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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计划和欧洲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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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历史上
,

欧洲曾是一个有统一思想和
“

欧洲精神
”

的地 区
,

但由于两次大战的

浩劫和苏联的出现
,

欧洲经济濒临崩溃
、

统一 困难重重
。

为了振兴西欧和美国的利益
,

年

初
,

马歇尔提出“

遏制
”

苏联及共产主义的
“ 马歇尔计划

”

计划的实施
,

使西欧经济得到恢复
,

实

现了美国全面控制西欧的目的
,

同时也拉开 了冷战的序幕
。

「关 键 词 欧洲统一 马歇尔计划 全球战略
“

遏制
”

苏联 冷战

提到欧洲 战后 的复兴和统一
,

人们 自然

会联想到美国第一位职业军人出身的国务卿

马歇尔及 以他的名字命名 的
“

马歇尔计划
” ,

即欧洲复兴计划
。

正是 由于 马歇尔计划
,

才

促使西欧经济的复兴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合

乃至政治联合
,

也使美 国在西欧确立 了不容

置疑的领导地位
,

增强 了美国对抗前苏联 的

力量
。

马歇尔计划给美国带来 了莫大的政治

利益和经济利益
,

同时也带来 了美 国所始料

不及 的结果
,

即随着西欧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

西欧各国对美 国的反控制斗争 日益加强 而

西欧一体化的发展
,

最终又导致西 欧 向美 国

的霸权地位提出了挑战
。

一
、

曲折的统一和残酷的战争

历史上
,

欧洲是一个具有统一思想 的地

区
。

在过去的某些年代
,

欧洲在思想上
、

文化

上
、

经济上
,

甚至在政治上都曾经较为一致
。

但是欧洲近几个世纪以来 的历史变迁却主要

是伴随着统一与分裂
,

语言
、

宗教
、

文化
、

政治

与经济结构 日益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
。

多样

化发展也正是欧洲强盛的原因之一
。

到 了本

世纪初
,

欧洲 出现 了十分 奇 特 的情 况 一方

面
,

欧洲显得 比较一致
,

而另一方面
,

它却是

深深地分裂 的
。

在 当时
,

欧洲相对统一 的货

币可 以 自由兑换
,

人员可 以 自由流动
,

商品只

要付一定的关税也可 以 自由流通
。

同时
,

还

存在着一种
“

欧洲精神
” 。

这种精神的特点就

是对知识的爱好
,

有经济活动的能力
,

尊重个

人和 民主的观念
,

此外
,

还存在着某种社会和

国家体制的一致性
。

因此
,

不少权威人士认

为
,

在 年 以前
,

在某种 程度上 有过一个

统一的欧洲
,

但也始终困难重重
,

终于
,

各种

激化的对抗把一个休戚相关但又 自相矛盾的

欧洲引向了灾难
。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改变欧洲统一问题的

首要 因素
。

经过一次大 战
,

欧洲 的经济实力

大为削弱
,

政治上 也变得 更 为支离 破 碎 了
。

经济上的阻隔又重现
,

并 由于 年的危机

而大大加剧了
。

因此
,

欧洲 的统 一变得更为

紧迫 了
。

但在人们的努力尚无任何结果的时

候
,

极权的帝国主义列强又把欧洲卷人 了第

二次世界大战
,

希特勒用暴力把欧洲大陆的

大部分国家都置于他的统治之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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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人类历史上 最残酷 的浩劫后
,

欧

洲各国的经济实力再 次大大削弱
,

到处是一

派残破衰败的景象
。

年冬季
,

欧洲人 民

还来不 及分 享 战争结束所带来 的激 动 和喜

悦
,

就遇 上 了百 年 罕 见 的风雪 严寒
,

天 灾 人

祸
,

使欧洲人 民陷人饥寒交迫
、

困苦不堪的境

地 各国经济濒临全面崩溃
,

欧洲 已成为一片

废墟
。

欧洲不再是世界 权力 的 中心
,

存在于

欧洲 内部几个世纪 的平衡体系也彻 底瓦解

从此
,

平衡取 决于非欧洲 的美国和半欧洲 的

苏联
。

根据这些事实
,

合作与联合的要求在

欧洲 日渐强烈
。

我们也可 以说
,

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后
,

由于欧洲 国家所处 的条件发生 了

根本的变化
,

欧洲统一从此真正起步 了
。

欧洲联合起来 的第二个原因
,

是稍后 随

着斯大林执行的政策及其造成的威胁而显示

出来的
。

欧洲 国家对 内要缓解 经济困难
,

防

御共产主义
,

对外要抵制苏联的压力
,

还有来

自世界新霸 主美 国的压力
,

因为美 国要求 以

此作为它提供援 助的条件
。

至此
,

关于 欧洲

统一的观念才开始 由一种属于知识精英的理

念转而成为欧洲各国政府的必要行劝
。

二
、

美国的全球战略与遏制政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

美国参战最迟
,

加上又有大西洋作为天然屏障
,

本土未遭到

战火侵袭
,

损失较小
。

相反
,

美 国作为
“

民主

阵营的兵工厂
” ,

通过租借法案向盟国提供了

大量的军火和 战略物 资
,

大大刺激 了本 国的

工业生产
,

经济实力迅速增强
,

而且在军事上

也成为世界头号强 国
。

随着美国成为世界超

级大国
,

其统治集 团称霸世界 的野心也极度

膨胀起来
。

在第二次大战初期
,

美国总统罗

斯福就开始构想在战后建立美国霸权的全球

战略
,

并在战争期间逐步推进这一战略的实

施
。

罗斯福的
“

世界蓝图
”

以大国合作尤其是

美苏合作为重要支柱
。

他认为
,

苏联在战争

中损失惨重
,

战后为了重建经济
,

需要从美国

获得上百亿美元的援助
,

因此会与美国保持

合作
。

这样
,

美国就能通过合作软化苏联
,

达

到建立世界霸权 的 目的
。

基于此
,

罗 斯福提

出了和平缓进的战略 通过以美国为主的美
、

英
、

苏三大国合作
,

建立联合国与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
,

维护战后世界秩序
,

力 图称霸世界
。

建立联合国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罗斯

福全球战略的两大支柱
。

因此
,

他积极倡导

建立联合国
,

并提 出建立联合国安理会
,

实行

大国一致的原则和托管制
,

企 图把联合国变

成美国推行霸权的工具
。

年 月
,

美 国

主持了有 个 国家参加 的国际货币金 融会

议
,

迫使与会 国通过 了以美 国方案为基础 的
“

布雷顿森林协定
” ,

从而建立 了以美元为 中

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
。

此外
,

同年

月签定的《关税及 贸易总协定 》
,

也反 映 了美

国谋求世界经济霸权的利益 目标
。

年 月杜鲁 门继任美国总统后
,

国

际形势发生 了很大变化 德
、

日相继投降 西

欧各国经济濒临崩溃
,

政局动荡不安 美国拥

有 了核武器
,

因而更加不可一世
,

宣称要
“
永

远 领 导 世界
,

要 按 照 美 国 的构 想 来 改 造 世

界
” 。

与此同时
,

随着法西斯 的彻底崩溃
,

美

苏战时同盟失去了基础
。

在反法西斯战争 中

越战越强
、

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的苏联
,

已成为

美国称霸世界 的最大障碍
,

斯大林的政策 引

起 了美国与 日俱增 的恐惧
。

随着苏联不断扩

大势力范围
,

并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它在

战争中的同盟 国发生分歧
,

致使美 国的政策

发生 了变 化
。

年初
,

在乔治
·

凯南和 迪

安
·

艾奇逊的帮助下
,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 出
“

遏制
”

理论
,

这便是后来美国政策的基础
。

“

遏制
”

理论是杜鲁门全球战略中最重要

的一环
,

它一改罗斯福 以美苏合作为前提 的

和平缓进战略
,

而以美元和原子弹为后盾
,

全

面遏制苏联
,

扶植西欧及 日本
,

通过各种援助

和建立各种政治军事集 团
,

控制 以欧洲为重

点的处于美苏之间的广大地带
,

进而确立美

国的世界霸权地位
。

美国这一以冷战手段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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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苏联
,

独霸世界的全球扩张战略
,

在后来被

称之为
“
杜鲁门主义

” 。

杜鲁 门主义 的 出现
,

标志着美 苏 战时 同盟正式破 裂和 冷 战 的开

始
。

在
“

遏制
”

理论酝酿乃至抛 出的时期
,

西

欧的经济并无任何恢复 的迹象
,

同时还 有 被

共产党控制或被苏联控制的危险
,

从而 帮助

被战争削弱 的西 欧 国家显得 更 为必 要 和 紧

迫
。

但要使欧洲各国能够抵制苏联及其共产

主义
,

首先就要使欧洲 团结起来
。

在美 国人

看来
, “

欧洲人只有统一起来
,

才能抵御 苏联

的推进
,

才能毫无危险地再把德 国扶植起来

并永远结束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
,

这些 欧洲

内部的战争 曾使美国两次出兵进行干涉
。

欧

洲统一普遍被认为是避免让美国长期在欧洲

承担军事 与经济义务 的唯一途径
。 ’,

①因此
,

欧洲的统一成为美国政策的 目标之一
。

基于 以上原因
,

在
“

遏制
”

政策的范围内
,

美国决 定 提 出一项 在经 济上援 助 欧洲 的计

划
。

年 月 日
,

马歇尔在 哈佛大学 毕

业典礼上接受 名誉学位时所做的演讲
,

明确

肯定 了美 国援 欧 的计划 及其总方 针
。

他说

到
“

美国应该尽其所能帮助世界恢复正常经

济状态
,

这是合乎逻辑 的
。

否则政治就不能

稳定
,

和平就没有保障
。

我们的政策不是有

针对性的反对某一 国家或某一理论
,

而是 反

对饥饿
、

贫困
、

绝望和混乱
。

我们政策的 目的

应该是在世界上复兴经济活动
,

实现 可 以使

自由体制得 以存在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 ”

马歇

尔进一步强调
,

作为先决条件
,

欧洲必须有一

个整体的行动
。

欧洲人必须首先联 合起来
,

互相达成协议
,

共 同制定一项纲领并查 清它

们的资源
。

只有 当这一条件满足后
,

美 国才

予以支持
,

提供必要 的援助
。

马歇 尔的演讲

内容概括 了美国对欧洲的行动方针
,

史称
“

马

歇尔计划
” ,

即
“

欧洲复兴计划
” 。

这一庞大计

划之所 以与马歇 尔的大名连在一起
,

是 因为

马歇尔在世界享有盛誉
,

用马歇尔命名 的计

划
,

比任何人命名的计划都更有影响
,

更有意

义
,

也更容易被西欧接受
,

更容易被美国国会

接受
。

三
、

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及影响

年 月 日
,

马歇 尔计划正式开始

执行
,

至 年 月 日宣 布结 束
。

在 整

个马歇尔计划实施期 间
,

美 国为援 欧共拨款

亿美元
,

其 中
,

赠款 占
,

其余为贷

款
。

②马歇尔计划所提供 的援 助在各受援 国

的国民收人 中所 占的 比重并不大
,

最高的希

腊 占
,

最低的瑞典 只 占
,

一般在

左右
。
③但由于美国提供的是 当时欧洲 国

家最缺乏的原料和粮食等物资
,

因此在很大

程度上解决了欧洲国家物资缺乏和
“

美元荒
”

的问题
,

对欧洲 国家的经济复兴起 了相 当重

要的作用
,

使各受援国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
。

到 年
,

各国经济已基本恢复到战前的水

平
。

及至 年马歇尔计划结束时
,

西欧工

业产量 比战前提高了
,

农业产量 比战前

上升 了
。
④同时

,

促成 了西欧各国政府之

间的有效合作与西欧内部交易和收支的逐步

自由化
,

各 国之 间 的经 济联 合也不 断加强
。

在此期间
,

欧洲 国于 年 月 日签

署公约
,

成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
,

共同分配和

管理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资金
。

年

月
,

德
、

法
、

意
、

荷
、

比
、

卢等 国又签署 了
“

欧

洲煤钢联营
”

协定
,

从而为西欧经济一体化打

下 了重要基础
。

但是
,

另一方面
, “

马歇尔计

划造成 了经济屈服
。 ” ⑤西欧各 国在接受美援

的过程 中
,

经济上和政治上进 一步 为美国所

操纵
,

各国的经济发展受 到美 国的监督和控

制
。

根据马歇尔计划
,

各个受援国要
“

提供它

们经济情况 的统计数字
,

允许美 国对它们的

内部预算作某种控制
” 。

并且
,

全部赠款都 由

美国政府在美国采购各种剩余物资后供应欧

洲各受援国
。

为此各受援国的关税壁垒遭到

削弱
,

大部分贸易限额被迫取消
,

外汇限制也

相应放宽或取 消
,

西欧市场 的大 门为美 国商

品敞开
,

以及保障美 国私人投 资和 开发 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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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等等
。

例如
,

年 月 日
,

欧洲经济

合作组织在美国的压力下
,

宣布取消 的

贸易进 口 数量限制
。

并且受援国之间的经济

政治关系
,

甚至各受援 国的内政也受到 美国

的干涉
。

可见
,

欧洲各 国在接受马歇尔计划

的同时
,

经济利益 以 至主权也受到严重侵犯
。

尽管如此
,

通 过 马 歇 尔援 助计 划
,

美 国毕竟
“

给了欧洲经济合作第 一 次动力
” 。

很快
,

由

于东欧局势 的变化导致了冷战的加剧
,

又使

西欧进一步考虑在军事领域里得到美国的援

助
,

以加强 自身 的安全保障
。

这恰恰是 美国

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体系的又 一关键步骤
。

事实上
,

美国早在 制订和 实施马歇 尔计划 的

同时
,

就已经 准备把西欧国家从军事上组织

和控制起来
,

建立 以 美 国为首的军事政治 同

盟
。

美国既要称霸世界
,

加强西欧的阵地
,

又

不愿为此卷人太深而付出过多的代价
。

而从

欧洲的角度来看
,

各国之 间的联合也是绝对

迫切的
、

需要 的
。

因为
, “

没有政治上的一致
,

欧洲各国人 民将沦为超级大国的附庸
。 ” ⑥为

此
,

必须 在联合起来 的 欧洲建立
“

第三 种力

量
” , “

这种力量虽远不如这两大强 国那样强

大
,

但是它们 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却是如此有

力
,

如果潜在的分歧发展为严重的紧张局势
,

在面临这种威胁时
,

为 了维护和平
,

它可 以在

天平上投人 自己的珐码
。 ” ⑦欧洲人的迫切需

要与美国的战略意 图再次不谋而合
,

而 且美

国人仍然坚持
,

欧洲人必须像在经济领域内

所做的那样
,

在 防务上也必须合作
。

年

月 日
,

英
、

法
、

荷
、

比
、

卢西欧五国在布鲁

塞尔签订了为期 年的多边政治军事条约
,

从而建立 了 战后 欧 洲第一 个集体 防御组 织

—布鲁塞尔条约组织
。

进而在美国的直接

操纵和多方游说下
,

经过长达 个月之久 的

华盛顿会谈的反复争论
,

终于于 年 月

日
,

美
、

加
、

英
、

法
、

比
、

荷
、

卢
、

丹
、

挪
、

冰
、

葡
、

意 国外长在华盛顿正式签署 了北大西洋

公约
,

自 月 日
,

该公约正式生效
。

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的建立
,

终于使美 国

实现 了对西欧 的政治
、

经济和军事的全 面控

制
。

随着北 约组 织 及其防务力量 的不 断扩

大
,

北约作为欧洲第一大军事政治集团
,

成为

美 国遏制苏联
,

建立世界霸权的得力工具
。

马歇 尔计划对欧洲 世纪后半叶的经

济发展和政治格局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

首先
,

马歇尔计划远非一个单纯 出于人

道的经济援助计划
,

而 自始至终有着鲜 明的

政治 目标
。

在 全部 亿美元 的援助 中
,

获得援助最多 的是英 国
,

共获得 亿美元
,

法国 亿
,

意大利 巧 亿
,

联邦德 国 亿
,

四

国共获得全部援助的近
。

⑧显然
,

各国所

得援助的多少
,

完全取决于美 国在这些 国家

的经济利益和政治需要
。

马歇尔计划 以经济

手段把复兴欧洲与遏制苏联结合起来
,

即利

用欧洲战后 的经济困顿
,

通过经济援助复兴

和控制西欧
,

并在政治上促进西欧之间及西

欧与美国的联合
,

以共同对抗苏联
,

从而奠定

了其在世界上
“

君临天下
”

的霸主地位
。

其次
,

马歇尔计划客观上催生 了西欧 的

统一
。

作为一个
“

长线放远莺的干涉政策
” ,

为了联合西 欧共 同对抗苏联
,

作为该计划 的

先决条件
,

美 国坚持欧洲各国必须联合在一

起分享马歇尔计划 的援助
,

而 欧洲经济合作

组织正是基于共同分配和管理马歇尔计划提

供的援助而产生的
。

它采用的是政府间合作

的组织形式
,

从而 为欧洲联合提供 了一个最

初的框架
。

欧洲经济合作组 织产生次年
,

即

年签订的 北大西洋公 约
,

标志着西 欧

共同防务体系的产生
。

该条约把一体化进程

推向一个新阶段
。

同期建立的欧洲委员会也

是显示 欧 洲联 合的一 次 尝试
。

年成立

欧洲煤钢共 同体
,

标志着共同体思想实践的

开始
,

它是建立统一欧洲 的第一块 基石
。

这

个共同体的实践告诉人们
,

加强政治上 的联

合
,

取得实在的经济利益
,

比任何政治上的空

谈要 现 实得多
。

年 月 日
,

法
、

德
、

意
、

比
、

卢
、

荷六 国正式签署 欧洲经济共同体

条约 》和《欧洲 原 子 能 条 约 》合称《罗 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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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小青 马歇尔计划和欧洲统一

约 》
。

该条约于 年 月起生效
,

大大加

速了西欧在 战后 的恢复和发展
。

由此可见
,

这是欧洲的困顿
、

苏联 的威胁与美 国 的压力

使欧洲谋求一体化联合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

然结果
。

对此
,

哈罗德
·

麦克米 兰 在 年前

曾说过一句话
“

联盟是 因恐惧才联合在一起

的 并非为 了
‘

爱情
’ 。 ”

可谓一语中的
。

再次
,

马歇尔计划也导致 了欧洲整体上

的分裂
。

由于马歇尔计划是基于遏制苏联这

一战略思想而 出台的
,

因而
,

它在挽救了西欧

的同时
,

也拉开 了冷战的序幕
。

从大 的方面

来说
,

欧洲被一分为二
,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

间里
,

分属于北 约阵营和华约 阵营的两个对

立势力
。

两个 阵营长期对峙着
,

欧洲 的真正

统一也就决无可能
。

半个世纪以来
,

西欧在空前 的团结与合

作中一步步走 向统一
,

经济和政治实力不 断

增强
,

从而 由昔 日言听计从 的依附者转而成

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

成为独立于美
、

苏

两个大国以外的第三大国际力量
。

马歇尔计划实施 已 年 了
。

今天美 国

克林顿政府迫切希望与欧洲建立新型伙伴关

系
,

效法马歇尔
,

在西欧和东欧发挥马歇尔计

划
“

同样的影响力
” ,

重建美 国在欧洲 的威望

与地位
。

在美国人看来
,

东
、

西欧的大团结和

共同繁荣
,

正是马歇尔计划新的发展和延伸
。

美国希望在新 的历史时期再次担 当主角
,

但

今非昔 比
,

美国要想 如半个世纪 以前那 样对

欧洲指手划脚
,

在很大程度上恐怕 只 能是 一

厢情愿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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