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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3 月 21 日 ，歐盟與挪威  (Norway) 共同簽署一份合作備忘錄 

(MOU) ，建立綠色產業夥伴關係，正式開啟永續陸基原物料 (land-based raw 

materials) 與電池價值鏈策略夥伴，目的是強化聯合氣候行動、環境保護工作，

以及再生能源和工業轉型的合作，有助於實現綠色和數位轉型，支持雙方發展

永續的供應鏈，促進環境、社會和治理標準，以及原料知識的交流。 

 

自 2010 年來，比利時第 13 次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任期從 2024 年 1 月

起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除了 6 月的歐盟選舉，即將面臨接下來半年的挑

戰，然而，比利時希望把焦點放在研究成果轉型與商業化，並且聚焦在國際合

作核心問題上。 

 

2024 年 4 月 4 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簡稱北約，迎來 75 週年慶，然而，它也正面臨自成立

以來，最大的安全挑戰。近期關於如何處理烏克蘭加入問題的分歧引發一連串

的討論，同樣，對聯盟內部的疑慮也引發了討論，例如：川普重掌政權、馬克

宏「北約腦死」一說等，也讓西方集體防衛體系的窘態畢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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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學者專欄，邀請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王宏仁教授，撰寫『從歐洲

到亞太：北約在立陶宛維爾紐斯峰會後的新安全架構塑造』一文。在 2023 年 7

月 11 日至 12 日舉行的北約峰會上，討論了一系列關於歐洲安全的議題，特別

關注與亞洲及印太地區的合作與交流。透過本文了解北約在全球安全事務中的

角色，不僅影響歐洲國家，特別對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對全球安全局勢產生了

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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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專題........................................................................................................ 

歐盟與挪威簽署永續陸基原物料與電池價值鏈合作備忘錄 

 

圖片來源：Photo by John Cameron on Unsplash 

2024 年 3 月 21 日 ，歐盟與挪威共同簽署一份合作備忘錄 (MOU) ，正式開

啟永續陸基原物料 (land-based raw materials) 與電池價值鏈策略夥伴關係。這

是相當重要的里程碑，也是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和

挪威首相 (Jonas Gahr Støre) 自 2023 年 4 月宣布以來，歐盟與挪威綠色聯盟的

具體成果。 

此份合作備忘錄由歐盟執委會負責歐洲綠色交易、機構間關係和前瞻性事

務的執行副主席 Maroš Šefčovič 和挪威的貿易與工業大臣 Jan Christian Vestre

共同簽署。地理位置相鄰的雙方更緊密合作，有助於降低貿易中斷的風險，同

時提高雙方經濟的整體競爭力，並創造更好的就業機會。此次簽署適逢「歐洲

經濟區協定 (EEA) 」成立 30 週年，1該協定確保挪威加入單一市場，並成為雙

方合作的基礎。  

 
1 1992年 5月共同體十二個國家和歐協七個國家成立一個囊括十九個國家領域的歐洲經濟區

域，設置共同聯合委員會等機構，「歐洲經濟區協定」（EEA, European Economic Area 

Agreements）納入歐盟市場範圍內，以建立同質性經濟區，在這領域內實行貨物、勞務、人

員、資本之自由流通，後因瑞士公民投票拒絕加入，包括十八個國家的 EEA 協定，延遲至 

1994 年 1月 1日發生效力。王泰銓(1997)，歐洲共同體法總論。臺北:三民書局。頁 137-

154。 

 

https://unsplash.com/@john_cameron?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utm_medium=referral&utm_source=unsplash
https://unsplash.com/photos/assorted-color-disposable-lighter-lot-QukrVl1F9Q0?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utm_medium=referral&utm_source=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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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合作背景 

原材料和電池夥伴關係是歐盟與挪威綠色聯盟的組成之一，該聯盟於 2023

年 4 月簽署，旨在加強聯合氣候行動、環境保護工作，以及再生能源和工業轉

型的合作。有助於實現綠色和數位轉型，支持雙方發展永續的供應鏈，促進環

境、社會和治理標準，以及原料知識的交流。 

挪威是一個礦產資源豐富的國家，擁有稀土、鎂、鈦、釩、磷酸鹽岩等資

源，也擁有許多原料的巨大加工能力，近年來，電池產業在挪威有很大的進步，

在價值鏈中出現許多新企業。 

歐盟在電池等綠色技術領域擁有成熟且不斷成長的市場，預計 2023年電池

需求量為 175 GWh (瓦特)，這為承購協議、合資企業和聯合研發創新計畫提供

許多機會。歐盟的電池產業規模位居全球第二，現有設施的增產能力高達 220 

GWh (瓦特)，另外，已經宣布或正在進行中總量達 1TWh (太瓦小時)的電池製

造項目。此外，歐盟正在開發其在關鍵和策略原料方面的潛力，這成為挪威合

作夥伴提供機會。 

關鍵原材料是實現綠色和再生能源目標的重要條件，因此，作為關鍵原材

料行動計畫的一部分，執委會已開始與加拿大和烏克蘭（2021 年）、哈薩克和

納米比亞（2022 年）、阿根廷、智利、尚比亞、剛果和格陵蘭（2023 年），

以及盧安達（2024 年）建立一系列原材料合作夥伴關係。 

這些夥伴關係使雙方能夠推動貿易和投資，形成一個安全、永續且彈性的

原料價值鏈，這是實現氣候中和和數位經濟轉型的關鍵，並符合全球門戶策略 

(Global Gateway strategy) 。該策略是歐盟在全球投資永續的重要措施，考慮

到夥伴國的需求，並確保為當地社區帶來長久利益，通過該策略，歐盟將調動

高達 3,000 億歐元的資金。 

根據合作備忘錄，歐盟與挪威將在以下五個領域密切合作： 

一、整合原物料及電池價值鏈， 

透過合資企業、財團、專用車輛，及其他業界合作形式，包括連結原材料

供應者與使用者 (end-user) ，促進聯合投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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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創新合作， 

聯合計畫的成果將為產業創造潛在機會，及提供良好基礎。挪威過去非常

積極歐盟研發創新框架計畫「展望 2020」 (Horizon 2020) 耕耘，將在現行

「展望歐洲」 (Horizon Europe) 計畫中保持。 

三、透過整體價值鏈（包括回收與廢棄物管理）相關政策及措施之資訊交流，

促進環境、社會和治理高標準與實務的應用。 

四、活用融資及投資工具支持夥伴關係，特別是透過 Invest EU、支持歐洲原料

聯盟及歐洲電池聯盟等投資計畫。 

五、發展原物料及電池產業之高品質工作所需的技能，包括動員利害關係者，

及金融支持，以發展及部署適當倡議，並採用歐洲電池學院等現行措施。2 

雙方合作備忘簽署後，歐盟和挪威將與利害關係人共同努力，實施夥伴關

係的路徑圖，並在 4 月 22 日漢諾威工業博覽會 (Hannover Messe) 期間舉辦企

業媒合活動。 

參考文獻： 

1. EU and Norway sign strategic partnership on sustainable land-based raw 
materials and battery value chains, in European Commission. Available 
from: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4_1654 
(Accessed to 28.03.2024) 

2. 駐比利時台北代表處經濟組：歐盟與挪威簽署永續陸基原物料與電池價值

鏈 MOU，刊載於：經貿透視雙週刊，25.03.2024。資料引自：

https://www.trademag.org.tw/page/newsid1/?id=7898666&iz=6（檢索日

期：2024 年 3 月 30 日） 

淡江大學圖書館歐盟資訊中心 葉景榕 余誠潔 編譯 

 
2 駐比利時台北代表處經濟組：歐盟與挪威簽署永續陸基原物料與電池價值鏈 MOU，刊載於：

經貿透視雙週刊，25.03.2024。資料引自：

https://www.trademag.org.tw/page/newsid1/?id=7898666&iz=6（檢索日期：2024年 3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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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時事......................................................................................................... 

2024 上半年比利時第十三次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 

 

圖片來源：European Union1 

比利時擔任歐洲輪值主席國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這也是比利時自 2010

年來第 13 次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同年 6 月的歐盟選舉前，比利時將面臨接

下來半年的艱難挑戰，然而比利時希望將焦點放在研究成果轉型與商業化，並

聚焦於國際合作核心問題上，提出之優先事項簡要摘錄如下， 

經濟和貨幣事務 

重建金融機構的信任和保護納稅者權益是首要任務，並審核經濟治理、強

化資本市場聯盟，協調銀行存款保險，並長期支持烏克蘭的財政穩定。歐洲議

會重申資本市場聯盟的進展，對烏克蘭的支持，及更新經濟治理制度的重要

性，特別關注打擊避稅和促進國際稅收標準的議題。 

公民自由、司法和內政事務 

優先打擊犯罪組織、小規模拘留措施、性工作者權利並關注、婦女受暴及

販賣人口等議題，希望在 5 月前達成改善 GDPR 保障執行的共識。歐洲議會要

求啟動打擊仇恨言論和假新聞的程序，在 2 月就《人工智慧法案》 (AI Act) 進

 
1 2030 Digital Decade Report, in European Union. Available from: https://www.astrid-
online.it/static/upload/2023/2023_report_on_the_state_of_the_digital_decade.pdf (Accessed 
28.11.2023) 

https://www.astrid-online.it/static/upload/2023/2023_report_on_the_state_of_the_digital_decade.pdf
https://www.astrid-online.it/static/upload/2023/2023_report_on_the_state_of_the_digital_deca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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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投票，強調修訂婦女受暴法案，將非自願性行為定義為強暴。 

交通和觀光 

持續推動交通部門的減碳和數位轉型，期望在歐盟選舉前完成，目前觀光

業已恢復至疫情前水平。歐洲議會敦促推動關於跨歐洲的運輸網絡、自行車宣

言、海上和道路安全的工作，針對歐洲單一天空規則 (Single European 

Sky) 、運輸重量、尺寸，以及鐵路規則進行談判。 

地區發展 

歐洲議會在 2027 年後提供針對地區性的簡化援助，確保在環保和數位轉

型中不落人後，並致力於消除跨境障礙，制定大西洋、地中海和島嶼宏觀的區

域戰略，歐洲議會提出增加凝聚力預算 (cohesion budget) 的看法，著重在住

房危機，環保轉型，並強調為歐盟擴大做好準備。 

工業、研究和能源議題 

歐洲議會的目標是實現數位十年，包括提升高品質電信和 5G 普及率，期

望通過「高速網路基礎建設法」(Gigabit Infrastructure Act) 的提案，提出 4

個優先事項：數位身分框架 (Digital Identity framework) 、縮小數位技能差距 

(bridging the digital skills gap) 、人工智慧法規和區塊鏈 (AI legislation and 

blockchain) ，以提升歐洲的數位地位。歐洲議會強調網絡安全、數位技能差

距、數位認證及人工智慧法規對創新的影響。 

比利時則致力於平衡安全和競爭力，促進關鍵領域的韌性，並將研究轉化

為社會和經濟價值，並強調更新歐洲原子能共同體 (Euratom) 保障措施、加強

能源安全及提高綠色建築的翻新率。歐洲議會認為有必要制訂歐盟「藍色協

議」 (Blue deal) ，加強電力網路以擴大再生能源，期望歐盟專注於境內氫氣生

產，禁止從俄羅斯進口剩餘的液化天然氣。 

就業與社會事務 

在平台工作指令 (Platform Work Directive) 和歐洲殘疾證明卡方面取得進

展，強調職場心理健康及修訂致癌物、致突變物及致生殖毒性物指令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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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歐洲議會呼籲需克服理事會對平台工作指令的阻礙，持續關注並協調社會

保障制度、提供良好的實習場所，以避免民眾陷入生活危機。 

內部市場和消費者保護 

比利時希望完成調整單一市場緊急機制，進行禁止使用強迫勞動製造產品

的談判。歐洲議會持續關注線上平台成癮的議題，和網紅營銷等新規則，強調

歐洲在全球的角色，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疑慮和假資訊的問題。 

外交事務 

歐盟須繼續削弱俄羅斯的影響力，加強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並在加薩問

題上統一立場，期望加強與中國和非洲的關係夥伴，強調實施戰略方針的重要

性。歐洲議會提及候選國加入談判、南方共同市場談判及跨大西洋關係等議

題。 

憲政事務 

比利時鼓勵公民參與選舉、打擊假資訊以及國外干預，探討歐洲政治黨派

和基金會的新規則、歐盟決策的誠信、透明度和問責制等議題。歐洲議會強調

修改制度框架的必要性，特別是涉及法治原則的第 7 條程序，以及歐盟選舉法

的改革。 

環境、公共衛生和食品安全 

完成廢棄物、城市污水處理、空氣品質、碳移除和汞的談判，以及重視醫

療器械法規及危機管理工作的優先處理。歐洲議會要求減少多氟烷基物質

（PFAS）的使用，改善空氣品質，以及推動海洋生物多樣性條約，並持續關注

抗生素抗藥性及動物福祉等議題。 

農業和農村發展 

因應當前危機，比利時需加強歐洲農業競爭力，輪值主席國將致力於減輕

農民的行政負擔，探討 2027 年後的新共同農業政策 (Common Agri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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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CAP)議題。2歐洲議會呼籲給予農民更多彈性，提高農業競爭力，在社

會經濟發展與保護大自然間取得平衡。 

漁業 

保護漁業和水產養殖部門，避免受第三國單方面行動的影響，因應氣候變

遷制定相關的策略。歐洲議會表示需要確保對歐盟船隊和第三國漁業的公平條

件，並嚴格審查底拖網的執行法規。3 

參考文獻： 

1. Belgium Presidency debriefs EP committees on priorities, in European 
Parliament. Available from: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
room/20240122IPR17038/belgium-presidency-debriefs-ep-committees-
on-priorities (Accessed 29.2.2024) 

2. Belgium holds the Presidency of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from 
1 January to 30 June. Available from: 
2024.https://multimedia.europarl.europa.eu/en/topic/belgian-
presidency_27301(Accessed 29.2.2024) 

3. Belgian presidency of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vailable from: 
https://belgian-presidency.consilium.europa.eu/en/presidency/belgian-
presidency/ (Accessed 29.2.2024) 

淡江大學圖書館歐盟資訊中心 葉景榕 余誠潔編譯 

 
2 共同農業政策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 自 1962 年起即為歐盟支持農民與確保歐洲

糧食安全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項共同政策。刊載於：農業部。資料引自：

https://www.moa.gov.tw/ws.php?id=2504827（檢索日期：2024年 3月 30日） 
3 「底拖網」以漁船拖拉著漁網沿海床前進，一網打盡所有因巨大聲響或電流驅趕而出的生

物。刊載於：魚知識+。資料引自： 

https://fishdb.sinica.edu.tw/fish_know/%E6%BC%81%E6%B3%95%E4%BA%8C%E4%B8%8
9%E4%BA%8B（檢索日期：2024年 3月 30日） 



 

 
12 

歐盟時事......................................................................................................... 

北約擴大彰顯西方國家安全的吸引力 

圖片來源：NATO1 

2024 年 4 月 4 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簡稱北約，迎來 75 週年慶。其主要政策「門戶開放

政策」，2在數十年來吸引許多國家加入，但北約意識到，它正面臨自成立以來

最大的安全挑戰。 

北約成立於 1949 年，作為西方軍事聯盟，最初由 12 個會員國組成對抗蘇

聯冷戰的組織，3隨著蘇聯解體和俄羅斯威脅減弱，北約將重點轉向對抗恐怖主

義、南方安全問題，以及中國對其安全構成的挑戰等議題，除了尋找解決方

案，會員國還需面對棘手應對內部問題。 

例如，近期關於如何處理烏克蘭加入北約問題引發一連串的討論，同樣，

對聯盟本身存在的疑義也引發了討論，如：前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 

質疑北約集體防禦原則，4以及法國總統馬克宏 (Emmanuel Macron) 稱「北約

 
1 Meeting of the NATO-Ukraine Council in Foreign Ministers’ Session, in NATO. Available 
from: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photos_224130.htm (Accessed 08.04.2024) 
2 該政策體現了北約的基本價值觀，以及在歐洲-大西洋和平與穩定中的戰略利益。 
3 最初加入北約的 12個會員國：比利時、加拿大、丹麥、法國、冰島、義大利、盧森堡、荷

蘭、挪威、葡萄牙、英國、美國。 
4 北約第 5條款（Article 5）為北約集體防禦的核心，即任何成員國遭受攻擊時，視同對全體成

員的攻擊。刊載於：中央社，13.02.2024。資料引自：：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402130105.aspx（檢索日期：2024年 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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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腦死亡」，5此外，法國、土耳其和希臘之間的內部衝突，以及塔利班接管

喀布爾後從阿富汗撤軍的困難等，都對北約構成了挑戰。 

過去十年中，北約新成員的加入停滯不前，直到 2022 年俄羅斯全面入侵

烏克蘭才引發新一波的擴大潮，北歐國家瑞典和芬蘭紛紛加入。然而，聯盟會

員國遇到相同的棘手問題，土耳其拖延瑞典近兩年的申請加入，幾乎所有政府

都對安卡拉施加巨大的壓力。當烏克蘭在戰爭開始僅幾個月後申請加入，某種

程度修復團結的裂痕，讓 30 個會員國共同面對如何處理此項申請困境的國

家。最終北約決議將此項決定推遲，讓之後希望加入的國家，知道加入北約這

個組織有多麼的困難。 

北約未來的擴大將取決於地緣政治、內部政治和現實情況， 

北約擴大的歷史階段 

1952 年，為了避免因領土爭議導致其中一國阻止另一國加入北約，土耳其

和希臘同時成為會員國。從 1950 年代到 1980 年代末，西德和西班牙相繼加

入，1990 年，東德在與德國統一後加入成為北約成員。隨著柏林圍牆倒塌和蘇

聯解體，許多前蘇聯國家加入北約，包括 1999 年的捷克、匈牙利和波蘭。 

2004 年北約迎來蘇聯國家的加入，包括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

立陶宛、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斯洛維尼亞。之後，2009 年阿爾巴尼亞和克羅

埃西亞的加入，2017 年的蒙特內哥羅 (黑山共和國) 和 2020 年的北馬其頓 (北

馬其頓共和國) 。這一階段的擴大引發俄羅斯的譴責，指責北約違反不向東擴

張的承諾。 

2022 年冬天，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重新將焦點放在莫斯科，觸發瑞典和

芬蘭的申請加入北約，尋求北約第 5 條共同防禦條款的保護，隨之烏克蘭也提

出加入請求，而科索沃也表示希望加入成為北約成員。 

軍事聯盟與國際政治 

儘管北約成員國沒有明確表態，但加入北約過程高度政治化，受到其會員

 
5 2019年，法國總統馬克宏因為敘利亞的問題，稱北約「腦死」，因為北約成員之間沒有戰略

合作等言論。刊載於：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臺，29.11.2019。資料引自：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43178（檢索日期：2024年 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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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緣政治優先事項主導。例如，土耳其要求瑞典修改其法律，以證明其認真

對待反恐，最新一波的擴大加強了北約對波羅的海的控制，使其被稱為「北約

湖」，這次擴大將使北約與俄羅斯的邊界延長一倍，限制了莫斯科對波羅的海的

進出。 

烏克蘭的加入北約引起了一些國家的不滿，這些國家認為現在討論此事為

時過早。德國和美國對與烏克蘭過於接近表示謹慎，擔心這可能會使北約直接

捲入戰爭。下一波擴大東歐，可能包括烏克蘭和喬治亞，將使北約再次向俄羅

斯靠近，減少兩個陣營之間的緩衝國。 

下一個加入北約的會員國 

目前，烏克蘭是最有可能成為北約下一個會員國，它正在等待邀請，與西

方國家和烏克蘭之間簽署雙邊的安全承諾將持續十年，這是粗估烏克蘭達到預

期標準的時間。英國、法國、德國、瑞典和芬蘭等國已簽署協議，承諾向烏克

蘭提供長期的軍事、財政和人道主義援助，然而，主要問題在於戰爭將持續多

久以及結果如何？ 

另外，喬治亞在 2008 年承諾可加入北約，但目前仍在等待區，北約官員

指出，俄羅斯的影響和缺乏政治改革是問題所在。在巴爾幹地區，波士尼亞與

赫塞哥維納也在根據成員行動計畫朝著加入方向努力，但其國內的分裂主義和

政治局勢緊張改革的阻礙進程。科索沃也希望加入，但由於四個北約成員國不

承認其在 2008 年從塞爾維亞獨立，這可能會成為一個問題。 

與此同時，作為歐盟候選國的塞爾維亞，因與俄羅斯關係密切，以及不滿

1999 年北約的轟炸運動，6無意申請加入。然而，北約的擴大不會止步於此，

因為各國仍希望能從北約獲得有實質利益，享受和平的保障。 

漫長加入北約的過程 

然而，對於潛在會員國來說，加入北約的道路可能是漫長的，根據北約的

《北大西洋公約》，任何能夠為保證聯盟集體安全做出貢獻的歐洲國家都可以加

入。要申請加入，該國必須先被「邀請」成為候選國。例如，烏克蘭已經等待

 
6 北約轟炸南斯拉夫，刊載於：wikiwand，資料引自：https://www.wikiwand.com/zh-

hk/%E5%8C%97%E7%BA%A6%E8%BD%B0%E7%82%B8%E5%8D%97%E6%96%AF%E6
%8B%89%E5%A4%AB（檢索日期：2024年 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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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兩年。 

儘管條約沒有明確表明，但北約會員國認為，只有那些尊重法治、不處於

戰爭狀態的國家才有資格，一旦被邀請，每個會員國的議會和政府或總統必須

簽署加入協議，這過程可能只需幾個小時。每個國家將簽署的加入議定書送交

美國國務院，一旦完成，該國將成為北約的正式會員國。 

目前，北約會員國有 32 個國家，比利時、加拿大、丹麥、法國、冰島、義

大利、盧森堡、荷蘭、挪威、葡萄牙、英國、美國、希臘、土耳其、德國、西

班牙、捷克、匈牙利、波蘭、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

尼亞、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阿爾巴尼亞、克羅埃西亞、蒙特內哥羅、北馬

其頓共和國、芬蘭，以及最後在 2024 年加入的瑞典。 

參考文獻： 

1. NATO’s steady enlargement shows attraction of Western security 
guarantees. Available from: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defence-
and-security/news/natos-steady-enlargement-shows-attraction-of-
western-security-guarantees/ (Accessed 8.04.2024) 

2. NATO’s 75th Anniversary, in NATO. Available from: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224100.htm (Accessed 8.04.2024) 

3. 川普稱不出兵保護欠款成員國 北約資金從哪來？關鍵問答一篇看懂，刊載

於：中央社，13.02.2024。資料引自：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402130105.aspx（檢索日期：

2024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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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專欄...................................................................................................... 

本期學者專欄，邀請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王宏仁教授，撰寫『從歐洲到亞

太：北約在立陶宛維爾紐斯峰會後的新安全架構塑造』一文。在 2023 年 7月 11 日至

12 日舉行的北約峰會上，討論了一系列關於歐洲安全的議題，特別關注與亞洲及印太

地區的合作與交流。透過本文了解北約在全球安全事務中的角色，不僅影響歐洲國

家，特別對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對全球安全局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歐洲到亞太：北約在立陶宛維爾紐斯峰會後的新安全架構塑造 

王宏仁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 

 
Email: hjwang@mail.ncku.edu.tw 

壹、前言 

在 2023年 7月 11日至 12日舉行的北約峰會上，北約成員國在立陶宛首都

維爾紐斯 (Vilnius) 聚集，討論了一系列關於歐洲安全的議題，特別關注與亞洲

及印太地區的合作與交流。這次峰會的重要性在於，它不僅標誌著北約成員國

對當前全球安全挑戰的共同立場，而且明確了北約作為一個全球軍事組織的策

略方向。峰會期間，北約在成員國的擴張方面取得了進展，尤其是確定了芬蘭

和瑞典的成員國地位。這一擴張反映了北約對俄羅斯的態度轉變，同時也重申

了對抗中國的立場。北約將中國視為一個主要的戰略挑戰，強調需要與亞洲國

家合作以平衡中國的影響力。然而，關於與亞洲國家如何具體合作的細節，北

約內部尚未形成明確的共識。這種狀況導致美國與其歐洲盟友之間在策略上存

在分歧。儘管如此，北約正在成形的 AP4（NATO Asia-Pacific Partners）計劃

引起了關注。這一計劃涉及與日本、南韓、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國的區域對話

和合作，顯示出北約在亞洲建立一種「小型北約」的雛型。此外，歐盟近期也

在加強與印太地區的關係，這反映了歐洲在全球安全格局中的積極角色。歐盟

與印太地區的合作不僅限於經濟領域，也涵蓋了安全和防衛合作，特別是在應

對中國的戰略挑戰方面。總體來看，北約的立陶宛峰會及其後續發展，標誌著

北約在全球安全事務中的角色逐漸擴大，特別是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上。這不

僅對歐洲和北約成員國具有重要意義，也對全球安全局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以下為此次立陶宛維爾紐斯峰會後幾個值得注意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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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北約峰會瑞典加入北約。北約承諾繼續援助烏克蘭。北約公報

另外加強應對中國威脅的部分。日本東京未設立辦事 

本次北約峰會討論的重點，首先是瑞典加入北約。去年 5 月，瑞典與芬蘭

一同向北約遞交入會申請書，並在 6 月峰會獲得入會邀請。芬蘭陸續獲得各成

員國同意後，今年 4 月 4 日正式成為北約第 31 個成員國；瑞典則遲遲未獲土

耳其及匈牙利的入會批准。7 月 11 日，北約秘書長史托騰柏格(Jens 

Stoltenberg)1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和土耳其總統艾爾段以及瑞典總理克里斯

特森會談後表示，埃爾多安已經同意把瑞典加入北約的申請案提交土耳其國

會，並且「確保獲得批准」。這明顯有別於埃爾多安早先的立場。土耳其總統埃

爾多安向來對於瑞典處理其境內庫德族的做法有所批評。埃爾多安過去指責瑞

典對被土耳其視為恐怖分子的人採取的措施還不夠，並認為這些人主要都是恐

怖組織的成員。目前埃爾多安的立場轉變，主要就是希望換取歐盟對於土耳其

會員國資格的進展。關於這一點，基本上歐盟國家應該不會與瑞典入北約的案

件掛勾在一起。 

關於援助烏克蘭的部分，北約公報中已經明確表達所有會員國一致同意烏

克蘭在「未來」適當的時間點加入北約。不過根據《北大西洋公約》第 5 條，

只要任一成員國受到攻擊，都被視為全體成員國受到攻擊。因此，美國總統拜

登（Joe Biden）已表示，烏克蘭在俄烏戰爭結束前都不適合加入北約，德國日

前也表態不贊成烏克蘭太快加入北約。 

儘管烏克蘭在加入北約會員的部分受阻，德國和法國承諾向烏克蘭提供更

多的武器系統。烏克蘭國防部長奧萊克西·雷茲尼科夫 (Oleksii Reznikov) 7 月 

11 日宣布，11 個夥伴國簽署了一份備忘錄關於聯盟協助烏克蘭培訓 F-16 飛行

員的條款。雷茲尼科夫指出，訓練計劃可能包括其他戰鬥機型號，並對丹麥和

荷蘭在此過程中的“傑出領導”表示感謝。27 月 12 日，七國集團聯盟(G7)和

北約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舉行的北約峰會上簽署協議，向烏克蘭提供長期安

全承諾。協議包含三部分，一項多年期實際援助計劃，建立北約-烏克蘭協調委

員會，並承諾允許烏克蘭將來可以在不通過北約成員行動計劃（Membership 

 
1 北約秘書長史托騰柏格(Jens Stoltenberg)的任期原於 2023年 10月到期，目前已經確定延長

至 2024年 10月 1日。 
2”RUSSIAN OFFENSIVE CAMPAIGN ASSESSMENT, JULY 11, 2023” 
https://understandingwar.org/backgrounder/russian-offensive-campaign-assessment-july-11-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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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Plan，MAP）的情況下加入該聯盟。該行動計劃(MAP)原本是北約會員

入會的首要門檻。 

七國集團成員德國、日本、法國、加拿大、意大利、英國和美國簽署了一

份名為《支持烏克蘭聯合聲明》的總體框架文件，旨在向烏克蘭提供軍事、金

融和情報支持，並表示七國集團各成員將就該文件與烏克蘭進行雙邊安全談

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稍後其他國家將有機會加入該宣言。據報導，總

體框架文件還承諾立即採取措施，在發生新的襲擊時迅速向烏克蘭提供一切必

要的支持，但沒有具體說明支持內容為何。 

烏克蘭在 7 月 12 日北約峰會第二天簽署了更多雙邊安全和防務協議。瑞

典、法國、澳洲、英國、挪威、日本皆答應提供烏克蘭更多軍事武器。俄羅斯

繼續對北約峰會表現出一貫冷淡的反應。俄羅斯的冷淡回應掩蓋了一個事實：

此次峰會表明，俄羅斯 2022 年的入侵在多大程度上推遲了克里姆林宮聲稱發

動戰爭的目標。換言之，克里姆林宮在入侵之前提出的要求之一是阻止北約擴

張，克里姆林宮在整個戰爭期間不斷重複這一目標。目前俄羅斯官方對北約峰

會的進展以及芬蘭加入北約和土耳其同意轉發瑞典的加入議定書沒有普遍強烈

抗議，這可能表明克里姆林宮已經內化了這些結果，不想繼續將焦點放在此議

題上。 

北約峰會公報的其他重點還包括，會員國一致同意加強應對中國的威脅。

峰會之前，北約秘書長史托騰柏格已先在 10 日投書《外交》（Foreign Affairs）

雜誌，其中指出，中國本應利用其對俄羅斯的強大影響力，促使俄國結束對於

烏克蘭的非法入侵。然而，中國不僅沒有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行為，反而加強雙

方的經濟、外交及軍事合作。史托騰柏格警告，若俄羅斯在戰爭中取勝，也代

表向其他獨裁國家傳遞「可以透過武力實現目標」的訊息。史托騰柏格憶及年

初訪問日本及韓國時，兩國領導人都憂心戰爭會在亞洲上演。史托騰柏格表

示，北約雖屬區域聯盟，但面臨的挑戰是全球性的，這也是為什麼邀請包括

日、韓、澳、紐等印度太平洋夥伴參與北約峰會的原因。3北約祕書長史托騰柏

格表示，北約現在、未來都是北美及歐洲地區的同盟，但鑑於該地區面臨全球

 
3 “北約峰會 7/11-12立陶宛登場 瑞典、烏克蘭入會等焦點一次看，資料引自：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5%8C%97%E7%B4%84%E5%B3%B0%E6%9C%837-
11-12%E7%AB%8B%E9%99%B6%E5%AE%9B%E7%99%BB%E5%A0%B4-
%E7%91%9E%E5%85%B8-
%E7%83%8F%E5%85%8B%E8%98%AD%E5%85%A5%E6%9C%83%E7%AD%89%E7%8
4%A6%E9%BB%9E-0947254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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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威脅，北約必須與全球夥伴共同因應。北約對中國的關切已快速增加，2019

年在其成員國領袖聲明中才首次表達擔心，2022 年發表的北約「新戰略概念」

就表明，中國的企圖心、經濟脅迫政策和軍事擴充，已經挑戰北約的利益、安

全及價值。 

儘管北約國家普遍擔心中國的行為，但也關切該組織扮演的角色擴大，尤

其值此俄烏戰爭已消耗北約盟國的軍事資源之際。法國總統馬克宏五月在一場

安全會議中指出，北約擴大其範圍和地緣，將鑄成大錯。法國總統府消息人士

7 日表示，北約的Ｎ與Ａ代表北大西洋，基於北約盟約第六條，法方原則上無

法支持北約在日本東京開設辦公室。近幾年來，英國和若干北約國家皆派軍艦

赴亞太地區參加軍演，但外交人員表示，有些北約國家針對未聚焦俄國，還挑

起與中國的緊張感到戒慎恐懼。分析家認為，北約的歐洲成員國大多海軍能力

有限，這代表他們不太可能在亞太地區建立海權。英國雖已承諾於 2025 年派

一支航空母艦打擊群開赴該地區，但之後即無下文。這次峰會新增在諸如海上

和網路安全等領域合作，還有中國挑戰等議程。另外，澳洲、紐西蘭、南韓及

日本這四個北約夥伴國「亞太四國」（ＡＰ４）的領袖，也將連兩年參加北約年

度峰會。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說，首相岸田文雄對日本與北約建立更緊

密關係極為重視。南韓總統尹錫悅預定十日至十五先後訪問立陶宛和波蘭，將

分別和十幾國領袖雙邊會談。此次峰會預料將發表一項北約和ＡＰ４的聯合聲

明，確認北約將進一步參與亞太事務。4 

此外，北約日前商議在日本東京設立辦事處，以強化與印太地區各國合作

關係，但遭到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反對。根據《NHK》報

導，法國外交官直言日本並非在北大西洋的範圍內，基於此原則，法國不贊成

此做法。由於設立辦事處必須獲得 31 個成員國一致同意，因此目前北約公報中

已經刪除設立東京辦事處的內容，相關議題有待秋季決定。5南韓總統尹錫悅

11 日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同北約秘書長簽訂了涵蓋 11 個領域的「個別針對

性夥伴關係計畫」（ITPP），為加深對彼此安全挑戰的理解，雙方將例行召開工

作層、高級政治和軍事會議，參與北約的新興技術、網路防禦、混合動力等議

程。此次簽訂的 ITPP 是由 2012 年南韓與北約簽署的《個別夥伴合作計劃》

(IPCP）升級而來，有效期由 2 年延長到 4 年，有助於長期合作。 

 
4”聚焦歐美或轉向亞太 北約現分歧”，資料引自： 

https://udn.com/news/story/6809/7289106?from=udn_ch2_menu_v2_main_index 
5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30712033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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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歐盟各成員國考慮政治因素大於經濟因素，選擇在兩岸關係中

增加與台灣合作的機會。例如:義大利因地緣政治因素退出一帶一路

倡議、英國考慮回應美國禁止對中國科技投資的禁令、台積電「斥

資千億」在德國設廠，有助於提升德國經濟並為《歐洲晶片法案》

帶來新里程碑 

2023 年 8 月 8 日，義大利國防部長吉多·克羅塞托 (Guido Crosetto) 在義

大利總理喬治亞·梅洛尼 (Giorgia Meloni) 7 月底造訪美國後表示，義大利加入

「一帶一路」倡議的決定是「即興而殘暴的行為」 (improvised and atrocious 

act)。據《外交官》 (The Diplomat) 分析，梅洛尼退出「一帶一路」的決心，

更可能源自於地緣政治的利益，而非單純的經濟陷阱。由於其政黨的極右翼傾

向，所組成的聯合政府的上任引起歐洲和美國的關注。此次受到美國總統喬·拜

登 (Joe Biden) 邀請訪問美國，凸顯了義大利在外交政策領域扮演一定程度角

色。梅洛尼可能是想透過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在「一帶一路」倡議及與台灣

關係方面與美國一致的立場，使其在國際舞台上得到認可。6 

義大利的政策轉變也受到歐洲天然氣政策的影響。 俄羅斯一直向歐洲鄰國

供應天然氣。目前它仍是歐盟最大的天然氣供應商之一。烏克蘭戰爭爆發，歐

盟面臨天然氣供應危機。為擺脫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使得歐盟的對天然氣

的依賴轉向亞塞拜然和挪威。義大利為減少對東方國家，特別是俄羅斯和中國

在天然氣貿易的依賴，將政策轉為傾向歐盟。 

美國總統喬·拜登新簽屬關於禁止中國技術投資的行政命令，該命令授權美

國財政部長禁止或限制美國對中國在半導體 (semiconductors) 和微電子

(microelectronics)、量子信息技術 (quantum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以及

特定人工智能系統 (certa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三方面的投資。並且將於明年

生效，美國將觀望其歐洲盟友是否會效仿。近日英國政府正在關注該命令的相

 
6 義大利右翼政府的外交政策方向，目前看來取決於經濟與外交參與感這兩部分。經濟因素部

分是，因為義大利現在的政府想要爭取歐盟新編列的援助預算，歐盟分四期撥款給義大利，目

前義大利已經拿到三期的預算金費，但第四期，歐盟還在觀望義大利政府的表現，決定要撥多

少預算，所以現在的政府很積極想要獲得歐盟的信任。外交參與感則在於，因為現在的局勢動

盪，所以義大利很想要獲得外交決策的參與權。例如，之前俄羅斯在瓦格納危機期間，拜登與

法國、德國和英國共同參與局勢的討論，義大利就被排除在外。此外，梅洛尼政府似乎一直有

野心，希望可以因為過去跟俄羅斯的友好關係，在這次烏俄戰爭中發揮協調的作用，提升外交

的地位。梅洛尼政府之前就一直主張希望義大利可以扮演具有主導性的角色，而不是只順從歐

盟及德法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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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情況。7英國首相蘇納克的發言人表示，英國政府正在評估「某些投資帶來的

潛在國家安全風險」。自中國今年初在香港實施新的安全法令後，英國一直在努

力穩定與中國的關係。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萊弗利(James Cleverly)四月份表

示，英國政府將通過限制中國可能帶來的威脅，來尋求保護英國利益。然而，

英國已與美國於 6 月達成協議，加強兩國間的安全聯盟，包括深化先進技術、

清潔能源和關鍵礦產等領域的經濟聯繫。這可能會讓英國就中國科技問題被白

宮的政策所影響而採取一致手段。8 

台積電與三個企業盟友汽車供應商博世 (Bosch) 、晶片製造商英飛凌 

(Infineon) 和恩智浦 (NXP) 合作，在德國東部城市德勒斯敦 (Dresden) 建設價

值 100 億歐元的工廠，尋求在全球範圍內實現多元化，以應對客戶對地緣政治

緊張局勢的擔憂。德國政府已向台積電提供了 50 億歐元的補貼來支持該項

目。德國經濟部表示，此項計畫建立在《歐洲晶片法案》的框架之下，該法案

旨在 10 年內將歐盟在全球半導體市場的份額 (share) 從 10% 提高至 20%。德

國經濟部同時表示，它已頒發豁免許可證，允許建設迅速開始。對於德國來

說，台積電在該國設廠為其萎靡不振的工業引擎注入了一針強心劑。歐盟內部

市場負責人蒂埃里·布雷頓 (Thierry Breton) 也在社交媒體上表示：「對台積電決

定與歐盟 3 家主要半導體公司一起投資在歐盟建立新的半導體工廠感到非常高

興。」但也有歐盟官員提出對於人力培訓的擔憂，他們指出，鑑於這項工作的

技術性很強，而且工廠即將在世界各地湧現，因此需要認真考慮技能培訓。9 

計畫將於明年下半年開始建設，其中台灣公司將持有 70% 的股份，而其歐

洲合作夥伴將各持有十分之一的股份。這一決定凸顯了台積電的戰略轉變，由

於世界各地政府和晶片客戶對台海問題的擔心，台積電將其製造中心從完全依

賴台灣分散到多元區域。管理層已轉向捍衛海外晶圓廠投資，並認為這是防止

全球客戶轉移到英特爾和三星等競爭對手的必要舉措。10 

 

 
7 “UK may emulate US ban on China tech investments”, Available from: 
https://thenextweb.com/news/uk-emulate-us-china-tech-investment-ban 
8 “UK considering security risks of Chinese technology investments”, Available from: 
https://techmonitor.ai/technology/silicon/uk-considering-security-risks-of-chinese-technology-
investments 
9 “TSMC to build US$11 billion chip manufacturing plant in Germany”, Available from: 
Ft.com/content/ee01aae1-06ee-43f6-ad14-caacdffab93e 
10 TSMC to build €10bn chip plant in Germany, Available from: 
https://www.ft.com/content/ee01aae1-06ee-43f6-ad14-caacdffab9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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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歐盟強化印太安全的重要性，加強與東協國家經濟合作關係，

陸續與東協各國協商自由貿易協定 

7 月 31 日，歐盟執委會主席烏蘇拉·馮德萊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前往

馬尼拉造訪菲律賓總統小費迪南德·馬可仕 (Ferdinand Marcos Jr.) 舉行針對加

強貿易、經濟和安全關係為目的的會談。雙方將為重啟新的自由貿易協定(FTA)

推行「範圍界定程序」 (scoping process) ，評估對協定的共識程度。歐盟的目

標是與菲律賓達成全面的自由貿易協定，並以永續發展為該協議的核心，在貿

易和永續發展（TSD）方面制定規範。11 

馮德萊恩肯定「菲律賓是我們在印太地區的重要合作夥伴」，並且以俄羅斯

入侵烏克蘭為例，強調安全合作的必要性。馮德萊恩也在峰會上重申歐盟支持

2016 年國際仲裁裁決，該裁決判定中國對南海主權的主張無效，並表示該裁決

具有法律約束力，且為和平解決爭端提供了基礎。馮德萊恩同時表示，「歐盟準

備加強與菲律賓的合作，通過共享信息、進行威脅評估和加強菲律賓海岸警衛

隊來促進地區海上安全。」12 

2021 年歐盟印太戰略確認了歐盟長期以來對恢復與菲律賓自貿協定談判的

興趣。目前，歐盟已經與兩個東協國家（新加坡和越南）簽署了最新的自由貿

易協定，與印尼正在進行談判，與泰國的談判即將恢復，與馬來西亞則正在進

行範圍界定程序。此次對菲律賓的訪問再次證實了印太地區對歐盟貿易議程的

關鍵重要性，進一步加強與印太地區的貿易關係。也是自歐盟與前任總統杜特

蒂 (Rodrigo Duterte) 在人權問題上產生矛盾後，與菲律賓關係改善的跡象。目

前，歐盟根據普遍優惠計畫 (Generalized Scheme of Preferences+-GSP+) 向

菲律賓和其他七個發展中國家提供貿易激勵措施，其前提條件是必須遵守二十

多項關於人權和勞工權利、環境保護和善政的國際公約。 

 

 

 
11 “EU and the Philippines to start scoping exercise for a free trade agreement”, Available 
from: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3_4024 
12 “In the Philippines, Ursula von der Leyen says Europe will not tolerate aggression in the 
Pacific”, Available from: 
https://www.euronews.com/my-europe/2023/07/31/in-the-philippines-ursula-von-der-leyen-
says-europe-will-not-tolerate-aggression-in-th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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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北約在其最近的峰會公報中多次提及中國，顯示出北約將中國視為未來十

年的主要關注點。這一轉變指明，北約現在正將焦點擴展到亞洲，尤其是對抗

中國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的影響力。北約對中國的關注不僅是理論上的，而

是有具體的動作。例如，北約與亞太地區的安全組織，如 AUKUS、四方安全

對話 (Quad) 、以及美日韓峰會等的合作，可能是北約在亞洲擴張的跡象，甚

至可視為亞洲版本的小北約正在成形。這些合作強調了北約對於區域安全和穩

定的投入，以及對中國日益增加的政策影響力的擔憂。 

除了北約之外，歐盟在印太地區的安全戰略展現了政治因素超越傳統經濟

利益的重要性。近期的舉措，如義大利退出「一帶一路」倡議和英國對中國科

技投資的限制，反映了歐盟成員國對於地緣政治的重新定位和對中國擴張主義

的擔憂。同時，台灣成為歐盟在該地區的重要合作夥伴，象徵著對民主價值的

支持及對於全球供應鏈安全的關注，例如台積電在德國的大規模投資，不僅支

持了《歐洲晶片法案》，也體現了歐洲在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重要角色。 

此外，歐盟加強與東協國家的經濟合作關係，通過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

進一步鞏固在亞洲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這些動作不僅有利於促進經濟增長和

穩定，也顯示了歐盟在印太地區安全架構中扮演的角色，特別是在應對中國在

該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時。 

綜合來看，北約不僅在歐洲，也在亞洲地區積極參與，尤其是在應對中國

威脅方面，北約正尋求更廣泛的區域合作和參與，以加強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

挑戰的應對能力。歐盟在印太地區的政策變化體現了一個更全面、多維的戰

略，旨在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同時加強與地區夥伴的合作，應對從傳統

到非傳統的安全挑戰。這一戰略不僅對於歐盟自身的利益至關重要，同時也對

印太地區的未來穩定和繁榮發揮著關鍵作用。 

以上為學者論點，不代表本通訊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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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出版品……............................................................................................. 

本期選介下列 5 項歐盟議題相關出版品： 

書名：EU citizenship 

作者：Directorate-General for Justice and Consumers (European 

Commission) , LE Europe 

出版年：2024 年 

出版單位：EU Publications 

ISBN：9789268102046 

參考連結： https://op.europa.eu/s/zJH3 

摘要： 

歐盟公民身份是相當獨特的概念，凡是 27 個歐盟會員國之一的國民，將自

動成為歐盟公民，並能享受在所有歐盟會員國國民的某些權利和福利，而這些

權利在所有 27 個會員國均有效。這意味著，例如，你可以在其中一個歐盟會員

國生活和工作，而無需簽證、工作或居留許可；歐洲公民若在歐盟以外的地方

遇到困難，而其所屬國家沒有大使館或領事館，可以向當地的另一個歐盟會員

國尋求幫助。此外，歐盟公民能參與制定適用於整個歐盟的規則，即使你居住

在另一個歐盟會員國，也可以在市政和歐洲議會選舉中投票並競選公職。本手

冊提供有關歐洲公民的權利的詳細資訊，並說明如何充分利用這些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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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Enterprise Europe Network EU single market 

作者：European Innovation Council and SMEs Executive Agency 

(European Commission) 

出版年：2023 年 

出版單位： EU Publications 

ISBN：9789284668502 

參考連結：https://op.europa.eu/s/zJH6 

摘要： 

本手冊透過多個案例說明歐盟單一市場的四項基本自由：商品、人員、服

務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如何簡化日常業務，促進整個歐盟的成長和繁榮，這些

案例共有 70 個，來自 17 個歐盟會員國和冰島，證明歐洲國家境內的有效合作，

展現其實力和功能。透過手冊，歐盟旨在為潛在和現有企業提供支援，分享見

解，並鼓勵企業在歐盟單一市場中蓬勃發展，透過分享成功企業的實際案例，

揭示歐盟企業在海外拓展業務過程的策略，並強調尋求網路專家協助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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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Handbook on European Union climate change policy and politics 

編輯：Rayner, Tim (editor) Szulecki, Kacper (editor) J. Jordan, Andrew 

(editor) Oberthür, Sebastian (editor) 

出版年：2023 年 

出版單位：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SBN：9781789906981 

館藏資訊：https://uco-

tk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UCO_TKU/1rtto88/
alma991013581440105912 

摘要： 

《歐盟氣候變遷政策和政治手冊》透過詳細和廣泛的分析，批判性地評估

歐盟在實現氣候政策目標所面臨的新挑戰。書中強調金融和投資、訴訟、「難以

縮減部門」以及負排放等主題的重要性，並探討最新的氣候政治和政策制定的

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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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The rotating European Union council presidency and small 

member states : small states, big challenge 

作者：Grumbinaitė, Ieva 

出版年：2023 年 

出版單位：Abingdon, Oxon : Routledge 

ISBN：9781032269269 

館藏資訊：https://uco-

tk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UCO_TKU/1rtto88/
alma991013603116105912 

摘要： 

本書結合歐洲化概念下的新制度主義理論方法，採用了定性和定量相結合

的研究方法，探討歐盟輪值主席國是否會導致國家政治和政策的歐洲化。輪值

主席國主席對國家行政部門、部長和公眾輿論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輪值主

席國若是較小會員國，特別是那些首次擔任該職位的小會員國，提供重新參與

歐盟事務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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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里斯本下的歐盟對外關係 : 法律與政策 

作者：吳建輝 

出版年：2019 年 

出版單位：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9577632098 

館藏資訊：https://uco-

tk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UCO_TKU/1rtto88/
alma991005140389705912 

摘要： 

《里斯本下的歐盟對外關係》是國內學界與華文世界首次系統性探討歐盟

對外權限，以及歐盟在國際體系角色的著作。全書主要討論兩個議題：第一個

議題是，作為一個超國家組織，歐盟如何取得對外關係權限？如何行使此權

限，這個權限的行使又如何監督？基於此項權限行使所締結之歐盟對外協定，

如何進入歐盟法秩序？第二個議題是，作為一個區域經濟整合組織，歐盟如何

建構其迥異於主權國家之獨特身分認同。基於這種獨特之身分認同，歐盟如何

參與形塑國際秩序，與主權國家為主的國際秩序有何差異？在本書中皆有詳細

的探討。1 

  

  

 
1 本篇摘要引自：《里斯本下的歐盟對外關係：法律與政策》，

https://www.taaze.tw/products/11100879420.html（檢索日期：2024年 04月 30日） 



 

 
29 

 歐洲重要日程與會議...................................................................................... 

2024.06.11-13 
 
2024.06.14-15 
 
 

European Sustainable Energy Week 2024 
 
G7 summit, Borgo Egnazia, Apulia,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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