，但又切实可行。它为欧洲经济

一体化铺平了道路。可以说，欧洲经济一体化一开

始就与法德和解问题紧密相联，没有舒曼计划，就

没有法德两国的和解。也就没有欧洲经济一体化的

实现。

1951年4月18日，法、德、意、荷、比、卢六国代

表在巴黎签署为期50年的《欧洲煤钢联营条约》。

条约是在奠内设计的舒曼计划的基础上讨论形成

的。条约基本反映了舒曼关于战后欧洲联合的构

想，组建了独立于各成员之外的超国家机构。1952

年8月，高级机构在卢森堡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

成立。

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煤钢共同体的建立

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它的诞生标志着欧洲联

合观念开始落实为一个一体化的经济实体。使自里

安以来众多欧洲政治家的设想变为了现实。它确立

的合作机制超越了纯粹的政府间合作．开启了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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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阶段，为欧洲经济一体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二、欧洲经济共同体：法国对经济一体化的杰作

欧洲防务集团计划失败后，欧洲军方案被搁置

一边，欧洲一体化运动陷于低潮，而具有远见卓识

的让·莫内在这困难时刻已在考虑欧洲的出路。莫

内设计了以欧洲煤钢联营框架为基础。通过扩大其

职能来实现欧洲联合“重新启动”的方案．即将煤钢

联营的控制范围扩大到运输和能源方面。莫内认

为，这一方案具有较大的可行性。“这是因为煤钢共

同体已经为人们做出了榜样。也已经为人仍所熟

悉”。【驰绚“能源供应是西欧各国兴衰的决定性因素。

目前西欧国家使用的能量的l，5依靠从国外进口。

今后10年，需要进口的能量将从l，5增至1，3。其中

主要是从中东进口石油。”【珊㈣建立原子能共同体可

以利用美国的技术、英国的合作和德国的工业援助

来发展核能。同时还能够实现对德国的核工业的监

督。然而。原子能共同体的建立与共同市场的建立

是息息相关的。莫内认识到，如果法国反对共同市

场的建立．那么他所倡导建立的原子能共同体计划

也难以实现。此外。加入共同市场也有利于法国的

出口，特别是有利于扩大法国的农产品的出口。由

此，莫内最终提出了二者合一的办法，即通过合作

原则，将原子能共同体和共同市场的建立并举。

1955年4月4日。比利时外交大臣斯巴克根据

莫内的授意与荷、卢两国外长以莫内计划为基础共

同提出了旨在重新启动欧洲一体化的《比、荷、卢三

国致欧洲煤钢共同体六成员国备忘录》，其中规定

在融合电力、运输和原子能的基础上．形成完全的

关税同盟，成立一个免税的欧洲市场。1955年6月，

在意大利的墨西拿，煤钢联营成员国以比、荷、卢三

国备忘录为基础开始讨论。决定将经济一体化措施

从煤钢领域扩展到所有经济部门。建立欧洲经济共

同体。六国外长通过了著名的《墨西拿决议》。决议

主张首先从经济方面，通过扩大共同体机构。有步

骤地联络各民族经济。建立～个共同市场和逐步协

调它们的政策。16]ft㈣同时，建立筹备委员会，负责起

草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草案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条约草案，供各国政府审议。会议上，法国为了能建

立原子能共同体，不得不接受全面的共同市场，而

其它国家为了实现共同市场不得不同意法国倡导

的原子能共同体。墨西拿会议及其决议后来成为20

世纪50年代中期欧洲一体化再次发动的起点．其

政治经济影响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期望。它只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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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达成一致，与法国的努力是

分不开的。法国成为欧洲一体化运动的重新启动的

发动机。

1956年5月2卜30日，在威尼斯举行了六国
外长会议。会议批准了斯巴克报告。随后，斯巴克主

持的委员会根据报告原则起草共同市场与原子能

共同体条约。

1956年1月。法国社会党再度执政，居伊·摩勒

任联合政府总理。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戴高乐派由于

在大选中惨败而变得无足轻重，法国对欧洲一体化

的态度再次升温。摩勒在其就职演说中提出了本届

政府的欧洲建设目标：“政府在夏季将完成建立欧

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的谈判⋯⋯政府决心在达成

必要转轨和适应的前提条件后，实现共同市场的目

标。”口艄
1957年3月25日。六国的政府首脑和外交部

长齐集罗马，正式签署《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两条约合称为“罗马条

约”。7月至12月，该条约先后得到六国批准，并于

1958年1月1日生效。宣告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

原子能共同体正式成立。

实际上原子能共同体的建立在战后欧洲一体

化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充其量只能是安抚

法国的一个手段．而欧洲经济共同体较之原子能共

同体对欧洲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共同市场的建立

更为重要．因为它的目的是将欧洲煤钢联营的工作

扩大到所有产品和所有部门。在规定的时期内减少

所有的内部关税”【田峭毋。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在成员国之间开放贸易。取消关税壁垒，建立

关税同盟；二是建立共同的经济政策，制定共同的

农业政策。

关税同盟和共同农业政策一起成为共同体经

济一体化的两大支柱。法国在这两个方面的建设中

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单就经济意义．欧洲经济共同体实际上是德法

工农业的联合。法国战后经济实力较弱，从总的工

业水平来看，法国逊于西德，所以对共同市场信心

不足。加之，法国工业品总的价格水平高于联邦德

国，故一直采用高关税保护本国市场。嗍1957年的
法国关税总额中，15％以上的高税率占到61．3％。而

联邦德国只占1．9％。I-0】嗍在六国工业中，联邦德国
是最强的。法国的工业远不及联邦德国，竞争力差。

价格高。但法国是六国中最大的农业国，此时法国

的农产品不但可以满足国内需要。而且有大量的剩

余农产品需要出口市场。在条约谈判过程中．法国

坚持欧洲经济共同体不能局限于工业产品。必须实

行共同农业政策，建立农业共同市场．以扩大农产

品的出口，刺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并以农业优势

部分抵消联邦德国的工业优势。

罗马条约规定。关税同盟从1958年1月1日

起，经过12年的过渡期，分三个阶段。于1970年1

月1日建成。1959年1月1日是对欧洲经济共同体

的第一个挑战。按照起初的谈判规定该月将进入削

减关税的最初阶段：关税削减10％。进口配额增加

20％。共同体能否走出这关键的一步。主要在于法国

的态度。因为自共同体谈判开始以来。法国受戴高

乐主义的影响一直反对经济一体化，虽然在摩勒执

政期间法国对经济一体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

情，但随着1958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崩溃。戴高

乐再度上台执政，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又一次面临戴

高乐主义的严重挑战。幸运的是“法国不折不扣的

实施罗马条约关于分阶段削减内部关税的规定．甚

至没有援用‘保护条款”’【l岬脚。这对于关税同盟的

建立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这一年共同体内

部贸易额比1958年增长了20％。在这种情况下。法
国对关税同盟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态度．进一步提出

加快削减内部关税的步伐。可见。由于取得了法国

的支持，关税同盟的建立是比较顺利的。1968年7月

1日，各国都取消了与规定税率间的差距，共同体内

部关税消除，与此同时，建立了共同的对外关税。

共同体的农业政策的制订过程并不十分容易．

几乎每项协议的达成都要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在这

一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德国一直对此不感兴趣，德

国主张到1970年过渡期结束时再落实共同农业政

策。这遭到了欧共体委员会的反对。但德国却并没

有改变其政策。共同农业政策的制定因德国的阻止

而陷入僵局。法国对德国的这一作法十分不满，

1961年，法国发出威胁，声称如果年底仍不能达成

农业政策协议，法国将拒绝共同体过渡到关税同盟

第二阶段。在法国的推动下，德国做出让步。1962年

1月，各成员国经过谈判达成妥协。欧洲经济共同体

因此得以渡过危机。法国在谈判中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它将共同农业政策推进了一大步，欧洲共同体

通过了建立农产品统一市场的协议。并逐步着手实

施。其主要内容是：建立农业共同市场组织和设立

共同农业基金，对成员国农产品实行统一的价格管

理和价格保证，以促进农产品自由流通。Il删1963
年底，部长理事会又通过了更多的实施规则，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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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乳制品等农产品的共同组织，使共同农业政

策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13l㈣但是，共同体在农业
共同价格过渡问题上进展困难。主要阻力依然来自

于德国。1964年。共同体急需确定农产品的共同价

格首先是谷物的价格以便同粮食出口国进行谈判。

法国要求就这一问题尽快达成协议。而德国则采取

了消极抵制的态度，法国对此极为不满。10月，法国

再次发出威胁，声称到12月中旬还不能达成协议，

法国将退出共同体。法国的通牒使共同体面临着更

为严重的危机。这预示着共同体有可能因法国的退

出而瓦解。最后。德国被迫让步，接受共同体委员会

提出的谷物、猪肉、蛋类、家禽的共同价格。至1968

年7月．主要农产品已纳入各类农业共同市场组

织，实现了农产品的统一价格。1969年，共同体内部

完全取消关税，对外征收差价税，实现了主要农产

品在共同体市场内自由流通。[121t’'33)至此。共同农业政

策基本实现。

共同农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欧洲一体化发

展进程中的重要标志．它一方面考验了欧洲各成员

国一体化联合的意愿，另一方面为一体化事业提供

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农业作为关系本国国计民生的重

要经济和战略资源。各成员国对本国农业都给予高度

关注。共同农业政策使成员国的农业受一个共同条约

来保护和干预．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各国农业不致因市

场的开放而遭到重大破坏，这也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成

员国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忧虑。法国在共同农业政

策制定过程中的许多政策曾一度使共同体面临解体

的危机，但它作为共同农业政策的积极倡导者。其贡

献是不可磨灭的。共同农业政策的制定可以说是欧

洲早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最高水平。它为后来欧洲

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20世纪前半期欧洲一体化运动在整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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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史上起了奠基性作用。从“欧洲联邦计划”到

“欧洲经济共同体”，法国发挥了它作为一个大国所

应起到的作用，成为早期欧洲一体化的领导者。特

别是其共同农业政策对欧洲共同体的影响极为深

远，可以说，没有法国就没有欧洲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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