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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歐盟資訊中心通訊 

EUi Newsletter, Tamkang University 

歐盟執委會通過新的消費者政策，旨在讓歐洲消費者重拾對單一市場的信心。新消費者政

策對於增加市場信心的主要目標有四：再確認消費者安全、增強消費者知識、提高強制執行的權

力、因應社會及經濟變遷，調整消費者權利與政策。此外，歐盟也宣布從今至 2014 年，將執行

一系列的消費者保護策略。 

目前正在運作的多年度財政預算架構是從 2007 年開始執行，將於 2013 年結束。新的

2014-2020 年多年度財政預算架構必須在 2012 年底拍板定案。MFF 中規定了歐盟各項主要業

務的相關預算額度，這不僅是一個七年預算計畫，同時是年度財政預算的主要執行準則。 

2012 年 9 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公布「2012 年教育展望報告」，這份年度報告檢視了 34

個國家的教育表現概況。該報告指出，不久的將來，歐洲教育即將面臨幾項變化，師資老化就是

其中一項問題。展望報告亦提供了各國的教育政策資訊，包含投注在教育上的財政及人力資源、

師生比、教學時數、畢業生人數與成果、教育管道、教育參與和未來發展等，同時提供學習環境

與學校機構的相關數據。 

本期第一篇學者專欄，邀請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張福昌副教授，撰寫『歐盟理事會之組織

架構與表決方式』一文。張教授於本文探討歐盟立法機構之一的歐盟理事會，從其設立之初至目

前「里斯本條約」等各階段賦予該機構的職權。文中深入分析歐盟理事會的組織架構與決策方式。 

本期第二篇學者專欄，邀請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卓忠宏副教授，撰寫『歐盟與拉美區域間

對話模式分析』一文。卓教授於文中分析與定義區域間主義的發展模式，以歐盟及拉美互動為研

究案例。首先探討區域間主義的發展趨勢與定義，接著檢視該主義的理論與典範，最終以該理論

分析歐盟與拉美間的互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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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讀者文章，由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葉錦娟博士撰寫，分享『歐盟高級代表艾希頓在危

機事件的反應與作為─更有權力發聲？』一文。作者探討依據里斯本條約首位產生的高級代表艾

希頓，在利比亞危機事件的反應與作為，分析高級代表是否隨權責的提升，而使歐盟在國際危機

事件上更具權力發聲，亦或仍只能停留在發表外交辭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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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專題.............................................................................................................................. 

 

歐盟推出新的消費者保護議程 

占歐盟 GDP56%的消費支出，反映出消費者對歐洲經濟扮演著強而有力的

推手。然而，只有對市場有信心的消費者，可以充分激發單一市場的潛力、增加

創新力和促進經濟成長。歐盟執委會於 2012 年 5 月 22 日通過新的消費者政策，

旨在未來數年內提高消費者的參與度，讓歐洲消費者重拾對單一市場的信心。新

消費者政策對於增加市場信心的主要目標有四：再確認消費者安全、增強消費者

知識、提高強制執行的權力、因應社會及經濟變遷，調整消費者權利與政策。另

外，歐盟也宣布從今至 2014 年，將執行一系列的消費者保護策略。 

擔任執委會副主席兼歐盟司法委員的 Viviane Reding 表示：「歐盟經濟成長

的條件，既需要深具競爭力的供給能力，也需要高度的市場需求。因此消費者應

該跟企業一樣，盡力參與歐盟決策。我們需要深具信心的消費者來推動歐洲經

濟。」「我們的目標是鼓勵商品可藉由網路無疆界來販賣，歐盟和其會員國應該

要讓消費者的權力拓展到數位領域。我們已採取第一步，制定消費者權利指令和

現代化資料保護規則，以增加線上消費者的信心。下一步，執委會計畫更新 1990
年所制定的歐盟旅行規則，以因應現今越來越多人透過網路來預訂他們的旅行產

品。無論如何，要讓數位化的單一市場取得消費者青睞，不僅只是訂定新法就可

以，會員國必須要迅速及非官僚地執行歐盟制定的規則，如此我們五億消費者的

權益才能獲得具體的保障。」 

執委會負責健康與消費者政策的委員 John Dalli 表示：「在現今的經濟形勢

下，一個強而有力的消費者政策是必須的。給予歐洲五億消費者更大的保障，是

提振歐洲經濟成長的關鍵。歐盟新的消費者政策旨在賦予消費者更大的權力和增

強他們的信心，其方法即是提供他們積極參與市場的工具，提供其選擇的權力和

適當運用其權力。我們將運用一些方式，例如修改歐盟機制，以確保單一市場裡

的產品和食物都是安全無虞的，或是增強歐盟消費者的相關法條，並與會員國當

局合作，提供更多支援，讓消費者透過歐洲消費中心(the European Consumer 
Centres)不受疆界限制的消費，同時確保歐盟政策可讓消費者利益更臻完善。」 

歐洲消費者擁有世界上最強而有力的消費者權力和保護措施，無論是保護

他們遠離不安全的產品、誤導消費者的廣告、不可預知的費用和可疑地線上活

動，或是在申訴事件中總站在消費者這方等。有關替代性糾紛解決方案和線上糾

紛 解 決 方 案 的 提 案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nd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ADR/ODR)，將使消費者可以更快速、簡單、低成本地解決問題。

另外，歐洲小額索賠程序可以更簡易、迅速和降低跨邊境訴訟的費用，最高索賠

至 2,000 歐元。從 2013 年，消費者可透過線上司法部門填寫小額索賠程序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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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可以選擇任何官方語言，省時又省力。 

 

2007-2013 年歐盟消費者政策策略 

執委會早於 2007 年 3 月 13 日通過了 2007-2013 年歐盟消費者政策策略

(Consumer Policy Strategy 2007-2013)，此次則在消費者政策增加現今的挑

戰、角色、首要任務和行動等內容。 

2004 年 11 月至 2006 年 9 月間，消費者相關組織已在不同的場合被諮詢，

並針對消費者政策進行相關定義。 

此消費者政策的主要策略目標即授予消費者權力、增加他們的福利和有效

地保護消費者。執委會希望在 2013 年前，可以達成一套對於買賣雙方皆有益的

簡單規則。大致上，歐洲消費者政策旨在推動，歐盟成為所有歐洲公民日常生活

中，提供完善保障權利的地方。消費者政策也可減少社會問題，如此可使 27 個

會員國擁有更團結的社會。 

歐盟消費者政策的策略首要任務為： 

 增加內部市場的消費信心：經由建立統一的控管環境，使其可在歐洲市場

內執行，也可有效保護消費者，有助於提高企業競爭力。 

 提高消費者在市場的地位：藉由發展消費者的教育工具、歐盟消費者組織

的積極支持和參與決策。 

 確保所有的歐盟策略皆能考量與消費者相關議題。 

 補足會員國的消費者政策。 

 收集消費者的相關數據，以支持立法的進展和其它倡議。 

歐盟雖已有完善的消費者法規，且消費者保護議題也是歐盟眾多政策中重

要的一環，但是仍需要一更廣泛性的保護架構，以解決一些迫在眉梢的挑戰，如

提供那些每天使用網路的消費者，一個更持續性的消費平台與環境，對於有特定

需求的消費者亦然。 

 

新消費者議程四大目標 

新消費者議程旨在實現歐盟 Europe 2020 經濟成長策略，其內容將可補充

其它倡議的不足之處，像是歐盟公民報告(EU Citizenship Report，請參照文件

IP/10/1390 和 MEMO/10/525)、單一市場、歐洲數位議程(請參照文件 IP/10/581, 
MEMO/10/199 和 MEMO/10/200)和資源效益藍圖(請參照文件 IP/11/1046)。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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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它建立在下列增進消費者信心的四大目標上。 

1) 消費者安全的再確認：加強控管商品、服務和食物安全的機制，並讓市場

監控更有效運作。 

2) 增進消費者知識：為因應日趨複雜的市場環境，消費者需要適當的教育工

具和資訊來瞭解一切消費信貸，並尋求正確的申訴管道。此點對買方及賣

方都很重要。 

3) 落實強制執行的權力：沒有權力就不能實行，這是最重要的部分，因為歐

洲消費者所受到的傷害，就占了歐盟 GDP 產值的 0.4%。控制後果和保

護消費者都是相當重要的。 

4) 因應社會及經濟變遷，調整消費者的權利與政策：通過數位時代的消費者

法、處理消費者線上問題、考慮弱勢消費者的需求等。 

 

新消費者議程的五大重點領域 

此議程保障消費者下列主要領域的利益 

 食物：確保永續性和安全性。 

 能源：使消費者可以合理的價格在自由市場機制內購得能源，以及更能控

管他們的能源消費。 

 經濟：保護消費者的經濟利益，提供他們相關理財工具。 

 運輸：透過立法來因應現代旅遊模式，以及支援交通永續和機動性。 

 數位：協助消費者處理線上問題和確保他們的線上交易安全。 

 

圖書館歐盟資訊中心 許琇媛、戴怡軒編譯 

參考文獻出處：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IP/12/491&format=
HTML&aged=0&language=EN&guiLanguage=en 

更多相關資料來源： 

http://ec.europa.eu/consumers/strategy/index_en.htm#agenda 

Also: The Consumer Policy Report published with the Consumer Agenda 

DG Justice Consumer and Marketing Law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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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c.europa.eu/justice/consumer-marketing/index_en.htm 

Homepage of Vice-President Viviane Reding, EU Justice Commissioner:  

http://ec.europa.eu/r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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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20 年歐盟財政預算架構 

目前正在運作的多年度財政預算架構是從 2007 年開始執行，將於 2013 年

結束。為了要取代舊的財政預算架構和準時在 2014 年開始執行新的計畫，新的

2014-2020 年多年度財政預算架構(multiannual financial framework, MFF)必須

在 2012 年底拍板定案。MFF 中規定了歐盟各項主要業務的相關預算額度，這不

僅是一個七年預算計畫，同時是年度財政預算的主要執行準則，因此歐盟各項政

策運作或是預算執行時，都必須將錢花在刀口上。本文即簡介 2014-2020 年預

算案進程與項目分配。 

 

一、2014-2020 年預算案進程 

(一)2011 年執委會採納相關政策的立法提案 

1.執委會對於 2014-2020 年財政預算架構提案的相關文件如下： 

 「歐洲 2020 (Europe 2020)」的預算之一：溝通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OM:201
1:0500:FIN:EN:PDF  

 執委會委員 Lewandowski 的報告

http://ec.europa.eu/commission_2010-2014/lewandowski/library/
documents/pressConf_MFF_presentation_20110629_en.pdf  

 新聞稿：今日的投資是明日的成長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IP/11/
799&format=HTML&aged=1&language=en&guiLanguage=en  

 多年財政預算架構導覽

http://ec.europa.eu/budget/library/biblio/publications/2011/mff201
1/MFF_2011_en.pdf  

 更多關於 2014-2020 年財政預算架構的提案

http://ec.europa.eu/budget/biblio/documents/fin_fwk1420/fin_fwk
1420_en.cfm  

 執委會提案修正

http://ec.europa.eu/budget/library/biblio/documents/fin_fwk1420/
MFF_COM_2012_388_en.pdf  

 

2.歐盟特定領域提案 

  執委會已於 2011 年底採納歐盟特定領域提案，有關凝聚基金、農業、

研究與創新、教育等政策的詳細提案內容如下： 

 執委會對於各領域的立法提案

http://ec.europa.eu/budget/reform/commission-proposals-for-the
-multiannual-financial-framework-2014-2020/index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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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兩種多年財政預算架構的規劃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special-reports/mff/2-tracks  

 

(二)2012 年：歐洲議會與歐盟高峰會針對新的多年財政預算進行協商 

  歐洲議會和高峰會－兩個歐盟的立法機關，針對上述提案進行談判、修正和

協商。 

(三)2013 年：由歐盟依共同決定程序，採納新的預算法源基礎 

  若無法在 2013 年底前針對新預算達成協議，2013 的預算上限將會展延至

2014 年，並附帶 2%的通膨修正。關於財政架構和財政架構外的工具之變動，

也將會被展延至 2014 年。 

 

二、2014-2020 年預算案分配額度 

(一)執委會已基於下列五項範疇，提出 10,330 億歐元的整體預算上限： 

 才智與包容性成長：48% 

 永續成長－天然資源：37% 

 全球歐洲：7% 

 行政：6% 

 安全與公民權：2% 

(二 )承諾的預算上限將占歐盟國民總收入 (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的

1.08%，2007-2013 年財政預算架構計畫則占 GNI 的 1.12%。 

(三)支出上限等同於歐盟國民總收入的 1.03%，2007-2013 年財政預算架構計畫

則占 GNI 的 1.06%。 

三、2014-2020 年預算經費與計畫：通往「歐洲 2020」目標之路 

  以下的預算經費與計畫分配旨在增進歐洲的經濟成長與工作機會，鼓勵綠色

農業，及塑造一個對環境負責，且更具國際地位的歐洲。 

  表中顯示，歐盟將增加研究與創新、教育、訓練和對外關係的相關預算額。

特定資金將運用於打擊犯罪與恐怖主義、移民和庇護政策等。因應氣候變遷方面

的支出，經費增加約 20%，並涵蓋不同的相關政策領域。 

  一項有關連接歐洲設施的新資金，將挹注到跨國界的基礎建設上，以強化歐

盟內部市場、促進經濟成長和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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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項目及宗旨 執委會編列 2014-2020 年的預算金額 

農鄉發展 預算額：3,869 億歐元 

持續改革的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 將 會 讓 「 歐 洲

2020」策略達成一個更具現代、更

綠化和更有貢獻的目標。藉由開發鄉

村地區的潛能、拓展當地市場和工作

機會、協助農業建設和資助農民收

入，維持歐洲的永續農業發展。 

 第一支柱－直接支出與市場消費：

2,818 億歐元 

 第二支柱－鄉村發展：899 億歐元 

 糧食安全：22 億歐元 

 最貧困的民眾：25 億歐元 

 農業領域危機準備金：35 億歐元 

 歐洲全球化資金：25 億歐元 

 糧食安全、生物經濟和永續農業之研

究與創新：45 億歐元 

經濟、社會和區域凝聚力 預算額：3,760 億歐元 

為讓凝聚政策(Cohesion Policy)有
效與「歐洲 2020」目標連結，執委

會提議將資金集中在幾項重點項

目，也將更仔細監督執行過程。如此

一來，歐盟凝聚政策將有助於經濟、

社會和區域的凝聚，並創造經濟成長

力與工作機會。 

 聚合性區域：1626 億歐元 

 變遷性區域：390 億歐元 

 競爭性區域：531 億歐元 

 地方性合作：117 億歐元 

 凝聚基金：687 億歐元 

 偏遠地區的其它配置：9 億 2,600 萬

歐元 

 歐洲連結設施：400 億歐元 

就業與社會事務 預算額：883 億歐元 

資金將集中運用在「歐洲 2020」的

重點項目：就業推廣，技術、教育和

終生學習之投資、社會包容與打擊貧

窮，及強化機構能力與公共行政效

能。 

 歐洲社會基金：840 億歐元 

 就業、社會政策和包容性：8 億 5,000
萬歐元 

 歐洲全球化調節基金：30 億歐元 

 自治預算：4 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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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創新  預算額：800 億歐元 

共同策略架構 (Common Strategic 
Framework, CSF)將涵蓋直接與間

接研究，符合「歐洲 2020」目標的

三大重點項目：科學基礎的卓越表

現、應付社會挑戰以及扶植產業領導

人和具競爭力的架構。 

 

對外關係 預算額：700 億歐元 

配合「歐洲 2020」目標，因應全球

挑戰，歐盟政策將積極推廣重要政

策，如氣候變遷政策等。執委會提議

建立一個與第三國互助的先行計

畫，聚焦於建構戰略夥伴。 

 發展合作工具：206 億歐元 

 入會前工具：125 億歐元 

 歐洲睦鄰工具：161 億歐元 

 夥伴工具：10 億歐元 

 穩定工具：25 億歐元 

 民主與人權的歐洲工具：14 億歐元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25 億歐元 

 人道救援工具：64 億歐元 

 市民保護和緊急應變能力：2 億歐元

 歐洲志願人道救援組織：2 億歐元 

 核能安全合作工具：5.6 億歐元 

 大規模金融援助：6 億歐元 

 對外行動保證金：12.6 億歐元 

 緊急救援儲備：24.5 億歐元 

 第 11 屆歐洲發展基金(EDF)總預

算：303 億歐元 

行政 預算額：626 億歐元 

執委會相信，限制 2013 年度計畫預

算的行政支出增幅，深具挑戰性但仍

屬可行。因此 2014-2020 年將不會

有額外的行政營運支出，但此原則不

會影響歐盟未來擴大所產生的額外

 退休金支出與歐洲學校：121 億歐元

 機構的行政支出：504.5 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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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花費。 

基礎設施－歐洲的連結設施 預算額：400 億歐元 

歐洲未來的經濟需要一個智慧、永續

和內部充分連接的運輸、能源和數位

網絡。此對完成歐洲單一市場而言，

是一項必要條件，同時也將協助達成

「歐洲 2020」中的穩定成長目標。

 能源：91 億歐元 

 運輸：217 億歐元 

 資訊、通訊、科技和數位：92 億歐

元 

 凝聚資金中的運輸建設：100 億歐元

教育與與文化 預算額：168 億歐元 

教育與訓練對歐洲經濟的發展與成

長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時也有助於達

成「歐洲 2020」共同追求的目標。

教育與訓練系統中的人力資源與現

代化，以及與日俱增的投資將協助歐

盟達成一個才智、永續和包容性的經

濟。 

 歐洲教育：152 億歐元 

 創意歐洲：16 億歐元 

 

內政事務 預算額：823 億歐元 

移民與庇護資金將會對「歐洲 2020」

的就業目標有所貢獻，特別是協助解

決歐盟人口老化和逐漸減少的勞力

部分。 

 移民與庇護資金：34 億歐元 

 內部安全資金：41 億歐元 

 IT 系統：7 億 3,000 萬歐元 

海事及漁業政策：海事及漁業基金

(European Maritime and 
Fisheries Fund, EMFF) 和國際漁

業 協 定 (International Fisheries 
Agreements)／區域性漁業管理組

織(RFMOs) 

預算額：67 億歐元 

歐盟共同漁業政策的改革將包括新

資金的挹注。此補助將會與「歐洲

2020」的目標緊密的結合，例如，

獎助金將會激勵漁產業進行改革、創

新和朝向永續漁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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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消費者 預算額：275 億歐元 

新健康成長計畫的準則，著重於保護

歐洲公民免於跨境的健康威脅、增加

醫療服務的永續性和增進大眾的健

康，同時也鼓勵改革健康政策。 

 糧食安全：22 億歐元 

 健康成長計畫：3 億 9,600 萬歐元 

 消費者計畫：1 億 7,500 萬歐元 

 

競爭力與中小型企業 預算額：24 億歐元 

為小型企業創造其繁榮條件也是「歐

洲 2020」的訴求之一。歐盟正藉由

執行相關預算項目，積極致力於開發

小型企業的成長潛力。相關行動將排

除企業於市場營運中的失敗因素，並

保證企業提升其在單一市場的競爭

優勢與潛力。 

 

環境 (生活+計畫)  預算額：24 億歐元 

對於環境保護的投資是社會現代化

的重要指標，同時也幫歐洲轉型成一

個以知識為基礎的經濟體。 

 

司法 預算額：8 億 200 萬歐元 

執委會提議將計畫簡化為司法、權利

和公民計畫。如此，將簡化資金，也

提供各種活動資金更多的凝聚和協

調空間。 

 司法計畫：8 億 200 萬歐元 

 權利與公民計畫：3 億 8,700 萬歐元

 

氣候行動 (生活+計畫)  預算額：8 億歐元 

為達成「歐洲 2020」目標，以及協

助全球強化其在對抗氣候變遷上所

做的努力，與氣候相關的歐盟預算將

大幅提升，包括投資在與氣候僅有些

微相關的計畫。緩和氣候變遷和調節

行動也將會是歐盟主要計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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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同盟與稅收(關稅 2020 與稅收

2020)  
預算額：6 億 9,000 萬歐元 

歐盟企業與公民從事跨邊界交易

時，可能遇到各種的關稅障礙，此類

障礙，往往來自各會員國看待同一項

交易意見分歧所致。消除這些障礙和

達成各會員國間的稅收協議（同時也

得尊重各國在此領域的權限），是歐

洲單一市場的首要任務。 

 

公民保護 預算額：4 億 5,500 萬歐元 

歐盟對公民保護的主要目標：確保災

難發生時，人民、環境、財產和文化

遺產能受到更好的保護。 

 公民保護(內部)：2 億 4,500 萬歐元

 公民保護(外部和歐洲緊急應變能

力)：2 億 1,000 萬歐元 

公民 (歐洲公民計畫)  預算額：2 億 300 萬歐元 

歐洲公民計畫著重於公民參與和歐

洲認同的跨國計畫項目。無論在機構

層級（例如歐盟條約或是歐洲議會選

舉）或是在跨領域主題，這是唯一可

使公民參與歐盟普遍性發展的管道。

 

打 擊 詐 騙 ： 防 止 偽 造 歐 元 計 畫

(PERICLES)和自動指紋辨識系統

(AFIS) 

預算額：1 億 5,000 萬歐元 

除了反詐騙的特定領域之外，凝聚跨

計畫的反詐騙條款，將協助歐盟更有

效地打擊詐騙行為。反詐騙條款將會

在 2014-2020 年新預算架構中，涵

蓋在各種立法基礎上。 

 

 

圖書館歐盟資訊中心 許琇媛、戴怡軒編譯 

參考資料：

http://europa.eu/newsroom/highlights/multiannual-financial-framework-2014-2
020/index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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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20 年財政預算全文： 

http://ec.europa.eu/budget/library/biblio/documents/fin_fwk1420/MFF_COM-2
011-500_Part_II_en.pdf 

多年度財政預算架構官網 

http://ec.europa.eu/budget/reform/ 

多年度財政預算架構談判過程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special-reports/mff?lang=en 

2014-2020 年財政預算架構之分析 

http://ec.europa.eu/budget/library/biblio/documents/fin_fwk1420/MFF_COM_2
012_388_en.pdf#page=16 

相關文件：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n the Multiannual Financial Framework and 
own resources 

http://www.europarl.europa.eu/sides/getDoc.do?pubRef=-//EP//TEXT+TA+P7-
TA-2012-0245+0+DOC+XML+V0//EN&language=EN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opinion on the EU budget review 

http://www.eesc.europa.eu/?i=portal.en.eco-opinions.15053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n a new MFF 

http://www.europarl.europa.eu/sides/getDoc.do?type=TA&reference=P7-TA-2
011-0266&language=EN&ring=A7-2011-0193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opinion on the EU budget review 

http://eur-lex.europa.eu/JOHtml.do?uri=OJ%3AC%3A2011%3A166%3ASOM
%3AEN%3AHTML  

Report on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What funding for EU external action after 
2013?' 

http://ec.europa.eu/europeaid/how/public-consultations/5240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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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各國高等教育概況 

 

2012 年 9 月 11 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公布「2012 年教育展望報告(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2)」，歐盟執行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對此表示欣喜，

由於這份年度報告檢視了 34 個國家(包含 21 個歐盟會員國)的教育表現概況。該

報告指出，不久的將來，歐洲教育即將面臨幾項變化，師資老化就是其中一項問

題。在奧地利、捷克、愛沙尼亞、荷蘭、瑞典等五個歐盟會員國境內，40%以上

的中等學校教師年過半百，甚至更為年長；德國與義大利的數據高達 50%以上。

學生性別分佈不均也是其中一項問題：報告指出，女性與男性在歐盟高等教育的

註冊比，女性多出將近三分之一。 

每年度的教育展望報告是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所發行，其相關統計數據

來自歐盟統計局(Eurostat)和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教育展望報告特別刊載 34 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會員國的教育資訊。其中

涵蓋的 21 個歐盟會員國為奧地利、比利時、捷克、丹麥、愛沙尼亞、芬蘭、法

國、德國、希臘、匈牙利、愛爾蘭、義大利、盧森堡、荷蘭、波蘭、葡萄牙、斯

洛伐克、斯洛維尼亞、西班牙、瑞典和英國，4 個其它的歐洲國家(冰島、挪威、

瑞士和土耳其)和 9 個非歐洲國家(澳洲、加拿大、智利、以色列、日本、韓國、

墨西哥、紐西蘭、美國)。此外，也會提供巴西、俄羅斯的資料；在某些議題下，

更提供了阿根廷、中國大陸、印度、印尼、沙烏地阿拉伯和南非共和國的資料。

6 個不屬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會員國的歐盟會員國：保加利亞、賽普勒斯、拉

脫維亞、立陶宛、馬爾他和羅馬尼亞等，則不在此份報告中。 

教育展望報告提供了各國的教育政策資訊，包含投注在教育上的財政及人

力資源、師生比、教學時數、畢業生人數與成果、教育管道、教育參與和未來發

展等，同時提供學習環境與學校機構的相關數據。 

報告中的新指標，聚焦於教育支出在全球經濟危機下的影響，和總體經濟

的結果，如 GDP 對教育的影響。該份報告甚至涵蓋了其它議題，例如幼兒教育

制度、兩世代在高等教育中的流動性、影響教育支出的因素、15 歲學童的職業

興趣探索、師資陣容和考試對於進入中等或高等教育的影響力。 

為達成歐洲 2020 策略(Europe 2020)的成長目標，除了教育和技術議題的

重要性與日俱增，歐盟執委會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也宣布，未來將進行更緊密

的合作，進一步強化對會員國的教育和訓練工作。此外，「歐盟執委會和 OECD
的教育合作新架構」也將加強國家分析、技術策略甚至是調查方面的共同合作，

例 如 國 際 學 生 評 估 計 畫 (OECD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和 國 際 成 人 能 力 評 估 (OECD Program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Competencies, PIAAC)。 

負 責 歐 盟 教 育 、 文 化 、 多 語 暨 青 年 事 務 的 執 委 Androulla Vassiliou 
(European Commissioner for Education, Culture, Multilingualism and Youth)表
示，這份報告對於各國及歐盟決策者而言，是一項非常珍貴的參考工具。會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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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認同，就歐洲的未來跟長期發展而言，教育投資是絕對必要的。雖然報告中清

楚顯現，教育所帶來的利益遠大於推動教育所需的成本，但歐盟不能因此而自

滿。報告中也點出許多必要的改革，應走向更加現代化，對師生產生更高的吸引

力。 

2012 年教育展望報告重點摘要如下： 

 21 個歐盟會員國每年在初等至高等教育中，投注於每位學生的平均教育花

費為 9,122 美金，略低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 9,252 美金。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會員國整體預期，將有 84%的年輕人會完成中等教育

以上的學業；歐盟會員國中，預期高達 86%的年輕人能完成中等教育以上

的學業。1995 年至 2010 年間，中等教育以上學業參與率，呈現最大增幅

的國家為葡萄牙(年成長 4.7%)。 

 接受高等教育後所獲得的薪資報酬也持續增長中。一個歐盟大學畢業生在一

生中預期可以淨賺 176,000 美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平均為 162,000 美

金)。較高等的教育長期公共福利，占國家公共支出的三倍左右。 

 歐洲仍然是學生較喜愛的留學目的地，歐盟會員國中的 41%學生來自世界

各地。無論是歐盟與非歐盟國家學生，近 10%的學生選擇在奧地利、盧森

堡和英國進行高等教育。20%以上的學生在奧地利、丹麥、愛爾蘭、盧森堡、

瑞典和英國進行進階研究。綜觀歐盟國家，76%的外籍學生是來自另外一個

歐盟會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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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 高 等 教 育 新 生 入 學 率 及 年 齡 分 布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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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中等教育的師資年齡分布(2010) 

 

圖書館歐盟資訊中心 許琇媛、戴怡軒編譯 

參考文獻出處：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IP/12/950&format=
HTML&aged=0&language=EN&guiLanguage=en 

參考文件：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IP/12/950&format=
PDF&aged=0&language=EN&guiLanguage=en 

更多相關資訊： 

New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on: 
http://ec.europa.eu/commission_2010-2014/vassiliou/documents/20120911-fr
amework-for-collaboration-education-oecd_eac.pdf 

On-the-record technical briefing: 

http://scic.ec.europa.eu/streaming/index.php?es=2&sessionno=69f268fb2ba1
068615b3219c6e8f57e8 

The full report: 



 20

http://www.oecd-ilibrary.org/education/education-at-a-glance_19991487;jsessi
onid=1ok7jef2l89e.delta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2: OECD Indicators 

http://www.oecd.org/edu/eag2012.htm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EU's targets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http://ec.europa.eu/education/lifelong-learning-policy/framework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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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專欄........................................................................................................................... 

本期第一篇學者專欄，邀請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張福昌副教授，撰寫『歐

盟理事會之組織架構與表決方式』一文。張教授於本文探討歐盟立法機構之一的

歐盟理事會，從其設立之初至目前「里斯本條約」等各階段賦予該機構的職權。

文中深入分析歐盟理事會的組織架構與決策方式。 

 

歐盟理事會之組織架構與表決方式 

張福昌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副教授 

chang010806@mail.tku.edu.tw 

歐盟理事會1 是歐盟的立法機構，在歐盟決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內

部設有理事會議、總秘書處(General Secretariat)、常駐代表委員會

(COREPER)、總署(Directorate-General)與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s)等各種行

政單位。1990 年代，歐盟理事會原設有 22 個理事會議，後來為了精簡人事、提

高行政效能，於 2000 年 6 月改成 16 個理事會議；2006 年 2 月又減少到 9 個理

事會議；2009 年 12 月里斯本條約生效後，則改為 10 個理事會議。2 歐盟理事

會雖然是由歐盟會員國派部長組成，但是，理事會議並非由一群固定的部長級官

員出席組成，而是依據議案性質的不同（例如：農業、運輸或環保議題），由各

會員國派出不同的部長出席會議。如果碰到一般性或綜合性的議題時（例如：歐

盟的擴大問題、歐盟機構改革的問題等），則一律由各會員國的外交部長出席討

論，這項專門的理事會稱為一般事務理事會。 

壹、歐盟理事會的組織架構 

歐盟理事會的核心部分為部長理事會議，其下的組織結構又可分為兩個系

統：（一）法案審理系統：設有理事會議、常駐代表委員會、專門委員會與工作

小組等四個部分；（二）行政系統：設有總秘書處、總署、署(Directorate)與科(Unit)
等四個部分。 

                                                 
1 歐盟理事會係由歐盟會員國的部長出席組成，其通用的名稱有底下三種：（一）在諸多歐盟條

約（例如：歐洲共同體條約、歐洲聯盟條約、里斯本條約等）中皆稱之為「理事會」(Council)；
（二）在歐盟官方網站中則稱之為「歐盟理事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三）

一般歐盟官方文件與學術文章中，亦常見以「部長理事會」(Council of Ministers)來稱之，以

彰顯其由部長級官員組成的特性。 
2  Available from: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showPage.aspx?id=426&lang=en. 

(Accessed 03.1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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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歐盟理事會組織架構圖 

歐盟理事會的功能在於準備歐洲高峰會，可算是歐洲高峰會的會前會。歐

洲高峰會是由歐盟輪值主席國的政府首長或國家元首主持，而歐盟理事會則是由

輪值主席國相關部長主持。歐盟理事會中設有理事會議與特別理事會，理事會議

的任務是負責決定歐盟的各項政策。在理事會議中，成立時間最久、涵蓋事務最

廣泛的要屬一般事務與對外關係理事會。3 一般事務與對外關係理事會最早稱為

「一般事務理事會」，但是，在「馬斯垂克條約」後，歐盟為了發展歐盟的共同

外交政策，將一般事務理事會更名為「一般事務與對外關係理事會」。不過，一

般事務與對外關係理事會實際上是由兩個會議組成，在 2002 年西班牙塞維亞

(Seville)歐洲高峰會上，歐盟會員國曾同意將該理事會分作兩部分召開，並使用

不同的會議議程。「里斯本條約」生效後，「一般事務與對外關係理事會」正式分

為一般事務理事會 (General Affairs Council)與外交理事會 (Foreign Affairs 
Council)等兩個會議，而使歐盟理事會增加為 10 個理事會議。雖然，這兩個理

事會的成員結構仍然是由歐盟會員國的外長組成，但其會議主持者卻不相同，一

般事務理事會是由輪值主席國推派代表主持，而外交理事會則改由高級代表主

持。4 

歐盟理事會的會議場所原則上在布魯塞爾，但是，每逢 4 月、7 月與 10 月

歐盟理事會則在盧森堡召開。就歐盟理事會的集會次數而言，除了一般事務理事

會與外交理事會、經濟與財政事務理事會、農業與漁業理事會每月集會一次，開

會次數最頻繁，司法與內政事務理事會∕運輸、電信與能源理事會∕競爭理事會

                                                 
3 一般事務與對外關係理事會於 1952 年即成立。 
4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OJ C 115, 09.05.2008, p. 24 & 26. 

(Articles 16 (9), 1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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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約每兩個月開會一次，就業、社會政策、健康與消費者事務理事會∕環境理事

會∕教育、青年、文化與體育理事會則約每三個月開會一次。5 

 

＜表 1＞ 歐盟理事會一覽表 

 理 事 會 名 稱 

1. 一般事務理事會  
(General Affairs Council) 

每月開會 

2. 外交理事會  
(Foreign Affairs Council) 

每月開會 

3. 經濟與財政事務理事會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ffairs Council) 

每月開會 

4. 司法與內政事務理事會 
(Justice and Home Affairs Council) 

每兩個月開會一次 

5. 
運輸、電信與能源理事會 
(Transport, Telecommunications and Energy 
Council) 

每兩個月開會一次 

6. 農業與漁業理事會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Council) 

每月開會 

7. 環境理事會 
(Environment Council) 

每年開會四次 

8. 教育、青年、文化與體育理事會 
(Education, Youth, Culture and Sport Council)

每年開會三到四次 

9. 
就業、社會政策、健康與消費者事務理事會 
(Employment, Social Policy, Health and 
Consumer Affairs Council) 

每年開會四次 

10. 競爭理事會 
(Competitiveness Council) 

每年開會五至六次 

© 張福昌，2012 年 12 月 03 日。 

 

一般事務理事會的任務主要有以下三項：第一項是負責制訂歐盟理事會的

一般性政策，或處理無法明確分屬於任何一個理事會議的事務，例如：決定多年

度財政架構(Multiannual Financial Framework)、協助規劃歐洲發展落後地區的

結構基金(Structural Funding)等；第二項是協調歐盟理事會的內部運作，例如：

協調其他理事會議的工作、解決行政、制度與政策提案等問題、處理特定政治敏

感事務、決定歐盟理事會的年度計畫等；第三項是與「歐洲高峰會主席」和執委

會主席共同籌備歐洲高峰會、協調高峰會的相關活動，與執行後續工作。6 另一

方面，外交理事會的職責則在於依據「歐洲高峰會主席」的戰略指導方針，發展

歐盟的對外行動，例如：制訂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歐洲安全與防衛政策、對外

                                                 
5  Available from: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showPage.aspx?id=426&lang=en. 

(Accessed 03.12.2012) 
6 Martin Westlake/David Galloway (eds.):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3rd edition, 

London: John Harper Publishing, 2006, 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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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易、發展合作與人道救援等相關政策。在歐洲高峰會上，歐盟會員國首長會決

定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政策目標與指導方針，而外交理事會則必須明確制訂與

執行該政策的決定，並確保歐盟對外政策的一致性。因此，外交理事會必須協助

高級代表提相關政策提案，而執委會與歐盟會員國在參與外交理事會中，也擁有

外交政策的提案權。7  

在上述的歐盟理事會議底下，又設有兩個特殊的組織：特別理事會(Special 
Councils)與「歐洲科學與技術合作資深官員委員會」(Committee of Senior 
Officials of European Cooperation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y) 8。茲將這兩個

組織說明如後。 

 

一、 特別理事會 

歐體與第三國及國際組織簽訂許多協定(Agreements)，這些協定的性質包

括：貿易協定、合作與發展協定、聯繫協定(Association Agreement)等，涵蓋的

層面則包括：紡織、漁業、關稅、科技、技術與運輸…等。9 為了通過與協定相

關的決定，歐盟與第三國及國際組織在歐盟理事會內設置了三種特別理事會： 

1. 聯繫理事會(Association Councils)：聯繫理事會是歐盟與有簽署聯繫協定

(Association Agreement)的第三國合組而成的理事會，每年由雙方外交部長召開

一次會議，討論協定架構中主要的問題與有關共同利益的議題。10 2009 年歐盟

理事會中總共設有 8 個聯繫理事會：歐盟與阿爾及利亞聯繫理事會、歐盟與埃及

聯繫理事會、歐盟與黎巴嫩聯繫理事會、突尼西亞聯繫理事會、摩洛哥聯繫理事

會、以色列聯繫理事會、歐體與土耳其聯繫理事會、約旦聯繫理事會等。 

2. 合作理事會(Cooperation Councils)：是歐盟與有簽署合作協定(Cooperation 
Agreement)的第三國組成。該理事會是由歐盟會員國與第三國會依議題性質，

派外交部長或其他部長級官員參加11，並且由雙方各派 1 名代表組成共同主席

(Co-Presidents)，每年集會一次，其功能在於定義合作協定的目標與指導方針，

決定合作內容，並架構促進雙方合作的工具。12 2009 年設有 2 個合作理事會：

歐體與南非合作理事會、歐洲經濟共同體與敘利亞合作理事會等。 

                                                 
7 (1)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OJ C 115, 09.05.2008, p. 24 & 26. 

(Articles 16 (6), 18 (3)); (2) House of Commons: Foreign Policy Aspects of the Lisbon 
Treaty, 3rd Report of Session 2007–08, 16.01.2008, p. 38. 

8 有 關 「 歐 洲 科 學 與 技 術 合 作 」 (COST) 的 詳 細 資 訊 請 參 見 ： http://www.cost.esf.org/ 與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showPage.aspx?id=253&lang=EN. (Accessed 03.12.2012) 
9 相關資料由歐盟理事會總秘書處 F 總署(Directorate-General F)底下之公共資訊服務處(Public 

Information Service)提供，2009 年 8 月 22 日。 
10 (1) Available from: http://ec.europa.eu/external_relations/algeria/agreement/index_en.htm. 

(Accessed 22.09.2009); (2) 相關資料由歐盟理事會總秘書處 F 總署底下之公共資訊服務處

提供，2009 年 9 月 17 日。 
11 相關資料由歐盟理事會總秘書處 F 總署底下之公共資訊服務處提供，2009 年 9 月 17 日。 
12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and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 Protocol 1 on technical and financial cooperation - Protocol 2 concerning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originating products' and methods of administrative cooperation 
- Final Act - Joint Declarations - Exchanges of letters, OJ L 269 , 27.09.1978, available from: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21977A0118(05):EN:HTML. 
(Accessed 03.12.2012) (Articl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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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加太國家與歐體部長理事會(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African, Caribbean 
and Pacific States－European Community)：非加太國家與歐盟部長理事會是由

歐盟會員國部長出席參加，並可由一名大使或政府成員陪同參加，非加太國家13 
亦派部長參加。14 該理事會是由歐盟理事會與非加太國家雙方各推派 1 名代表

組成共同主席(Co-Presidents)，每年集會一次，每次約有 70 名官員參加。15 非

加太國家與歐體部長理事會是歐盟與非加太國家政治對話的平台，其功能在於通

過 政 策 指 導 與 決 定 以 執 行 科 多 努 協 定 (Cotonou Agreement) 16  的 條 款

(Provisions)，尤其是有關該協定中特定領域的發展策略，其他功能則包括：檢

視與解決阻礙該協定執行的問題與確保諮詢機制能順利運作等。17 

 

二、「歐洲科學與技術合作資深官員委員會」 

「 歐 洲 科 學 與 技 術 合 作 」 (European Cooperation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y; COST)是一個政府間的泛歐研究合作網絡，與「泛歐市場導向、產

業研究與創新網絡」(Europe-wide Network for Market-oriented, Industrial R&D 
and Innovation; EUREKA)18及「架構計畫」(Framework Programme; FP)19，併

                                                 
13 2009 年非加太國家總計有 79 個國家。 
14 相關資料由歐盟理事會總秘書處 F 總署底下之公共資訊服務處提供，2009 年 9 月 4 日。 
15  (1) Available from: http://www.acpsec.org/en/press_releases/pr-30_acp-eu_com_e.htm. 

(Accessed 03.12.2012); (2) 相關資料由歐盟理事會總秘書處 F 總署底下之公共資訊服務處

提供，2009 年 9 月 17 日。 
16 科多努協定(Cotonou Agreement)是 2000 年 6 月 23 日歐盟與非加太國家於非洲貝南(Benin)

首都科多努簽署的一項協定。當時有歐盟 15 個會員國與 79 個非加太國家參與這項協定的簽

署，科多努協定的內容主要有三大主軸：發展合作、經濟與貿易合作、政治合作等。有關科

多 努 協 定 的 其 他 資 料 請 參 見 ：

http://ec.europa.eu/development/geographical/cotonouintro_en.cfm. (Accessed 
03.12.2012) 

17 Partnership agreement between the members of the African, Caribbean and Pacific Group 
of States of the one part,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ts Member States, of the other 
part, signed in Cotonou on 23 June 2000 - Protocols - Final Act - Declarations, OJ L 317, 
15.12.2000, available from: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22000A1215(01):EN:HTML. 
(Accessed 03.12.2012) (Article 15) 

18 「泛歐市場導向、產業研究與創新網絡」(Europe-wide Network for Market-oriented, Industrial 
R&D and Innovation; EUREKA)是一個政府間的泛歐市場導向、產業研發網絡，設立於 1985
年。EUREKA 的目標是協助企業、研究中心與大學，進行泛歐產品、流程與服務創新等研發

計劃，以提升歐洲國家經濟與產業的生產力與競爭力。至今(2009)，EUREKA 已有 39 個會

員國，而在這其中，歐洲執行委員會也代表歐盟成為 EUREKA 的會員。EUREKA 提供計劃

參與者有關歐洲各產專業技術資訊，並協助其取得國家官方或私人的資助計劃。每年歐洲的

私人公司企業皆向 EUREKA 提出數百項計劃，而參與者可透過 EUREKA 的計劃研發新科

技，並與其他企業建立伙伴關係，以進入新興市場。EUREKA 的組織結構包括：（一）部長

會議(Ministerial Conference)：由 EUREKA 會員國部長級官員和一名執委會委員組成，每兩

年召開一次會議。部長會議的功能包括：制訂政策方針、宣佈已通過核准的新計劃、同意會

員國的加入與退出、決定 EUREKA 的未來發展等。（二）國會間會議(Interparliamentary 
Conference)：主要功能是提升一般大眾對EUREKA的認識與瞭解，並就策略性議題(Strategic 
Issues)向會員國部長提供建議。國會間會議與部長會議同樣都是兩年召開一次會議，但兩個

會議並不會在同一年召開。部長會議與國會間會議的召開是由主席國(Chairmanship Country)
負責統籌與主持，主席國由會員國輪流擔任，每年輪替一次，任期從每年 7 月開始至隔年 6
月為止。主席國必須負責維持 EUREKA 備忘錄(Momentum)的運作，並主持與統籌部長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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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歐洲三大共同研究網絡，彼此為互補關係。「歐洲科學與技術合作」網絡成立

於 1971 年，為歐洲最早設立的研究網絡系統，2009 年已有 35 個成員國與 1 個

合作國(Cooperating State)20，其研究活動皆由參與國政府出資籌辦。「歐洲科學

與技術合作」網絡集結來自不同國家的研究團隊進行合作，並舉辦各種科學與技

術會議、提供短期科技人才交換與出版刊物。「歐洲科學與技術合作」網絡資深

官員委員會是「歐洲科學與技術合作」網絡的決策機構，由「歐洲科學與技術合

作」網絡的成員國代表組成。資深官員委員會必須向「歐洲科學與技術合作」部

長會議(COST Ministerial Conferences)提出報告，並制訂「歐洲科學與技術合

作」的整體發展策略、指派科學研究管理委員會(Domain Committees)、通過研

究提案、準備合作備忘錄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資深官員委員會

設有一名主席與一名副主席，任期三年。資深官員委員會的運作由執行小組

(Executive Group)負責協助。21 

 

                                                                                                                                            
國會間會議、高層小組、執行小組與會員國計劃協調者會議等。此外，現任主席會除了必須

與前任、繼任主席合作，共同執行 3 年期的提案計劃，也要對外代表 EUREKA。（三）高層

小組(High-Level Group)是 EUREKA 的核心決策組織，每年集會 3 次，其成員是由 EUREKA
會員國推派一名代表組成，其任務在於通過新的計劃案、通過 EUREKA 的內部運作決定、

準備新政策提供部長會議進行討論等。（四）執行小組(Executive Group)是由現任、前任、繼

任主席國的代表組成，每年至少集會 8 次。執行小組的功能在於執行高層小組的指示，針對

關鍵政策議題進行辯論，並提供繼任主席建議。此外，執委會也是 EUREKA 的成員之一，

執行小組召開會議時，執委會會推派一名成員參加，並且，分擔 EUREKA 秘書處的部份預

算，但是，執委會並不資助 EUREKA 的計劃案。相關資料由執委會歐洲聯繫中心⁄研究諮詢

服務(EUROPE DIRECT Contact Centre / Research Enquiry Service)提供，2009 年 9 月 6
日。有關 EUREKA 的詳細資訊，請參見：http://www.eureka.be/home.do. (Accessed 
03.12.2012) 

19 「架構計畫」(Framework Programme; FP)是歐盟促進科技合作的重要工具，其目標為達成

「里斯本策略」(Lisbon Strategy)所制訂之目標，以強化歐洲產業的科技基礎，支持對歐盟研

究政策有助益的研究計劃，最終使歐盟的科技發展更具國際競爭力。「架構計畫」從 1984 年

開始，至今已進行至第七屆(FP7)，每屆的架構計劃皆由歐洲共同體提供大量預算，資助科學

家與研究人員進行跨國交流，並設計各類型的研究計劃供歐盟會員國與第三國的研究團隊進

行合作。台灣在 2008 年 9 月 1 日也成立了「國家聯絡據點-台灣辦公室」(National Contact 
Point-Taiwan Office; NCP-Taiwan)，提供我國研究機構以及學者進一步認識歐盟 FP7 計畫，

並且藉由舉辦研討會、座談會等方式，推廣歐盟科研架構計畫，以吸引更多國內的專家學者

以 及 業 界 加 入 。 有 關 歐 盟 科 研 架 構 計 畫 之 詳 細 內 容 ， 請 參 見 ： (1) 
http://ncp-tw.ntust.edu.tw/front/bin/home.phtml. (Accessed 03.12.2012); (2) 張 福 昌 ：

CORDIS：台灣與歐盟科技合作的橋樑，論文發表於：台灣與歐洲聯盟：經貿、科技暨文化

前瞻研討會，淡江大學，台北，2009 年 5 月 8 日。 
20 這 35 個成員國包括：奧地利、比利時、波士尼亞與赫塞哥維納、保加利亞、克羅埃西亞、塞

普勒斯、捷克、丹麥、愛沙尼亞、芬蘭、前南斯拉夫馬其頓共和國、法國、德國、希臘、匈

牙利、冰島、愛爾蘭、義大利、拉脫維亞、立陶宛、盧森堡、馬爾他、荷蘭、挪威、波蘭、

葡萄牙、羅馬尼亞、塞爾維亞、斯洛伐克、斯洛凡尼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與英

國等。合作國家有以色列。 
21  Available from: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showPage.aspx?id=704&lang=EN. 

(Accessed 03.1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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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COST、FP、EUREKA 研究主題領域比較表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繪製表格，資料參考自： 

(1) http://www.cost.esf.org/about_cost;  

(2) http://cordis.europa.eu/themes/home_en.html;  

(3) http://www.eureka.be/thematic.do. (Accessed 03.12.2012) 

歐洲科學與技術合作 (COST) 架構計劃 (FP) 泛歐市場導向、產業研究與創新網絡 
(EUREKA) 

 Biomedicine and Molecular Biosciences 
 Chemistry and Molecular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Earth System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Food and Agriculture  
 Forests, their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dividuals, Societies, Cultures and 
Health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Materials, Physical and Nanosciences  
 Transport and Urban Development  

 Agriculture and Food Supply 
 Biology and Medicine 
 Energy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Industry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in Practice 
 Research Outputs 
 Social and Economic Concerns 
 Transport and Construction 

 Agriculture and Marine Resources 
 Agrofood Technology 
 Biological Sciences 
 Chemistry, Physical and Exact Sciences 
 Electronics, IT and Telecomms 
Technology 

 Energy Technology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Material and 
Transport 

 Measurements and Standards 
 Technology for Protecting Humankind 
and the Environment 

 Other Industrial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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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歐盟理事會的表決方式 

歐盟理事會的表決方式主要有三種：簡單多數決、一致決和條件多數決。

至於，每個表決項目該使用何種表決方式，則須依據條約或歐盟理事會程序規則

的規定。22 

 

一、簡單多數決 

在簡單多數決的表決方式中，每個會員國各有一票，而且每票等值。27 個

會員國中，必須有 14 國同意，議案才算通過。不過這種簡單多數的表決方式，

在歐盟理事會中的使用範圍很小，大概只有在決定是否將議案付之表決時，或是

討論程序問題和歐盟理事會議事規程時（例如：會議時間的安排、議案審查的先

後順序等），才使用簡單多數決。 

 

二、一致決 

一致決就是與會各國都必須一致同意，議案才算通過的意思，如果有一國

反對，那麼議案就不能通過。這也就是說：每個會員國都擁有「否決權」的意思。

這種極端的表決方式，在實際的議事表決中，很容易造成議案遲遲通過不了的困

境。歐盟曾經在所謂的「盧森堡妥協」之後，大量的使用一致決的表決方式，而

使得歐盟理事會審理議案的速度極為緩慢，這對歐洲統合確實造成了嚴重的影

響。經過改革之後，目前在歐盟中，只有對一些重要的政治性議案（例如：「共

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稅制改革、護照政策、移民政策、防衛事務、社會安全仍

然使用一致決，其他議案都採用條件多數決的表決方式。而使用一致決時，其記

票方式則和簡單多數決一樣，一國一票，且每票等值。而且，在歐盟理事會進行

表決時，若有成員缺席時，其餘成員仍可以一致決通過提案。23 在「阿姆斯特

丹條約」中，為了防止歐盟會員國利用「否決權」，封殺有關「共同外交與安全

政策」的議案，因此，在「阿姆斯特丹條約」中特別引入了「建設性棄權」的投

票方式：歐盟會員國如果對於「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態度中立」或是「支持，

但不願參加共同行動」的話，那麼就可以表示「棄權」，而不需履行該項決議。 

 

三、條件多數決 

條件多數決是歐盟理事會最主要的表決方式，其使用範圍也最為廣泛。目

前(2009)，歐盟理事會使用的條件多數決規定，是來自於「尼斯條約」的記票方

式：自 2004 年 11 月 1 日開始，歐盟理事會將根據各會員國的人口多寡，分配

不同的票數（參見圖 2），票數最多的國家有 29 票，例如：德國與英國，而票數

最少的馬爾他，只有 3 票，27 個歐盟會員國總計 345 票。歐盟理事會以條件多

                                                 
22 根據規定，歐盟理事會開會時，必須有一半以上的歐盟會員國出席，在任何理事會議召開會

議時，至少要有 14 名部長出席，才可進行表決。 
23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Func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OJ C 115, 

09.05.2008, p. 154. (Article 23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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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決進行表決提案時，必須達到三項條件，議案才算通過：（一）在總票數 345
票中，必須有 255 票贊同提案（占總票數 73.9%），相反地，如果有 91 票反對

的話，就可以阻止議案的通過；（二）這 255 張贊同票，必須至少來自 14 個歐

盟會員國；（三）而支持議案的這些會員國又必須能代表 62%的歐盟人口。這些

條件的設計，主要是要防止大國操縱議事的弊端，同時也對小國提供了保障，並

且確保歐盟理事會的表決合乎民主原則。 

 
＜圖 2＞ 歐盟理事會條件多數決票數分配表 

當歐盟會員國想要否決提案時，必須形成封鎖少數(Blocking Minority)。封

鎖少數是一個相對於條件多數的概念，意思是指否決條件多數決所需要的票數。

舉例來說，「尼斯條約」的條件多數決中，歐盟會員國要條件多數決通過議案，

在 345 票中至少需要 255 票贊成議案，相反的，若要形成封鎖少數，則必須要

有 91 票反對提案。24 

然而，許多歐盟的專家學者認為，「尼斯條約」的條件多數決計算方式過於

複雜，因此，「里斯本條約」將條件多數決的規定加以修改、簡化，讓歐盟的決

策過程更加清楚明瞭，以促進提案通過的效率，同時，「里斯本條約」也增加條

件多數決的適用範圍，讓歐洲統合的推展工作更為容易。25 「里斯本條約」將

                                                 
24 Available from: http://en.euabc.com/word/94. (Accessed 03.12.2012) 
25 Sebastian Kurpas, et al.: The Treaty of Lisbon: Implementing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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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來的「三重條件多數決」改為「雙重多數決」(Double Majority)，廢除了使用

多年的比重票數計算方式，只保留計算會員國數和歐盟人口數的兩項標準。依據

提案來源，歐盟理事會的表決會有底下三種情況：（請參照圖 3） 

（一） 當提案由執委會與高級代表提出時：27個會員國中，至少需要15國同意

提案（比例為55%），而且這15國必須可代表歐盟至少65%的人口。相反

的，反對提案的會員國，只要可以集結4個會員國且能代表歐盟35.1%的

人口，即可形成封鎖少數，阻擋提案的通過，而規定至少需要4個國家的

用意，是為了以避免歐盟4個大國（德國、法國、義大利、英國）中的3
個，輕易的形成封鎖少數，而阻礙了中小型國家的權利。26 

（二） 在其他提案方面（提案非由執委會或高級代表提出，例如：由歐盟理事會

成員自行提出）：27個歐盟會員國中，必須有20國贊成提案（比例為

72%），而且這些國家必須能代表歐盟65%的人口，提案即可通過。27 

（三） 當並非所有歐盟會員國都出席投票，例如：會員國選擇不參與某項政策議

題(Opt-out)或使用強化合作程序(Enhanced Cooperation)時：執委會與高

級代表的提案應受到55%參與國支持，其他提案則需得到72%參與國支

持，且兩者的提案支持國必需能代表出席投票國65%的人口。28 

 

 

                                                                                                                                            
Joint Study of CEPS, EGMONT, EPC, 11.2007, p. 60. 

26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OJ C 115, 09.05.2008, p. 24. 
(Article 16 (4)) 

27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Func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OJ C 115, 
09.05.2008, p. 154. (Article 238 (2)) 

28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Func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OJ C 115, 
09.05.2008, p. 154. (Article 23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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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里斯本條約與尼斯條約之條件多數決對照圖 

從上述提案所需的歐盟會員國數來比較，執委會與高級代表的提案只需 15
國同意，通過門檻較低，而其他提案則需要 20 國贊成，通過門檻則較高、較不

易通過。這種雙重標準的設計，目的主要是為了讓歐盟的政策提案「共同體化」，

使政策多經由執委會與高級代表的提案管道提出，以減少歐盟會員國的提案。 

「里斯本條約」的條件多數決必須等到 2014 年才開始實施，在 2014 年 11
月 1 日至 2017 年 3 月 31 日期間仍為過渡期，這段期間內，歐盟會員國原則上

將採用新的條件多數決表決，但如果提案牽涉敏感議題時，歐盟會員國仍可要求

依照「尼斯條約」的條件多數決規定進行表決。29 

此外，從 2014 年開始，歐盟理事會也將「尤安理納協議」(Ioannina 
Compromise)納入條件多數決的機制中，這項協議是為了讓想要反對提案，卻又

無法形成封鎖少數的國家，有機會要求歐盟理事會再次檢視提案，以延緩提案的

通過。根據「里斯本條約」附帶聲明(Declarations)，有關歐盟條約第 16 條第 3

                                                 
29 Protocols of the Treaty of Lisbon, OJ C 115, 09.05.2008, p. 322. (Artic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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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及歐盟運作條約第 238 條第 2 款之規定30： 

（一） 2014年11月1日至2017年3月31日過渡期間，反對提案國只要達到封鎖少

數標準的75%，意即反對提案國達10國，或者可代表歐盟26.3%的人口

時，即可啟動尤安理納機制，使歐盟理事會暫緩提案的通過。（第1條） 

（二） 2017年4月1日之後，啟動尤安理納機制的標準降為55%，只要有8國反對

提案，或者可代表歐盟19.3%的人口，就可以讓歐盟理事會暫停提案的通

過。（第4條） 

在此情況下，歐盟理事會應在合理且不與法規衝突的時間內，盡可能討論

出一個顧及反對國立場的折衷辦法。最後，歐盟理事會主席必須在執委會的協助

下，執行任何有利於歐盟理事會達成協議的提案。而歐盟理事會成員則應提供歐

盟理事會主席各種協助。31 不過，至於多少時間才算是「合理的」時間範圍，

在條約中並沒有詳細指明，但一般來說，歐盟理事會必須在三個月內，對執委會

的提案做出回應，因此，歐盟理事會大約會在此期限內，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32 

 
 

                                                 
30 (1) Declarations annexed to the final ac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which 

adopted the Treaty of Lisbon, OJ C 115, 09.05.2008, pp. 339-340. (Articles 1-6); 有關「里

斯本條約」的條件多數決與尤安理納協議之規定與影響，請參見：(2) Marcus Höreth/Jared 
Sonnicksen: Making and Breaking Promises. The European Union under the Treaty of 
Lisbon, in: Discussion Paper, Center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Studies of University of Bonn, 
C181, 2008, pp. 17-18; (3) House of Lord: The Treaty of Lisbon: an impact assessment, 
10th report of session 2007-08, Vol. 1, 2008, pp. 294-296. 

31 Declarations annexed to the final ac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which adopted 
the Treaty of Lisbon, OJ C 115, 09.05.2008, pp. 339-340. (Articles 1-6) 

32 Sebastian Kurpas: The Treaty of Lisbon – How much “Constitution” is Left?, in: Policy Brief 
(CEPS), No. 147, 12.2007,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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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第二篇學者專欄，邀請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卓忠宏副教授，撰寫『歐

盟與拉美區域間對話模式分析』一文。卓教授分析與定義區域間主義的發展模

式，以歐盟及拉美互動為研究案例。首先探討區域間主義的發展趨勢與定義，

接著檢視該主義的理論與典範，最終以該理論分析歐盟與拉美間的互動模式。

 

歐盟與拉美區域間對話模式分析 

卓忠宏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副教授 

chcho@mail.tku.edu.tw 

 

壹、前言：區域間主義 

後冷戰時期，區域組織、國家集團與單一國家都開始加強區域關係，以追求

國際多邊體系中的平衡發展。至今，大多數區域、次區域、國家彼此之間都建立

起制度化聯繫。 

 雖說區域間主義是一種新的研究途徑，但並非新的現象。區域間主義可回溯

到 1960 及 1970 年代，當時稱之為雙邊區域間主義(bilateral interregionalism)
或雙區域主義(bi-regionalism)，以歐體對外關係發展為典範，如 1972 年歐體與

東南亞國協(ASEAN)建立關係，1975 年與非、加、太國家簽署「洛梅公約」(Lomé 
convention)，1977 年加強與南地中海國家合作，1970 年代與拉丁美洲國家與

次區域組織簽署「合作協定」(cooperation agreement)。這種早期區域間主義建

構環繞在以歐體為中心的對外聯繫，與夥伴國形成「區域對區域」(region to 
region)的談判模式。到後冷戰時期，在世界貿易組織多邊體系架構下，因杜哈

回合(Doha Round)談判進展停滯，各國遂逐漸修正其貿易政策的重點，不再單

獨投注在多邊貿易體制的談判，而是改以雙邊貿易協定為主，對外積極展開自由

貿易談判或簽署「區域貿易協定」(Regional Trade Arrangements)，因而出現不

同類型的區域間結盟形式，造就區域間主義新一波的發展。歐盟與拉美聯繫就是

這波區域間主義的產物。 

 本文以歐盟與拉美互動為研究案例，係著眼於其獨特性與完整性。Santander
認為，區域間主義非常適合用在歐盟對拉美關係，因拉美區域或次區域統合的完

整性要高於亞洲、非洲。1其中「里約集團」(The Rio Group)代表所有拉美國家；
2次區域集團，中美洲國家成立「中美洲共同市場」（Central America Common 

                                                 
1  Sebastian Santander, “The European Partnership with Mercosur: a Relationship Based on 

Strategic and Neo-liberal Principles,”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27, No. 3, September 2005, 
pp. 285-306. 

2 「里約集團」於 1986 年成立，會員包涵所有拉美國家與 5 個加勒比海國家（貝里斯、古巴、

多明尼加、海地與牙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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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3南美洲區分成兩區域組織「南方共同市場」(Mercado Común del Sur; 
Southern Common Market, Mercosur，亦翻譯為南錐共同市場)4與「安地斯共

同體」(Andean Community)；5最後是未參加拉美次區域集團的墨西哥與智利。

這種傳統互動框架對應出區域間主義的三種形式，提供跨區域與區域間互動研究

一個最典型與綜合性模式（topical and comprehensive model）：6 

一、 雙 區 域 (bioregional) 與 跨 區 域 (tranregional) 安 排 或 巨 型 區 域 主 義

(megaregionalism)：參與成員來自兩個及兩個以上地區，隱含多邊區域組

織對話性質。如歐盟與「里約集團」以及「歐盟與拉美、加勒比高峰會」，

代表跨區域互動。 

二、 區域間主義(Interregionalism)：屬於「集團對集團」(group to group)之間

互動，被視為區域間安排的最初模式。如歐盟與中美洲共同市場、歐盟與

南市、歐盟與安地斯共同體是區域間合作的典型代表。 

三、 混合型(hybrids)區域間主義或準區域間主義(quasi- interregionalism)：指的

是區域組織與單一強權之間的互動，尤其適用在其所屬區域或次區域中具

有政經優勢地位的大國，因而形成某種磁吸效應。如歐盟與墨西哥、歐盟

與智利、歐盟與巴西。 

歐盟與拉美關係是區域主義與區域間主義交互運用的成果，不但使會員國進

一步協商，強化區域內(intra-region)合作，同時促進全球區域間(inter-region)的
聯繫，因而出現許多區域間合作機制。藉由歐盟與拉美發展之經驗瞭解「區域對

區域」對話模式對國際關係以及全球化發展之影響。主要衍生的問題如次：一是

區域間主義(interregionalism) 融合「國際」與「國內」的跨層次分析，並將國

際關係與區域研究相結合，發展成國際關係互動的新模式及新的分析層次。因

此，既有的國關理論有哪些理論可解釋區域間主義發展？二是在議題領域上屬於

經濟策略研究。歐盟對拉美是在貿易、合作、政治對話三架構下發展關係，達成

以發展合作帶動經貿，以政治對話解決經貿爭議的共識。故經貿是重點，藉由經

貿聯繫強化影響力。以此為出發點探討歐盟與拉美經濟互動模式？其目標為何？

決定因素為何？ 

貳、理論檢視：區域間主義典範 

 區域間主義是一種地理區域疆界為單位，以區域合作為途徑的一種國際關係

現象。無論是 Gilson 將區域間主義詮釋為「一個區域與另一個區域的互動」，7或

                                                 
3  1963 年成立之「中美洲共同市場」，會員國包括：瓜地馬拉、哥斯大黎加、薩爾瓦多、尼加

拉瓜、宏都拉斯。巴拿馬雖未加入，但於 1993 年與中美洲 5 國簽署中美洲區域整合協定議

定書。 
4  1991 年巴西、阿根廷、巴拉圭、烏拉圭 4 國簽署「亞松森條約」(Tratado de Asunción)成立

南方共同市場。2006 年委內瑞拉正式簽署入會協定，巴西、阿根廷、烏拉圭已經通過委國會

員資格，目前尚待巴拉圭國會批准。 
5 「安地斯共同體」於 1969 年成立，目前會員國有玻利維亞、哥倫比亞、厄瓜多、秘魯 4 國。

原會員國之一的委內瑞拉於 2006 年退出，改加入南方共同市場。 
6  Alan Hardacre, “The EU and the Diplomacy of Complex Interregionalism,”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 No.4, 2009, p.173. 
7  Julie Gilson, "New Interregionalism? The EU and East Asia",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27, 

No. 3, September 2005, p.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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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öderbaum 及 Langenhove 簡單解釋為「區域對區域的關係」，8區域間主義都

隱含以區域為基礎(region-based)的多邊主義發展，在區域、區域間、雙邊和多

邊的不同層次上進行務實的和彈性的國際合作與競爭。9Jürgen Rüland 進一步

針對區域間互動過程來解釋區域間主義的功能，將區域間主義歸納為至少 7 種功

能：10權力平衡(power balancing)、制度平衡(institutional balancing)、依附

(bandwagoning)、制度建設(institution-building)、理性化(rationalizing)、議程設

定(Agenda-setting) 、認同建立(identity-building)。Rüland 之後補充，再提出兩

種區域間主義兩種功能：穩定(Stabilizing)和發展(development)，亦即確保區域

安全穩定和經濟繁榮。 

Jürgen Rüland 系統性地針對區域間主義歸納的 7 種功能，隱含既有的國關

理論的核心觀點，如現實主義的權力平衡、權力政治的觀點，自由制度主義強調

的合作與複合互賴關係，或以建構主義解釋區域間集體認同的形成。 

在現實主義脈絡下，平衡意味「國家利用本身擁用的資源提升自身力量，並

與外來勢力結盟，對抗主要的對手」，依附則是「嘗試與主導體系的大國結盟」。

Vinod K. Aggarwal 及 Edward A. Fogarty 從國際結構中權力分佈態勢來分析區

域間關係。此處所指的權力並非僅針對軍事力量，同時包括經濟的與制度的力

量。11對現實主義者來說，區域間主義源自民族國家為回應國際體系結構的變

化，因為國家利益的驅使，迫使區域內各國進行合作，以爭取權力與保障國家最

大的利益。另一動機是現實主義學者習慣將焦點置於區域主義競爭的動力與不同

區域之間的平衡賽局，平衡全球區域主義發展的態勢。此處強調的平衡重點在貿

易因素，以獲取額外優惠、商品保護、市場進入，維持與競爭者的經貿優勢，作

為推動區域貿易均衡發展的手段。 

與平衡息息相關的是依附的概念。就如同區域主義盛行年代，國家紛紛推動

或加入區域組織，擔心落後或被排除在外。同樣情況反應在區域之間的相互聯

繫，區域間對話可被視是區域行為者為對抗其他區域行為者一種結盟。 

Alan Hardacre 及 Heiner Hänggi 著重區域間合作的需求，以因應全球化發

展過程中相互依賴的現象，將區域間相互依賴問題轉換成制度化的疏通管道；12

其次，新自由制度主義學者特別強調制度的重要性，特別是爭端解決機制，認為

是區域間合作成功與否的關鍵。此觀點強調制度在推動區域間關係的角色，採用

                                                 
8  Fredrik Söderbaum & Luk Van Langenhove, "Introduction: The EU as a Global Actor and 

the Role of Interregionalism",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27, No. 3, September 2005, p.252. 
9  Jürgen Rüland, “Interreg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per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sponsored by the Foundation Volkswagen, Arnold-Bergstraesser-Institute, 
Freiburg, January 31-February 1, 2002,, p. 4. 

10 Ibid., pp.3-9. 
11 Vinod K. Aggarwal and Edward A. Fogarty, “Explaining Trends in EU Interregionalism,” in V. 

K. Aggarwal and E. A. Fogarty (eds.), European Union Trade Strategies: between 
Globalism and Regionalism, (London: Palgrave, 2004), p. 210. 

12 Alan Hardacre, 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regionalism in EU External Relations, (Dordrecht, 
Netherlands: Republic of Letters, 2010), p. 27; Heiner Hänggi, "Interregionalism: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paper delivered to the workshop Dollars, Democracy and 
Trade: External Influence on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Americas, Los Angeles, May 18, 
2000, p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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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性制度化(soft institutionalization)的過程，以不干涉會員國事務的原則，避免

做出有約束力的決定及產生額外的治理成本。並藉由一些輔助機構的設立，如高

峰會、部長級會議、高階官員會議以及專家學者聚會，強化機制的強度，並利用

區域間主義作為推廣共同價值、觀念的平台；三是用制度主義理論來詮釋區域間

制度建設對全球治理體系的影響。由於全球性多邊組織，像世界貿易組織就是一

個標準類型，討論的內容日趨複雜，代表不同利益的行為者數量與日俱增，導致

其成效不彰，促使各國選擇「次佳的解決方案」(second best solution)，走向建

立區域間和跨區域的對話模式；最後，區域間主義有助於議程設定。區域間主義

在特定領域中建立起區域對區域的政治對話平台，以設定議程、協調立場，在國

際政治中建立一個廣泛的聯盟。 

建構主義理論比較偏向社會、文化面向來解釋區域間主義對共同體建設或認

同的影響。Heiner Hänggi 和 Julie Gilson 都認為，區域間的聯繫建立在區域認

同的基礎之上，藉由跟其他區域之間互動，刺激內部團結與區域建構，進而形成

自我集體認同與意識。此種區域間的互動形成「自我」(self)與「他人」(other)
意識，是建立和鞏固區域集體認同的一種方式。13這種「由外而內」(outside-in)
研究途徑圍繞在內部差異性，進而影響與決定區域間的互動形式、內容與衝擊。 

參、區域間互動模式 

 本文主張歐盟與拉丁美洲區域間互動模式有其獨特性，藉以瞭解以區域間主

義為典範的一些課題。 

一、歐盟與拉美區域間主義主要以歐盟作為輪軸中心(hub)，環繞著區域、次區

域、單一國家的模式進行。歐盟對拉美關係初期集中在「里約集團」，之後

改以區域（regional-based）與國家(country-based)為基礎的聯繫。14繼歐

盟與墨西哥（2000 年）以及智利（2003 年）簽署自由貿易協定後，2010
年歐盟分別與中美洲 6 國、安地斯共同體的秘魯、哥倫比亞完成自由貿易諮

商談判。歐盟與南市談判於 2004 年中止，復於 2010 年恢復談判。不難看

出歐盟的野心，企圖在拉美塑造出區域間合作的典範。 

二、1970 年代歐體對外貿易政策發展下先後與拉丁美洲建立第一、二代「合作

協定」(Cooperation Agreements)。至 1990 年代初期第三代合作協定架構

下開始「聯繫協定」(Association Agreements)（自由貿易）的談判。合作

協定與聯繫協定有多重目的，一是政治對話，不僅只於經貿談判，後擴及國

家之間衝突與社會矛盾；二是經濟合作、去除貿易關稅與非關稅障礙與市場

開放；三是發展合作、推動人權與共同價值觀。 

三、以歐盟-拉美-美國三角關係發展，涵蓋經濟平衡與依附動機。區域間合作機

制選擇軟性與彈性兼具，以不干涉會員國事務的原則，避免做出有約束力的

決定及產生額外的治理成本。主要目的是提供歐洲區域統合經驗，作為南市

建構的路線圖，支持南市成為國際實體，以及建立區域間的貿易網絡，藉此

強化雙邊區域關係。 

                                                 
13 Heiner Hänggi, op. cit., p. 4; Julie Gilson, op. cit., pp. 309-310. 
14 Alan Hardacre, 2010, op. cit., 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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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觀歐洲統合過程，形成獨特的(sui generis)治理模式，既不同於主權國家，

也不同於一般的國際組織。此合作模式在拉美廣被接受，無論是中美洲共同

市場、安地斯共同體或南市統合初期就以關稅同盟為基礎，以建立共同市場

為目標，雖然在深化經濟合作方面效率並不好，其關稅同盟範圍與深度尚不

完整。15歐盟瞭解到拉美內部統合程度，為雙邊關係能否進一步深化的關

鍵。故歐盟早在 1970 年代，與拉美接觸初期就提供拉美區域集團政治、技

術、財政與組織架構上的支援，主要目的是支持拉美內部經濟改革及國際競

爭力，提供歐洲區域統合經驗，作為區域建構的路線圖，支持拉美一些次區

域集團作為區域行為者，以及建立區域間的貿易網絡，藉此強化雙邊區域關

係，成為歐盟堅定的夥伴。16歐盟對拉美區域統合的支持，反映出建構主義

概念，對區域統合的認同。就如同歐盟區域本質與全球野心，支持區域統合，

其機構建制、規則、規定、決策程序的經驗，已經形成一套既定的制度與程

序，幫助歐盟輸出自身的區域治理模式，及累積作為一個全球性角色的名

聲。17 

 

 

 

 

 

以上為學者論點，不代表本通訊立場！

                                                 
15 Roberto Bouzas, et al. “In-depth Analysis of MERCOSUR Integration, its Prospective and 

the Effects Thereof on the Market Access of EU Goods, Services and Investment,” the 
report prepared with financial assistance from th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November of 2002, p. 129; Alan Hardacre, 2010, op. cit., p. 27. 

16  Claudia Sánchez Bajo, ¨The European Union and Mercosur: A case of Interregionalism,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0, No. 5, 1999, pp. 938; Lincoln Bizzozero, op. cit., p. 110. 

17  Sebastian Santander, op. cit., p.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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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資料庫簡介.................................................................................................………….. 

 

本期選介歐元區入口網站： 

 
近期歐盟設置一個新的歐元區入口網站(Eurozone Portal)。進入歐元區入

口網站後，首頁即呈現歐元區目前的最新議題與消息(Latest)，例如面對歐洲主

權債信危機，歐盟目前採取的相關對策與辦法等。網站上方除提供首頁連結外，

同時提供歐元區議題(Eurozone issues)、官方文件(Documents)、歐元區會議資

訊(Meetings)與歐元集團(The Eurogroup)等連結，讓使用者方便觀察歐元區的動

態發展。網站右邊欄位，由上而下依序提供歐元區近日重要會議議程(Agenda)、
歐元區主權債信危機原委的關鍵事件簿(Crisis key events)、參予解決債信危機

的重要機構(Key actors)、相關資料(Resources)與前述議題的專有名詞解釋

(Glossary)等。 
 
歐元區入口網站網址： 
http://www.eurozone.europa.eu/?lang=en 

 
 

附帶一提，外界相當關注的歐洲穩定機制(ESM)，以及歐洲金融穩定基金

(EFSF)等相關資料，皆可從歐元區入口網站所提供的重要參予者(Key actors)欄
位中，連結至 ESM 及 EFSF 網站。以下為 ESM 與 EFSF 的網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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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讀者投稿文章…………………………………………………………………………………….... 

本期讀者文章，由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葉錦娟博士撰寫，分享『歐盟高級代表艾

希頓在危機事件的反應與作為─更有權力發聲？』一文。作者探討首位依據里斯

本條約產生的高級代表艾希頓，在利比亞危機事件的反應與作為，剖析高級代表

是否隨權責的提升，而使歐盟在國際危機事件上更具權力發聲，抑或仍只能停留

在發表外交辭令上？ 

歐盟高級代表艾希頓在危機事件的反應與作為 

─更有權力發聲？ 

葉錦娟 

壹、前言 

阿姆斯特丹條約設置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以下簡稱高級代表），

其職責由部長理事會祕書長兼任，協助部長理事會處理歐盟的共同外交暨安全政

策事務，必要時對外代表主席，行使職權。演變至里斯本條約後，高級代表職權

大幅被提升，此職位不但從附屬於部長理事會獨立出來，並由歐盟高峰會任命，

有任期制，並於外交和安全事務上，對外代表歐盟，俾使歐盟在共同外交暨安全

政策上，能團結行動、一致且有效，顯示歐盟積極提高其在國際能見度的企圖心。 

本文旨在初探，首位依據里斯本條約產生的高級代表艾希頓(Catherine 
Ashton)，在利比亞危機事件的反應與作為，探討高級代表是否隨著權責的提升，

而使歐盟在國際危機事件上更有權力發聲，更具主導國際局勢的能力，亦或仍只

能停留在發表外交辭令上。 

貳、歐盟外交事務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之權責演變 

馬斯垂克條約建立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由部長理事會主席在此政策領域內

代表歐盟。然而，由於部長理事主席每半年輪值一次，導致政策上出現連貫性問

題，無法有效推動「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使得歐盟只能針對事件做出回應，

無實質有效的政策因應措施，導致行動力薄弱，此一缺失明顯反映在前南斯拉夫

分裂戰爭中。此外，歐盟也需要有一個常設的對話窗口，才能有效且即時和各國，

就危機事件進行對話。 

因此，阿姆斯特丹條約設立了高級代表一職，全職名稱為「歐盟共同外交暨

安全政策高級代表」(High Representative for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依阿姆斯特丹條約修正後的歐盟聯盟條約第 26 條，高級代表由部長理

事會祕書長兼任，其職責是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事務內支援理事會，特別是協

助草擬、準備和執行政策；必要時，得應主席之請求，以理事會之名義，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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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進行政治對話。1高級代表一職設置後，等同設立一個常設性的連繫窗口，提

高了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一致性。為協助高級代表，同時設立兩個單位─

政策計畫(Policy Planning)和早期預警小組(Early Warring Unit)，由高級代表負

責與管轄。22003 年生效的尼斯條約中，共同防禦政策有很大的進展，但高級代

表一職並無特別的改變。 

索拉納(Javior Solana)可被視為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第一位常設高級

代表3，從 1999 年 7 月柯隆歐盟高峰會被任命為祕書長至 2009 年 12 月缷任，

長達十年的任期，他將具有幕僚特色的高級代表，做得有聲有色，為歐盟擬定了

「歐洲安全戰略」(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並以嫻熟的外交手腕，將入盟

作為誘因，讓蒙特內哥羅與塞爾維亞和平分離，被視為是他任內的兩大成就。當

然，這可歸因於他擔任過北約的祕書長，讓他在外交與安全事務的工作上，更能

如魚得水。 

2009 年 12 月 1 日生效的里斯本條約，將高級代表的位階和權責大幅度提

升，使其從幕僚的角色走到台前。里斯本條約針對高級代表的職稱進行些微修

正，改稱為「歐盟外交事務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此職合併原來的「共同外交暨安

全政策高級代表」以及「歐盟對外關係執委會委員」(European Commissioner for 
External Relations)兩者。在位階上，高級代表與部長理事會祕書長一職脫鉤，

由歐盟高峰會以條件多數決，並經執委會主席同意後任命，同時身兼執委會副主

席，故其任期和執委會主席一致，也因此需要獲得歐洲議會投票通過。4此職在

相關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上代表歐盟，並在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上表達歐盟的

立場，以及授權歐盟在第三國和國際組織的代表團；負責主持外交事務理事會，

以精確掌握各會員國立場及態度。5為協助高級代表，新設對外行動部(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而歐盟軍事參謀團也移轉由高級代表管轄。 

里斯本條約提升高級代表的位階，除對內讓歐盟政策更具一致與連貫性外，

對外則強化歐盟在外交事務領域的能見度，因此首位高級代表自然被寄予厚望。

首位依據里斯本條約產生的高級代表，是來自英國的艾希頓，其原本的職務是歐

盟貿易執委。若從高級代表需負責歐盟的外貿政策和合作發展事務面向來看，艾

希頓女士是位合適的人選；但若從高級代表此職的本質為負責共同外交暨安全政

策領域來看，艾希頓在外交方面的經歷付之闕如，外界則不免對其能力有所疑

慮。在其初上任的一個月後，2010 年 1 月海地發生了地震，對此她主持協調了

外交關係、發展與環境部門，以及理事會與情勢中心(Situation Centre)等相關專

                                                 
1 See Treaty of Amsterdam, Official Journal of European Union C 340, 10 November 1997, 

Article 26. 
2 Giovanni Grevi, “ESDP Institutions,” in Giovanni Grevi, Damien Helly and Daniel Keohabe, 

eds.,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The First Ten Year (1999-2009) (Paris: EU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9), p. 36. 

3 事實上，阿姆斯特丹條約生效之際，部長理事會祕書長是 Jürgen Trumpf，依條約之規定，是

由祕書長兼任高級代表，所以他就順理成章成為第一位高級代表，1999 年 7 月的柯隆歐盟高

峰會任命索拉納為祕書長後，結束他二個月短暫的高級代表職務。 
4 Consolidated Versions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nd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 83, 30 March 2010, Article 
26(2).  

5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f European Union 2010, Article 18, 2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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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們，共集資 3 百萬歐元的海地援助計畫。艾希頓的反應看似快速，但與此同時，

歐盟部分會員國如法國、西班牙、英國以及荷蘭，因過去殖民地的關係，個別對

海地進行援助，派遣軍機、人員和物資進入當地協助救災。6顯然，會員國的投

入和積極度比歐盟層級要來得多，艾希頓沒有意會到此點，而她也沒有親自到海

地訪問，僅派代表前往，錯失提高歐盟在國際危機事件的能見度，飽受歐洲議會

中間偏右和綠黨的批評。7 此事件使得艾希頓在高級代表的職位上，並沒有好的

開始，多少影響日後其在部長理事會的運作能力。 

參、歐盟高級代表在利比亞危機的反應與作為 

2010 年底，突尼西亞境內爆發的茉莉花革命(Jasmine Revolution)漫延至中

東和北非的伊斯蘭國家，最終演變成「阿拉伯之春」(Arab Spring)。2011 年 2
月 15 日，利比亞第二大城班加西(Benghazi)爆發反示威運動，格達費派兵鎮壓。

英、法一開始就想趁此機會，以武力一舉解決格達費的長期執政，因此積極主導

了軍事干預利比亞，英、法、美在聯合國安理會促成了第 1973 號決議案，於利

比亞境內設立禁航區(no-fly zone)，授權國家或區域組織，得以一切必要手段執

行禁航令。8兩天後，英、法、美所組成的志願結盟，以利比亞違反禁航區，對

利比亞首都進行空襲，一星期後此任務交由北約負責。 

以艾希頓的權限，不可能在利比亞危機事件中，逕行採取軍事干預的選項，

一來由於軍事危處理仍屬政府間主義的運作範疇，二則因歐盟發展共同安全暨防

禦政策，是做為強化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工具，在不損及會員國的外交及

國防政策下，強化歐盟對外政策的政治凝聚力、一致性和行動力。對此，艾希頓

並沒有權限進行任何有關歐盟軍事政策選項的聲明。她所能做的，即在第一時間

內，回應利比亞的相關事件，並在其權限內有所行動，讓歐盟在外交上處於主導

的地位。 

艾希頓針對利比亞危機發出的第一個聲明，是在聯合國安理會於 2011 年 2
月 26 日通過第 1970 號譴責案的隔天，表示歐盟支持聯合國的決議案，艾希頓

並與美國國務卿希拉蕊通過電話討論接下來該如何做。9一星期後，她派出國際

第一個事實調查(face-finding)小組至利比亞，評估人道援助的情況，是否需要額

外的援助；並提供第一手且即時的資訊給即將召開的特別歐盟高峰會。10由於在

海地地震危機中，艾希頓並沒有前往災區探視，僅坐鎮在布魯塞爾而飽受外界批

評，這回她派出事實調查小組後，也花了一星期的時間，親自前往了開羅、巴黎

和倫敦，並且和聯合國祕書長潘基文及阿拉伯聯盟(Arab League)祕書長莫薩

(Amr Moussa)會面，表明歐盟可以提供經濟制裁與人道援助。11當聯合國安理會

                                                 
6 Andrew Rettman, “EU foreign relations chief tests new powers in earthquake response,” 14 

January 2010, <http://euobserver.com/foreign/29266> (accessed 12 November 2012). 
7  Honor Mahony, “Ashton under fire for not going to Haiti,” 19 January 2010, 

<http://euobserver.com/news/29299> (accessed 12 November 2012). 
8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973, S/RES/1973, 17 March.2011.  
9 Statement by Catherine Ashton, EU High Representative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on UNSC resolution and latest developments regarding the situation in Libya, A 
076/11, Brussels, 27 February 2011. 

10 EU High Representative Catherine Ashton sends fact-finding team to Libya ahead of 
European Council, A 092/11, Brussels, 6 March 2011. 

11  Remarks by High Representative Catherine Ashton at the VIP corner on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regarding Libya, A 113/11, Brussels, 18 March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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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1973 號決議案，她和歐盟高峰會主席范隆佩(Herman Van Rompuy)發表聯

合聲明，支持安理會的決議案。12 

艾希頓取得最大的外交進程，是在倫敦的會議上，除確認國際社會會團結一

致執行聯合國安理會第 1970 和 1973 號決議案，重申格達費的政權完全失去其

合法性，並同意建立一個由歐盟、聯合國、非洲聯盟、阿拉伯聯盟、相關國際組

織和歐盟會員國組成的國際聯繫小組(international contact group)，以協助利比

亞的政治改革。13 

然而，在承認利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Transitional National Council)為
利比亞合法政府一事上，艾希頓無法隨法國起舞，她和其工作團隊強烈反對給予

「全國過渡委員會」合法的地位。14法國是全球第一個承認「全國過渡委員會」

為合法政府的國家，顯示法國想領導國際局勢的企圖心。然而就算艾希頓個人同

意法國的作法，她也沒有權限代表歐盟予以承認或推動承認，除非歐盟達成「共

同立場」(common positions)，她才能依決定予以執行。不過她在 2011 年 5 月

22 日於班加西設立辦公室，15某種程度代表歐盟支持「全國過渡委員會」，儘管

此舉引來的黎里波里政府的抗議。而艾希頓在利比亞危機的反應和作為，也在班

加西設立辦公室後，便告一段落，由於後續所能做的，也僅限於例行性的聲明和

執行人道援助。 

肆、結論 

海地地震危機，艾希頓因沒有強力作為與反應而飽受批評，因此在利比亞危

機一事，艾希頓積極面對處理。面對法國在外交及軍事上的強力主導，艾希頓能

發聲和主導的最大場合，是在國際聯繫小組的會議上。雖然國際聯繫小組對利比

亞危機的最大功能在於凝聚共識，但艾希頓在此場合表達歐盟的支持態度，確實

沒有讓歐盟在利比亞危機中缺席，且在某種程度上，達到主導凝聚各國和相關國

際組織的政治共識。里斯本條約若沒有提升高級代表的權限，在外交與安全事務

領域對外代表歐盟發聲，恐怕高級代表也僅是出席一場場的國際外交場合而已。 

高級代表設立的初衷，原本即針對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當時缺乏外交經歷

的艾希頓出線令外界意外，排除沒有更好的人選外，真正的原因可能仍是權力上

的考量。共同外交暨安全政仍屬政府間主義範疇，會員國不可能讓歐盟高級代表

在對外事務的權力凌駕各國，因此缺乏外交歷練的艾希頓，或許就是最好的人

選。歷經利比亞危機，艾希頓深感不易應付歐盟所遇之重大危機事件。事實上，

她的工作比索拉納繁重，在對外事務上，不僅要和歐盟高峰會主席競爭，又得面

對來自部長理事會輪值主席的挑戰。艾希頓最大的致命傷，就是在外交上不如索

拉納的老成，雖她的位階比索拉納時期的要高，但卻無法取得部長理事會的信任

                                                 
12 Joint statement by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Herman Van Rompuy, and EU High 

Representative Catherine Ashton on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on Libya, PCE 072/11 
and A 110/11, Brussels , 17 March 2011.  

13 Statement by the High Representative following the London Conference on Libya, Brussels, 
A 129/11, 29 March 2011.  

14 “France breaks ranks on Libya, dwarfs EU's Ashton,” 11 March 2011, 
<http://www.euractiv.com/global-europe/france-breaks-ranks-libya-dwarfs-news-503003> 
(accessed 13 November 2012). 

15 Remarks by EU High Representative Catherine Ashton at the opening of the EU Office in 
Benghazi, A 198/11, Benghazi, 22 Ma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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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給予一定的尊重。舉例來說，波蘭在 2011 年成為輪值主席，波蘭外長 Radek 
Sikorski 雖表明會成為艾希頓的「忠誠副手」(loyal deputy)，但卻針對巴勒斯坦

問題召開一個非正式會議，展現試圖凌駕艾希頓之意。16  

    總之，在政府間主義下，高級代表再如何有能力，都不可能制定凌駕會員國

外交和國防的政策。無論在會員國之間，或是在國際事務上代表歐盟，高級代表

最多僅能以「穿梭外交」姿態，處理國際危機事件。重點是，艾希頓是否具備此

項能力？在利比亞危機事件，艾希頓的表現至少比處理海地危機要好，而目前她

的另一項重要任務，代表歐盟處理伊朗核子問題。英、法、德曾在 2004 年和伊

朗就核子問題展開會談，結果仍告失敗。今年伊朗核子危機再度升高，艾希頓銜

命負責，如能達成任務，不只能證明艾希頓的能力，更能強化歐盟處理國際危機

事件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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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出版品訊息.................................................................................................................... 

本期選介下列 6 篇歐盟議題的研究報告： 

 
1.  
篇名：Deconstructing EU old age policy: Assessing the potential of soft 
OMCs and hard EU law 
作者：Miriam Hartlapp 
出版年：2012 
刊名卷期：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Special Mini-Issue 1, 
Vol. 16, Article 3 
全文下載： 
http://eiop.or.at/eiop/index.php/eiop/article/view/2012_003a/215 

摘要： 

  當探討歐盟的養老政策時，政治科學文獻主要將焦點放在該政策的軟性治理

(soft governance) 面 向 ， 即 所 謂 的 開 放 式 協 調 治 理 模 式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OMC)，探討社會包容、退休養老金和保建等。然而，歐盟養老政

策工具顯示，歐盟養老政策不但發展較早，涵蓋層面較廣及更具影響力。 

作者於此篇研究報告中，解構歐盟養老政策，評估軟性治理(軟性)與歐盟法

(硬性)兩者在塑造該政策的差異性。作者以政策分析觀點探究相關問題認知和行

為者群體，解釋許多直接與間接的相關政策工具發展和討論其潛在效果。在此基

礎下，作者認為，軟性治理工具的效能在推動退休養老金的改革上，往往被過度

重視。相反地，外界往往低估了歐盟透過立法工具確立個人平等權利或透過資金

和人員的自由移動，以營造會員國在養老政策上的運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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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篇名：Time to Decide: The Effect of Early Agreements on Legislative 
Duration in the EU 
作者：Dimiter Doychinov Toshkov, Anne Rasmussen 
出版年：2012 
刊名卷期：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Vol. 16, Article 11 
全文下載： 
http://eiop.or.at/eiop/index.php/eiop/article/view/2012_011a/228 

摘要： 

歐盟的共同決定立法程序，使用早期協議(又稱三方會, trilogues17)的機制與

日俱增，但此現象不禁令人擔憂立法過程為講求效率，而犧牲了歐盟機構內部與

機構間政治協商討論的機會。作者調查了早期協議運用在共同決定程序時，立法

一讀程序中進行協商所花費的時間。調查發現，以相似法案來看，使用立法一讀

三方會談機制達成協商，比起立法在二、三讀程序才達成協商的狀況，其所花費

的時間來得更長。若檢視所有送交第五屆和第六屆歐洲議會的共同決定程序檔

案，早期協議在立法一讀程序也耗費更長的時間，但 2004 年後，由於一讀程序

通常花費較長的時間，因此早期協議的效率也被忽略了。總之，我們認為就算三

方會談能限制一些行為者參與立法決策，在立法程序中，相較於同質案件在二、

三讀程序才達成協商，三方會談機制允許擁有更長時間，在一讀階段進行實質討

論。 

Trilogues 相關資料：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site/en/oj/2007/c_145/c_14520070630en0
0050009.pdf (OJ 2007/C 145/06) 

http://www.euractiv.com/tag/Trilogues  

http://www.euractiv.com/future-eu/trilogues-boost-influence-majori-analysis-51
5205 

                                                 
17 三方會談 (trilogues)：在 1990 年代中期歐洲議會與歐盟部長理事會訴諸三方會談來協商或妥

協，現今 trilogues 允許歐盟理事會直接與歐洲議會多數黨領袖進行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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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篇名：Portugal and the EU’s Eastern Enlargement: a logic of identity 
endorsement 
作者：Martijn Schukkink, Arne Niemann 
出版年：2012 
刊名卷期：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Vol. 16, Article 12 
全文下載： 
http://eiop.or.at/eiop/index.php/eiop/article/view/2012_012a/235 

摘要： 

此份研究報告旨在探究為何葡萄牙一貫地支持歐盟第五次擴大的理由。作

者認為，部分立論如福利最大化、地緣政治等官方解釋並沒有太大的說服力。反

而提出了另一種理由－為“身分背書＂，作者主張，歐盟會員國的身分提供葡萄

牙的政治菁英們一個全新的集體身分認同，該認同提供各會員國一個民主、穩定

和開放的選項。葡萄牙一貫支持東擴的概念，主要是源自葡萄牙當時加入歐盟的

入會協商宗旨。經由支持歐盟東擴，葡萄牙可以共同發揮“歐盟核心價值＂，而

葡萄牙本身因此走向核心，也就是更加歐洲化。對葡萄牙政治菁英而言，支持歐

盟東擴建構了一個“身分背書＂的作為，也就是對身分的確認、再生成和加強現

行的身分解釋。 



 49

4.  
篇名：Mercantilist Misconceptions: A Détente Strategy for EU-China 
Relations 
作者：Fredrik Erixon 
出版年：2012 
刊名卷期：ECIPE Policy Brief No. 08/2012 
全文下載： 
http://www.ecipe.org/media/publication_pdfs/PB201208.pdf 

摘要： 

  歐盟與中國的雙邊關係在未來幾年將會持續發展。雙方都將歷經政治交接。

當中國大陸正經歷領導權更迭之時，歐盟也朝向更深的政治整合邁進，此一新模

式也將需要新的條約來進行改革。無庸置疑的是，上述這些進程仍需要時間發展。 

  歐盟和中國雙方都因誤解重商主義而使貿易跟商業政策深受其害。就算中國

大陸逐漸瞭解，經濟成長模式問題可能歸咎於其他因素，而非投資與出口，但中

國大陸的經濟政策仍然遵循著重商主義而行。歐債危機中，重商主義的概念也被

提倡，讓歐盟以對抗性的方法來拓展國外銷售，並成為一種趨勢。此趨勢在歐盟

對中國大陸的商業手法上特別顯著。 

  作者認為，現階段並不是重塑歐盟與中國經貿政策關係的好時機。目前最需

要的是一個限制破壞的策略：由於有些貿易糾紛可能導致雙方築起貿易保護主義

的高牆，應建構一個控制雙邊貿易糾紛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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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篇名：Immigration: An Opportunity for the European Union 
作者：Natalia Macyra 
出版年：2012 
刊名卷期：ECIPE Bulletin No. 08/2012 
全文下載： 
http://www.ecipe.org/media/publication_pdfs/ECIPE_bulletin_08.2012_N.
Macyra.pdf 

摘要： 

  歐洲內部對移民的討論，及移民對接受移民國的就業產生衝擊，一方面為不

爭的事實，但有時也常被誤導。歐洲持續攀升的失業率和歐債危機問題，卻成為

反歐洲移民政策者，反對開啟歐洲跨邊界移民的好理由。雖許多歐洲人皆深知，

移民無論對經濟、增加勞力流動性，或是更開放的移民政策，提供相當的助益，

但仍存有反對移民的聲浪。 

作者觀察近幾次的歐洲選舉，民族主義政黨和一些歐洲政治家，以反移民

作為訴求感到些許的不安，畢竟反移民明顯占少數，但卻經常被斷章取義，拿來

當成是大眾的心聲。以關閉邊界來保護國內產品，並讓人民免於受到移民所帶來

的衝擊，已成為潛伏在歐盟各國的一股暗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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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篇 名 ： The Rising Trend of Green Protectionism: Biofuel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作者：Fredrik Erixon 
出版年：2012 
刊名卷期：ECIPE Occasional Paper No. 2/2012 
全文下載： 
http://www.ecipe.org/publications/rising-trend-green-protectionism-biofu
els-and-european-union/ 

摘要： 

  此篇研究報告主要調查和探討歐盟的再生能源指令(Renewable Energy 
Directive, RED)，以及該指令對於歐盟在世界貿易組織(WTO)中義務的協調性。

更具體來說，此報告試圖闡明歐洲發展相關政策來保護其生質燃料製造者免於外

國的競爭。當傳統貿易政策的保護工具，如關稅和補貼效力削弱時，在地生產者

採用特定的永續性產品標準，因而提高新進生產者的市場成本，對現有的市場行

為者產生保護效力。 

  目前歐洲的生質燃料消費主要仰賴在地商供應。生質燃料的進口量雖處於成

長狀態，但仍然占少數。無論如何，在不久的將來，生質燃料的進口量將增加，

因為當地生產的生質燃料和乙醇相對來說，價格較昂貴。然而在地商已在此類產

品（特別是生質柴油）需求將持續快速成長的前提下，進行投資。 

生質燃料使用率目前低於 50%，而廠商也正努力的處理因過度投資所產生

的問題。此問題足可反映為何歐盟在 2009 年制定了的新永續性標準，並通過了

可再生能源指令。 

  如同綠色貿易保護主義(green protectionism)其它形式一樣，並不是環境目

標或是政策讓國際貿易政策出現問題，而是自家產業為達成其政策目標而使用保

護主義相關政策，無法遵守貿易規範的基本準則。 

 

 

 



 52

  歐盟重要日程..................................................................................................................... 

2012.12.03~12.04  eGovernment Conference 

2012.12.05~12.07 2012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Platform against Poverty and 

                pocial Exclusion 

2012.12.09~12.11  Ministerial Leve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2012.12.13~12.14  European Council, Brussels  

2013.01.01~06.30  Irish EU Presidency 

2013.02.03~02.07  Europe's premier wind energy event  

2013.02.17        Cypriot Presidential elections 

2013.03           Maltes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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