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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大西洋关系现状及其发展前景

　 刘　 一∗

摘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跨大西洋关系在历史因素和国际环

境的综合作用下展现了其他国际行为体鲜有的亲密性。 但是，

跨大西洋关系在紧密联系发展的同时， 却因为２０１６ 年美国大选

和英国脱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特朗普政府远离了其

长期珍视的开放、 有规则的国际秩序， 逐步破坏了自由的国际

规则， 与欧洲在经贸、 军事、 移民、 全球治理等不同领域产生

了深刻的分歧。 针对大西洋关系出现的变数， 有观点认为这只

是新任总统执政后带来的临时状况， 维系美欧关系的根本没有

变化。 但是， 在研究美国自身变化之外， 也不应忽视欧盟和欧

洲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体自身所做出的战略抉择与观念转变， 美

欧间更加复杂且不定的互动或将成为常态。 虽然美欧将继续共

享同盟关系， 但是这种关系在逐步退化， 呈现走弱趋势， 联盟

或将变成就事论事的 “议题性” “交易性” 联盟。

关键词：　 跨大西洋关系　 美欧关系　 发展前景

跨大西洋关系包括美欧间关系， 也涉及其间的制度性与机制性架构。①

４１２

∗

①

刘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政治。
Ｍｉｋｅ Ｓｍｉｔｈ， “ Ｔｈｅ ＥＵ， ｔｈｅ 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４０， Ｎｏ ５， ２０１８， ｐ ５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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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大西洋关系现状及其发展前景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美欧跨大西洋关系， 受国际环境和彼此实力变化

的影响， 经历了从联盟式的 “特殊关系” 到相对平等的 “正常关系” 的转

化①， 至今仍然在政治、 经济、 安全等领域保持着紧密性。 但是， ２０１６ 年

之后的西方世界呈现了失序状态， 国际社会与内生环境的变化使得美欧社

会出现了各种问题。 国内外学界普遍认为美欧间关系产生了裂变与退化现

象。 联盟虽在， 风貌已改。 本文将对近期矛盾渐深的美欧关系进行梳理，

指出其在经贸、 安全、 全球治理、 外交、 价值观等领域展现的分歧， 分析

这种行为的原因及彼此政策的相应调整， 并尝试对跨大西洋关系未来发展

趋势提供图景。

一　跨大西洋关系出现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美国与当时的欧洲主要国家结成了紧密的同盟关

系， 在冷战时期， 通过经济上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与军事上对北约的保护， 美

国成为欧洲很多机制的重要主导者和保护者。 之后， 虽然双方在伊拉克战

争、 欧元诞生等议题上有过分歧， 但是总体上维持了稳定的同盟关系。

“９·１１” 事件之后， 双方纵然矛盾依旧， 但是仍在经贸等领域保持着密切

联系。② 在当今世界局势风云变幻、 阴晴不定之时， 美欧在一些重要议题上

没有展示出应有的协调性， 而是在很多领域发生了矛盾， 这使得双边关系经

历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为紧张的状态。 双方在经贸、 军事、 外

交、 全球治理和价值理念等多个领域出现了较为深刻的分歧。

（一）经济与贸易领域冲突不断

美欧间经济联系密切， 双边贸易额超过 １ 万亿美金， 是世界上体量最

５１２

①

②

赵怀普： 《从 “特殊关系” 走向 “正常关系” ———战后美欧关系纵论》， 《国际论坛》 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 第 ４４ ～ ４９ 页。
周琪： 《欧美关系的裂痕及发展趋势》，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第 ８４ ～ ９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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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蓝皮书

大的经济关系。 但是， 特朗普把欧盟当成经贸领域的竞争对手。 他曾夸大

２０１７ 年欧盟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 １５１０ 亿美元， 比实际数值夸张了 ５００

亿美元。① 他还曾表示， “如果从贸易来看， 我想欧盟是一个敌人”。② 从欧

盟的角度看， 美国在四个方面加深了与欧洲的经济摩擦： 第一， 美国以国

家安全的名义在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对除了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加

征钢、 铝税， 并且拒绝对欧洲豁免； 第二， 特朗普曾经扬言要离开世界贸

易组 织， 而 让 欧 洲 更 担 忧 的 是， 美 国 对 填 补 世 贸 组 织 的 上 诉 机 构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 Ｂｏｄｙ， ＡＢ） 进行阻挠， 这可能会威胁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

机制的正常运行； 第三， 美国针对西班牙成熟橄榄进口的反倾销立场， 可

能会给整个欧盟的农业政策带来不利影响； 第四， 美国威胁对从欧洲进口

的汽车和汽车征收关税。③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 （ Ｊｅａｎ⁃Ｃｌａｕｄｅ Ｊｕｎｃｋｅｒ） 访美， 就

美欧贸易问题暂时达成和解。 但是， 虽然欧盟答应从美国进口更多的大豆

和液化石油气， 双方的经贸紧张状态并没有根本缓解。 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的

谈判中， 双方依旧在汽车关税、 农产品准入等关键议题上无法和解， 也无

法提供明确的解决路径和时间表。 在双边经贸关系上， 美国并不正视贸易

往来中彼此的结构性矛盾， 而是通过强加关税胁迫对方就范。 虽然美欧双

方保持持续磋商， 但是双边关系依旧处于持续性的紧张状态之中。 在多边

层次上， 美国对世贸组织排斥的单方面行为与欧洲一直倡导的多边协商机

制相违背， 双方的裂痕越来越大， 分歧越来越多， 使双边关系无法得到实

质性改善。

６１２

①

②

③

Ｌｉｎｄａ Ｑｉｕ， “Ｔｒｕｍｐ 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ｗｉｔｈ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ｂｙ ５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ｎｅ ８，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０７ ／ ｕ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ｆａｓｔ⁃ｃｈｅｃｋ⁃
ｔｒｕｍｐ⁃ｔｒａｄｅ⁃ｄｅｆｉｃｉ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 ｈｔｍｌ
“ ‘Ｉ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ｉｓ ａ Ｆｏｅ，’ Ｔｒｕｍｐ Ｓａｙｓ ａｈｅａｄ ｏｆ Ｐｕｔｉｎ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ｉｎ Ｈｅｌｓｉｎｋｉ，” ＣＢＳ，
Ｊｕｌｙ １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ｂｓ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ｃｂｓ⁃ｎｅｗ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ｉｓ⁃ａ⁃ｆｏｅ⁃ａｈｅａｄ⁃ｏｆ⁃ｐｕｔｉ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ｉｎ⁃ｈｅｌｓｉｎｋｉ⁃ｊｅｆｆ⁃ｇｌｏｒ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ＥＵ⁃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ｐａｒｌ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ＲｅｇＤａｔａ ／ ｅｔｕｄｅｓ ／ ＡＴＡＧ ／ ２０１８ ／ ６２５１６７ ／ ＥＰＲＳ＿ ＡＴＡ （２０１８） ６２５１６７＿ ＥＮ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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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大西洋关系现状及其发展前景

（二）安全、防务和军事领域相互扯皮

２００３ 年， 美欧关系因为伊拉克战争产生的分歧而产生了深刻裂痕， 让

人们看到美欧关系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紧密。 美国和欧洲就北约军费分摊问题

也一直存有矛盾。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表示： “我们不能独自分摊军费， 北

约国家在需要防务的时候期望自己是正式会员， 那这也意味着其要做出与其

正式会员地位相称的贡献。”① 前国务卿约翰·克里也曾呼吁， 让那些防务

占 ＧＤＰ ２％以下的国家承担更多的具体责任。 特朗普在入主白宫之前， 就表

示北约已经过时了， 美国在大西洋防务上负担太多， 并多次威胁说要退出北

约。 他曾经表示， 欧洲的防务支出不仅要占其 ＧＤＰ 的 ２％ ， 而且要进一步提

升到 ４％ 。② 特朗普还表示： “美国负担了保护欧洲总经费的大约 ９０％ ， 北

约对欧洲来说的意义要高于美国……你们要付钱。”③

虽然特朗普公开表态说美国将遵守北约有关集体防御的条款， 并在

参加完北约的布鲁塞尔峰会后与欧洲关系有所缓和， 但美国依旧指责欧

洲是 “搭便车” 的， 以至于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 （ Ｄｏｎａｌｄ

Ｆｒａｎｃｉｓｚｅｋ Ｔｕｓｋ） 失望地表示这是国际政治至黯时刻。 某种程度上说， 美

欧双方依旧保持着紧密的安全防务联系， 例如在对俄问题上保持坚定的

同盟立场， 但是双方的关系确实存在问题。 华盛顿方面认为， 乌克兰危

机、 近期的恐怖袭击以及叙利亚等欧洲周边地区发生的危机情势， 说明

欧洲并没有在安全领域投入足够资源。 另外， 欧洲在安全防务上有更加

７１２

①

②

③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ｂａｍａ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Ｋｏｍｏｒｏｗｓｋｉ ｏｆ Ｐｏｌａｎｄ ｉｎ ａ Ｊｏｉｎｔ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Ｊｕｎｅ ３，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ｏｂａｍａ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ｇｏｖ ／ ｔｈｅ － ｐｒｅｓｓ － ｏｆｆｉｃｅ ／ ２０１４ ／ ０６ ／ ０３ ／ ｒｅｍａｒｋ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ｏｂａｍａ － ａｎｄ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ｋｏｍｏｒｏｗｓｋｉ － ｐｏｌａｎｄ － ｊｏｉｎｔ － ｐｒｅｓｓ － ｃｏｎｆ
Ｅｗｅｎ ＭａｃＡｓｋｉｌｌ， Ｐｉｐｐａ Ｇｒｅｒａｒ， “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 Ｔｅｌｌｓ ＮＡＴＯ Ａｌｌｉｅｓ ｔｏ Ｓｐｅｎｄ ４％ ｏｆ ＧＤＰ ｏｎ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Ｊｕｌｙ １１，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８ ／ ｊｕｌ ／ １１ ／
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ｔｅｌｌｓ⁃ｎａｔｏ⁃ａｌｌｉｅｓ⁃ｔｏ⁃ｓｐｅｎｄ⁃４⁃ｏｆ⁃ｇｄｐ⁃ｏｎ⁃ｄｅｆｅｎｃｅ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 “ Ｔｒｕｍｐ Ｃｏｎｆｉｒｍｓ 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ｔｏ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Ｏ，”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２，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ｒｇ ／ ｂｌｏｇｓ ／ ｎａｔｏｓｏｕｒｃｅ ／ ｔｒｕｍｐ⁃ｃｏｎｆｉｒｍｓ⁃ｈｅ⁃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ｔｏ⁃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ｆｒｏｍ⁃
ｎａ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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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自主的倾向， 希望构建自己的安全防务体系， 而不再对美国亦步亦

趋。 所以， 有学者认为欧盟更具坚定性和自主性的安全防务政策使跨大

西洋关系呈现弱化趋势。①

（三）多边机制与全球治理领域无法协调

在多边外交和多边主义领域， 特朗普政府和欧洲同盟伙伴产生了分歧。

２０１５ 年， 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签署了 《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据此伊朗将限制其核计划， 国际社会将结束

对德黑兰方面的制裁。 特朗普曾表示： “伊核协议是美国参与的最坏和最片

面的协议， 坦白讲， 它让美国陷入窘境。”②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特朗普宣布退出

《伊核协议》 并重启对伊制裁， 禁止美国公司与伊朗做生意， 这同时牵扯

到了欧盟国家中使用美国账户和金融体系的欧洲公司。 欧盟则认为 《伊核

协议》 让地区和整个世界更加安全并且坚定地认为这是集体协作的结

果。③ 美国政府认为伊朗是有问题的、 存有威胁的， 需要重新谈判。 但是，

欧洲人则不这么认为， 他们并不赞同美国单方面的行为， 而是主张合作与

协商， 以共同解决问题。 之后， 欧盟选择绕过美国， 通过设立特殊目的机

构继续与伊朗进行合法贸易。 伊核问题不仅仅反映了双方在涉及军事安全

问题上的分歧， 还表明了跨大西洋关系中双方对多边合作机制与安全理念

上的龃龉。

不只是退出 《伊核协议》， 美国还单方面地退出了其他多边机制或组

８１２

①

②

③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 Ｓｍｉｔｈ，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Ｗｈａｔ
Ｒｏ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 ｉｎ ｉｔｓ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４０，
Ｎｏ ５， ２０１８， ｐｐ ６０５ － ６２０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ｒｕｍｐ ｔｏ ｔｈｅ ７２ｎｄ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ｔｒｕｍｐ⁃７２ｎｄ⁃ｓｅｓｓｉｏｎ⁃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 
ＥＥＡＳ， “Ｓｐｅｅｃｈ ｂｙ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 Ｖｉｃ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Ｆｅｄｅｒｉｃａ Ｍｏｇｈｅｒｉｎｉ ａｔ Ｈｅｓｓｉａｎ Ｐｅａｃｅ
Ｐｒｉｃｅ Ａｗａｒｄ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Ｊｕｌｙ ２０，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ｅｅａｓ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ｈｏｍｅｐａｇｅ ／ ３０２０１ ／ ｓｐｅｅｃｈ⁃ｈｉｇｈ⁃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ｖｉｃ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ｆｅｄｅｒｉｃａ⁃ｍｏｇｈｅｒｉｎｉ⁃ｈｅｓｓｉａｎ⁃ｐｅａｃｅ⁃
ｐｒｉｚｅ⁃ａｗａｒｄ⁃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ｋａ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版
权
所
有
，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图
书
馆
下
载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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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包括 《巴黎协定》、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ＴＰＰ）、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此外， 上文提

到的美国对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阻挠也属于对多边机制的破坏。 美国在经

贸、 安全、 全球治理等多边主义领域的 “退群” 与阻挠行为已经破坏了美

欧关系， 因为欧盟一直把这些多边机制作为与美国对外行动与合作的基石。

此后， 即使是在 Ｇ７ 和 Ｇ２０ 峰会中， 美国依旧没有展现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美国单边主义的行为与欧洲长期坚守的制度主义与多边主义相矛盾， 使双边

关系短时间内呈现了 “分离” 与 “漂流” 倾向。

（四）外交领域貌合神离

美欧对世界经济、 政治、 安全等方面的塑形已经持续了七十余载， 欧美

关系被认为是最紧密的双边关系， 在共同价值观下的外交协调深深地影响着

对国际环境各领域的塑造。 但是， 并不能对这种亲密关系持一种理所当然的

态度， 双边关系潜藏着很多的危险与不定。 不论是在欧盟所一直看重的多边

机制领域， 还是在维系双方合作根基的军事与经济领域， 欧美之间近期显露

的合作张力表明跨大西洋关系在更深层次的合作概念与价值理念上存在分

歧， 并影响了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

外交领域的主要分歧依旧体现在欧洲倡导的多边主义与美国坚持的单边

主义之争。 例如， 在 ２０１９ 年德国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德国总理默克

尔对美国人把德国汽车当成对美国的威胁表示震惊。 她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

行径， 呼吁国际社会强化合作， 坚持多边主义， 形成相互合作的国际治理结

构。 她还认为北约是一个价值共同体。 与此同时， 美国副总统彭斯则竭力为

美国的政策进行辩护， 与德国等国家在对俄问题上产生了深刻的分歧。 总

之， 双方并没有释放出妥协或合作的意愿。①

此外， 美欧在外交领域与大国博弈中产生了诸多不和与分歧。 例如， 在

９１２

① 毛小红： 《从慕安会默克尔演讲看美德、 中德关系： 徘徊在十字路口的欧洲》， 澎湃新闻，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ｆｏｒｗａｒｄ＿ ３００１３６３。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版
权
所
有
，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图
书
馆
下
载
使
用

美国蓝皮书

对莫斯科方面， 特朗普的态度是暧昧的， 一方面， 特朗普一直受 “通俄门

事件” 影响， 美俄双边关系常被外界揣测； 另一方面， 美国依旧保持着对

俄罗斯的制裁， 并且宣称要退出 《中导条约》。 这种对俄罗斯飘忽不定的态

度也影响了美欧关系。 欧洲在保持对俄强硬立场的同时， 也在寻求某种程度

的战略缓和。 一些国家 （如德国） 在能源供应问题上有求于俄罗斯， 在一

定程度上平衡着美国对俄罗斯的过分施压。 俄罗斯一直在利用美欧关系的裂

隙插进楔子， 抓住一切有利时机， 试图在美欧之间左右逢源。 在亚洲方面，

美国和中国在经贸领域产生摩擦， 但欧盟和中国在经贸领域是有广泛合作空

间的， 双方期望到 ２０２０ 年双边贸易额能够达到 １ 万亿欧元。① 美国有官员

称， 中国和欧洲虽然经常提及自由贸易， 但实际上比美国还趋于保守主义，

如今再对中国和欧洲让步是不合时宜的。② 再者， 美国对中国的南海政策一

直保持着强硬态度， 认为中国干涉了其航行自由， 并且希望布鲁塞尔方面能

支持美国， 并以此换取华盛顿方面对欧洲的乌克兰政策的支持。 但是， 欧洲

人似乎并不过分关注南海问题， 而只是关注其是否继续保持商业运输的开

放。③ 美国对俄罗斯的暧昧态度及其欧洲和亚洲战略的拓展， 说明跨大西洋

关系的裂痕越来越宽。④ 此外， 因为欧盟自身扩大和美国战略调整的原因，

美国对于介入欧洲事务的意愿逐步减少。 例如， 在科索沃危机的时候， 美国

同意欧盟国家通过北约进行干涉并妥善解决难民问题， 起到了积极的领导作

用。 但是， 在 ２０１５ 年开始的叙利亚难民危机中， 美国不再有意愿扮演外交

与军事方面的领导角色。 这表明， 美国并不愿过多介入欧洲自身的问题， 这

０２２

①

②

③

④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Ｃｈｉｎａ，” ｈｔｔｐ：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ｔｒａｄｅ ／ ｐｏｌｉｃｙ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ｓ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ｃｈｉｎａ ／ 
Ｋｅｉｔｈ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Ｄａｎ Ｄｅ Ｌｕｃｅ ａｎｄ Ｅｍｉｌｙ Ｔａｍｋｉｎ， “ Ｃａｎ ｔｈｅ Ｕ Ｓ －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Ｓｕｒｖｉｖｅ
Ｔｒｕｍｐ，”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ｙ １８，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０５ ／ １８ ／ ｃａｎ⁃ｔｈｅ⁃ｕ⁃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ｕｒｖｉｖｅ⁃ｔｒｕｍｐ ／ 
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Ｒｉｄｄｅｒｖｏｌｄ， Ｇｕｒｉ Ｒｏｓéｎ，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Ｒｉｓ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ｓ？ Ｃｈｉｎａ，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ＥＵ⁃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４０， Ｎｏ ５， ｐ ５６４
Ｒａｆ Ｃａｓｅｒｔ， “ＥＵ， 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ｋｉｎｇ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Ｄｉｖｉｓｉｖｅ Ｔｒｕｍｐ Ｔｏｕ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ｓｉｄｅｒ，
Ｊｕｌｙ １７，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ｓｉｄｅｒ ｄｅ ／ ａｐ⁃ｅｕ⁃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ｉｎｋｉｎｇ⁃ｆｕｒｔｈｅｒ⁃ａｆｔｅｒ⁃ｄｉｖｉｓｉｖｅ⁃
ｔｒｕｍｐ⁃ｔｏｕｒ － ２０１８ － ７？ ｒ ＝ ＵＫ＆ＩＲ ＝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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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侧面反映双边关系已经弱化了， 此外， 欧盟作为国际关系中的规制性

力量的作用在退化， 维系双方的自由国际秩序亦发生变化。①

综上， 西方社会内部发生的各种问题， 最终都会被反映到美欧关系中，

并且在多层次多领域广泛而持久地展现。 对于美国方面来说， 欧洲是 “搭

便车者”， 是 “安全消费者”， 美国需要重新进行利益划分， 通过施压的方

式寻找对美国更加有利的权利与义务划分。 在美国较为剧烈的外交与战略转

型的影响下， 欧洲人一方面因为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珍视而与美国进行有

限抵制， 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寻求某种战略缓和。 总之， 在当前的美欧关系

中， 欧洲人还没有明晰的应对策略， 还在经历较为痛苦的政策重塑期。

二　美欧的自身调整与政策应对

跨大西洋关系近期的显著变化， 离不开双方基于自身利益与战略目标进

行的整体调整。 但是， 美国国内政治文化生态急剧变动引起的对外政策的大

幅度调整， 对欧洲产生了直接影响， 使得欧洲一体化受挫。 内忧外患的欧洲

不得不应对西方内部世界的新变化。

（一）美国内顾倾向严重，影响对欧政策

虽然美欧关系的退化与欧洲基于自身环境变化而进行的自主性政策调整

息息相关， 但美国国内环境的变化和对外政策与战略的调整， 依然是跨大西

洋关系变动的重要推力。 在某种程度上， 欧洲的政策调整是对美国战略变化

的一种反映。 多年来， 美国国内自由派相较于保守派政策转化率高， 右翼只

能以观念强度的变化来回应左翼观念幅度和位置的变化， 累计的量变引起质

变， 保守派的 “被围困心态” 最终爆发， 引起了国内政治的显著变化。②

１２２

①

②

Ａｋａｓｅｍｉ Ｎｅｗｓｏｍｅ， “Ｃｒｅｄｉｂｌｅ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ｓ？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ｒｉｓ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４０， Ｎｏ ５， ２０１８， ｐｐ ５８７ － ６０４
刘瑜： 《后现代与乡愁———特朗普现象背后的美国政治文化冲突》， 《美国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第 ８３ ～ １０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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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朗普选举时起， 美国社会就表现出了一种愈发分裂的状态。 选民希

望改革， 而不是墨守成规， ２０１６ 年大选就展现了美国不同经验和想象之间

的碰撞， 这是 “新政自由主义” 和保守主义的较量， 是保守主义对多元文

化主义的一次 “清算”， 在选民愤怒的选择下， 他们期望的是现实的、 熟悉

的和触手可及的梦， 他们需要安逸。① 在国内， 美国人对传统的政治价值观

的信仰强度明显下降， 各种极端化思潮出现， 美国政治行为日益朝两极发

展， 再加上伴随美国相对衰落而来的政治极化与社会结构调整， 使得美国的

政治文化发生转型， 大众化与民粹化趋势明显。② 特朗普执政后， 努力兑现

选举承诺， 内顾倾向明显， 对外精力变少， 继而影响了其外交政策与战略

思想。

在外交领域， 美国奉行 “有原则的现实主义”， 遵循 “美国优先” 的理

念。 在自由主义的国际战略力不从心、 美国建制派与反建制派拉扯造成的社

会分裂的影响下， 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调整。 自 ２０１７ 年发布 《美国

国家安全战略》③ 之后， 美国的外交转型基于对本国利益的坚决维护， 不再

过多涉及无意义的世界领导责任。 特朗普的外交理念是推动国际责任的再分

配， 改变美国承担大部分责任的现状， 让 “美国优先” 这个之前孤立主义

和仇外主义的代名词复活， 推卸全球治理责任； 推行经济民族主义政策， 拒

绝自由贸易； 由于对 “价值观外交” 无感， 外交实践更加注重实际获益。

这样一来， 冷战后两党间建制派默契地达成的自由国际主义共识， 被特朗普

的反建制行动逐步抛弃， 这种外交政策嬗变甚至可被视为一场 “外交革

命”。④ 强调国内的民主、 自由、 财富， 主张减少对外干涉和过分义务的杰

克逊的外交理念， 逐步取代了汉密尔顿与威尔逊式的外交思想， 美国外交理

２２２

①

②

③

④

王希： 《特朗普为何当选？ ———对 ２０１６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历史反思》， 《美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

第 ３ 期， 第 ２６ ～ ２８ 页。
潘亚玲： 《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 《美国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第 ４４ ～ ５９ 页。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ＮＳＳ⁃Ｆｉｎａｌ － １２ － １８ － ２０１７ － ０９０５ ｐｄｆ
张旗： 《特朗普的 “外交革命” 与自由国际主义的衰落》， 《东北亚论坛》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第 ８２ ～ ８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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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大西洋关系现状及其发展前景

念的回摆是造成美欧摩擦的思想动因。①

因此， 在这种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影响下， 特朗普政府势必对美欧

关系做出调整。 在冷战时期， 因为欧洲处于对抗苏联的战略前线， 跨大西洋

关系十分紧密。 随着冷战的结束， 虽然由于战略惯性， 欧洲依旧是美国的战

略关注点， 但是其地位逐步下降。 再后来， 布什、 奥巴马总统的战略转向使

得欧洲的战略地位进一步下降。 虽然欧洲人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的 “印太

战略” 是一个战略机遇， 并且希望通过对接来巩固自己战略周边的安全，

促进自身经济利益②， 但美国并没有把欧洲作为其战略重心， 而是将其边缘

化了， 在印太地区加强了与澳大利亚、 印度和日本的战略联盟。 未来， 特朗

普将持续在印太地区投入力量， 欧洲或将被逐步疏离。

（二）欧洲内外危机丛生，被迫应对美国施压

欧洲相较于美国来说面临更为复杂的问题。 美国从欧洲的逐渐抽离恰逢

欧洲历史上的艰难时刻。 在 １９９９ 年的巴尔干危机和 ２００８ 年的金融危机时，

欧洲尚未呈现出严重的内部问题， 但是， 在 ２００９ 年欧元危机之后， 欧洲经

历了较为动荡的几年③， 呈现出融合不力、 内忧外患、 动荡不安的危险特

征。 总体来说， 自 ２１ 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 欧洲呈现出了三种形式的 “主

权危机”， 即金钱危机 （欧元区危机）、 边境危机 （申根危机） 和防务危机

（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僵持）。④

欧洲经济在经历了 ２００９ 年的动荡之后便呈现出曲折上升的形势， 例如，

３２２

①

②

③

④

张蓓、 孙成昊：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欧关系的变化、 动因及影响》， 《国际展望》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第 ６４ ～ ６６ 页。
Ｅｖａ Ｐｅｊｓｏｖａ，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ｔｏ Ｅｕｒｏｐ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ＥＵＩＳＳ ），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ｓｓ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ＥＵＩＳＳＦｉｌｅｓ ／
Ｂｒｉｅｆ％２０３％２０Ｔｈｅ％２０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０ ｐｄｆ
Ｔｈｏｍａｓ Ｗｒｉｇｈｔ， “ Ａ Ｐｏｓ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Ｕ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ｓｃｈ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ｅｄｕ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ｆｐ＿ ２０１７１２０５＿ ｐｏｓ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ｐｄｆ
Ｊｏｌｙｏｎ Ｈｏｗｏｒｔｈ，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ＥＵ⁃ＮＡＴＯ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ｒ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４０， Ｎｏ ５， ｐ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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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和欧元区国家 ２０１７ 年的 ＧＤＰ 增长同为 ２ ４％ 。① 但是， 欧盟内部的经

济发展极化现象严重， 且欧债危机的余震并未消除； 欧洲南部国家的高债务

问题虽然有所缓解， 但仍然有很多问题。 乌克兰危机把欧洲的目光由内乱问

题转向外患问题， 东向的俄罗斯地缘政治压力缩减了欧洲和北约的战略空

间， 华盛顿方面的战略退缩和俄罗斯对于领土的热切渴望使得欧洲东向长期

保持着警惕性与不确定性。 ２０１５ 年的难民危机使得欧洲雪上加霜， 在经历

了最开始的高压情势之后， 欧洲难民危机有所缓解， 但是 ２０１８ 年地中海的

西线和东线依旧输送着大量的难民， 不断给欧洲边境施压， 在一定程度上破

坏了欧洲一直运作良好的申根与难民庇护机制。 此外， 难民危机下显著增加

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使得欧洲陷入了长期的不安与恐惧。

欧洲国家的内顾倾向也十分明显， 这突出表现在民粹主义盛行、 极端右

翼政党发展壮大、 改革困难和缺少国际主义关怀等。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欧洲

经济正义关怀的缺位， 使得欧洲国家的改革举步维艰。 法国总统马克龙征柴

油税引起的 “黄背心” 运动展现出来的暴力性、 自发性和广泛性， 表明西

方民主政治制度存在沉疴与危机， 使得国家和政府不顾底层人民意愿而进行

的改革归于失败。 还有， 英国脱欧、 中东欧国家对难民配额的坚决抵制、 波

兰司法改革对欧盟造成的民主价值冲突等， 都说明欧盟与部分成员国渐行渐

远， 欧洲一体化的根基在逐步销蚀。 总之， 自 ２００９ 年开始， 欧洲内部的严

重问题开始涌现， 再加上乌克兰危机和难民危机等外部地缘问题， 内外无法

兼顾， 平衡无法达成。

内部的变化使得欧洲的对外政策发生了调整， 而欧洲外部面临的最突出

的问题， 是大西洋联盟的变化。 这是欧洲本轮政策调整的基点。② 特朗普上

台之后， 又促使欧洲进行更加被动的政策选择。 当然， 关于欧洲对美政策到

４２２

①

②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ＧＤＰ，” ｄａｔａ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ｉｎ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ＧＤ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ＤＰ＿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３
《 “裂变” 的大西洋联盟与欧洲对外政策调整———专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

所长张健》， 《世界知识》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 第 ３９ ～ 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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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大西洋关系现状及其发展前景

底调整到什么程度， 欧洲内部是有分歧的。 传统派认为美欧关系只是因为特

朗普执政才出现分歧， 并不需要进行根本调整； 另一方则认为欧美间的好时

代已经过去， 欧洲应该进行更为彻底的变革。 但是， 欧洲目前并没有形成明

晰的对美战略调整， 只是在应对美国政策调整的基础上进行缓慢探索。 欧洲

的一体化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欧洲对外安全与外交政策的调整， 例如，

乌克兰危机使得欧洲的外交与安全合作加强了。① 英国的脱欧也使得欧陆人

相较于之前不再那么分裂了。②

越是在危机时刻， 欧洲越试图强化一体化并且强调风险共担。 在军事

上， 欧洲在美国战略退缩的时刻在外交与安全领域变得空前自主， 也有了更

为坚定的决心。 这将使得欧洲并不总是唯美国马首是瞻。③ 例如， 欧洲出台

了 “永久结构性合作” 机制， 虽然该机制相较于北约并没有另立门户， 但

是展现了欧洲建立较为自主的安全构架的愿景。 在贸易问题上， 欧洲尝试将

美欧间的贸易摩擦诉诸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 并督促美国重新回到之前

的规则体系内； 同时， 通过欧盟领导人出访美国， 缓和包括汽车税在内的多

个问题。④ 但是， 欧洲只能在政策领域进行切割， 在和美国保持整体关系的

同时， 在伊核、 贸易、 气候变化等领域更为自主。 同时， 欧洲人也试图把美

国的政治生态以及美欧人民的情谊与现任美国总统区分看待。⑤

（三）美欧之争或将持续

美欧之争， 很大程度上展现了西方世界价值观、 权力观、 战略观的诸多

５２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ａｉ Ａ Ｋ Ｄａｖｉｓ Ｃｒｏｓｓ， Ｉｒｅｎｅｕｓｚ Ｐａｗｅｌ Ｋａｒｏｌｅｗｓｋｉ， “Ｗｈａｔ Ｔｙｐ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Ｈａｓ ｔｈｅ ＥＵ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ｅ⁃Ｒｕｓｓｉａ Ｃｒｉｓｉｓ？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５５， Ｎｏ １， ２０１７， ｐｐ ３ － １９
Ｊｏｌｙｏｎ Ｈｏｗｏｒｔｈ，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ＥＵ⁃ＮＡＴＯ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ｒ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４０， Ｎｏ ５， ｐ ５２８
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Ｒｉｄｄｅｒｖｏｌｄ， Ａｋａｓｅｍｉ Ｎｅｗｓｏｍｅ，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Ｃ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ＥＵ⁃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４０， Ｎｏ ５， ｐｐ ５１１ － ５１３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Ｐ），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ＵＳ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ｎ ＥＵ⁃ＵＳ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张蓓、 孙成昊：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欧关系的变化、 动因及影响》， 《国际展望》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第 ６４ ～ ６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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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在理念上， “美国优先” 的单边主义倾向与欧洲的多边主义、 全球治

理理念产生了深刻的分歧， 进而导致双方在经贸、 国际组织、 危机处理等方

面无法协调行动。 此外， 美国人依旧注重传统大国间的实力变化与平衡关

系， 对传统安全领域抱有极大热情， 而欧洲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和平发展

理念更为珍视， 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更为关注。 在战略上， 超强的军事

实力和传统霸权国的地位决定了美国的战略可以随自身利益的偏好发生转

变。 当今美国的战略偏好是面对亚太的新情势， 欧洲因为战略惯性和战略边

缘出现多重危机， 其精力只能局限在周边。 欧洲东部和南部的多重形势危机

在持续不断地给欧洲施压。 美国也并未停止对欧洲施压， 例如对从俄罗斯经

波罗的海直接到德国的北溪二号百般阻挠； 国务卿蓬佩奥在中东欧访问时利

用 “反华为” 事件离间欧洲， 试图利用波兰等与欧洲有离心力的国家造成

欧盟内部不和。 美国国内各种因素近些年来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使得美国

的政治文化发生了转变， 极化问题趋于严重。 特朗普上台后快速兑现承诺，

对美国对外政策和战略进行了大幅调整， 导致国际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恶

化。 在此背景下， 美欧关系急转直下。 美国是这种恶化的施动者， 欧洲则处

于较为被动的应对状态。 欧美抵牾不能忽略当今世界的总体格局背景， 即国

际力量对比的显著变化、 地缘政治中心的逐步东移、 国际秩序的剧烈调整，

以及美欧间由此而发生的各方面的变化。① 美欧关系的调整， 也是为适应这

种国际格局的变动。 美欧关系张力将在短期内持续， 并将影响国际格局的再

塑造。

三　跨大西洋关系的可能前景

面对当今的跨大西洋关系， 有的学者把其比喻为 “跨大西洋式离婚”。②

６２２

①

②

林利民、 张蓓： 《美欧矛盾的性质及其未来趋势》， 《当代世界》 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 第 ４２ 页。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 Ｗａｌｔ， “ Ｉｎ Ｐｒａｉｓｅ ｏｆ ａ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Ｄｉｖｏｒｃ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ｙ ３０，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３０ ／ ｉｎ⁃ｐｒａｉｓｅ⁃ｏｆ⁃ａ⁃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ｄｉｖｏｒｃｅ⁃ｔｒｕｍｐ⁃ｍｅｒｋｅｌ⁃ｅｕｒｏｐｅ⁃
ｎａｔ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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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国驻欧盟大使戈登·桑德兰 （Ｇｏｒｄｏｎ Ｓｏｎｄｌａｎｄ） 认为， 美欧间这段

“婚姻” 虽然起起落落， 但没有发生实质变化。① 美欧关系的起落涉及方方

面面， 因此， 需要从美欧各自的角度并综合多个方面， 来考量跨大西洋关系

发展的基本前景。 总体来说， 美欧关系分为两种基本图景， 即弱化的关系和

强化的关系 （见表 １）。 但是， 这种双边关系还需要放在更为长远的时空背

景中去考察。

表 １　 危机与美欧关系

美欧关系 弱化的关系 强化的关系

欧盟的凝和度 整合的欧盟 分裂的欧盟 整合的欧盟 分裂的欧盟

美欧关系的类型

出现欧盟超级大国 分裂的美欧关系 美国霸权 分化型关系

表现为欧盟内部

凝和，且独立于美

国；外部与美国竞

争，并引导实施不

同政策

表现为欧盟内部

无法和解；在面对

美国立场与政策

时欧洲内部出现

分裂

表现为欧洲与美国

合作展现韧劲与决

心；内部顺从美国

的政策与偏好；外
部劳工部门分开

表现为欧盟核心

成员国和美国保

持跨大西洋的紧

密关系

　 　 资料来源： 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Ｒｉｄｄｅｒｖｏｌｄ， Ａｋａｓｅｍｉ Ｎｅｗｓｏｍｅ，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Ｃ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ＥＵ⁃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４０， Ｎｏ ５， ｐ ５０９。

从表 １ 中可以看出， 美欧关系随着美国与欧洲各自力量和战略倾向的变

化， 呈现出两种关系变化和四种可能图景。 如果欧洲呈现整合状态， 实力大

幅上扬， 并且与美国引导的路径不匹配， 就可能出现第一种图景， 即欧盟作

为一个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和美国分庭抗礼； 如果欧盟分裂， 并且内外事务

都出现问题， 就会使得美欧关系呈现分裂状态， 第二种图景出现。 这两种图

景属于弱化的美欧关系。 如果欧洲作为整合的政治实体， 与美国进行了良好

的内外协调， 就会出现第三种图景， 即美国主导双边关系， 美国霸权出现；

如果分裂的欧盟内部个别行为体形成合力， 与美国保持紧密联系， 则会形成

７２２

① Ｎｉｍａ Ｇｈａｄａｋｐｏｕｒ， “ＥＵ⁃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Ｌｉｋｅ ａｎ Ｕｐ⁃Ｄｏｗｎ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ｂｕｔ Ｉｎｔａｃｔ’ ⁃ＵＳ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Ｅｕｒｏｎｅｗ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７，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１０ ／ １７ ／ ｅｕ⁃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ｌｉｋｅ⁃
ａｎ⁃ｕｐ⁃ｄｏｗｎ⁃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ｂｕｔ⁃ｉｎｔａｃｔ⁃ｕｓ⁃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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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图景， 即分化型跨大西洋关系。 第三种和第四种图景属于强化的美欧

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 这四种图景可以重叠。 从目前的美欧关系来看， 第二

种图景更符合当下的情势， 第四种图景在议题式合作领域隐约显现。 所以，

美欧关系既会有弱化和退化的一面， 也会有加强的一面， 需要综合考量。

（一）美欧间依旧存在合作空间

虽然在前文的现状描述中， 有很多国外学者认为美欧间军事领域的关系

已经退化， 但是美欧军事防务领域仍是跨大西洋关系合作的关键领域。 此

外， 美欧间的经贸联系、 共同的文化与价值观纽带仍将继续起作用。① 在欧

盟 “全球战略” 颁布实施两周年之时， 欧盟表示： “牢固和运行良好的跨大

西洋关系依旧是事关欧洲安全与繁荣的关键要素。 基于共有的价值观、 利益

和承担促进彼此利益的国际事务的意愿， 欧盟依旧是美国的战略伙伴。”②

“永久结构性合作” 在英国脱欧和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背景下， 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由欧盟 ２５ 国启动。 这是一个有雄心、 约束性和包容性的安全合作机

制， 虽然在资源获得方面和北约形成竞争， 但在能力建设方面是和北约互补

的。 欧盟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重塑美欧安全机制， 只是希望优化现有安全机

构并且予以适当补充， 明确权责分配， 使得美欧间的关系能健康、 良性地

发展。③

尽管有学者对现阶段的美欧关系表达了悲观的看法④， 但也有学者仍较

为乐观地认为， 自由国际主义危机和变迁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 它有足够的

惯性和韧性在这一次危机中存活， 它仍是有未来的。⑤ 德国学者索尼娅·考

８２２

①

②

③

④

⑤

金玲： 《跨大西洋关系： 走向松散联盟？》，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第 ３６ 页。
ＥＵ，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Ｕ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Ｙｅａｒ ２，”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 ｐ １１
郑春荣、 范一杨： 《重塑欧美安全关系？ ———对欧盟 “永久结构性合作” 机制的解析》，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第 １ ～ ２４ 页。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 Ｈａａｓｓ，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Ｒ Ｉ Ｐ ，”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ｒｃｈ ２１，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ｆｒ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ｌｉｂｅｒａｌ⁃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ｒｉｐ；
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 “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９４，
Ｎｏ １， ２０１８， ｐｐ ７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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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曼 （Ｓｏｎｊａ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和马蒂斯·罗豪斯 （Ｍａｔｈｉｓ Ｌｏｈａｕｓ） 认为， 在未来

十年内， 共享的自由文化和欧洲集体行动能力对于美欧关系是十分关键的，

如果欧洲在美国政策呈现不确定性的机会窗口期形成较为具体的共同外交与

安全政策， 对于欧盟掌握主动将是有帮助的。 此外， 在未来的科技等领域，

双方是存在广泛合作空间的。① 欧盟在关键议题上依旧会与美国保持紧密的

合作， 除了经贸、 防务和价值观等领域， 欧盟与美国也会在能源、 数字经

济、 数据保护、 打击恐怖主义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②

（二）短期与长期的跨大西洋关系图景展望

从短期看， 跨大西洋关系因为美国与欧盟的政策难以协调和欧盟自

身的分裂性， 呈现出了弱化的情景， 并且这种情况将维持相当一段时间。

虽然美欧依旧在经贸、 科技、 价值观、 军事等领域拥有较为广泛和牢固

的合作关系， 但是， 跨大西洋的分裂趋势仍将是主流。 前文所述第四种

图景也只是意味着双方将在更多就事论事的 “议题性” 或 “交易性” 问

题上达成某种共识， 而难以再次回归之前所拥有的较为牢固和全面的亲

密关系。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 德法两国首脑在亚琛签署 《德国和法国关于合作和

一体化的条约》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Ｆｒａｎｃｏ⁃Ｇｅｒｍａ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又称

《亚琛条约》）。 双方同意在重要场合会面之前协调立场； 把联合国改革和德

国成为常任理事国等列为优先外交事宜； 成立德法国防安全委员会， 签约国

可对外派兵； 联合保卫边境安全。 而此时的英国， 犹如其在两百年前事关欧

洲协调的亚琛会议上表现的那样， 拒绝任何形式的超国家组织的出现， 观望

但不融入欧洲大陆。 在英国脱欧和一体化日见险阻的情况下， 德国和法国期

９２２

①

②

Ｓｏｎｊａ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Ｍａｔｈｉｓ Ｌｏｈａｕｓ， “ Ｅｖｅｒ Ｃｌｏｓｅｒ ｏｒ Ｌｏｓｔ ａｔ Ｓｅａ？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Ｖｏｌ ９７， ２０１８， ｐｐ １８ － ２５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Ｌｅｗｉｓ， Ｊａｃｏｂ Ｐａｒａｋｉｌａ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Ｐｅｔｓｉｎｇｅｒ， “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 Ｉｒｒｅｐｌａｃｅａｂｌ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 Ａｐｒｉｌ １１，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ａｔｈａｍｈｏｕｓｅ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ｆｕｔｕｒ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ｉｒｒｅｐｌａｃｅａｂｌ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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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通过协作进一步加强欧洲行动的独立性。① 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

（Ｊｕ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曾经认为以德法为中心的国家必须组成坚强的一体化硬

核， 唯有如此才能对内说服维持现状的成员国和欧洲怀疑论持有者， 对外使

欧盟真正具有全球行动力。② 如今， 德法两国正进行着艰难的尝试， 期望用

核心国家的坚强合作使欧盟更为统一， 以此协调立场， 共同应对外部世界的

变化。 当然， 所有欧洲立场的协调和统一， 都会给美欧关系带来潜在的影

响。 一个更为一体化的欧洲或许是对美国孤立政策的回应， 但同时， 这种由

个别国家主导的欧洲一体化如果在美欧关系中进行积极建构， 也可能强化美

欧关系。

从长期来看， 跨大西洋关系不会发生剧烈或根本性转变， 双方仍将维持

一定限度的合作关系。 但是， 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权势的转移、 多元文化

的兴起、 移民与难民等问题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内部关系， 反全球化与

民粹主义等较为极端的思潮对西方世界造成了巨大冲击， 西方世界正处于自

身的解构与重构之中。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美国和欧洲依旧享有共同的文化

传统、 历史回忆与军事同盟关系， 但如果欧洲依旧矛盾重重且无法内外协

调， 美国又继续偏离欧洲一意孤行的话， 跨大西洋关系或将难以再次紧密，

而最终变为松散的议题联盟式关系。

（审读　 赵晨）

０３２

①

②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Ｇｒｏｓ⁃Ｖｅｒｈｙｄｅ， “ Ｆｉｖ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Ｖｉｒｔ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Ａａｃｈｅｎ，” Ｅｕｒａｃｔｉｖ，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２，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ｕｒａｃｔｉｖ ｃｏｍ ／ ｓｅｃｔｉｏｎ ／ ｆｕｔｕｒｅ⁃ｅｕ ／ ｎｅｗｓ ／ ｆｉｖｅ⁃ｈｉｄｄｅｎ⁃ｖｉｒｔ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ｙ⁃ｏｆ⁃ａｉｘ⁃
ｌａ⁃ｃｈａｐｅｌｌｅ ／ 
赵光锐： 《哈贝马斯的欧洲一体化思想： 世界公民理论下的欧洲联邦建设》， 《德国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第 ２６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