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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难民潮缘何遭遇“尴尬”
丁 纯

【摘要】欧盟及其成员国被不断加深的难民危机程度、持续扩大的难民

规模和不断出现的惨案与人道主义灾难逼迫着，亦步亦趋地被动应对，

且处于各国分散应对、缺乏整体协调的尴尬局面。

【关键词】欧洲    难民    欧盟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D55            【文献标识码】A     

今年夏天，对欧洲来说，烦心

事可谓接踵而至，一波未

平，一波又起。8月11日欧盟、欧

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和希腊

激进左翼联盟政府达成第三次对

希腊的救助协议，希腊“退欧”的

警报得到缓解。正要暂舒一口气之

时，汹涌而至的难民潮又令欧洲陷

入另一场危机。正如德国总理默克

尔八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难

民问题将成为欧盟严峻挑战，甚至

比希腊债务危机更严重。”

难民潮规模大、惨案多，是真正

的人道主义灾难

此次欧洲难民潮有如下特征：

其一，难民数量规模大、途中惨案

多。据联合国难民机构的数据：今

年以来已有超过30万难民和非法移

民经过地中海等渠道涌入欧洲，有

2500多人在途中丧生，而去年全

年总计只有21.9万和3500人。今年

4月意大利濒临地中海的兰佩杜萨

海岸附近，偷渡难民800余人因船

只翻沉而葬身鱼腹，8月维也纳附

近高速公路汽车70余人窒息而亡，

9月令全球扼腕垂泪的幼童溺亡土

耳其海滩，一桩桩惨案显示：难民

迁徙途中，可谓海上、陆途噩耗连

连，系真正的人道主义灾难。

其二，此次难民大多为战争难

民，而非经济移民。略加统计分析

我们很容易发现，近期大量涌入欧

洲的难民主要是战争难民，大多数

来自于近期战乱频仍的叙利亚、利

比亚和阿富汗，随着伊斯兰国势力

范围的扩展而不断增加。据联合国

难民署的估计，今年以来，经地中

海等涌入欧洲的30余万难民中，近

80%来自叙利亚。

其三，此次难民危机，波及欧

盟成员国多。直接波及的“第一

线”国家不仅有传统的难民涌入国

家意大利、希腊等，更有匈牙利等

中、东欧新成员国；各国表态谨

慎，难以迅速作出联合应对、相互

协同的决定，并高效地付诸行动。

呈现给世界的是：欧盟及其成员国

被不断加深的难民危机程度、持续

扩大的难民规模和不断出现的惨案

8月31日，难民在希腊和马其顿边境的艾杜迈尼检查站进入马其顿境内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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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道主义灾难逼迫着，亦步亦趋

地被动应对，以及各国分散应对、

缺乏整体协调的尴尬局面。

纵观此次难民潮的缘由，应该

说，主要不是为追求经济和生活福

利而引起的“经济移民”，而是由

战乱和社会动荡衍生出来、兼具求

富的求生难民。这显然与前段美、

欧强力干涉西亚、北非国家内政，

推动“阿拉伯之春”，以及更早时

候进剿阿富汗塔里班等，造成叙利

亚、利比亚和阿富汗等西亚、北

非等地区的战乱、冲突频仍，极

端的伊斯兰国（ISIS）趁机做大、

民生凋敝直接相关。某种程度来

讲，美、欧为首的一些国家在这一

问题上，是典型的“始乱终弃”，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属于“自食

其果”。当然，难民会集中涌向欧

洲，也与欧洲经济富裕、生活水平

较高，以及历来崇尚和标榜“平

等、自由和博爱”、具有接受和资

助难民的历史有关。大量难民不愿

在匈牙利等国歇脚，而是直奔德国

等欧洲核心国家，对此作了很好的

脚注。

                                                                                                                                  

欧盟及其成员国应对难民潮遭遇

两难

今年早期就开始出现的难民

潮，给目前深受欧债危机荼毒和疑

欧、脱欧等反一体化思潮上升，

及极端排外势力困扰的欧盟及其

成员国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对

各国继续走欧洲一体化的决心、

在欧盟旗帜下统一行动的意愿，

以及作出必要牺牲、贡献与妥协

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无

疑，此轮二战后欧洲遭遇的最大

难民潮，给欧盟及其成员国带来

极大的“两难”困境：

一方面，欧洲作为现代西方文

明的发源地，自启蒙运动、文艺复

兴以来一直高擎人权、民主和社会

公正的大旗，令其面对大量难民偷

渡途中溺毙海上和窒息于陆路等人

道主义灾难，无法袖手旁观。今年

4月，当难民偷渡船沉没，大量难

民命丧地中海的意大利兰佩杜萨惨

案发生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国际移民组织”以及许多欧洲政

治家纷纷指责当事的南欧国家和欧

盟机构缺乏“人道”精神，未尽全

力救助和安置“地中海难民”之

责，使当事国和欧盟处于深深的尴

尬之中。而当叙利亚3岁溺毙幼童

尸体被冲上土耳其海滩的照片被广

泛转发，成为此次难民危机的经典

画面后，舆论出现转折，欧盟相关

国家被迫给出了较前积极许多的反

应：德法共同呼吁，尽快出台有关

难民分配的相对温和的方案，力图

让各国均接纳一定数量的难民；匈牙

利组织上百车辆，运送难民前往其向

往的奥地利；德、奥均答应同意接受

这批到来的难民；就连此前态度强硬

的英国，首相卡梅伦也宣布英国将接

受4000名叙利亚难民，并再花1亿英

镑用于人道主义救援。

另一方面，经历了欧债危机近

六年的荼毒，欧盟国家消费和投资

预期溺弱；经济复苏缓慢且乏力，

通货紧缩；失业高企，平均达到

9.6%；公共债务居高难下，平均公

共债务仍高达 92.9%。这些因素导

致欧盟国家内部，无论是核心还是

外围国家，排外、极端势力不断崛

起，借此鼓动民众仇视外来移民。

尤其是作为欧债危机重债区的南欧

诸国，如意大利、希腊等一线国家

本身就是外围国家，经济、社会指

标均低于平均水平，如希腊本身国

债高达175%，失业率高达25%，

青年失业率甚至超过50%，刚刚勉

强通过接受第三次援助而逃过脱欧

一劫，本身财政就已捉襟见肘、寅

吃卯粮，未来三年得靠国际债权人

860亿欧元的援助方能苟延残喘。

面对突如其来的汹涌难民潮，其

压力可想而知，确实有些力不从心

之感。而此次危机涉及的另一个主

角匈牙利，则属于欧盟新成员国，

本身的经济实力和福利水平与“老

欧洲国家”相比弱势明显，且持有

的理念也有所不同。所以面对移民

潮，匈牙利不惜公然违背欧盟“社

会团结（solidarity）”原则，在

短期内建起了阻止难民涌入的铁丝

网和隔离墙，被法国外长斥责为

“可耻”和对欧洲共同价值观的不

尊重。甚至在库尔迪溺亡，难民问

题出现转折，老欧盟国家纷纷接纳

新难民等之时，匈牙利、捷克、波

兰、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四国仍然明

确反对摊派难民。这完全属于意料

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另外，由

于欧洲、尤其是西北欧国家如德

国、瑞典等国给予难民较好待遇，

往往容易激励大量境外寻富经济移

民的涌入，确实存在着巨大的道德

风险。相关国家担忧此风一开，尤

其是建立固定的难民分配机制后，

将激发更大规模的经济移民潮，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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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招架。凡此种种，显示出徘徊于

理想与现实、理念和实际运作窘迫

之间的当事国家所表现的极端理性

而无奈的选择。

移民潮凸显了欧盟成员国间的分

歧和欧洲一体化的软肋

面对如火如荼的难民潮，欧盟

成员国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表现

出的不是欧盟座右铭所显示的“多

元一体”原则，而是更多地遵循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

霜”的信条。观察此次难民潮的应

对，不难发现：

其一，希腊、意大利等前沿国

家疲于应付，匈牙利等中转国家拼

命抵御和堵截，主要接受国家德

国、瑞典、英国等也有分歧。传统

上友善难民的国家如德国、瑞典、

荷兰和奥地利等国主张伸出援手和

善待难民，而匈牙利、英国等则对

源源不断涌来的难民潮持明确的反

对态度。

其二，欧盟在司法、内务领域

一体化程度不够，难以作出迅速、

高效和一致的反应。难民和非法移

民的甄别等事务，严格来说属于各

成员国政府的主权范围，该权利并

未被各国完全让渡给欧盟，管辖权

主要在各成员国手中。同时，难民

潮的应对、管理，某种意义上讲，

属于司法和内务合作的范畴，与欧

洲一体化中第一支柱经济共同体和

第二支柱共同外交和军事合作相

比，是一体化合作程度相对较低的

领域，欧盟更多是通过“软性约束

机制”呼吁各成员国向其看齐，而

非通过强制性地引入一体化，命令

各成员国共同执行。

其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原先业已形成的原则共识可能就此

荒废。此前，为了推进人员等要素

的自由流动和申根协议实施，厘清

内部责任，欧盟曾就移民接纳、安

置等通过了《都柏林公约》，规定

了非法移民首个入境国家负责审核

申请、不得向多个国家申请，以及

再遣送时必须遣送至首个入境国原

则。但实际执行中希腊、匈牙利等

国几乎使该公约形同虚设。今年

4、5月为了应对难民潮，减轻前

沿国家压力，形成欧盟内部应对机

制，在欧委会和德国等推动下，曾

提出在自愿的基础上，按照欧盟各

国的GDP、人口总数、失业率及已

安置难民数，综合算出各自国家接

受难民的“固定配额”，但遭到了

英国、匈牙利、捷克等的反对而作

罢。这也就形成了目前应对的特殊

局面：各成员国对难民问题的应对

策略大相径庭。

难民潮的应对事关欧洲一体化和

欧盟的走向

难民潮的应对不仅涉及到大量

叙利亚难民的接收、安置和避免人

道主义灾难的问题，更涉及到后欧

债危机时期欧洲向何处去的问题。

如若处理不好，首先会冲击到欧盟

内部鼓励人员和要素流动的申根计

划，变相鼓励各国重新封闭起来；

其次会加剧欧盟内部疑欧、脱欧势

力的大举抬头。在此次危机中，英

国拒绝加入欧盟相关统一行动，反

映出其担忧相关内务主权的丧失和

脱欧倾向的深化；捷克、匈牙利甚

至以宗教等为理由，坚决不愿分摊

相关责任，反映出中东欧新成员国

对欧盟老成员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理

念认同感并不强，而是更多考虑自

身的经济利益，不愿承担相应的

义务。这无疑会引起老成员国的反

感，离心离德，肯定对欧洲一体

化进程产生负面影响。面对此次难

民潮，最终达成某种一次性的分配

解决方案，挽回一点面子，似乎可

以期待，但关键是欧盟能否经过协

商，建立起长期有效的移民检视、

甄别机制，打击偷渡、走私，加强

边境监管。如若不行，则会直接影

响到后危机时代的一体化的推进，

对欧盟和欧洲一体化是个考验。最

后，难民问题釜底抽薪式的解决，

还在于解决好难民流出地如西亚北

非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

发展、民生进步，这才是解决难民

问题的真正关键和根本所在。解铃

还得系铃人，当年大举介入西亚北

非社会转型的欧美，应该承担起处

理难民潮的主要责任，而美国则应

该伸出援助之手，协助欧盟一起解

决这一危机，同时反省以前鼓动颜

色革命的后果和代价。
（作者为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学院教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中

国欧盟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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