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一体化的复杂叙事

二战后，欧洲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快。 欧盟的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至 1952 年建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当

时只有六个成员国：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卢

森堡和荷兰。 1957 年，根据《罗马条约》，欧洲煤钢共

同体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 随后更名为欧洲共同体

（EC）。 欧共体最初的重点是同步农业政策和消除关

税壁垒。 1973 年，丹麦、爱尔兰和英国加入了第一波

扩张浪潮。

1993 年 11 月 1 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

效，欧盟（EU）取代了欧共体。

随后，欧盟的条约经过多次修订，运作方式依照

《里斯本条约》。 政治上所有成员国均为议会民主国

家，经济上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实体。 时至今日，欧

盟已有 27 个成员国，总人口达 4.5 亿。

1999 年 1 月 1 日，欧元诞生。启用欧元是欧洲一

体化的重要里程碑。 2002 年，欧元正式流通。 别看如

今欧元是仅次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但在当时，对

于欧元这一新生事物，人们既不熟悉，也不了解。 为

此，《国际金融报》推出了多篇解释性报道，力图以专

业的眼光向读者介绍欧元。

受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冰岛由于国家债

务严重超负荷陷入国家破产状态， 之后欧元区成员

国由于各自负债比例过高， 相继成为继冰岛国家破

产之后“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张，希腊、爱尔兰、葡萄

牙、西班牙等国相继陷入国债危机中。 2009 年 10 月

20 日浮出水面的希腊债务危机为欧债危机正式拉开

了序幕。

这场危机是继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最引

人注目的金融危机， 也是启用欧元后欧洲最大的一

场金融危机，究其根本，有人说是欧央行剥夺了欧元

区成员国的货币发行权，当债务累积到一定的程度，

一些国家便会陷入债务危机。

随着 2018 年希腊从最后一轮救助计划“成功退

出”，欧债危机历时 8 年多的时间终于宣告结束。

欧债危机充分表明，在欧盟，危机从来都不是单

个国家的事，危机会蔓延，需要成员互助。 而危机导

致欧盟和欧元区成员国间的经济差距空前扩大，核

心和外围国家的壁垒分明， 这造成了欧盟和欧元区

政策实施上的两难。 同时暴露出欧洲一体化进程和

机制本身也存在缺陷：一方面，东扩太快消化不良、

难以深化；另一方面，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

政策错搭，财政赤字和国债超标控制难以落实，缺乏

危机的应对举措、机制和手段。

欧债危机造成的经济恶果和社会创伤， 导致人

们对欧洲认同感的游移，疑欧、“脱欧”、反欧情绪上

升蔓延。

2016 年 6 月，英国全民公投决定“脱欧”。 2017

年 3 月 16 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批准“脱欧”法

案，授权时任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正式启动“脱欧”程

序。 3 月 29 日，“脱欧”程序正式启动。 根据英国与欧

盟的协议，英国应在 2019 年 3 月 29 日正式“脱欧”。

2018 年 11 月 25 日，欧盟除英国外的 27 国领导人一

致通过了英国“脱欧”协议草案。 2020 年 1 月 30 日，

欧盟正式批准了英国“脱欧”。 同年 12 月，经过多轮

激烈谈判， 欧盟与英国终于就包括贸易在内的一系

列合作关系达成协议，为英国按照原计划在 2020 年

结束“脱欧”过渡期扫清障碍。

对这历史上重要的一幕幕，《国际金融报》 或以

深度报道、新闻通讯，或以分析评论、照片漫画等方

式忠实记录下来，向读者讲述这些精彩的故事。
英国“脱欧” 2016 年的“脱欧”公投，51.9％的英国选民投票支持离开

欧盟。2020年 1月 31日，英国正式“脱欧”。由于英国原本对欧

盟的贸易依存度很高，“脱欧”让英国经济受到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而《国际金融报》在英

国公投“脱欧”的次日就推出社论，对“脱欧”影响做了全方位的分析和评论。

欧债危机 欧债危机是欧

元区自 1999 年设

立以来的首场危机， 危机也引起不少舆论

对欧元区的质疑。 随着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为了共同治理这场危机，2010 年 5 月 9 日，

欧盟多国财长宣布通过大型全面救助计划

成立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希望以此

确保欧洲整体的金融稳定。

当地时间 2012 年 2 月 21 日， 欧元区财长批

准了对希腊的第二轮救助方案， 并商讨出台更严

厉的财政紧缩条例，为欧元区建造新的“防火墙”。

欧元是欧洲高度一体化
的重要象征 在促进欧盟政治、经

济一体化方面，欧元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欧洲央行通过保持欧元价值来维持价

格稳定，在日益一体化的欧盟经济中，欧元尽可能消

除了欧洲跨境商业、金融机构的外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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