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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十年来!在美英以及世界银行#欧安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倡导下!

韧性概念在西方政策领域迅速扩展")&!'年!欧盟邻国政策修订
引入了韧性与地方所有权这一重要导向")&!,年!欧盟全球战略
明确提出!要增加对东部和南部的制度的韧性!主要涉及民主#经
济#气候#能源#环境和移民政策的韧性"在邻国政策实践中!贸
易与经济发展#连通性#法治是东部伙伴关系讨论的重要事项!难
民问题是欧盟与南地中海国家合作的主要议题"韧性建设主要
集中在自由改革议程上!通过外部参与者向地方提供政策模板#

资金援助和专业知识来推动"总体上!欧盟邻国政策的韧性转向
并未转化为自下而上的政策变革!欧盟依然是根据其战略利益的
需要!以援助为手段!向邻国推行欧盟和欧洲国家的模式"这种
转向体现了欧盟对外战略收缩!即以一种更加务实的方式向邻国
推行欧盟的政治经济规范!通过将责任转移至地方代理人来消除
阻碍自由市场的障碍!从而使外部干预合法化"因此!韧性成为
新自由主义议程的一部分!外部干预先于地方所有权!旨在实现
对邻国的有效治理!而非赋予当地真正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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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邻国政策是在)&&.年欧盟东扩之后出台的(旨在推动邻近国家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改革(深化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欧洲邻国政策所针对的目标国家(最
初主要是指东北欧国家---摩尔多瓦*白俄罗斯*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之后(南部地
中海国家---埃及*约旦*以色列*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突
尼斯等也都被包括在内&! )&!'年(重新修订的欧盟邻国政策重申了安全*保护基
本的权利和原则*移民*能源*经济发展*贸易等问题的重要性&韧性#2379093G:3%和
地方所有权#0<:60<JG32789E%是)&!'―)&!,年欧盟邻国政策修订案中的新增之
处&" 欧盟邻国政策修订旨在通过将地方所有权作为核心(在欧盟与邻国的合作
中建立雄心勃勃的创新方法&在国家层面(该战略提出了与伙伴国家的定期磋商(

旨在将其优先事项纳入欧盟邻国政策&除磋商外(欧盟声称将通过财政援助和加
强合作来参与!国家层级以下的民间和区域内民间社会"&)&!,年(欧盟全球战略
明确提出(要增加对东部和南部的制度的韧性&欧盟的目标是加强!关键基础设
施*网络和服务的弹性"(培养!民主国家的弹性"(以及投资!国家和社会的弹性(向
东延伸至中亚(向南延伸至中非"&# 针对政府*经济*社会和气候及能源脆弱性等
亟待解决的问题(欧盟将支持增强适应能力的不同路径(并制定欧洲及其合作伙伴
更有效的移民政策&欧盟邻国政策的韧性转向预示着更为开放的谈判和竞争的政
治进程(意在不断调整外部治理以适应邻国自我治理的需要(那么(韧性转向能否
有效弥补欧盟邻国政策的局限(从而更好地应对内外部危机呢1 本文将围绕欧盟
韧性转向的总体背景*邻国政策的韧性实践*影响及局限展开讨论&

一"欧盟邻国政策韧性转向的总体背景

欧盟邻国政策的韧性转向源于新自由主义危机之下从安全治理到全球治理

的范式转换&首先(欧盟面临内外部危机(这场危机源于欧元区经济危机以及民
粹主义和欧洲怀疑论者的崛起(而现在英国投票退出欧盟导致危机进一步恶化&

外部危机包括南部和东部的地缘政治环境恶化*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兴起和以

S$S$为代表的威胁和难民危机&这对!自由和平论"和西方干预主义提出了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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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慧$欧盟邻国政策的韧性转向

疑&! 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安全治理出现了从自由国际主义到后干涉主义

的韧性范式转换&韧性是行为体所具有的从负面冲击中恢复和保持正常功能的能

力(即从采取人道主义干涉挑战国家主权到以人为中心的方式转变(人类安全框架

与人道主义干涉被区分开来(在后干涉主义的韧性范式中(重点是预防而不是干

涉(是赋权而不是保护(针对的是弱势群体而不是受害者&这意味着非西方主体的

代理人被置于安全实践的中心(在安全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替代了原本以西方机

构及其责任为主的观念&西方不再有责任保障*推进民主化和发展非西方世界(责

任落在了主权国家的边界之内&" 韧性代表着从专注于已知威胁和预防的逻辑转

向新的治理逻辑(后者强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韧性要求为未知的风险做好准备(

学会适应和灵活性以应对冲击(而不是完全消除不确定性&韧性承认不确定性和

复杂性是当代状况(并强调内部能力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以这种方式理解(韧

性可以定义为!社会所具有的应对危机的内部能力(而不是外部提供援助(资源或

政策解决方案"#&在美英以及世界银行*欧安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倡导下(韧性被

引入全球治理以应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恐怖主义*劳动力市场改革等全球问题(

关注地方或社区在面对外生或内生冲击时的调整过程&韧性概念早期侧重于粮食

安全*人道主义危机等(之后迅速扩展到更为广泛的政策领域&

其次(早在)&!)年(韧性概念已正式进入欧盟议程(成为欧盟人道主义和发展

政策的一部分&韧性不仅仅被视为应对灾害#尤其是人道主义灾难%的一种反应(

也是一项应对危机的长期系统性解决方案&在外部治理上(它允许欧盟干预和协

调外部人道主义与发展议程(提供解决方案(介入国家政策和规划&这种想法逐渐

使欧盟发展了所谓的!韧性范式"(包括欧盟不断扩大的!专业知识"组合*良好的实

践倡议以及监测和评价方法&韧性被定义为!一个实体承受*适应和快速从压力和

冲击中恢复的能力"(它依赖于两个维度$一是!一个实体的内在力量44为了更好

地抵御压力和冲击"(二是!这个实体从冲击中迅速反弹的能力"&欧盟委员会认

为(增强韧性可以!通过增强实体的实力(或减少冲击的强度(或两者兼而有之"&

欧盟坚信自身有能力控制*管理和预防灾难的发生&韧性范式建立在三个核心操

作原则之上$首先(面对外部不可控性(欧盟有能力向国家和个人提供最合适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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