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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盟 与 巴 勒 斯 坦 民 主 化 进 程
*

钮 ! ! 松

! ! 内容提要 ! 欧盟通过北约和西欧联盟获得传统安全保障的同时, 对其非传统安全威胁巨

大的邻邦内部存在或潜在的不稳定满怀疑虑, 巴勒斯坦的状况不容忽视。欧盟推进巴勒斯坦

民主化的动机和目标是维护欧洲安全、促进巴勒斯坦稳定、弘扬欧洲民主、抵消美国压力。

欧盟以经济合作方式推进巴勒斯坦民主化的原因在于: 欧盟内外部环境的限制; 欧盟认为经

济是催发民主的重要手段; 巴勒斯坦对欧盟的经济与政治需求。欧盟通过新联系国协定、邻

邦政策和紧急措施加大对巴勒斯坦主流派的援助力度等具体方式来促进巴勒斯坦民主化。其

进程在本世纪系列民主选举和非暴力民间组织、团体的新发展等领域有了可喜发展。欧盟与

巴勒斯坦之间存在良好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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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钮松,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上海 ! 2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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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盟 推 进 巴 勒 斯 坦 民 主 化

的 背 景 与 动 机

! ! 进入本世纪, 中东地区局势愈加复杂, 这既

是中东内部某些纷争长期化的延续, 也是地区外

某些大国失衡的中东政策所致。冷战结束后, 美

国为推行 ∀国际新秩序 # 发动了科索沃战争、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的策略激发了中

东新一轮宗教之争、教派之争、民族之争, 强力

实施 ∀大中东民主计划 # 更是催发了当地的不

稳定因素。这些不稳定使地理上邻近中东、本土

穆斯林数量剧增的欧洲对自身安全状况产生了极

大忧虑。世纪之交, 人们的安全观发生了很大变

化, 在对 ∀宽泛者 ( W ideners) 新的观点 # 和

∀传统主义者以军事和国家为中心的旧观点 # 进
行 ∀利弊比较和评价 #* ∃ 后, 对安全所涉及的

领域有了新的认识, 除了传统安全外还应包括非

传统安全 (经济、环境、社会等领域 )。

欧盟对于中东民主化有不同策略, 在实际操

作中将中东分成若干块来分别推进民主化, 即:

是否入盟国家; 距离欧洲远近; 政治发展阶段。

巴勒斯坦是非入盟国家, 受欧盟的关注度低于已

经入盟的塞浦路斯和正申请入盟的土耳其; 巴勒

斯坦位于中东马什里克区域的地理位置使它受欧

盟的关注度介于马格里布和海湾之间; 由于巴勒

斯坦尚未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该地区冲

突不断, 因而其政治发展在马什里克区域受欧盟

的关注度最高, 高于叙利亚和埃及。美国在推进

巴以和平上长期无所作为, 直至 2007年 11月才

开启实际效能并不明显的安纳波利斯中东和会。

欧盟虽与美国共同监督了 2006年初举行的停顿

多年、后阿拉法特时代第一次巴勒斯坦立法会的

民主选举, 但与美国注重制度民主及在阿富汗、

伊拉克的强力民主推广方式不同, 它更注重理念

民主和渐进的推行方式。

欧盟推进巴勒斯坦民主化进程的首要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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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欧洲的安全, 其次是促进巴勒斯坦稳定、弘

扬欧洲民主、抵消美国压力。欧盟的逻辑是: 在

维护中东地区稳定的基础上促使巴勒斯坦进行与

自身情况切合的渐进式民主改革, 让巴勒斯坦通

过民主改革建立民族国家, 并在此基础上迈向稳

定。而在此过程中, 欧盟既可以弘扬自己的民

主、自由、人权观念, 又可以抵消美国的刺激中

东民主化带来的负面效应, 以实现欧洲安全。值

得一提的是, 欧盟推行的巴勒斯坦或中东民主化

中, 民主只是一种手段而已。因耶路撒冷的特殊

宗教地位, 欧盟若能在巴以冲突上尽量不偏不倚

地维护巴勒斯坦的利益, 这将对欧盟维护非传统

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欧 盟 推 进 巴 勒 斯 坦 民 主 化

的 理 念 与 方 式

! ! 欧盟基于对巴勒斯坦毗邻地中海的地缘地

位、巴以冲突的历史和现状等因素之考量, 积极

推进与巴勒斯坦的经贸关系, 使巴勒斯坦更好地

融入世界经济, 以经济运行方式的市场化、自由

化推动政治上的相应变革; 理解与尊重巴勒斯坦

的伊斯兰宗教文化。欧盟采取此种推进巴勒斯坦

民主化的方式主要基于 3个原因:

首先, 欧盟内外部环境的限制。从外部环境

看, 欧盟作为一个新兴的国际社会参与者, 在已

延续数百年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亚国

际体系里显得相对弱势。联合国作为战后国际社

会最重要国际组织的出现让人 ∀第一次正式认

识到#, ∀ %威斯特伐利亚前提 & (W estpha lian as�
sumptions) 在 20世纪中叶受到了挑战 #∃ , 但时

至今日, 联合国的作用和行为能力仍然十分有

限, 作为地区组织的欧盟就更加艰难。在现实主

义者看来, 欧盟 ∀不是国际事务的行为者 #∋。
在满是为民族国家量制的国家规制的国际体系

里, 欧盟更容易从低级政治领域, 即经济、文化

等领域找到突破口。从内部环境看, 欧盟及其前

身欧共体是由经济联盟向政治联盟过渡, 向共同

外交和安全政策迈进, 但就此达成共识难度不

小。即使 ∀外部期待欧盟能在国际体系里扮演

积极的角色 #, 但 ∀成员国政府只对被认为敏感
的内部领域授权 #( , 因此, 经济合作无疑是欧

盟对外交往、参与国际社会的首选方式, �洛美

协定�、与地中海沿岸国家的特殊安排、联系国
制度、与海合会的协定等便是明证。欧盟的发展

壮大、涉足领域的拓展, 以及在国际社会中行为

能力的增强, 始于冷战结束, 尤其是九一一事件

后, 其限于国际和内部因素而采取经济方式为主

来发挥影响力成为常态, 在实践中经济合作越来

越多地呈现出政治化倾向, 这自然包含欧盟尤为

注重的人权和民主。

其次, 欧盟意识到经济是催发民主的重要手

段。尽管欧盟在推进民主上扮演的角色是 ∀欠理

论的# ( undertheor ized) , 且 ∀缺乏关心 #), 但
其在长期的实践中却有清晰的思路与认识, 即

∀以经济促民主, 以民主促和平 #。这一点与九

一一事件后的美国不同, 美国虽强调民主和平,

但推行民主的方式侧重于对军事与强权的迷恋。

欧盟以经贸手段在巴勒斯坦等地推行的民主化就

建立在欧洲传统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基础上, 自

由主义历经时代的变迁发展成为新自由主义。欧

盟的经济促民主思想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理念。

自由主义在经济上表现为市场化; 政治上表现为

民主化; 在文化上表现为多元化, 三者密不可

分。面对棘手的巴勒斯坦情势, 欧盟小心翼翼地

从最容易的经济领域着手, 通过实现其经济市场

化促成其政治民主化, 而因宗教文明的敏感性,

对其文化的关注度相对较低。欧盟 ∀贸易与援

助条款与民主标准没有显著联系 #∗ , 欧盟的思
路与实践比较契合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罗克斯莱

斯 ( R ichard Rosecrance) 的观点。罗克斯莱斯

认为: 当今时代, 军事世界应该让位于贸易世

界, 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和劳动力的重要性愈

发凸显, 要以 ∀贸易国家 # ( trading state) 的视

角处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经济和贸易是和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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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 ∃ 欧盟以经济促民主、促和平的策略不出

其右。

最后, 巴勒斯坦对欧盟的经济与政治需求。

自 1948年以来的战争、冲突、碰撞造成巴勒斯

坦的经济建设长期无法正常开展。在巴勒斯坦获

得自治权的这些年里, 巴勒斯坦经济建设受制于

以色列, 关税征收大权更是被以色列牢牢掌控。

巴勒斯坦自治区的两个主体部分 + + + 约旦河西岸

和加沙地带也因地理空间的隔绝和目前的实际分

治, 经济交往困难。经济困难往往导致政治危

机, 阿拉法特的继任者阿巴斯没有前任的个人威

望, 糟糕的经济激化了民众的不满情绪。温和派

的阿巴斯既想改善巴勒斯坦的经济状况以获取民

心, 又想通过和平方式应对激进派的挑战, 以统

合巴勒斯坦, 后阿拉法特时代的和平方式只能是

民主化。欧盟的经济促民主方式符合阿巴斯的想

法, 欧盟对于哈马斯支持的暴力袭击、人体炸弹

等满怀忧虑, 因而加重对阿巴斯政府的支持力

度。在哈马斯立法会选举获胜, 组阁政府, 并拒

绝西方敦促的 ∀放弃暴力 #、 ∀承认以色列 # 和
∀接受过去和平协定 # 三项内容后, 欧盟支持的

针对哈马斯政府的国际制裁, 以及以色列对巴勒

斯坦代收关税的部分截留导致了 ∀巴勒斯坦经
济在 2006年第四季度与 2005年相比缩减了

21% #∋。哈马斯政府在内外交困中与法塔赫分

道扬镳, 独占加沙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分庭

抗礼, 阿巴斯趁势于 2007年 6月成立紧急政府,

以填补权力空缺。 ∀在获得西方国家对巴勒斯坦

重新的财政支持# 后, 阿巴斯紧急政府引导的

∀约旦河西岸经济首次呈现增长迹象 #( , 这对据
守加沙的哈马斯当局造成巨大压力。

欧盟对巴勒斯坦的经济援助始于 1971年,

主要通过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UNRWA ) 来实施, 最初目的主要是医治巴勒

斯坦战争的创伤。欧盟的前身欧共体从 1993年

开始, 通过特设联络委员会 ( AHLC ) 援助巴勒

斯坦, 此后直至 2000年的巴勒斯坦第二次 ∀因
提法达 #) ( Intifada) 止, 欧盟的援助侧重于发

展援助。 2000年第二次 ∀因提法达 # 后, 欧盟

对巴勒斯坦的援助重新转向直接财政支持。

巴勒斯坦因巴以经济的不对称性倚重、 ∀因
提法达 # 对巴勒斯坦经济造成的破坏, 以及巴

勒斯坦因内部分裂而愈发倚重国际社会, 尤其是

倚重欧盟的经济援助, 也使欧盟在民主化上能对

巴勒斯坦发挥较大的影响力。欧盟以经贸手段促

进巴勒斯坦民主化进程的具体方式如下:

1�通过新的联系国协定建立与巴勒斯坦经
贸合作的基础。 ! 1997年, 欧共体与代表巴勒

斯坦自治区的巴解组织签署了关于贸易与合作的

�欧洲 + 地中海临时联系国协定 �。此项协定开

宗明义指出: ∀遵守人权、民主原则和政治、经
济自由构成了它们关系的恰当基础#, ∀许诺双

方自由贸易, 并且尤其要遵守 1994年关贸总协

定的条款#∗。该协定涉及领域包括: 商品自由

流通 (工业产品、竞争、知识产权等 )、影视与

文化事务、信息、通讯、财政合作等。据欧盟官

方统计, 2000~ 2006年欧共体对巴勒斯坦的援

助分别 为 2�252 亿、 1�4848 亿、 3�259 亿、
2�709亿、 2�5423亿、 2�7836亿、 3�3991亿欧
元, 7年共计 18�2523亿欧元, 这些援助涉及:

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直接援助、基础设施建

设、公共建筑、难民援助、人道主义和食品救

助、对市民社会与和平进程的援助、东耶路撒

冷、人权、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工程, 以及紧急援

助等, 其中紧急援助针对巴勒斯坦 2006年特殊

局势而首次施行, 达 1�4175亿欧元。, 欧盟
2007年的援助额为 2�005亿欧元 (不含临时国

际机制援助 )。−

2�通过邻邦政策为巴勒斯坦提供援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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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邻邦政策中对巴勒斯坦的援助起初通过

�地中海援助计划 � 一期 (MEDA. , 1995年至

1999年 ) 和二期 ( 2000~ 2006年 ) 实施, 该计

划包括双边渠道的 �国家指导计划 � ( N IPs) 和

多边渠道的 �地区指导计划� ( R IP ), 欧盟与约

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在 �国家指导计划 � 内达

成双边协定。欧盟与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双边合

作目标在于: ∀支持经济转型# 和 ∀增强社会经

济平衡 #∃。从 2007年 1月 1日起, �地中海援
助计划 � 与面向东欧四国和俄罗斯的 ∀对独联

体的技术援助# ( TACIS) 等计划被 �欧盟邻邦

和伙伴文件 � ( ENPI) 所取代, 欧盟给巴勒斯坦

的援助通过 �单一国家计划 � 按照其 ∀需求、

吸收能力和它们对所许诺之改革的实施 #∋ , 而

这些更详尽体现在欧盟委员会 2007年底和 2008

年初实施的 �欧盟邻邦和伙伴计划跨界合作策
略 � ( CBC) 里。欧盟还辅以 ∀欧盟民主和人权

动议# ( E IDHR ), 为其邻邦政策附加了政治条

件, �欧盟民主和人权动议 2008年号召建议 �

于 2008年 4月出台。

3�通过紧急措施加大对巴勒斯坦主流派的
援助力度, 以对哈马斯施压, 限制 ∀劫持的民

主 #。 ! 随着哈马斯上台执政与国际社会发生了
诸多碰撞, 巴勒斯坦问题相关四方( ( Quartet)

对巴勒斯坦的人道主义状况十分忧虑, ∀临时国

际机制 # 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其执行机构 ∀临

时国际机制管理单位 # ( T IM - MU ) 从 2006年 6

月 26日开始运作, 至 2008年 3月 31日止。 ∀临

时国际机制 # 分 3个阶段开展: 保障巴勒斯坦

民众基本健康、教育与社会服务阶段; 保障电

力、健康与卫生阶段; 为巴勒斯坦因当前危机所

困之 1 000万虚弱且贫困人群提供直接现金帮助

阶段。欧盟委员会在这 3个阶段的总预算援助分

别为 0�15亿、 1�31亿和 3�095亿欧元), 2006

年和 2007年的 ∀临时国际机制 # 捐赠分别为

1�075亿和 3�48亿欧元。∗ 自 2007年 12月 17

日巴勒斯坦紧急政府总理法耶兹在巴黎捐赠会议

上提出为期三年的 �巴勒斯坦改革与发展计划 �

( PRDP) 后, 欧盟委员会于 2008年 2月正式确

立以 ∀巴勒斯坦 + 欧洲社会经济援助管理 # 机

制 ( PEGASE ) 在 2008年 3月 31日到期后正式

取代 ∀临时国际机制 #。该机制将对巴勒斯坦 4

个优先领域提供援助: 治理 (财政改革、法治、

公平、责任、安全 ) ; 社会发展 (社会保护、卫

生、教育、雇用计划、燃料等基本供应 ); 经济

和私人部门发展 (交通设施、中小企业保护与

资助、商业中心 ) ; 公共设施发展 (水、环境、

能源等 )。, 2008年 3月 25日, 欧盟委员会为履

行巴黎誓约而通过 ∀巴勒斯坦 + 欧洲社会经济

援助管理# 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

程处向巴勒斯坦民众提供总额为 3亿欧元的援助,

其中 ∀巴勒斯坦 + 欧洲社会经济援助管理 # 为

2�29亿欧元, 包括: 循环开支 1�76亿欧元、
�巴勒斯坦改革与发展计划 � 0�51亿欧元和东耶
路撒冷 0�02亿欧元。 �巴勒斯坦改革与发展计
划 � 中的机制建设为 0�14亿欧元, 这 ∀将有助

于加强民主的巴勒斯坦机制#−。

欧 盟 民 主 观 与 巴 勒 斯 坦

民 主 化 发 展

! ! 欧盟的民主观建立在维护人权的基础上,

�欧盟 2007年人权报告� 阐述的欧盟以人权为
核心的民主观包含开展民主选举制、实施现代法

治、保护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权利、宗教信仰自

由和多元化等选项。后阿拉法特时代的巴勒斯坦

各派势力均将民主化视为他们问鼎权力的最佳途

径, 靠领袖个人威望最大限度统合各派势力已成

为过去。近年来, 巴勒斯坦民主化进程有了可喜

的发展, 欧盟也积极地表示了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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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勒斯坦开展了阿拉法特去世后系列民
主选举。 ! 2005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

选举中, 阿巴斯毫无悬念当选。欧盟委员会主席

巴罗佐及时表示了祝贺。巴勒斯坦政治体制中更

重要的是立法会选举。2006年 1月 25日, 巴勒

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开始, 法塔赫、哈马斯、

∀独立巴勒斯坦#、 ∀第三道路 # 等派别的 728名

政党候选人角逐 132个立法委员席位。选举在美

国、欧盟、中国等国和地区组织 900余名国际观

察员和 1�8万余名巴勒斯坦观察员的监督下进
行, 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

路撒冷 1 008个投票站参加了投票。哈马斯以领

先法塔赫的票数获胜, 并获得组阁权, 巴勒斯坦

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承认了选举结果。哈马

斯赢得大选, 改变了巴勒斯坦的政治格局, 阿拉

法特时代以来法塔赫一枝独大的局面彻底扭转。

虽然哈马斯赢得大选, 但是组阁道路并不顺利,

由于法塔赫抵制哈马斯领导的政府, 两党的斗争

日益扩大, 经过 �麦加协议 � 后的艰苦谈判,

两党于 2007年 3月 15日成立民族联合政府, 前

哈马斯政府总理哈尼亚留任新政府总理。但好景

不长, 两党的斗争与对抗仍然持续, 法塔赫于

2007年 6月 12日宣布暂时退出联合政府, 并于

6月 17日任命独立人士法耶兹为总理的未经选

举产生的紧急政府, 哈马斯则宣称哈尼亚总理领

导的政府依旧合法存在。基于对民主的尊重, 哈

马斯立法会获胜时, 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都表

示了对结果的接受。但由于哈马斯的政治理念在

执政前后并未有较大改变, 这与欧盟所设想的

∀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的、与以色列和平相处
的巴勒斯坦国# 大相径庭 ∃ , 欧盟选择了主张对

以色列和解的未经民主选举的紧急政府, 而放弃

了暴力反对以色列的民主选举的哈马斯政府。就

欧盟而言, 它更多关注的是巴勒斯坦政权的稳定

及未来走向, 而非作为道路选择的民主机制; 就

巴勒斯坦而言, 各政治派别仍需在民主化道路上

经历更多的历练。

2�巴勒斯坦非暴力民间组织、团体的出现
和发展也是民主化的重要组成内容。 ! 即使是在

法塔赫主导政局的情况下, 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

氛围也并不是一潭死水。巴勒斯坦长期处于建国

过程和战争状态为各种非暴力民间组织, 尤其是

政治团体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法塔赫、哈马斯等

非政府团体在实践中不仅政党化, 而且军事化,

这自然不是欧盟所期许的。巴勒斯坦内部的人

权、民主组织很早就已出现, 但影响最大的是成

立于 1995年的 ∀巴勒斯坦人权中心 # ( PCHR ),

其目标是保护人权、提升法治、创造和发展民主

机制及积极的市民社会、提升民主文化、促使巴

勒斯坦民众行使其不可被剥夺的权利, 该中心得

到欧盟支持而成为 ∀欧盟 + 地中海人权网络 #
( EMHRN ) 的成员。巴勒斯坦的非政府组织还

联合成立了 ∀巴勒斯坦国民委员会 #, 配合欧盟

等观察团监督了 2005年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

构主席大选, 这标志该委员会在参与巴勒斯坦政

治进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社团联合组织中最为

完善的是成立于 1993年 9月的 ∀巴勒斯坦非政

府组织网络 # ( PNGO ), 其宗旨是在民主、社会

公正、可持续发展原则下增强巴勒斯坦市民社

会, 它由不同领域的 92个团体组成。尤为重要

的是, 它得到了世界银行等机构推动的 ∀巴勒

斯坦非政府组织计划二# ( 2001~ 2006年 ) 的执

行者 ∀福利协会 # (WAC ) 的认可。 2007年 11

月, 号称 ∀第三党政治# ( Third- party po litics)

的 ∀巴勒斯坦论坛 # 成立。创始人穆尼布  马

斯里因拥有经济实力和政治人脉而被称为巴勒斯

坦的罗斯 佩罗∋ ( Ross Perot)。马斯里许诺其

新组织将按照商业模式运作, 这种政治商业化运

作模式注定会引起欧盟的关注。

(责任编辑: 樊小红 ! 责任校对: 詹世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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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 佩罗, 美国信息技术 ( IT ) 业巨子, 富豪, 曾

作为独立候选人与民主党的克林顿和共和党的乔治 沃克 布

什一起参加了 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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