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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与北非国家转型  

 
北非国家转型治理中的欧洲参与 

 

方 晓 

 

摘    要：北非国家现阶段转型以保障公民权益、争取民生改善、促进经济发展、

完善宪政制度、健全社会功能为目标，包括伊斯兰势力、经济和青年团体等作为参

与主体，设计和执行政治体制及社会运行模式。欧洲在该地区长期经营，推行了欧

洲—地中海伙伴关系、欧洲睦邻政策、地中海联盟等政策。西亚北非发生变局后，

欧洲重新思考过去十年间所推行的维护专制政权、打压伊斯兰势力的政策，检讨以

战略利益为优先考量、规范为口号的政策实施成效。北非国家此番转型过程与全球

经济危机、西方实力衰退及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国际格局变化相交织。转型国家

不再将视野局限于西方模式，希望广泛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经验，平稳处理社会各方

面关系，走上真正的政治、社会、经济全方位现代化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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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现代化转型并非自 2010年底以来该地区发生系列变局后才开始。过去

20年国际环境深刻变化，在西方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压力以及其他地区发展中国

家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大趋势下，许多北非国家威权政府也采取了发展经济、

解放社会的政策，该现象被部分西方学者称为“机智转变”（smart transition）。
①这些“机智”的专制独裁政权承诺开展民主改革，减少高压手段，即所谓的“升

                                                        
① Michelle Pace, Francesco Cacatorta, “The Arab Uprisings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An 
Introduction,”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17, No. 2, July 2012, pp.12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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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专制主义”（upgrading authoritarianism）。①但该地区发展严重依赖外来因素，

游离在现代国际体系与国际制度之外，其发展落后于时代要求。国内外学界对

近年北非变革的原因和性质已做了较为充分的分析：既有“民主革命说”与“起

义暴动说”，也有“政治危机说”与“社会运动说”。就北非地区变革发展情况

看来，可定义为“现代化转型”。这场转型运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权益、争

取改善民生、促进发展经济、完善宪政制度、健全社会功能；其表现形式是民

众和政治反对派以推翻现政权为目标的政治抗议浪潮。
②
北非地区人民坚定地争

取有尊严的生活，其诉求推动了转型向纵深发展。这一地区又是欧洲的“后院”，

欧洲在该地区有不言而喻的地缘战略和政治经济利益。欧洲长期在北非经营，

其政策对北非变革有怎样的作用？变革之中的北非地区受到欧洲怎样的影响？

变局之后，欧洲将如何调整介入北非的方式？本文将分析北非地区若干国家转

型进程中欧洲参与的特点和作用。 

 

北非国家转型的要素、范式与欧洲参与 
 

转型的关键在于由谁主导，如何规划目标以及如何转型。 

（一）行为体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抗争政治》（Contention Politics）一书中

指出，当权精英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没有任何一个威权者会主动通过政治

改革来改进结构推动转型。只有当一些结构要素被某些外在力量激活之后，才

有可能形成威权政治的终结力量。
③
相较于其他地区的转型发展过程，西亚北非

的重要特征是伊斯兰势力的参与。伊斯兰势力在当地社会、政治、经济体系中

无处不在，只要民主选举，伊斯兰势力必然上台。伊斯兰运动政党、经济行为

体长期在有限的政治空间中谋生，它们参与政治转型、成长以及制定新游戏规

则的能力受现存政治体系的条件制约。青年运动在传统治理架构之外运作，通

过新的技术方式联系起来的，不受传统动员方式制约，具有自发性和非正式性。

伊斯兰政党与经济行为体、青年运动团体对转型的考虑有所不同。北非国家现

代化转型能否成功取决于伊斯兰主义如何适应现代化社会的要求，以及伊斯兰

政党能否处理好与世俗自由化运动之间的关系。 

                                                        
① S. Heydemann, R. Leenders, “Authoritarian Learning an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Regime 
Responses to the Arab Awakening,” Globalizations, Vol. 8, No. 5, 2011, pp. 647–653. 
② 刘中民：“关于中东变局的若干基本问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 2期。 
③ 李意：“中东国家抗争政治的特点分析”，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 2期，第 53-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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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来行为体中, 尽管美欧等西方国家深陷经济危机，仍然迅速集结资源

介入地区局势发展，尤其以利比亚战争为代表。利比亚战争是《里斯本条约》

生效后欧盟遭遇的第一场严重的国际安全危机，成员国不同的政治利益和外交

关切主导其在利比亚问题上的不同抉择。
①
尽管如此，欧盟及其成员国最终联合

美国迅速确认了在利比亚问题上的战略目标，并且在事实上形成了“大国舞剑，

欧盟扛旗”的对外关系分工模式。
②
 

西亚北非形势在新兴国家外交议程中也占据重要位置。印度 70%的石油从

中东进口，另外有 500万移民③
生活在西亚。印度重视拓展自己作为面向西亚北

非地区的窗口，加强双边关系和宗教联系。大量阿拉伯人生活的巴西，是西亚

北非的重要经济和战略利益伙伴，重视以前总统卢拉发起建立的“阿拉伯—南

美峰会”为平台，开展与西亚北非的交往。俄罗斯一直是该地区的重要外部力

量。在普京治下，俄罗斯不仅与阿拉伯世界发展了更为密切的能源和军事关系，

还与以色列保持着良好关系。海湾国家借变局日趋活跃，不仅加深对地区热点

事务的介入，还渗透进转型国家，向一些政治行为体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

外来行为体对北非地区的宗派势力较量及伊斯兰势力发展趋势的认知，是能否

成功参与转型进程的关键。 

（二）目标 

北非国家的转型不仅是政治上的，更是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所有转型国

家新政府首先要解决的是深层次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以 2010年和 1980年的数

据相比，西亚北非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 258%；而同一时期，拉美的

增长率是 415%，南亚是 507%，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是 643%，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是 185%。④
西亚北非地区发展速率仅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除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外，由于治理体系缺乏有效性，腐败和不公平现象严重，西亚北非国家

人类发展指数
⑤
甚至不如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

⑥
，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

经济社会治理问题：一是人口增长过快，住房供给跟不上；二是农业落后，缺

                                                        
① 金玲：“利比亚战争与欧盟对外行为方式的嬗变”，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 6期，第
129-141页。 
② 同上。 
③ 数据来源于国际移民组织网站:http://www.iom.int/cms/en/sites/iom/home/about-migration/f 
acts--figures-1/asia.html。 
④ “World Bank: World, dataBank,” January 2012,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 
⑤ 人类发展指数 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0
年人文发展报告》中提出的，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项基础变量按照一定

的计算方法组成的综合指标，衡量联合国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⑥ UNDP, Arab Development Challenges Repor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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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农业劳动力，自然资源禀赋不高，食物价格高企，中低收入阶层生活困难。

城市化发展过速，社会规范变化无常。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无法应对世俗与现

代化的挑战；三是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不能满足发展需要，政府治理水平低下。

四是社会裙带风气盛行，各领域不公平现象十分突出。教育质量下降，学科发

展滞后，青年人就业困难，社会无力为创业者融资。另外，宗教和部族歧视严

重，家庭受社会影响难以稳定。 

变局之后的两年多来，社会不公平现象未得到遏制，经济危机愈发严重， 

2011年突尼斯总体失业率从上一年度的 27.2%升至 29%①
。2012年 2月 20日，

摩洛哥举行了纪念“阿拉伯之春”一周年游行，此时的摩洛哥社会问题没有解

决，制宪公投的良好势头渐渐消弭。经济、社会生活状况的恶化将削弱对推动

民主进程的政治支持，北非国家转型任重道远。 

   （三）方法 

西方一直认为其民主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巨大的示范意义，且对发展中

国家有着广泛的吸引力。但随着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人们不禁要

问哪个模式更值得效仿，哪股力量应该参与北非地区的建设？要学习别国经验，

首先必须确定经验是否值得学习与采纳，另外，还要区别不同地区地缘政治和

社会经济发展特质。于是，欧洲学者主张北非国家转型的进程借鉴中东欧国家

在冷战之后的转型，或其他伊斯兰国家如土耳其的发展道路。 

苏东剧变之后的中东欧国家与如今的北非国家在经济体制上有根本区别。
②

北非国家自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反殖民主义运动建立军政府或世俗共和制后，就

已采取不同于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国在农业、贸易、

服务等领域并未禁止中小企业、私营部门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在经济所有制方

面也不存在意识形态问题和法律阻碍。商品价格基本遵循市场原理产生，与西

方贸易往来也很紧密。过去 15年间，北非国家在区域内部以及与欧盟之间都建

立了自由贸易区，甚至有些国家与美国在常规项目间实现了美元与本币的自由

兑换。西亚北非地区私有化经济相对发达，当然，经济体制中也有很多不足的

地方，但经济基础的不同决定了阿拉伯国家不能照抄中东欧国家转型经验。 

土耳其已完成从军政府到伊斯兰政党政权的交替，其伊斯兰政权也完成了

民主化改革，经过“强政府”过渡期来稳定政权，巩固社会基础，其经济有序

发展，形成了以“共和、民族、世俗、国家、平民和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土

                                                        
①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 
② Marek Dabrowski, “What Can Arab Countries Learn from the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EU Neighbourhood Policy, MEDPRO Commentaries, May 3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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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模式”。从凯末尔时代推行激进世俗主义，确立民族主义作为国家认同的基

础和主流意识形态，实行国家主义经济政策，遵循激进的西方化倾向，发展至

21世纪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推行的消极世俗主义，逐步改变“军人监国，文官

执政”的治理格局。“土耳其模式”乃统治精英以革命方式确立，以自下而上的

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世俗力量不断较量的形式发展。西方出于在西亚北非推进西

方民主的愿望，普遍认可这一伊斯兰国家转型发展的“模式”
①
。但该模式的推

广有其局限性：首先是阿拉伯人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土耳其模式”的提法；其

次，土耳其模式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独特性，其他国家很

难效仿。2013年 5月发生的土耳其民众抗议运动，表明其伊斯兰主义的现代化

之路并不平坦，也面临诸多挑战。因此，北非国家完全照搬另一国的发展模式

恐怕难以达到转型目的。 

 

欧洲对北非国家战略及政策转型分析 
 

北非反殖民主义运动之后，欧洲并未真正离开过该地区。20世纪八九十年

代，欧洲对北非的外交战略以推行民主化进程为主。21 世纪头十年，特别是

“9·11”事件后，在西亚北非地区的重心由推行民主化进程转至反恐，西方为

了本国利益及形势所趋支持听话的专制独裁政府，在理论上假设专制和准专制

政府是通向民主和稳定政治体系的唯一路径
②
，穆巴拉克、本·阿里、萨利赫、

卡扎菲在西方的利诱下采取表面的自由化改革。欧盟政策回归传统现实主义，

以战略利益、能源安全和经济利益为首要战略目标。 

针对阿拉伯世界的诸多问题，也为了自身的安全环境，欧洲在北非地区开

展了多年研究和广泛实践。现时的欧洲正处于创建和平、民主的周边环境与恐

惧阿拉伯世界完全走上非西方道路的困境之中，推行多年的政策不见成效使得

欧洲人颇有挫折感。无论欧盟还是其成员国，对北非地区兴趣不断减少。此次

中东变局，欧洲人既认为这是阿拉伯民主化浪潮，同时也意识到全球议程已不

再完全由西方决定，对规划北非的未来，感到力不从心。  

（一）对战略逻辑的反思 

确保能源安全是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主要目标，北非对欧洲维护这一目

                                                        
① 王林聪：“‘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及其影响”，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 2期，第 82-97
页。 
② H. Albrecht, O. Schlumberger, “‘Waiting for Godot’: Regime Change without Democrat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25, No.4, 2004, pp. 37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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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实现具有战略意义。欧盟80%的石油和30%左右的天然气进口自西亚北非

地区。利比亚作为非洲最重要的石油产地之一，是欧盟第三大石油供应方。
①
几

乎所有欧洲石油巨头在利比亚都有重要投资和产业。欧洲将北非地区作为贸易

和投资增长点的同时，兼顾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防止非法移民

以及有组织犯罪等。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主要手段，是基于现代文明的自身规范的输出以及

自有体系的扩展，同时运用军事保护或干涉、经贸输出或制裁、传媒赞美或谴

责等手段。
②
欧洲希望能主导周边国家政治体制模式，在具体的策略方面，最早

由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提出重建西亚北非地区的所谓“发展—安

全联动战略(development-security nexus)”得到了欧洲主要国家及欧盟的采纳。 

除安全和发展外，欧洲将多元文化的保护作为在欧盟以外践行其规范的一

个重要着力点，如在欧盟委员会的倡议下，于2005年成立了欧洲—地中海文化

对话基金会。自“9·11”事件后，整个欧洲弥漫着对穆斯林的负面情绪，在当

今欧洲，穆斯林群体比全体欧洲公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低，离群聚居，犯罪率高
③
，

在住房、就业、教育和量刑方面都遭受歧视。
④
欧洲在实际行动上没有平等对待

其他文明传统和文化，将世界划分为“我们”和“他们”，特别是将伊斯兰视为

对欧洲精神和身份的威胁
⑤
，更无法正视阿拉伯世界正在经历伊斯兰宗教复兴的

事实，实际上违背了尊重多元文化这一核心规范。 

将民主进程的推行与地区一体化建设相结合，也是20世纪九十年代欧盟外

交的重要手段，最显著的标志是1999年12月开启了土耳其入盟进程。随着时间

的推移，当年的良好氛围已逐渐淡去，土耳其入盟进程看不到终点。  

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在对外关系中实现利益互补，成员国的硬实力是欧盟

发挥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欧盟的软实力为成员国国家利益的实现提供保障，增

强欧洲在国际社会的存在和影响力。以利比亚战争为例，英法以构建“意愿联

盟”的方式，提高国际影响力。同样是武力干涉，与美国主导的科索沃战争和

                                                        
① Eurostat, Energy Production and Imports,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statistics explained 
/index.php/Energy_production_and_imports。 
② 王逸舟：“欧洲干涉主义的多角度透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 3期，第 4-19
页。 
③ Samir Amghar et al, European Islam: Challenges for Public Policy and Society, Brussels: 
Brussels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2007.  
④ European Monitoring Centre on Racism and Xenophobia, Muslim in the European Union: 
Discrimination and Islamphobia, 2006, http://fra.europa.eu/fraWebsite/attachments/Manifestation_ 
EN. pdf. 
⑤ Dominique Schapper, The Community of Citizens, Paris: Gallimard,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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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战争不同，在利比亚战争中，英法通过联合国决议、寻求地区组织支持

等多种方式为其干预行为谋求合法性，显示出其利用多边机制的“娴熟”程度，

凸显了“制度性霸权”的特征。
①
 

总而言之，欧洲站在文化吸引力的中心和一体化影响力的高处，本想借着

溢出效应，以“欧洲模式”塑造北非地区，却因为地缘上的接近、历史上的纠

葛以及该地区本身的复杂性，使欧洲不能超越现实主义国家利益的认知与束缚， 

结果差强人意。欧洲的方案落脚点是为解决欧洲的安全问题，而非北非地区发

展问题：首先，欧洲与西亚北非国家打交道的方式，并未将北非国家放在与之

平等的地位上，没有真正理解对方；其次，欧洲由于自身的经济危机，无论是

政府还是私营部门针对北非地区的活动和投资预算减少，机构运作乏力，影响

力下降；第三，随着西方实力相对下降和新兴国家的蓬勃发展，“欧洲经验”不

再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 

（二）对政策工具的反思 

欧洲曾通过殖民控制的方式实现了与地中海国家合作，并通过宗主国的合

作使北非国家彼此间开展合作。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原本脆弱的合作随着一

次次中东战争的爆发而陷于僵滞。自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欧共体与地中海国

家建立起广泛的经济和贸易联系，1976年和1977年分别同马格里布、马什里克

国家签署了一系列贸易优惠和经济援助协议。
②20世纪九十年代后，欧盟选择了

建构多边主义形式的合作制度，推动北非地区一体化：1995年“巴塞罗那进程”

启动；1998年建立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设想提出；2001年欧盟直接用财政手段

推动了埃及、摩洛哥、突尼斯和约旦四国共建自由贸易区的合作。2003年，欧

盟委员会在“更广阔的欧洲”报告中提出了要推行了“欧洲睦邻政策”，加快与

地中海以南的国家间社会和经济以不同的形式整合，以量身定制的行动计划

（Action Plan）为北非各国带来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扩大欧洲和地中海国

家自由贸易，稳定和安全合作关系。在“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中增加了安

全机制，该机制是以欧洲原则和规范的延伸。摩洛哥成为首个获得欧洲睦邻政

策“高级地位（Advanced Status）”的国家。2008年成立的“地中海联盟”更是

把欧洲—地中海多边合作推向一个高潮，创立了对所有成员国开放的轮值联合

主席制。轮值联合主席一方来自欧盟国家，另一方来自地中海伙伴国，通过共

                                                        
① 金玲：“利比亚战争与欧盟对外行为方式的嬗变”，第 129-141页。 
② 唐虹、顾怡：“试析欧盟地中海政策的局限性”，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 5期，第 58-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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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建设的方法让欧盟规范进入北非。
①
 

当然，欧洲的政策工具也同样具有伪善的一面。欧盟声称是为北非国家的

经济发展提供帮助，但实质上却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如双边贸易上，欧盟在敦

促对方遵守规则上不遗余力，而自己却在农产品问题上坚决不让步，以强欺弱，

使欧盟成为唯一受益者。②进入21世纪，地中海地区在同欧盟的贸易中处于逆差

地位，这种贸易逆差几乎每年都达到近百亿美元的规模。
③
另外，欧盟援助附加

了推行经济自由化的条件，但欧盟政策非但没有帮助改善当地国家的财政状况，

反而加剧其经济状况的恶化。因条件严苛，欧盟能够到位的经济援助相较北非

国家经济状况而言只是杯水车薪，难以真正吸引乃至鼓励该地区向欧洲所期望

的方向发展。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启动的欧盟睦邻与伙伴关系工具

(European Neighborhood Partnership Instrument)援助基金中的5个北非受益国④
，

2007～2010年三年间从欧盟得到约17.4亿欧元的经济援助⑤，加上一些其他双边

援助，平均每年从欧洲获取的资金约为20亿美元，而这些国家政府负担高达2000

亿美元，每年偿债额为170亿～190亿美元。⑥
  

“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所持的安全观核心观点是地区安全依靠人民间

关系的提升，但政策效果不显著。欧洲的倡议在北非国家较少得到回应，究其

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9·11”事件后全球大势发生变化，美国忙于反恐，

欧盟制宪进程受阻，没有充足的精力顾及北非地区发展和人民间的交往；其次，

“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制度不对等（institution deficit）⑦
，议程设置完全由

欧洲主导，北非国家几乎没有发言权；再次， 欧洲害怕伊斯兰势力的崛起，拉

拢独裁政权的做法削弱了其政策的可信度和吸引力
⑧
；最后，政策的不连贯性也

导致结果不理想，“巴塞罗那进程”采取政府间合作的方法，而“地中海联盟”

                                                        
①  “Barcelona Plus: Towards a Euro-Mediterranean Community of Democratic States,” 
EuroMeSCo Report, April 2005.  
② Wolfgang Zank, “The Dynamics of Overlapping ‘Shallow’ and ‘Deep’ Economic Integration: 
Greater Arab Free Trade Area and European Neighborhood Policy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IUP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IV, No. 1 & 2, 2010, pp.102-131. 
③ 5个北非受益国为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 
④ 阿尔及利亚 2.2亿、埃及 5.58亿、利比亚 800万、摩洛哥 6.54亿、突尼斯 3亿欧元额度， 
http://www.enpi-info.eu/medportal/content/340/About%20the%20EuroMed%20Partnership。 
⑤  Aylin Yardimci, “Rethinking the European Union’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the 
Mediterranean: A Historical Opportunity,” Turkish Policy Quarterly, Vol. 10, November 2011, 
pp.65-71. 
⑥ 唐虹、顾怡：“试析欧盟地中海政策的局限性”，第 58-72页。 
⑦ Alvaro de Vasconcelos, Listening to Unfamiliar Voices: The Arab Democratic Wave, Paris: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12. 
⑧ EuroMeSCo Working Group Report, EuroMeSCo秘书处，IEEI，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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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的是共同体道路。  

（三）对民主化进程的反思 

民主化是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北非地区发展政策的一部分。欧盟在“欧洲—

地中海伙伴关系”纲要中明确指出要与北非国家发展“基于共享价值观与利益

的高级伙伴关系”，并由多边安排及双边行动计划执行。在欧盟睦邻政策的国别

行动计划中，将民主化纳入增强公共行政能力建设的范畴内。欧洲强调在北非

地区以加强政府治理能力、人权和社会发展来推进民主化进程。 

欧洲的民主化推行聚焦于传统理论假设和国家行为体，相信新自由主义经

济发展模式会为西亚北非地区带来政治变革。
①1995年以来，欧盟委员会通过“巴

塞罗那进程”提供了160亿欧元预算经费用以支持地中海南岸地区的发展、人权

和民主建设。欧盟委员会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投资银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建立了融资合作机制。欧洲投资银行每年用于此项目的借贷

额为20亿欧元。“欧洲—地中海投资和伙伴工具”（Euro-Mediterranean Investment 

and Partnership Facility）于2002年成立，用以支持1600多家中小企业的发展，

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2007～2013年）投放107亿欧元支持北非经济发展，从而

实现民主。在援助方面，近年来由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的欧洲民主和人权工具

（EIDHR）②
、欧洲民主化基金

③
及欧盟官方发展援助来对北非投入的资助不断

上升。但是，欧洲所推行的民主化进程也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忽视了社会网络的新发展，没有深入了解社会对过往地区发展的实际

反应，经济自由化政策的推行没有带来民主化的实效。 

二是欧洲发展援助推动了北非国家实行自上而下、有选择性的政治改革，

却没有使民众得到实惠，社会民主公平发展的影响程度有限且难以评估。 

三是欧洲在对外关系与安全领域仍在欧盟及其成员国两个层面开展。欧盟

成员国受国内优先政策，如移民、反恐、贸易等限制，将推行民主化的任务推

给欧盟，而欧盟同样面临优先战略选择竞争的问题，但政策内容太多且无时间

表，行为体和执行体不明确，缺乏评估体系，收效甚微。 

四是欧洲在北非推行的民主化方式还受到美国的挑战。欧洲国家认为美国

在“9·11”事件之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入侵伊拉克以及“大中东计划”破坏了

欧洲在阿拉伯世界民主化上的努力。
④
 

                                                        
① A. Teti, G. Gervasio,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Authoritarianism: Lessons from the Arab 
Uprisings,”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16, No.2, 2011, pp. 321–327.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 Euroaid, http://ec.europa.eu/europeaid/how/finance/eidhr_en.htm. 
③ The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http://www.europeandemocracy.org/. 
④ Alvaro de Vasconcelos, Listening to Unfamiliar Voices: The Arab Democratic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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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欧洲在北非问题上陷于对伊斯兰势力的提防，打乱了自己对民主逻辑

顺序的认知。 

   （四）变局后的调整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于2011年7月开罗讲话中承认，西方曾以牺牲民主

换合作。
①
欧洲检讨了“维持现状”政策，希望能推动伊斯兰政党与世俗力量间

的和解，另外还承诺为北非国家转型提供经济和社会支持。欧洲学者呼吁欧洲

国家应采取宽容态度对待不同文明与族群，坚持以多样统一（unity within 

diversity）、非暴力、有尊严的发展、包容性、共享价值观等原则重建欧洲与阿

拉伯世界的关系。
②
目前，欧洲内部对北非政策转型的讨论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强对无组织的动员行为和非传统、无领导的、同一阶层的社会和政治行

为体参与社会构造等方面的工作；二是支持欧洲与地中海国家的商品、服务贸

易及人口的自由流动；三是运用政策工具提供经济实惠，以某种形式的成员国

地位刺激转型，如建立“欧洲—地中海民主国家共同体”，将更多的优惠给予转

型的先行者，能者多赏（more for more）③
，建立“高等级关系”

④
以掌握要求

这些国家开展深入、系统的政治改革的筹码。 

欧洲政策转型的实现也遭遇不少障碍：第一，欧洲身陷经济危机，行动能

力下降，对北非政策的转型将是持久战；第二，依然有很多欧盟成员国担心伊

斯兰政党的崛起，质疑其民主合法性；第三，欧洲对未来方案还没有形成一致

意见。以欧盟委员会为首的一批机构认为开展实际领域的对话相对容易，同时

加强双边关系，促进政治改革。也有成员国认为应该在北非建立新机制，促进

其自身的能力建设。和欧盟自身的发展一样，其对北非地区的政策同样纠结于

是政府间模式还是超国家模式。欧洲也意识到北非新领导人对欧洲有新的想法，

他们可能不再同意欧洲援助的附加条件，会寻求更加自主的外交政策，建立更

深入的地区内部关系。国际经济体系的不公平和不同发展模式理论也会促使北

非国家选择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 

 

 

 
                                                        
① 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 Partners in Freedom: the EU response to the Arab Spring, Egypt, 
July 14, 2011,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SPEECH-11-523_en.htm?locale=en. 
② Alvaro de Vasconcelos, Listening to Unfamiliar Voices: The Arab Democratic Wave. 
③ “More for More” - Redefining the Strategy, May 2011, http://eu-med.blogspot.com/2011/05/m 
ore-for-more-redefining-strategy.html. 
④ “Advanced status”- Relationship between Jordan and the EU, http://eeas.europa.eu/delegations 
/jordan/eu_jordan/political_relations/index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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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欧洲参与北非国家转型发展的经验启示我们：第一，转型发展是水到渠成

的过程，也是需要规划的过程；第二，当前的国际环境与20世纪八十年代及九

十年代早期大有不同，西方民主自由模式本身处于危机状态，不再具有强大的

吸引力；第三，阿拉伯国家未来的道路该如何走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没有一

个行为体和预先设计的范式是阿拉伯国家转型所能套搬。 

欧洲参与北非地区的转型有天然优势，在西亚北非地区长期经营，已深入

其社会内部，大量社会组织活跃于该地区，在争取民意方面孕育了有利于西方

的舆论环境。欧盟已在转型后的利比亚开展民事行动，提供基础支持，恢复石

油工业开发，在教育和医疗领域开展合作。另外，欧盟还在培训利比亚警察和

军队的安全力量。当然，稳定和发展必然是北非国家不能回避的最重要问题，

经济部门的参与是必需的，而这也正是北非国家希望中国等新兴国家参与的主

要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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