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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讨

英国智库对英国对华决策的影响机制
——以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为例

忻 华 杨海峰

［摘 要］借助制度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理论范式，从“权力场中心空间”和“决策共同体”

的理论视角切入，考察英国智库在英国对外决策体系的“塔形”架构中的位置，可以发现，

英国智库居于决策精英、政党、利益集团、媒体和学术界之间，是传递利益诉求、影响政治

决策的重要行为体，在英国对华决策机制中亦发挥着显著影响。作为英国和欧洲最有影响力

的智库，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影响英国对华决策的机制包括三个方面：（1）通过研究项目和出

版物形成间接影响。该研究所关于中国问题的出版物数量的变化，与同时期英国国会涉及对

华决策的会议数量的变化，具备一定程度的数理统计的相关性。（2）通过参加英国议会或内

阁有关对华政策的专题会议，形成短期直接影响。统计表明，该智库在影响英国议会对华决

策的力量总和中，约占 1/5 的权重。（3）通过“旋转门”体制，形成长期直接影响。该智库

涉及对华研究的专家团队和高管人员中，有 71.4%为英国内阁卸任官员。皇家国际事务学会

影响英国对华决策的机制，既印证了“权力场中心空间”和“决策共同体”的理论视角，亦

体现出英国智库与美国和欧洲大陆的智库不同的特色。

在欧盟各成员国中，英国的智库数量最多、出现最早，对其政府决策体系的影响最深刻。

早在 1955 年至 1961 年间，在美国的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进入美国外交与安全决

策体系的同时，英国最早的一批智库，如“政治与经济计划研究所”（Political and Economic

Planning）等，则进入内阁咨询体系，影响了英国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决策体系，参与构建了

英国最初的决策认知共同体。休·彭伯顿和彼得·豪的研究表明，英国智库与利益集团、政

忻华，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和英国研究中心副教授（上海 200083）；杨海峰，上海欧洲学会副秘

书长（上海 200041）。本文原载《外交评论》2014 年第 4 期，第 121-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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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社团、政党和决策精英一起，共同推动英国政府实现了三阶段的决策范式转变，从 1960

年代的福利主义导向转变为 198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导向。1 而比尔·考克瑟则认为，由于

传统的行政官僚体系、大学研究机构和政党附属研究部门对突发性问题应对无力，保守党自

1970 年代开始，工党自 1990 年代开始，都逐渐倚重智库作为决策新思维的重要源头，智库

因而成为英国一种特殊类型的压力集团。2 而且，自 2007 年至 2012 年，英国每年新增一家

智库。这表明，智库作为影响英国决策的重要行为体，在英国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仍在提升。

考虑到中英关系近年来出现的波折，研究英国智库对英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不过，目前所见的国内外文献，对英国智库影响英国对外决策体系的机制，特别是其对

英国对华决策的影响途径、方式与效果，尚无专门研究。国外的著述对包括智库在内的各类

社会行为体在总体决策结构中的位置与作用展开了理论探讨，并已提出一些范式和视角，3

但鲜有文献专门集中阐述智库在其中的位置与影响，亦未见到有文献借助现有理论工具，通

过构建分析框架，详细分析智库影响决策的具体案例。而国内已有的著述，虽然对国外智库

的总体状况以及涉华研究的一般状况，做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研究，4 但在理论应用与数据分

**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科规划项目“欧洲智库对欧盟对华经济政策的影响机制研究：从欧洲压力集团政治

的视角出发”（项目编号：13YJCGJW013）、上海市哲社规划中青班专项课题（项目编号：2012FGJ001）、上

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课题（项目编号：KB1591210）、上海外国语大学政治学博士后研究项目“欧洲智库

对欧盟对外政策的影响机制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外交评论》编辑部及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

出的宝贵意见。

1 Hugh Pemberton, Policy Learning and British Governance in the 1960s, 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283；Peter A. Hall, “Policy Paradigms, Social Learning, and the State：The

Case of Economic Policy Making in Brit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25, No.3, 1993,pp.275-296.

2 Bill Coxall, Pressure Groups in British Politics, Harlow：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1,

pp.75-79.

3 近几年关于智库研究的国外著述有：Thomas Medvetz, Think Tanks in America,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James G. McGann and Richard Sabatini, Global Think Tanks：

Policy Networks and Governance, London：Routledge, 2011；Murray L. Weidenbaum, The Competition

of Ideas：The World of Washington Think Tanks, 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9；

James G. McGann, Think Tanks and Policy Advice in the United States：Academics, Advisors, and

Advocates, New York：Routledge, 2007；Donald E. Abelson, A Capital Idea：Think Tanks and US Foreign

Policy, 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6；James G. McGann, Tanks,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Northampton，Massachusett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2005；Diane Stone and

Andrew Denham, eds., Think Tank Traditions：Policy Research and the Politics of Idea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Andrew Rich, Think Tanks, Public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Donald E. Abelson, Do Think Tanks Matter?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4 近几年的论文有：卢静：《美国智库对当前中美关系的评析综述》，《现代国际关系》，2010 年第 7 期，

第 41-49 页；潘忠岐：《欧洲智库的最新发展及其对华研究》，《现代国际关系》，2010 年第 10 期，第 8-14

页；王莉丽：《美国公共外交中智库的功能与角色》，《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1期，第 39-42 页；忻华：



欧洲观察|2014.9 - 3 -

威海路 233 号 803 室，上海，200041 电话/传真: 0086-21-63276919

网址：www.sies-cn.org 电子邮件: mail@sies-cn.org

析方面似有继续深入的空间。鉴于既有研究的不足，本文打算在梳理与智库相关的决策机制

理论的既有范式与视角的基础上，借助制度主义和精英主义的范式，从“权力场中心空间”

和“决策共同体”的视角切入，对英国智库在英国对外决策结构中的位置与作用，建立起一

般性的分析框架，并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一家英国智库，即在全球智库多项排名榜中位居前列

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运用这一分析框架详细分析该智库对英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机制，

意在为此类研究提供一幅针对具体问题的更清晰而明确的理论图景。5

一、智库对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的范式、视角与模型

现有文献关于智库对决策的影响机制的解释，共有四种理论范式。（1）多元主义。这一

派理论强调影响决策体系的社会力量结构的多元性，认为影响决策的各因素处于分散而不断

变化的状态，智库是其中一种，与利益集团、游说团体、政见社团等并无二致，对决策进程

的部分环节发挥有限的影响力。6 （2）制度主义。这一派理论认为，制度的结构与功能制

约着其体系内各行为体的运作规律，智库是其中的重要行为体，参与塑造决策体系的结构；

要厘清智库对决策的影响，就要首先分析决策体系的制度框架的特征。这一派理论认为智库

的影响力较强，但并未明确解释智库与核心决策层之外的社会力量结构（如学术共同体、舆

论等）的相互关系。7 （3）精英主义。该理论对智库影响政治决策的机制的解释，最早可

见于美国政治学家赖特·米尔斯的著述。这一派理论认为，智库为决策精英提供具有专业学

理性的话语体系、理论视角和意识形态架构，以论证其决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而智库凭

借自身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乃至决定着决策者的思维方式、政策偏好和话

语表达方式。8 （4）新葛兰西主义。这一派的理论家从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精英文化

霸权的视角出发，忽略智库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强调其意识形态倾向，认为智库帮助统治精

《美国主要智库对美国对韩贸易政策的影响机制：结构与过程的视角》，《国际论坛》，2012 年第 2期，第

25-31 页。

5 英国智库数量众多，分布领域广泛。而目前世界最权威的智库排名榜，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斯·

麦克甘（James G. McGann）主持编纂的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Report 的 2013 年度报告显示，英国

现在共有 287 家智库，占欧洲智库总数的 18%。这份报告还指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简称 RIIA）在“全球智库 150 强”、“安全与国际事务研究”两项

排名中都居于所有欧洲智库之首，在“美国以外全球智库 100 强”中居于首位，在“西欧智库 75 强”、“国

际经济政策研究”两项排名中居于前五名之内，可算是英国在对外决策领域研究水平最高、影响力最大、

代表性最强的一家智库。

6 Steven Lukes, Power：A Radical View, 2
nd
edition,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04；Frank

Fischer, Techn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 Newbury Park, CA：Sage Publications, 1990.

7 Thomas Teichler, “Think Tanks as an Epistemic Community：The Case of European Armaments

Cooper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48
th
Annual Convention, Chicago, Illinois, 2007.

8 C. Wright Mills,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G. William Domhoff

and Thomas R. Dye, eds., Power Elites and Organizations,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87.



欧洲观察|2014.9 - 4 -

威海路 233 号 803 室，上海，200041 电话/传真: 0086-21-63276919

网址：www.sies-cn.org 电子邮件: mail@sies-cn.org

英巩固不同社会群体间的非强制性权力关系，突出智库作为既成社会形态的“守门人”的角

色。9

以上述四种范式为基础，学者们从社会政治体系的宏观和中观层面出发，提出了四种视

角，可作为基本理论架构，用于分析智库对决策的影响机制。（1）“权力场的中心空间”视

角。从布尔迪厄的“社会空间”与“权力场”理论出发，这一理论视角指出，政治决策体系

是由政治、财经、媒体、学术四个领域构成的复合空间，与决策相关的信息与资源在此空间

内流动，形成“权力场”，而智库居于此“权力场”的中心，对决策体系的四个领域均构成

影响。10 （2）“决策共同体”视角。一些政治学家运用制度主义的分析工具，考察影响决

策的多重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动态复合关系，进而指出，政治决策体系是由多种力量构成

的“决策共同体”或“政策网络”；其内部各种力量的互动形成不断流动的政策过程；决策

者为处理复杂问题，必然依赖“决策共同体”内由专家构成的“认知共同体”，而智库则是

其中之一部分。11 （3）“决策范式转换媒介”视角。彼得·豪运用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

分析工具，考察英国经济决策的变迁过程，指出，当既有范式下的所有政策工具都无法解决

危机时，决策体系就可能寻求范式的转变。他进而指出，此时智库作为国家与外部世界之间

的媒介，提供新的范式概念，重塑政治精英的决策范式。12 （4）“话语联盟”视角。另有

学者依据建构主义的理论工具，考察决策过程中的观念建构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

为，政治决策体系是拥有共同的社会概念的建构体系的一群行为体，借助共同的话语与概念

结构表达其利益诉求与政策偏好，而智库是其中能够为决策议题进行话语建构的重要行为

体。13

决策本身尽管包含复合的互动架构和明确的规则程序，但终究仍是决策者脑中的思维活

动，具有相当程度的隐蔽性和多变性。研究者虽然能将决策体系进行细分，解析出其中各类

影响因素，但仍很难确凿地证明各类因素对决策者的影响途径与方式。因而研究者有时将决

策体系称为“决策黑箱”。不过，研究者运用以下三种模型，仍可对智库影响决策的具体方

式作出解析。（1）霍尔斯蒂模型。这一理论较简明，但只能评估智库即时和直接的影响力，

而不能分析其长期的和间接的影响力。14 （2）整体影响力模型。这一模型将决策体系分为

9 Charles Murray, “The Coming White Underclass”,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29, 1993.

10 Thomas Medvetz, Think Tanks in America.
11 Peter M. Haas,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1, 1992.

12 Peter A. Hall, “Policy Paradigms, Social Learning, and the State：The Case of Economic Policy

Making in Brit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25, No.3, 1993, pp.275-296.

13 Maarten A. Hajer, “Discourse Coalitions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ractice：The Case

of Acid Rain in Britain”, in Frank Fischer and John Forester, eds., The Argumentative Turn in

Policy Analysis and Planning,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4 Kalevi Jaakko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5
th
edition,Engle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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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政府）和外围（一般公众），并指出在中心和外围间，有不同因素聚集形成的专业知

识组群对决策形成综合影响，但对组群与决策体系的相互关系并无清晰的描绘。15 （3）智

库影响力四要素模型。美国学者詹姆斯·麦克甘认为，智库影响力可细分为四项要素：资源

（包括资金、人才、人脉网络、智库信誉）、产出（指智库之研究成果）、对外服务（与媒体

和政府官员联系的程度）、冲击力（研究成果被媒体和政府采信之程度）。这一模型对智库影

响力的各方面做出了总体概述。16

上述的范式、视角和模型为智库影响力研究提供了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分析工具。然而，

在分析智库对特定政治决策体系的影响机制时，现有文献仍缺乏必要的解析精度。特别是，

关于特定政治体系的内部层级关系，关于智库向决策体系施加影响的具体方式，关于特定政

治体系受到智库影响的具体部位与运作环节，现有文献仍缺乏结构与数据上的精度。有鉴于

此，本文为智库影响力的研究设计了一个分析框架，并聚焦于英国智库对英国对外政策的影

响机制，将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对英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作为案例展开详细分析。

二、英国智库对英国对外决策体系的影响机制的基本架构

1.英国对外决策体系的基本结构

与美国基于成文宪法典、按照系统的制度设计而建立起来的政治体系不同，英国政治体

系作为最早形成的代议民主体制，具有一定程度的碎片化特征，其内部的层级结构与权力流

转相对美国更为繁复和曲折。因而对英国政治决策架构的理论概括就更显艰难。目前文献已

构建起分析英国决策体系的两种模型：“俄国套娃模型”17和“蛛网模型”。18 这两种模型都

将英国的行政决策体系划分为若干层次，并区分出掌握最高决定权的核心部门与功能性的外

围部门，梳理出资源、信息、利益诉求与权力的流动方向；但都局限于分析英国行政体系本

身，而未将影响决策的社会各领域纳入考察范围。因而要阐述英国对外决策体系的全貌，就

需要更加宏观而精细的模型。

实际上，在一个现代决策体系中，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政策偏好，都会从最基层

的草根社会通过特定渠道逐层向上传递和汇集，而决策者则借助一定的制度架构，对其进行

筛选和处理。因而介于执政精英和草根社会之间的政党、利益集团、公民社会等力量结构是

Cliffs of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88.

15 Hugh Heclo, “Issue Networks and the Executive Establishment”, in Anthony King，ed., The

New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Washington，D.C.：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78；Donald

E. Abelson, A Capital Idea：Think Tanks and U.S. Foreign Policy.
16 James G. McGann, Think Tanks and Policy Advice in the United States：Academics, Advisors,

and Advocates.
17 Mathew Flinders, “Distributive Public Governance in Brita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82 ,No.4, 2004, pp.883-909; Mathew Flinders, Delegated Governance and the British State：

Walking without Order,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8 Mathew Flinders, Democratic Drift,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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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决策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从精英主义和制度主义的理论范式出发，

借助“权力场中心空间”和“决策共同体”的理论视角，在综合考察英国社会各部分参与对

外决策的概貌之后，对上述两种模型进行拓展，得出了如图-1 所示的“塔形”模型。图-1

显示出，在五个层次、多个主体构成的英国对外决策的共同体中，英国议会涉及外交政策的

各委员会和首相领导下的内阁，是其外交决策之最终决定者，居于最核心的位置；而英国智

库则构成这一共同体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凭借其掌握的专业资源和提供的专业服务，通过

与各方之间的联系渠道，将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政策偏好与政见立场向对外决策的核

心层传递，对核心层的决策活动进行观察和解读，藉此对英国的对外决策施加影响。

图-1 英国对外决策体系的“塔形”结构

“权力场中心空间”的理论视角，强调智库居于“权力场”的政治、财经、媒体、学术

四个领域之间的中心位置，是“权力场”的信息和资源在四个领域间流动的中转站。而“决

策共同体”的理论视角，强调影响决策的各要素的社会整体性，认为最高行政部门之外的各

种力量都具有影响力，形成共同发挥作用的整体。图-1 表明，英国智库恰好处于英国对外

决策体系这一多层架构的“权力场”的中心位置，介于政党、利益集团、学术界、媒体界、

财经界、基层公民社会和政治决策精英之间，是英国对外政策的“决策共同体”的重要组成

部分。因而，图-1 印证了“权力场中心空间”和“决策共同体”的理论视角，阐释了“制

度主义”和“精英主义”范式的理论图景。

2.英国智库影响英国对外决策体系的机制：方式、路径与架构

作为“制度主义”和“精英主义”范式的自然延伸和细化，“权力场中心空间”和“决

策共同体”的视角能够提供一般性的阐述。但要更加清晰地描绘这一机制的具体运作，则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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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构建相关的分析框架。实际上，通过列举和区分智库影响决策的各种方式与手段，界

定其性质与特点，探寻和梳理其发挥作用的路径，可较清晰地勾勒出智库在“权力中心场”

中的位置，并进而揭示出智库与“决策共同体”其他部分的关系。具体而言，分析框架的构

建可分两步进行。

首先，可建立关于智库影响决策的方式的二维坐标系。目前研究智库的文献，将智库与

最高层决策者之间的互动结构称为“思想的市场”，并列举了智库影响和塑造公共决策活动

的一系列方式与手段。19 在此基础上，可以根据影响力发挥作用的时间与强度，将智库影

响决策的主要方式划分为短期间接、短期直接、长期直接、长期间接四种类型，放入图-2

所示的二维坐标系中，从而勾勒出智库影响决策的诸多方式与手段的特点与相对位置。

图-2 智库影响决策的主要方式

图-2 坐标系中界定的智库影响决策的四种类型十一种方式，并非在决策体系的所有层

次和所有部门均适用，有些方式和手段只能在特定层次的特定场合发挥作用。根据现有文

献和决策实践的信息，将智库发挥影响力的这四种类型十一种方式，与英国对外决策的“塔

形”结构的五个层面十一个主体联系起来，逐对分析英国智库对其对外决策体系的每个主

体施加影响的可能性，可以理出英国智库对英国决策体系各部分发挥影响的路径分布，如

图-3 所示。

19 Donald E. Abelson, Do Think Tanks Matter? Assessing Public Policy Institutes, pp.74-80；

Donald E. Abelson，A Capitol Idea：Think Tank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p.163-182；James G. McGann,

The Competition for Dollars, Scholars, and Influence in the Public Policy Research Industry, New

York：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5, pp.8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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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英国智库影响英国对外决策体系的基本机制

从图-3 可以看出，英国智库影响英国对外决策体系的不同方式，经由不同的路径，对

决策体系的不同部分发挥作用。其间接影响方式可对决策体系所有部分都发挥作用，而直接

影响方式则一般只对这一体系最核心的决策中枢发挥作用。总体而言，英国智库通过四种类

型的方式，对英国对外决策体系的五个层面施加影响，构成了频繁互动的复合体系，这一体

系就是英国智库影响英国对外决策的基本架构。

三、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对英国对华决策的影响机制

制度主义和精英主义的范式，“权力场中心空间”和“决策共同体”的视角，都为进一

步探析英国智库影响英国对外决策的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图-1 所描绘的英国对外决策体

系，既勾勒出英国对外决策的“权力场”概貌，亦展现了英国对外政策的“决策共同体”的

具体结构。在这些范式和视角的基础上，图-3 对英国智库施加影响的路径体系的阐释，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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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厘清英国智库影响英国对华决策的具体运作方式与途径，提供了一个较清晰的分析框架。

从这一分析框架出发，可以对英国智库影响英国对华政策的机制展开详细考察。下面，本文

选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作为分析对象，以数据统计和实证分析等方法，解析这一全欧洲

最顶尖的英国智库影响英国对华决策的方式、途径与特点。

1. 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间接影响：研究项目与出版物

典型意义的智库，即非赢利性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其主要功能在于充当决策者的“外

脑”，对当前决策体系最关注的重大政策议题展开分析，提供咨询。而能够体现其“外脑”

功能的最直观的物质形式，当属智库出版物。由于出版物一般都是特定研究项目既有成果的

总结形式，因而对出版物之分析，离不开对智库相关领域和议题的研究项目体系的关注。进

而言之，智库若要使研究项目获得成功，就需要从“权力场”的各个领域汲取资源和信息，

并尽力提升其研究项目与出版物的知名度，形成自身在“决策共同体”中的品牌效应。因而，

如图-3 所示，智库的研究项目与出版物对决策体系的每个层面都能发挥间接影响力。

有鉴于此，可以关注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对华研究的项目体系及其出版物，以测量其对英

国对华决策的间接影响。凭借从欧盟决策机构、英国政治体系、相关利益集团和社会公共领

域获取的研究资源，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已形成关于中国问题的常设性的研究项目体系，组建

起固定的专家团队和项目管理团队，密切追踪中国形势，定期发布有关中国问题的出版物。

目前，该智库有关中国问题的主要研究项目如表-1 所示。

表-1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涉华研究的主要项目

研究项目

名称
中国现状研究 欧洲中国研究与咨询网 中国与国际人权体系研究

研究项目之

子课题

①中国政治研究；②中国

经济研究；③中国对外关

系研究

①中欧政治、经济与社会关系

研究；②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研

究；③中欧高层经贸对话；④

中欧高层民众对话研究

①中国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等国际人权机构的情况；

②中国对国际人权体系及相

关国际法的贡献；③中国对

外关系对国际人权体系之影

响

研究资助方 常规资助来源，具体不详 欧盟

主要资助方为橡树基金会，

辅助资助方为皇家国际事务

学会研究创新基金

研究资助

金额
不详

总预算为 250 万欧元，自 2011

年 1 月起，为期三年
不详

研究协作方

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学、英国华威

大学

英国诺丁汉大学、爱尔兰戈尔

韦国际发展研究所、德国史太

白有限公司

英国华威大学

专家团队 凯利·布朗博士（ Dr. 凯利·布朗博士为项目主管， 肖恩·布思林教授（Sha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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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Kerry Brown）和提姆·萨

摩斯博士（Tim Summers）

诺丁汉大学的华人教授姚树

洁和宋丽娜进行协调和运作

Breslin）和索尼亚·斯科茨

（Sonya Sceat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官网信息自行整理。

智库对研究项目的运作依赖外界资金的注入，因而智库接受资助的渠道分布能够反映出

该智库从“权力场”汲取资源的能力，体现出该智库在“权力场”和“决策共同体”中的相

对位置，亦能显示出决策体系对特定领域与议题的关注度。虽然尚难查到皇家国际事务学会

对华研究的三个主要项目的资助来源的确切数据，但“权力场”的资源向该智库流动的路径

与规模，从表-2 仍可窥见一斑。

表-2 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研究项目直接资助来源之分布

研究项目资助者类别
长期提供资助的

合作伙伴

主要研究项目的

资助者

一般研究项目的

资助者

当年临时

捐赠者

英国官方机构（包括政府和军

方）

3 家，即英国外交

部、国防部和国际

开发部

2 家，即英国卫生

部和英国国防科

技实验室

2 家，即英国陆军

和环境、食品与农

村事务部

其他国家政府部门 3 家 4 家 10 家

外国驻英使馆 1家 3 家

欧盟官方机构 3 家 3家

欧盟以外的国际组织 4家

大型公司 8 家 1 家 25 家 3 家

金融机构（包括一般商业银行、

投资银行、信托基金）
2 家 1 家 7家

律师事务所 2家

民间组织（包括政见社团、慈

善团体、基金会）
12家 14 家

智库和学术机构（包括政党基

金会）
2 家 11 家 1 家

总计 16家 25家 79 家 7 家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皇家国际事务学会 2013 年度报告整理。

表-1 和表-2 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在涉及对华政策的“权力场”与

“决策共同体”中的位置。一方面，其对华研究的三个主要项目的专家团队负责人，都在知

名大学的中国研究院系拥有全职教席，如凯利·布朗博士就职于悉尼大学，肖恩·布思林教

授就职于华威大学，而提姆·萨摩斯博士就职于香港中文大学；其专家团队的成员都是有关

中国问题研究的英语学术圈内的专家；而且其研究项目的资助来源包括其他智库和学术机

构。这都显示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与“权力场”中的学术这一领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

方面，英国政府、军方、大型公司和金融机构，都是其研究项目资助的重要来源，其中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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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一部分资源流入涉华研究，同时其“欧洲中国研究与咨询网”项目更是以欧盟为主要资

金来源，这说明在涉华研究领域，该智库与政界和财经界维持着紧密关系。因此，凭借其对

华研究的项目体系，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与“权力场”中的政治、财经和学术这三个领域都保

持着密切联系。而且，关于中国问题的各专业研究机构，构成了关于对华政策的“认知共同

体”，成为范围更广的对华政策的“决策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表-1 和表-2 也反

映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在“决策共同体”中的位置。

以表-1 所列的三个研究项目为基本框架，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涉华研究高效运转，几

乎每个月都会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以出版物的形式问世，可谓数量巨大，卷帙浩繁。该智

库的出版物分为三个层次：（1）“短、平、快”的通讯（newsletter）和政策简报（policy brief）；

（2）周期和篇幅稍长些的工作论文（working paper）、专题报告（special report）；（3）

周期和篇幅最长、内容最深、学术性最强的学术专著。那么，该智库关于中国问题的出版物，

究竟是否对英国对华政策产生了影响，其影响达到了何种程度呢？

如图-4 所示，笔者统计了自 2003 年初至 2012 年底的十年间，该智库关于对华政策的

出版物的数量和同时期英国议会关于对华政策的会议数量，对两者的变化节奏进行了比较，

看到两者明显存在两种方式的关联。一是两者的增长前后相继，即该智库关于对华政策的出

版物的数量达到峰值的一到两个季度后，英国议会关于中国问题和对华政策的会议数量亦达

到峰值。另一种方式是两者同步增长，同时达到峰值。按照一元线性回归的原理，使用 Excel

统计软件对两者进行测算，得到的相关系数 r为 0.5371；使用 SPSS 软件对两者进行测算，

得到的皮尔森相关系数为 0.227。虽然从数理统计的角度看，两者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但考

虑到政治决策体系的高度复杂性，这样的统计结果表明，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出版物对英国

对华决策的间接影响，虽难以清晰估算，但确实存在。

通过分析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对华研究的项目体系与出版物，可以发现智库对决策的间

接影响的运作方式与特点。在对外决策的“权力场”中，智库通过寻求研究项目的资助来源，

与政治、财经和学术三个领域建立联系；通过组建研究项目的专家团队，与学术界实现频繁

互动；同时，智库会通过一定的公关与推广方式，向媒体公布研究项目形成的重要出版物，

寻求社会和决策层的关注，从而形成智库与媒体的有机结合。智库的研究项目与出版物对决

策者的影响是潜在和间接的，因为很难确认决策者到底是否阅读了智库出版物，亦难以弄清

决策者通过何种渠道、以怎样的方式阅读了这些出版物。但这种间接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且

具有高度的复合性，能够对“权力场”的四个领域都发挥作用。

2.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短期直接影响：参加议会和内阁专题会议

彼得·哈斯指出，“决策共同体”的政治精英在遇到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

时，必然求助于由专业化的“知识精英”构成的“认知共同体”，而“知识精英”则借助自

身的专业权威，通过观念建构的方式，引导决策者接受特定的决策视角、价值理念与政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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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从而对决策形成直接影响。19 显然，智库就是这样一种“知识精英”群体。如图-3 所

示，在决策者处理复杂而棘手的问题时，智库通过参加议会和内阁的辩论会、听证会、小范

围讨论会等形式，为其提供决策咨询，这是智库直接影响决策的重要方式。

图-4 在对华政策议题上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出版物的数量变化

与英国议会的相关会议之数量变化速度（2003 年 2 季度-2012 年 4 季度）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和英国议会的官网信息统计并制作。

英国议会遇到比较重大或争议较多的复杂议题时，常会举行辩论会、听证会等专题会议，

邀请利益相关方和专业人士参加，以了解该议题的真实情况与细节信息，而皇家国际事务学

会常在受邀之列。该智库常以提交书面意见或派专家出席并接受询问等形式，在英国议会关

于对华政策的专题会议上提供专业数据与信息，陈述自己的观点。据笔者统计（详见表-3），

自 2002 年初至 2012 年底的 11 年间，英国议会就对华政策的 5 个议题，举行了 38 场专题会

议，该智库共参加了其中 4个议题（“中国崛起对英国的影响”、“中英双边贸易与投资”、“中

国与低碳增长之关联”、“新形势下的中欧关系走向”）的 7 场专题会议，其参会数量占英国

19 Peter M. Haas,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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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此类会议总数的 18.4%。这表明，该智库对英国议会对华决策的影响力，在各类影响力

的总和中，约占 1/5 的权重。

表-3 在对华政策议题上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参加英国议会专题会议之统计（2002 年-2012 年）

项目

英国议会机构
关于对华政策的议题

对该议题的

辩论与审议

的时间

专题会

议总数

皇家国际事

务学会参会

数量

参会数占该

议题会议总

数之比例

下

议

院

下院外交委员会
中国的崛起对英国的

影响
2003-2006 6 3 50%

下院商业、创新与技能

委员会
中英双边贸易与投资 2002-2011 10 2 20%

下院气候与能源变化

委员会

中国与低碳增长之

关联
2010-2012 2 1 50%

下院国际开发委员会
英国对外开发援助与

中国
2007-2009 3 0 0

下议院总计 2002-2012 21 6 28.6%

上

议

院

上院欧盟问题委员会
新形势下的中欧关系

走向
2008-2010 17 1 0.059%

上、下两议院总计 2002-2012 38 7 18.4%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英国议会网站信息统计数据并制作。

英国议会举行的专题会议，不论是辩论会还是听证会，都是公开进行的，且邀请多方参

加，留下一定的记录，其活动信息有案可查。而英国内阁行政体系，在遇到一些专业性较强

的议题或复杂程度较高的突发问题时，也会召集智库专家，举行小范围的政策讨论会，这常

被称为“政策吹风会”（policy briefing）。由于这类研讨活动是行政系统的高端决策者与

特定智库专家面对面的直接沟通与交流，与议会专题会议相比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专业性，

因而对智库而言，这是施加直接影响的重要场合。但与英国议会的专题会议不同，此类讨论

会往往是非公开的，无法查到具体信息。尽管如此，彼得·哈斯对“认知共同体”直接影响

决策的方式的归纳，仍能从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参加英国议会专题会议的情况中得到印证和诠

释，即决策者对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问题的解读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知共同体”为

决策者提供的观念建构。

3.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长期直接影响：“旋转门”体制

“权力场中心空间”的理论视角，从政治、财经、学术、媒体四个领域界定了智库在“权

力场”中的相对位置。而“决策共同体”的理论视角，则阐述了包括智库在内的知识精英形

成的“认知共同体”与决策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但这两个理论视角都未阐明信息与资源在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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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与决策者之间流动的具体渠道与方式。有关“决策共同体”的文献使用了“铁三角”的概

念，即认为立法体系、行政官僚体系和利益集团与游说团体三者组成了决策过程的核心群体，

并且相互之间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20 但未论及包括智库与“铁三角”之间的关系。实际

上，信息和资源在智库与决策体系之间流动的重要渠道，除了前文已分析过的研究项目体系

之外，当属“旋转门”体制，透过“旋转门”体制形成的人事关联，亦可更为清晰地窥见智

库等“认知共同体”与决策核心的“铁三角”之间的关系。

在英国决策体系中，自 1970 年代末期开始，以保守党为代表的右翼力量重新执政，重

视发挥智库的决策咨询作用，智库职位成为一些政治家寻求晋升的重要通道，智库与决策层

之间的“旋转门”机制迅速强化，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自那时起英国智库追求价值中立和学

术卓越的传统被“掏空”了。21 英国学者戴安·斯通进而指出，英国智库对政府的长期直

接影响力与其说来自于出版物，不如说来自于人力资本。22 因此，正如图-3 所示，对皇家

国际事务学会的“旋转门”体制的分析，有助于评估其对英国决策体系的长期直接影响力。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人事组织结构包括七层：（1）名誉领导层，即该智库的保护人

（patron），亦即英国女王；（2）会长，共有三位，分别来自英国三个主要政党的最高领导

层，都是在英国政治决策层长期任职的资深政治家：自由民主党的艾什顿爵士，曾担任英国

首相的保守党资深领袖约翰·梅杰，曾担任英国总检察长、女王法律顾问的工党律师帕翠西

亚·詹尼特；（3）理事会，由该智库成员选出；（4）董事会；（5）高级顾问委员会；（6）研

究专家团队；（7）行政管理团队。其中，前四层，即保护人、会长、理事会、董事会，是皇

家国际事务学会的领导层，且不少成员都由外单位人员兼任，并非其专职工作人员。研究专

家团队中也有不少人是在该智库兼职，同时在其他大学拥有全职的教席。此外，该智库还设

有财务委员会等机构。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亚洲研究团队共有 14 名专家，其中专注于中国问题研究的有

五位。这五位专家都懂中文，能够使用汉语交谈。其中凯利·布朗博士在 2000-2003 年期间

曾担任英国驻华使馆一秘；提姆·萨默斯博士曾担任英国驻香港领事和英国驻重庆总领事；

20 Gordon Adams, The Triangle：The Politics of Defense Contracting, Council on Economic

Priorities, New York, 1981；Hedrick Smith, The Power Game：How Washington Work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 1988；F. Gregory Hayden, Policy Making Networks of the Iron-Triangle：

Sub-government for Licensing Hazardous Waste Facilities, CBA Faculty Publications of University

of Nebraska, Lincoln, 2002.

21 Andrew Denham and Mark Garnett, “A ‘Hollow-Out’ Tradition? British Think Tanks in the

21
st
Century”, in Diane Stone and Andrew Denham, eds., Think Tank Traditions：Policy Research

and the Politics of Ideas，2004.

22 Diane Stone, “Public Policy Analysis and Think Tanks”, in Frank Fischer, et al., eds.,

Handbook of Public Policy Analysis：Theories, Politics, Methods, Boca Raton, FL：Taylor & Franci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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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里克·维尔副研究员先后担任过英国驻华使馆一秘、英国外交部主管中国与香港部门的

副主任、英国外交部亚洲研究组主任等职。换言之，这五位中国问题专家里，有三位拥有长

期担任英国驻华外交官或任职英国外交部的涉华决策部门的经历，他们或多或少曾参与英国

对华政策的决策与实施。

上述信息表明，“旋转门体制”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是其得以

组建中国问题专家团队的体制保障。英国政府决策层的一些官员在卸任后，往往会承担该智

库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工作，或其高层管理工作，从而使该智库与英国决策层之间建立便捷

的信息沟通渠道，形成密切的人脉网络。总体观之，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当前与英国对华决策

有关的人员，包括“中国研究”、“国际经济政策研究”两个研究团队，以及该智库的理事、

董事、高级顾问三类高管人员。笔者对这三类人员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详见表-4），在

对华政策研究的有关领域，英国议会和内阁卸任官员担任该智库专家（包括研究者和高管）

占该智库在此领域专家总数的 82.1%；其中英国外交部输送的专家人数最多，占卸任官员担

任的专家总数的 39.2%，其次为英国议会和财政部，各占 10.7%。

表-4 从英国政治界进入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涉华研究相关职位的人员来源统计

团队成员

入职该智库前的来源

中国研究

团队

与中国问题直接

相关的国际经济

政策研究团队

董事、理事、

高级顾问

总计

人数

占曾在英国政府

任职的专家总数

之比例

英国议会 3 3 10.7%

英国内阁

前首相 1 1 3.6%

前国务大臣 1 1 3.6%

英国外交部 3 2 6 11 39.2%

财政部 1 2 3 10.7%

贸易与产业部 1 1 3.6%

交通部 1 1 3.6%

内阁办公室 1 1 3.6%

金融监管机构 1 1 3.6%

来自内阁总计 3 6 11 20 71.4%

英国检查与司法机构 2 2 7.1%

军方 1 1 3.6%

英国地方政府 1 1 3.6%

英国政党的管理机构 1 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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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英国官方机构者总计 3 7 18 28 100%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人员状况统计并制作此表。

实际上，广义的“旋转门体制”，还应包括从非官方领域进入该智库任职者。据笔者初

步统计，从英国官方体系（包括议会、内阁、检查与司法、军方、地方政府）以外的领域进

入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担任理事、董事、高级顾问的高管人员中，来自媒体、公司和金融机构、

律师事务所三个领域的人员约各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总之，考察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旋转门体制”，可以看到，智库的“旋转门”不仅向

官方决策层的各部分敞开，同时也向非官方的财经、媒体、法律等领域敞开，进出“旋转门”

的通道，是智库与“权力场”的四个领域交换信息与资源的渠道。进而言之，通过“旋转门”

体制，智库不仅对决策者发挥着长期的影响力，而且成为不同利益群体向最高决策者传递利

益诉求的重要纽带。在“决策共同体”理论的“铁三角”模型中，智库应被视为介于利益集

团、行政官僚体系、立法机构之间的特殊主体，是三者间的信息与资源流转的重要中介。

四、结 语

各国的政治决策体系一向不够透明。有些学者将决策体系称作“黑箱”，认为只能从“黑

箱”接收与输出的要素来分析“黑箱”的性质与特点。美国政治学家阿贝森戏言，华盛顿的

最高决策层的内部人士如同披上了电影“哈利·波特”里的隐身斗篷那样，将决策过程的内

在活动都隐藏起来，使政治科学家们捉摸不透。23 确实，尽管代议民主制的运作受到规则

与程序的制约，决策活动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何种程度的影响，仍很难为外界感知。而且，

英国对外决策体系带有碎片化的特征，其决策权力的分布并不明晰，运作程序繁复，研究更

为不易，这使有关英国对外决策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的研究，更难建立起清晰而明确的理

论图景。

尽管如此，借助制度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理论范式，从“权力场中心空间”和“决策共

同体”的理论视角切入，遵循图-3 提供的路线图，以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为案例展开分析，

仍可揭示英国智库影响英国对华决策的结构特征与运作方式。具体而言，可以分析皇家国际

事务学会在三方面对英国对华决策的影响，即研究项目与出版物形成的间接影响，参加议会

专题会议形成的短期直接影响和“旋转门”体制形成的长期直接影响。在此基础上，可以探

究该智库在涉及英国对华决策的“权力场”和“决策共同体”中的确切位置，归纳资源和信

息在该智库与“权力场”和“决策共同体”各部分之间流动的渠道与方式。

现代社会的各类问题高度复杂，变化迅速，牵涉多方利益，包含海量的信息。小范围

的政治与社会精英单凭自身的经验与手段，难以有效处理这些问题，产生了对“外脑”的需

求。在此背景下，智库才应运而生。但由于各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存在差异，各国智库

23 Donald E. Abelson, A Capital Idea：Think Tank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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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政治决策者发挥影响的方式亦各不相同。美国的不少智库都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性

和党派色彩。其最顶尖的智库云集在首都华盛顿的 K 街，与各类利益集团、游说集团、政见

社团连为一体，成为美国政治游说产业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美国智库能够从非官方体

系获取较多资源，发展成庞大的规模，且彼此间竞争激烈，变化迅速。欧洲大陆的智库，包

括各国和欧盟层面的智库，则更多地依靠官方体系的资源支持，缺少美国智库体系的变化性

和灵活性。通过对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考察可以发现，与美国智库相比，英国智库多数规模

较小，其顶尖智库追求意识形态中立，不具有明显的党派色彩；同时，英国智库体系由于对

官方体系和非官方体系的资源支持同样重视，因而与欧洲大陆的智库体系相比，具有更强的

竞争性和灵活性，变化更快。因此，英国智库自身及其对英国对华决策之影响，独具特色，

值得深入探究。

简讯

＊ 8 月 13 日下午，学会召开中欧关系专题研讨会，徐明棋、戴炳然、汪小澍、杨逢珉、

丁纯、陈志敏、戴启秀、曹子衡、张骥、叶雨茗、杨海峰等出席会议。

＊ 8 月 21 日下午，香港城市大学黄伯农博士访问学会，就南海问题与曹子衡、戴启秀、

王志强、张超、钱运春、邱美荣、冯超、叶雨茗、杨海峰等座谈交流。

＊ 8 月 26 日下午，学会召开领导层和党工组联席会，就下半年学会工作，特别是学会

承办社联学科专场活动——“欧洲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研讨会”筹备工作

进行了讨论和安排。徐明棋、伍贻康、戴炳然、曹德明、丁纯、戴启秀、曹子衡、杨海峰与

会，刘军列席会议。

欧洲动态 （2014年 8月 1日—2014年 8月 31日）
中欧关系

 中新社8月1日，瑞士驻华大使戴尚贤1日晚在大使馆邸花园举办的瑞士国庆日

庆祝活动的致辞中表示，中瑞两国之间的贸易一直在高速发展，每年双边贸易额达到600亿
美元。中国是瑞士在全球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瑞士在2014年也成为中国在全球的第九大商

品供应国。7月1日自贸协定生效以后，两国之间货物进出口大幅度增长。瑞士企业和企业

家开始对中国产生更浓厚兴趣，他们认为现在应该进一步走向中国。瑞方也会投入更多的精

力对自贸实施中有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修正。目前，瑞士共有500多家企业在华进行投资，

中国在瑞士投资的企业约有20多家。

 国际商报8月7日，德意志银行8月5日发布研究报告指出，近期宣布的中国和欧

盟自由贸易协定计划意义重大。中欧经贸合作将进一步升级。报告认为，以目前趋势来看，

欧盟与中国的年度双边贸易总额将在10年内增长1.5倍，达到6600亿欧元。作为中国在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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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将从双边贸易增长中获益。未来10年，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将增长60%，

一旦自由贸易协定成功签订，出口额还可能翻倍。除了商品，服务贸易也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报告分析，在中国与欧盟伙伴关系发展中，直接投资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推动力。同时，报告

称，人民币在欧洲的使用流通有很大发展空间。目前在欧盟与中国双边贸易中人民币结算所

占比例不足10%，通过近期建立的金融基础设施，到2024年，该比例可望增至40%。

 国际在线8月28日，据 CNBC 网站8月27日报道，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的一年内，英国与德国使用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的交

易额增长分别高达123.6%与116%，均实现翻倍。英德正竞相成为欧洲人民币交易中心。

 新华网8月29日，法国“展望与革新基金会”组织29日在普瓦捷举办主题为“法

国—中国：怎样的新型伙伴关系”论坛。“展望与革新基金会”主席拉法兰在论坛期间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政府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这是必要的，也是正确

的。中国政府当前的经济政策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使增长更具包容性，也更注重环

境保护。法中两国应该更加关注经济合作，尤其是中小企业合作，应加强对话，寻求更加平

衡的双边经贸关系。拉法兰还认为，法中两国文化交流很重要。两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

烂的文化，文化成为连接两国人民的纽带，是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两国还应加

强其他领域的合作，如科技、农业等。

欧洲政治外交

 国际在线8月2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于25日至26日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

这是他第二次以欧盟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问越南。而就在两周前，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欧盟

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也刚刚结束对越南的正式访问。欧盟官员接连出访越南，主

要目的都是为了加强欧盟和越南之间的经贸联系。截至2014年6月，欧盟28个成员国中的23

个国家对越南投资，其注册总额达184亿美元。欧洲委员会和欧盟各成员国是向越南提供官

方发展援助的第二大资助商和最大无偿援助商。欧盟同时也是越南的重要贸易伙伴。近几年

来，双方贸易一直保持年均增长率达15－20％的增长势头。欧盟也是越南商品的最大出口市

场之一。而双方签署《全面伙伴合作框架协议》和2021年6月正式启动《越南——欧盟自由

贸易协议》谈判等也是双方关系发展的重要步伐，同时也是越南与欧盟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

展的重要基础。在政治方面，双方高层互访频繁。目前，越南同英国、德国、西班牙、荷兰、

法国和意大利等欧盟6个成员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等。这一切都不能不使得欧盟十分注重

同越南的关系。

 欧洲时报网8月31日，现任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8月30日晚通过“推特”在第

一时间向外界披露：波兰总理图斯克将于12月1日出任新一届欧洲理事会主席，意大利外长

莫盖里尼将于11月1日出任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综合中新社、新华

网、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现任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当晚表示，欧洲联盟的领导团队

已经确定。新的领导团队面临三项重大挑战：停滞的欧洲经济，二战以来欧洲安全最大威胁

的乌克兰危机，以及英国在欧洲的位置。

现任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当晚给予图斯克相当高的评价。范龙佩说，57岁的图斯克坚

定且自信，他帮助波兰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影响，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图斯克还得到德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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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默克尔和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大力支持。尽管今年1月波兰对英国首相卡梅伦削减欧盟移民

的儿童补贴不满，但卡梅伦还是支持图斯克，认为他有可能对英国彻底改革欧盟的计划予以

支持。有分析指出，图斯克目前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恐怕是“语言关”：他的英语能力差被认

为是其一大弱项。莫盖里尼是一名中左翼领导人，毕业于罗马第一大学政治系，罗马也是她

的家乡。2008年她进入议会，专攻外交事务。她是意大利总理伦齐的心腹。41岁的她是欧盟

年轻的政客，今年2月才出任意大利外长。她被指经验不足，对俄罗斯立场软弱。

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综合中新社及国外媒体消息）

1914年8月3日，德国正式向法国宣战。100年后的今天，两国总统在阿尔萨斯大区法德

军队曾拼死争夺的一座山峰共同主持隆重的仪式，纪念一战爆发百年，共同缅怀一战中为了

和平而牺牲的烈士，强调法德和解与友谊。奥朗德在纪念仪式上致辞说，法国和德国的历史

告诉人们，曾互相视为世代敌人的两国人民能在几年之内达成和解。他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

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效仿法德和解的例子，尽一切努力在加沙达成停火，结束平民

百姓的苦难。高克表示，欧盟建设确实是一项困难的计划，但这是人们从历史中获取教训后

作出的决定，这使人们避免了民族主义等带来的诱惑和错误。近年来，法德两国主要领导人

共同主持了一些纪念仪式和活动，旨在共同牢记一战和二战带来的血的教训，促进法德两个

欧盟核心国家的和解与合作，共同推动欧盟建设。

4日，比利时、英国各举行了一天的纪念活动，昔日分属敌对阵营的比利时、英国、法

国和德国等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或代表出席了活动并发表讲话。英国威廉王子在纪

念仪式上致辞说，“上个世纪，我们曾不止一次成为敌人，而今天，我们是朋友和同盟”。

德国

 中国经济时报8月4日，二战结束后，世界正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推动着社会经

济的快速发展，德国是欧美国家城镇化高速向前迈进的代表。美国主要以市场化模式为主导，

大约用了120年时间完成城镇化；日本则以大都市圈带动模式，用了接近100年的时间完成城

镇化；而德国则是二战之后，通过政府和市场双轮驱动，用了60多年的时间完成城镇化。目

前，德国城镇化水平已达90%以上。德国人口约为8500万(2013年预计)，国土面积仅有35.71
万平方公里，而大都市圈周边却聚集了4000多万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一半。德国城镇的布

局特点是中小城市有序发展，小城镇星罗棋布，两者互为依托、和谐共生。“多中心、主题

化、组团式、共生型”是德国城镇化的四大典型特点。通过多中心带动周边区域发展，组团

布局实现区域性功能共享，主题化实现一镇一品特色，和谐构筑大小适宜的主题特色城镇群。

在此基础上通过便捷交通、生态走廊、特色公园和主题产业区将大量的小镇群进行串联和激

活，最终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有机体城镇体系。根据德国城市年鉴统计数

据显示，德国现在共有大中小城市2065个，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约有80个，约占德国总人口

的30%；其余人口分布在2000至10万人的小型城镇里，约占德国总人口的70%。全德人口超

100万的只有柏林、汉堡和慕尼黑3个城市，其中德国最大城市首都柏林人口也只有360万左

右，汉堡人口约170万，慕尼黑人口约120万。

 中新网8月11日，据外媒10日报道，德国外交部已经照会各使馆，要求知晓全部

驻德秘密情报人员的姓名。由于美国国安局监听德国总理默克尔及其前任的手机等间谍问题

曝光，德国同美国的关系近来一直处于紧张。柏林一直要求美国对监听、间谍事件进行澄清，

但收效甚微。如今柏林方面的语调加重，柏林要求各国驻德使馆，提供全部驻德特工姓名。



欧洲观察|2014.9 - 20 -

威海路 233 号 803 室，上海，200041 电话/传真: 0086-21-63276919

网址：www.sies-cn.org 电子邮件: mail@sies-cn.org

法国

 中新网8月2日，8月1日，法军在非洲的撒哈拉—萨赫勒地区正式启动“新月形

沙丘行动”，通过调整兵力部署并密切同毛里塔尼亚、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和乍得5
国的军事合作，在区域内更灵活、更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法国总统奥朗德近日表示，“法

国看重西非的安全，萨赫勒地区安全与否事关法国安全和利益”，法军将在情报、培训、运

输、空中力量等领域加强对相关国家支持。

 国际在线8月26日，法国政坛25日出现戏剧性变局，总理瓦尔斯当天向总统奥朗

德递交政府辞呈，奥朗德随后责成其继续组建新一届政府。新一届政府内阁名单26日将宣布。

这次法国总理提交内阁辞呈的决定是在其政府成员内部对奥朗德经济政策出现重大分歧后

做出的。25日下午，法国经济部长蒙特布尔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政府当前的紧缩与增税政

策是令国内经济危机持续的原因。他和教育部长此前公开批评奥朗德的政策，认为奥朗德关

于把国家经济引入正轨、找到增长办法和提高就业率的承诺并没有兑现，作为经济部长的他

必须面对现实，找到另外一条解决的出路，政府需要对经济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与此同时，

法国教育部长阿蒙也呼吁奥朗德的经济政策要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通过减免税收提高家

庭购买力。法国媒体指出，如果说奥朗德再次重组内阁的直接原因是其政府成员出现了分歧，

那么深层原因就不得不提法国持续不振的经济表现了。法国国家统计局14日公布数据显示，

今年法国二季度的 GDP 增长为零，这已是法国连续第二个季度经济零增长。

 商务部网站8月27日，据中国驻法国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消息，8月26日，法国

政府完成新一轮改组，马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留任总理，新政府由16位部长（8
位男部长和8位女部长）和17位国务秘书组成，外交部长、内政部长、财政和公共账目部长、

能源部长等12位部长留任。在新政府中，萨班留任财政和公共账目部长；埃马努尔·马克隆

（Emmanuel Macron）接替阿尔诺·蒙特布尔，成为新一任经济、工业和数字部长；托马斯·

泰维努（Thomas Thevenoud）接替弗洛尔·佩勒兰，担任负责外贸、旅游和海外法国人事务

的国务秘书，仍划归外交和国际事务部。

 法国移民网29日报道，36岁的新经济部长马克隆毕业于著名的法国国家行政学

院（ENA），曾从事银行业，今年四月起担任总统奥朗德的办公厅副主任和经济事务顾问，

据称他的政策主张偏向自由化。据路透社报道，马克隆是奥朗德器重的人选之一，在爱丽舍

宫展示了自己的能力，处理了某些政治上高度敏感的议题，例如在阿尔斯通收购案中扮演了

关键角色。马克隆擅长在总统和企业界之间协调，并安抚了此前对年收入百万以上人群征收

75%“富人税”而引发的紧张关系。

英国

 人民网8月2日，据 BBC 报道，英国政府官方数据显示，在2012-2013年，英格

兰学校总共发生了17,680起教学工作者受到学生身体攻击的事件，平均每个教学日发生93
起。教师在2012-2013年中受学生攻击的情况比前一年有所上升，2011-2012年间，给教师造

成身体伤害的事件为16,970起。

 中新网8月8日，据联合国网站报道，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组织8月7日表示，由英

国负责的在该国埃尔斯米尔港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的工作已经完成，销毁了190吨来自叙利

亚的化学武器，这占所有运出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库存的15%。到目前为止，叙利亚全部化学

武器库存的74.2%已经被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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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在线8月30日，当地时间8月29日下午，英国内政部把英国面临的国际恐怖

袭击威胁级别提高至“严峻”，并表示英国遭受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极高”。英国内政大臣特

丽莎·梅在声明中称，此次反恐预警级别的调整，是针对目前伊拉克和叙利亚局势做出的反

应。英国首相卡梅伦随后也在唐宁街举行新闻发布会，强调英国将加大打击极端恐怖活动的

力度。针对民众对于英国青年人奔赴伊拉克和叙利亚参与极端活动的担忧，卡梅伦表示，政

府正在酝酿下一轮强有力措施保证公共安全。

其他

 环球网8月11日，据英国《金融时报》8月11日报道，意大利总理伦齐情绪激烈

地为自己推进改革的速度进行了辩护，他拒绝了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
上周提出的提议，即欧盟应当对那些改革速度不够快、不足以刺激经济增长的国家实施干预。

伦齐说，“我赞成德拉吉所说意大利需要改革的观点，但如何改革将由我来决定，而不是三

驾马车(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不是欧洲央行，也不是欧盟委员会。”

欧洲经济欧洲经济

 中国商务部网站8月2日，援引欧盟统计局网站7月31日报道，2014年6月，经季

节调整的欧盟失业率继续下降致10.2%，是自2012年3月以来最低；欧元区失业率下降至

11.5%，是自2012年9月以来最低。成员国中，失业率最低的是奥地利（5.0%）、德国（5.1%）、

马耳他（5.6%），失业率最高的是希腊（27.3%，4月数据）、西班牙（24.5%）。与一年前相

比，21个成员国失业率下降，5个成员国失业率上升，2个成员国（荷兰和瑞典）保持稳定。

其中，葡萄牙、匈牙利、爱尔兰和西班牙失业率下降最多。同期，欧盟青年失业率为22.0%，

欧元区为23.6%，均比去年同期有较大下降。

 欧洲时报8月4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日前宣布将希腊的政府主权债信评级上调

两档，由 caa3上调为 caa1，同时该国的评级前景也维持在“稳定”水平。这标志着该国的

经济及政府财政得到改善的状况已进一步获得了认可。不过，穆迪也指出，希腊当前仍面临

着相当的政局不确定性前景，这意味着该国债信评级在短期内被进一步上调的可能性有限。

 法国中文网8月7日，法国广播电台报道，法国总统奥朗德日前再度向德国喊话，

要求德国调整经济政策。但8月6日，德国政府表态认为没有必要改变现行政策，来支撑欧元

区经济的增长，从而回绝了奥朗德调整经济政策的提议。

 《人民日报》8月14日，意大利央行1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公共管理需求和

流通性需求进一步增加，意大利公共债务总额6月份上涨近22亿欧元，创下了21684亿欧元的

历史纪录。

国际综合

乌克兰局势

 国际在线8月1日，据美国 MONEYWATCH 网7月31日报道，欧盟31日宣布制裁

俄罗斯5家国有银行，禁止其从欧盟28国组成的欧洲市场融资。这5家银行分别是俄联邦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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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VTB 银行、天然气工业银行、俄发展及对外事务银行和俄农业银行。制裁将于8月1
日正式生效，但并不包括这些银行在欧盟的子公司。

 欧洲时报网8月1日，欧盟公布了一项法令，限制向俄罗斯出售军火并切断对五

家俄罗斯大银行的融资。路透中文网报道，这些制裁举措旨在阻止俄罗斯的银行在西方资本

市场融资，并限制对俄军用品出售以及石油行业高科技设备的出口。该法令将于8月1日生效。

俄罗斯对此予以谴责，称欧盟28个成员国29日通过的这些制裁措施“具有破坏性，而且是短

视的”。作为回应，俄罗斯也将在8月1日禁止从波兰进口蔬菜和水果，并将在夏末前对整个

欧盟实施蔬果禁运。俄媒分析称，俄拿果蔬业开刀将对欧盟造成沉重打击。欧盟每年向俄出

口果蔬总额约为90亿-100亿美元。

 中新网8月4日，德国经济部4日宣布，他们已经撤销了国防和汽车零部件公司—

—莱茵金属公司的出口许可证。由于俄罗斯与乌克兰问题，德国政府已经暂停了相关交易。

这家公司曾为俄罗斯军方提供军事演习模拟器。经济部长曾就法国坚持向俄罗斯交付两艘军

舰对法国方面进行了批评。

 新华网8月7日，援引俄罗斯总统网站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德国总理默克尔

６日晚间通电话，双方就当前的乌克兰局势交换了意见。普京表示，当前乌克兰东南部的战

事仍在激烈进行，并且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人道主义危机。乌克兰当局应该为当前局势

负责。普京还强调，乌克兰当局必须与乌东南部地方代表进行实质性的政治对话。两国领导

人积极评价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日前在乌克兰东南部开展的活动，并且约定继续就解决乌克

兰危机进行各个级别的对话。

 环球网8月7日，据法新社8月7日报道，梅德韦杰夫7日宣布，俄罗斯将“全面禁

止”进口来自欧盟、美国及其他制裁俄罗斯的西方国家的食物，禁令立即生效，为期一年。

梅德韦杰夫表示：“制裁没有什么好处，做出回击对我们也有伤害，但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他承诺将遏制物价上涨，利用国产食物取代进口食品。

 中新网8月8日，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8日报道，俄罗斯采取的反制欧美、禁止从

欧美进口多种食品的行动，将对德国经济造成冲击。德国政府对俄罗斯的决定提出了严历批

评。德国经济界则呼吁欧盟和俄罗斯重新对话。

 中新网8月11日，据俄媒11日报道，俄政府近日宣布限制从欧盟和美国进口一系

列农产品的举措，引发了西班牙奶制品产业的不安，或将导致希腊国际皮草城市卡斯托里亚

“消失”。他们担心，欧盟不能对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作出任何计划。

 《人民日报》8月13日，欧盟委员会12日表示，欧盟将向乌克兰额外提供250万
欧元的援助，帮助乌克兰东部地区受冲突影响的民众建设安置点，提供食物、水和卫生保健

等。据该委员会估计，乌克兰东部地区需要援助的人数多达390万。

 国际在线8月24日，德国总理默克尔23日应乌总统波罗申科的邀请出访乌克兰，

双方当天举行了会谈，就目前乌东部局势和未来发展交换了意见。默克尔表示，西方国家将

会向乌克兰提供数十亿的贷款，用于解决乌克兰经济问题和乌东部发展的问题。

 中新社8月30日，欧盟在8月30日晚的特别峰会上就对俄罗斯采取的进一步制裁

措施依旧悬而未决。欧盟28个成员国在对待俄罗斯的态度上明显存在分歧。欧盟领导人最终

只能要求执行机构“抓紧时间”准备更多的制裁方案以供抉择。路透社在分析欧盟对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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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指出，欧盟领导人威胁制裁俄罗斯，但他们都害怕引起新的“冷战”。同时，欧盟各国也

受困于各自“乍暖还寒”的经济状况，所以他们希望再给俄罗斯一次“重返和平”的机会。

 国际在线8月30日，据新华社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9日宣布对乌克兰

发放约14亿美元援助贷款，以帮助乌克兰推动经济改革。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IMF 对乌发

放的援助贷款累计已逾45亿美元。

伊拉克局势

 中新网8月8日,据外媒报道，英国首相卡梅伦当地时间8日就伊拉克局势表示，

对美国授权在伊拉克进行定向空袭的决定表示欢迎。英国首相府一位发言人则表示，英国不

打算军事干预伊拉克局势。美国总统奥巴马8日发表讲话，称已经授权在伊拉克进行定向空

袭，以保护美国人员，但美方不会向伊拉克派出地面部队。奥巴马当天还表示，他不会允许

美国被拖进另一场伊拉克战争，一旦伊拉克组建新政府，美方将提供更多帮助。

 《人民日报》8月14日，据悉，欧盟各成员国驻欧盟大使12日在布鲁塞尔开会决

定，允许成员国单独向伊拉克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援助。应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紧急要求，

法国总统奥朗德13日正式宣布，法国将在数小时之内向伊拉克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爱丽舍

宫发表的声明强调，面对灾难形势，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需要国际社会继续提供援助。声明

还重申支持阿巴迪担任伊拉克新总理，呼吁其组建团结和代表所有伊拉克人的政府。

 中新网8月20日,据外电报道，法国总统奥朗德20日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

时说，他认为目前的国际形势是2001年以来最严峻的，因此他将于9月开始，就伊拉克安全

与打击“伊斯兰国”等问题，提出一些倡议。他呼吁下个月召开国际会议，以应对伊拉克极

端组织构成的威胁。

 中新网8月20日,据外电报道，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20日表示，德国准备向伊拉

克库尔德人提供武器支持，帮助其对付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此前，欧洲国家表示，将运

送武器，帮助在伊拉克北部作战的库尔德人武装。

其他

 中新网8月7日，据外媒8月7日报道，俄罗斯律师称，美国“棱镜门”爆料者、

前美国中情局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再次获得俄罗斯的居留许可，期限为3年。

 中新网8月28日，据外电报道，世界卫生组织28日宣布，埃博拉疫情已造成1552
人死亡，3062人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