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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移民安全问题看欧盟的公民身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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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在一体化进程中 ,欧盟的公民身份概念逐渐从文化本质主义走向更具包容性的自由权利观念 ,

并日益发展为学者们所说的后民族公民概念。然而在欧盟的移民政策中 ,它却显示出一定的排他性 ,在欧洲

层面转变为一种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表达。面对排斥移民带来的社会安全问题 ,欧盟应该避免使之进一步

安全化。改善欧盟公民身份制度将是欧盟治理移民问题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 欧盟公民身份 ; 欧洲移民问题 ; 社会安全

中图分类号 :D814.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3060 (2008) 0520065207

　　学者常常把欧洲一体化看作是超越民族主

义意识的典范 ,其经验值得各国学习。欧盟公

民身份作为一个超国家的公民概念 ,它的出现

一直被当成普世主义的后民族公民权产生的一

个例证。它试图给予欧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

的公民以同等的身份和权利保障 ,反映了人类

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多元包容理想。然而在对

　　

待外来移民时 ,欧盟公民身份制度却表现了一

种对他者的排斥倾向。欧盟各国对移民的排斥

引发了一些严重的社会安全问题。我们认为 ,

移民问题安全化是一种危险的趋势 ,它和欧盟

的价值和理想存在差距。所以欧盟应该完善其

公民身份制度 ,消除种族主义在欧洲层面的不

良影响。

一、欧盟公民身份 :从文化本质主义走向自由权利观念

　　一般来说 ,公民身份指的是某个社会中完全

的成员资格的地位。公民身份是西方一项古老

的、主要是关于公民与国家构建之间关系的政治

制度。在政治学思想中它的概念与关于成员身

份或成员资格、(民族的) 认同、公民效忠和所有

能够使人们感到它属于这个而不是另一个政治

共同体的共同的情感和规则的问题有关。公民

身份的概念常常“定义谁是 ,谁不是一个共同社

会的成员”。①发展欧洲公民身份是建设“公民欧

洲”(citizen’s Europe) 的核心内容。传统的来

说 ,公民身份是一个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概念 ,

欧盟在欧洲层次上引入这一概念 ,一方面要说明

欧盟不仅是由成员国组成的政府间组织 ,它还是

一个直接面向欧盟公众的超国家机构 ,欧洲的公

民不仅是成员国的公民 ,同时也是联盟的公民 ;

　　

另一方面 ,欧洲公民身份宣告欧盟不仅是一个经

济、文化共同体 ,它还是一个“人民间紧密团结

的”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共同体。因此 ,由具有

欧洲公民身份的个体构成的欧盟于是就表现为

一个“公民欧洲”。在这个层面上 ,欧洲认同表现

为欧盟公民对自己作为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身份

意识及其认同 ,他们把自己的民族同胞和欧盟其

他成员国的公民看作是一个欧洲共同体的平等

成员。欧洲公民身份是一种政治认同的表现。

它的发展有助于欧盟层面上跨国民主与政治合

法性的形成。因为具有共有认同的公民能够作

为参与政治的主体 ,作为一个“人民”( demos) 行

使其民主权利。

和传统的公民身份概念不同 ,欧盟公民身份

是一种超国家的身份概念。尽管在共同体的正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19 卷

式条约中直到 1993 年 (马约的批准) 才出现这一

概念 ,但此前要为共同体创造一种公民身份的观

念早已产生。1957 年的《罗马条约》中指出要发

展“欧洲诸人民”(peoples of Europe) 间的联盟。

20 世纪 70 年代 ,随着欧洲认同概念的提出和欧

洲政治合作机制的建立 ,公民身份作为一种社会

和政治理念开始正式进入欧共体的视野。著名

的联邦主义者斯皮内利在 1973 年 11 月的欧共体

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欧洲计划》的报告 ,他指出

共同体需要把工作目标从经济领域向建立以欧

洲公民间公正与团结的政治目标发展 ,要使“共

同体超越目前纯粹作为市场控制者和组织者的

角色 ,转向以团结和公正原则为基础的实施收入

再分配的政治中心”。① 1975 年欧委会发表的《面

向欧洲公民身份》( tow ards a European ci t i z en2
shi p)的报告中提出了赋予共同体公民身份特别

权利和建立统一护照等措施。报告讨论了欧洲

公民权利的一些特定内容 ,为欧洲公民身份的产

生提供了政策参考。1976 年 1 月比利时首相廷

德曼向欧洲理事会提交的《欧洲联盟报告》(即

《廷德曼报告》) 中正式提出了“公民欧洲”的理

念。他认为要建设“公民欧洲”,首先要保护欧洲

公民的基本权利 ,其次还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体现欧洲的团结。这个报告及其政策为欧洲公

民的特别权利创造了制度基础。

然而从一开始 ,欧洲公民身份的概念趋向于

文化本质主义的理念。例如在 1976 年廷德曼报

告中指出共同体要接近它的公民 ,要发展一个

“公民的欧洲”。这个公民欧洲作为一个特殊的

社会建立在欧洲人共有的、植根于其文明和文化

遗产的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它解释 :“我们”,欧

共体的人民必须建立一种单独属于我们的社

会 ———它反映了那些属于我们人民的遗产和共

同创造物的价值。80 年代欧共体更倾向于用文

化 ———文明、历史遗产等来界定和表述共同体的

公民身份理念。《阿多尼诺报告》采用的象征政

治就是典型的做法。1988 年欧共体委员会指出 :

在一个没有边界的欧洲 ,合作与竞争不断增长变

化 ,个人及其行动会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越来越

有分量 ⋯⋯同时 ,一个建立在共同价值和文化基

础上的共同体意识将会成长 ,将逐渐加强欧洲公

民身份的观念。② 然而随着欧洲公民身份概念的

不断发展 ,它逐渐从文化本质主义的理念走向自

由主义式的权利型公民身份概念。③ 这代表着欧

洲公民身份在多元包容理念上的进步。在枫丹

白露会议后 ,“人民的欧洲”成为共同体发展的重

要目标。《阿多尼诺报告》已经开始从权利的角

度对欧洲公民身份进行了界定 ,例如公民作为共

同体政治进程的参与者 ;公民作为成员国政治进

程的参与者 ;公民在共同体内的跨国界自由流

动 ;公民与共同体立法机构之间的关系 ;公民在

共同体之外作为旅行者的外交保护等。1992 年

的马约第一次在正式条约中提出“联盟的公民身

份”一词 ,它明确承诺人权 ,增加了欧盟公民的相关

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条约规定 ,为了“不断促进

欧洲各国人民的团结”,使决策“更加接近公民”,

“经由引入联盟公民资格 ,加强对成员国国民权利

与利益的保护。”欧盟公民身份象征着人民间“越

来越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联盟”的发展 ,它以法律

的形式保障了欧盟各国民众在欧盟地域范围内

普遍的自由迁徙权、在地方层面上对政治意志形

成参与权以及通过选举产生欧洲议会 ④等权利。

建立欧盟公民身份的目标在于消除欧盟机

构和它的民众之间的鸿沟 ,表达了创造一种欧洲

认同意识的愿望 ,这种认同意识超出、超越了与

欧盟发展有关的功利考虑 ,表达了一种对新的民

主和权利自觉意识的政治的“归属感”。⑤ 从欧盟

公民身份的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思想 :

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应该把其它成员国的欧洲人

看作是欧盟这个共同体的平等成员 ,欧盟公民身份

表达了一种多元包容的观点。荷兰学者珀斯 B·莱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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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 Percy B. Lehning) 指出 ,欧洲公民身份的概

念———其中公民身份的核心因素是权利和认

同———不仅指公民作为各自独立的组成欧洲联盟

的成员国的成员 ,而且指的是公民作为欧洲联盟 ,

一个被当成民主的政治联盟的成员。从这个角

度 ,欧洲认同是这样一种安排 :不同民族的人们把

他们自己 ,他们的同胞和他们的外国欧洲伙伴都

看作是欧洲共同体的平等成员 ,它表示平等的关

注和尊重。①

欧盟公民身份把自由权利观念扩展到超国

家层面 ,因此它也被看作是后民族公民权的典型

代表。它是全球化和区域化背景下人类普世主

义理想的一种新形式。以哈贝马斯等学者为代

表的后民族主义者强调欧盟公民之间的团结关

系和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公民身份的建立。他们

认为欧洲公民身份应该建立在一系列宪法规定

并由欧盟各国民众遵守的义务和规范基础上。

虽然欧洲的后民族认同也需要文化的因素 ,但是

后民族主义者主张的文化是一种共同的政治文

化而不是民族文化 ,它建立在民主、自由、法制和

人权等普世价值原则之上 ,通过跨国的民主过程

把各国民众结合为一体。

二、欧盟外来移民政策与欧盟公民身份的排他性

　　虽然多元宽容、非歧视是欧盟的主要价值观

念 ,但是在对待外来移民的问题上 ,欧盟并没有

像对待内部人员那样具有足够的开放性。欧盟

国家一直是人口迁移比较活跃的地区 ,长期以来

大规模的对外迁移是其人口迁移的主要特征。

但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欧盟一些国家逐渐成

为了人口迁移的国际迁入国。随着相关经济、社

会问题的出现 ,“外国人过剩”就成了欧盟国家的

重要议题。国际移民的增长是全球化发展的必

然结果。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指出 ,虽然移

民不是一个新现象 ,但是它作为全球一体化进程

的一个组成部分 ,似乎在不断加快步伐。世界范

围内的移民模式可以被视为快速变化的国家间

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的一种反映。② 由于欧盟

地区稳定的经济、社会形势、高水平的福利政策

等因素 ,欧盟国家成为了移民的重要区域。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欧盟的外来移民达到了高潮。美

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认为这主要有四个原因 :

第一 ,苏联和东欧藩篱开放 ,促使来自该区的移

民显著增多。第二 ,前南斯拉夫的种族隔离造成

巴尔干地区的不稳定 ,及伴随而生的民族主义和

种族战争掀起巨大的难民潮涌向德国和意大利。

第三 ,欧洲内陆边界的开放 ,使得位于贫穷非洲

大陆前缘的国家 ,如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

家的移民骤增。第四 ,欧盟紧缩其边界管制造成

非法移民暴涨。欧盟估计其境内的非法移民每

年约有 50 万人。③ 众多移民虽然为欧盟国家的

社会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多贡献 ,但是他们中的

很多人却无法真正参与与他们切身利益有关的

公共决策 ,原因是许多外国人没有合法的公民身

份。移民和少数民族既使享有了福利和其他一

些公共资源 ,然而他们在政治上是属于另类的。

这对欧盟的民主自由制度提出了挑战。

在移民浪潮影响下 ,对外来移民的排斥日益

成为了欧盟政治生活中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90 年代以来 ,欧盟国家反移民的情绪越来越明

显 ,反移民运动也越发激烈。这导致了欧盟种族

主义和排外主义的高涨。在德国、法国、意大利、

奥地利等国家 ,所谓的新纳粹、新民族主义等右

翼势力借此成长起来。在德国 ,民众对外国人的

敌视和排斥情绪的上升为德国纳粹势力的复活

提供了条件 ,这些新纳粹分子频频发动对土耳其

等外来移民的事件 ,袭击、殴打外国人的案件时

有发生。意大利也是新纳粹势力所在的重要国

家。它们宣称移民是意大利高失业率的根源。

“意大利社会运动”是其中最重要的组织 ,该组织

在 1994 年全国大选中得到 13. 5 %的选票 ,并和

76

①

②

③

Percy B. Lehnin g , European Citizenshi p : Towards A European Identit y ?, Law and Philoso ph y , Vol . 20 , 2001 ,

p . 240.

[英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学》第四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第 330 页。

[美 ]曼纽尔·卡斯特 :《千年终结》,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第 38823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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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两个右翼政党组成了联合政府 ,轰动一时。

在法国 ,“新民族主义”党派获得了许多选民的支

持。法国的“国民阵线”组织是主张排斥移民的

重要右翼势力。在 1992 年的法国市政选举中 ,

“国民阵线”得到的选票高达 14 %。其领导人勒

庞更是喧嚣一时 ,他不仅在欧洲议会的选举中获

得成功 ,而且在 2002 年的法国总统竞选中出尽

了风头 ,这体现了右翼势力在法国的份量。在北

欧一些国家 ,反对穆斯林、犹太人的组织也很多 ,

它们引发了一系列的犯罪活动 ,受到人们的广泛

关注。从欧盟民众的民意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 ,

排斥外来移民的运动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根

据曾经在欧盟 15 国的 1. 6 万人中进行的有关种

族主义和恐外症的一项民意调查 ,有三分之二的

人认为自己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种族主义者 ,即

使在那些宣称自己绝对不是种族主义者的人中

间 ,也有 20 %的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深受移民之

苦。只有少数人认为他们的国家从移民身上获

得了好处。有 48 %的调查对象认为如果没有移

民 ,他们的国家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而 43 %的调

查对象同意“来自欧盟国家以外的合法移民 ,如

果失业应该被遣返回自己的国家”的说法。①

欧盟在 80 年代就开始关注欧洲排外势力的

上升情况。1994 年 ,欧洲各国首脑在希腊卡夫举

行的首脑会议上 ,经法德两国联合提议 ,成立了

一个专门关于种族主义与排外问题的咨询委员

会。该委员会于 1994 年 11 月发表了第一份报

告 ,对种族主义案例在数量和深度上的发展表示

担忧和关切。该报告将减少种族排外事件与严

格控制、协调移民数量以及各国移民政策联系起

来 ,这使人们对该报告就移民问题所采取的基本

立场产生了疑惑 ,它究竟在为谁说话 ?② 在马约

中 ,外来移民问题被列入欧盟的司法和民政事务

领域 ,这是一种政府间合作的机制。在第 K. 1 条

中明确指出 :

为实现联盟的目标 ,尤其是实现人员的自由

流动 ,和在不妨碍欧洲共同体权力的前提下 ,成

员国应将下述方面视为具有共同利益的事务 :

(1)避难政策 ;

(2)管辖人员穿越成员国外部边界并对之实

施控制的法规 ;

(3)移民政策及对第三方国家国民的政策 :

———第三方国家国民进入成员国领土和在

其中流动的条件 ;

———第三方国家国民在成员国领土上居住

的条件 ,包括家庭团聚与取得就业的条件 ;

———防止第三方国家国民在成员国领土上

非法移民、居住与工作 ; ③

欧盟国家通过多边协调努力在欧盟框架内

统一移民政策 ,其政策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力图

减少和控制外来移民 ,目标是造就一个“堡垒欧

洲”( Europe of fort ress) :有加以控制的“门户”、

严密的边界“护墙”和充分自由的“内部通行”。

所有欧盟成员国的对来自共同体之外的移民都

加强了限制 ,包括健全难民申请程序。④ 阿姆斯

特丹条约为欧盟各国移民政策的协调提供了基

本框架 ,议题主要包括 :统一的签证规定和操作

程序 ;统一的政治避难标准和操作程序 ;统一的

非法居留控制措施 ;统一的进入欧盟及居留的条

件 ;统一的处理第三国居民申请在欧盟内部跨国

居留的权限和立场。

欧盟的移民政策在“欧洲人”和“非欧洲人”

之间划定了一条边界。在欧盟内部允许人员的

自由流动和迁移 ,在欧盟的外部严格限制外来移

民的进入。同时 ,在欧盟内部 ,欧盟也对“欧洲

人”和“非欧洲人”作了严格的界定。这主要是通

过确定欧洲公民身份的成员资格来进行的。英

国学者查洛特·布莱斯顿 ( Charlot te Bret herton)

和约翰·沃格勒 (John Vogler) 指出 ,如今欧盟公

民身份所表现的形式已经清楚地证明了把 (公

民) 权利向第三国国民扩展是不可能的。事实

上 ,欧盟公民身份的依赖性和派生性本质 ,以及

它需要成员国国民身份作为前提条件 ,已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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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权利的等级制度 ,这有效地把居住在欧盟的

人们划分为四个种类 :

1. 居住在本国的欧盟公民。在欧盟背景下

这是享有完全权利的唯一类别 ;

2. 居住在其他成员国的欧盟公民 ,他们不得

参加所在国的国家选举 ;

3. 永久并合法居住在一个欧盟成员国的第

三国国民 ,他们获准进入正常的劳工市场 ,拥有

相应的劳工权利 ,但是不能享受完全的“自由迁

移”权 ,没有获得欧盟公民身份的资格。

4. 非法居住在欧盟成员国内的第三国居民 ,

不被获准进入正常的经济活动 ,只具有最起码的

公民和政治权利。①

确认“我们”是谁 ,往往需要通过和他者的比

较。通过排斥他者能够加强“我们”之间的认同

感。如科恩所说 ,“一个人只有通过知道他不是

谁 ,才能知道他自己是谁”。亨廷顿指出 :“人们

是根据自己的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

和制度来认识自己的 ,她们使用政治不仅仅是为

了提高自己的利益 ,也是为了界定自己的认同。

只有我们知道自己不是谁的时候 ,并且通常当我

们知道我们在反对谁的时候 ,我们才能知道我们

是谁”。② 他还说 :“心理学家普遍认为 ,个人或集

体界定他们自己的方式在于 ,将他们自己与他者

区分开来或将他们自己置于他者的对立面”。③

他者由于不具备共同体成员的某些属性 ,是被排

除于共同体之外的。同时他者常常作为建构和再

现“我们认同”的参照物出现 ,受到“我们”的排斥

甚至歧视。笔者认为 ,欧盟对外来移民的政策正

在起着这种作用。欧盟公民身份尽管对内体现出

较强的多元包容特性 ,但是在外来移民政策中它

具有一定的排他性。通过移民和避难政策以及欧

盟公民身份及其权利的排他性规定 ,欧盟在“欧盟

公民”(欧洲人)和外来移民之间划分了界限。“只

有欧洲人才能享有公民权利”的话语表现了这个

事实。这种认同建构的过程使外来移民沦为“欧

盟内部的他者”。即使这些外来移民通过长期努

力 ,最终获得欧盟公民身份 ,但是由于文化、种族

的差异 ,他们还是很难被主流社会所接受 ,因此

他们身上“他者化”的痕迹并不容易被消除。

所以在一体化过程中 ,尽管对内欧盟公民身

份越来越符合自由权利主义的内涵 ,但在对外层

面它却带有一定的文化本质主义色彩。欧洲极

右翼政党为了顺应欧盟大众对移民的排外主义

心理 ,鼓吹民族主义在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新形

式 ———“欧洲人的欧洲”。他们从文化本质主义

的角度界定欧洲认同的内涵 ,指出欧洲过去是、

现在依然是一个独立的、拥有特别的民族和文化

特征的大陆。1992 年 9 月 ,欧洲右翼势力在欧洲

议会起草决议 ,指出要保持欧洲文明的独立性和

纯洁性 ,就必须完全禁止向欧洲共同体国家移

民 ,并遣返大多数经济难民和非共同体国家的公

民。只有这样 ,才能终止欧洲社会大众的排外情

绪 ,才能防止欧洲被亚洲和非洲殖民化。④

三、移民带来的社会安全问题和欧盟公民身份制度的完善

　　移民通过各种合法与非法的手段来到欧盟

国家 ,他们向往着比原先更为美好的生活。但

是由于文化、教育和种族的原因 ,许多外来移民

无法成功融入当地社会。相反他们感觉到自己

正在遭受歧视和排斥 ,成为社会的边缘部分。

这剥夺了他们自由发展的平等机会。因此移民

需要获得社会的承认 ,需要社会的平等对待。

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和突发事件的触动 ,这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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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 P. Huntin gton :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 g of the World Order , New York : L Simon

and Schuster , 1996 , p . 21. 转引自[英 ]马克·B·索尔特 :《国际关系中的野蛮与文明》,肖欢容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

2004 年 ,第 11 页。

[英 ]马克·B·索尔特 :《国际关系中的野蛮与文明》,第 11 页。

参见 :宋全成 :《欧洲移民研究 :20 世纪的欧洲移民进程与欧洲移民问题化》,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第

319 页。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19 卷

求“承认的政治”以非理智的形式表达出来 ,造

成了一些社会冲突和安全事件 ,给欧盟的社会

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移民产生的安全问题早

已引起了欧盟的重视。但是欧盟及其成员国并

没有真正去反思其移民政策 ,反而力图去控制

和限制移民 ,甚至把这个问题安全化 ,这使情况

更加复杂 ,有可能进一步加深移民的他者化和

边缘化地位。2005 年 10 月底至 11 月的法国巴

黎骚乱震惊了全世界。这场始发于巴黎郊区 ,

迅速蔓延到法国全境 ,并波及到比利时、德国和

意大利等欧盟国家的大骚乱 ,不仅反映了法国

在移民问题上的困境 ,同时也折射出欧盟的社

会危机所在。由于欧盟采取较为苛刻的避难和

移民政策 ,这助长了欧盟各国的排外和种族主

义浪潮。法国巴黎骚乱的主要起因就是源于这

种对移民 ,特别是非洲和穆斯林移民的排斥和

歧视。在巴黎骚乱中 ,移民青年采用打砸烧的

手段制造了严重的社会安全事件。这种骚乱影

响范围很大。如果不是法国政府努力平息 ,它

有可能导致整个欧洲的暴动。西班牙《先锋报》

尖锐地指出 ,“法国的秋季暴风雨也许是欧洲进

入冬季的序曲”。法国巴黎骚乱给欧洲移民问

题敲响了警钟 ,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去反思欧盟

的移民政策和公民身份制度。

在理论上 ,移民已经成为欧盟安全问题的一

部分。著名的哥本哈根学派针对冷战后欧洲的

安全形势提出了“社会安全理论”( societal securi2
ty theory) ,移民问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①

社会安全理论所指的安全指涉客体是以集体认

同界定的“社会”,社会安全就是关于巨大的、自

我持续认同的群体安全。因此社会安全也可以

说是“认同的安全”。移民被哥本哈根学派看作

是对社会和认同的重大威胁来源之一。其担忧

的理由为 :X 共同体的人民正变得过剩或者由于

Y共同体人民的涌入而在民族构成中的地位逐

步下降 ;X 共同体将不再是其原样 ,因为其他共

同体人民的流入改变了原有的人口结构 ; X 共同

体的“认同”正由于人口成分的变化而改变。② 根

据哥本哈根学者的观点 ,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将

使欧盟国家的社会和认同受到威胁 ,因此欧盟有

必要把移民问题列入安全议程之中 ,即把它“安

全化”。③ 我们看到社会安全理论把移民带来的

安全问题归咎于移民本身 ,而不是欧盟各国对移

民普遍的歧视和排斥。其实这也是欧盟许多政

治家和民众的立场。英国学者杰夫·尤斯曼 (J ef

Huysmans)指出西欧媒体的普遍话语充满着由

于移民问题而产生的不安全感 ,“他们不受欢

迎”、“他们不属于这里”的话语表达了一种观点 :

移民和难民已经成为不安全感的重要来源。④ 而

除了媒体之外 ,欧盟官方也正在把移民问题置于

安全议程之中。申根协定和欧盟人权宪章等条

约都把移民问题和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边界控

制联系起来 ,移民条款位于保护内部安全的机制

框架之中。⑤ 而移民领域的安全话语和政策也表

明这是一种应付移民数量增长的挑战 ,确保公共

秩序和国内稳定的必然措施。移民问题的安全

化将使欧盟加强对移民的限控政策 ,越发严格其

人员流动的边界壁垒。而安全化措施也会进一

步在“欧洲人”和外来移民之间划出一道“我们”

与“他者”之间的社会鸿沟 ,不利于外来移民安居

乐业和融入欧洲社会。相反移民问题的安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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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进一步触发外来移民的反社会心理 ,无助

于减少与此相关的社会冲突和暴力事件。因为

群体和个人感到遭受排斥和歧视正是社会冲突

的重要来源。所以移民问题的安全化对于欧盟

来说是一个危险的议程 ,而强化这个议程有可能

给欧盟社会带来更多消极影响。在法国巴黎骚

乱中 ,持续恶化的事态最终让法国政府摒弃内部

分歧 ,一致以严厉手段对付骚乱分子。骚乱过后

法国社会对移民的看法更为负面。民众更加迫

切关注社会治安 ,更加倾向于支持右派立场。骚

乱使欧洲进一步向右转 ,极右势力加强移民控制

和将外国移民送回本国的强硬主张有望得到更

多选民的支持。

巴瑞·布赞认为理论上存在两类方法处理移

民带来的社会安全问题 :一是排他主义式的进行

文化净化和要求更为严格的认同。二是采取普

世性的多元主义方法 ,采取更为包容的态度实现

内部融合。① 毫无疑问 ,第一种是欧洲极右势力

和民族主义者所支持的方法 ,但它和欧盟一体化

的趋势是完全相反的 ,它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况

且欧盟由于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产生的“人口

赤字”需要移民进行补充 ,未来的欧盟的发展建

设离不开外来移民的参与 ,盲目排斥移民对欧盟

来说并不明智。欧盟不能陷入既需要移民 ,又歧

视、害怕移民的心理怪圈。所以采取后一种方

法 ,即更为包容、开放的多元主义方式来处理欧

盟移民问题。

虽然具体政策需要在成员国层面才能得以

实施解决 ,但是随着外来移民带来的社会安全问

题上升为欧盟区域性的公共问题 ,在一体化背景

下它应该被纳入欧盟区域治理体系之内。在这

方面 ,欧盟公民身份制度的完善将是其中的核心

课题之一。欧盟公民身份具有排他性的一个根

本原因在于它至今还是各国公民身份制度的一

个附属品 ,不存在独立的、全欧统一的欧盟公民

身份概念。众所周知 ,具有欧盟成员国公民身份

是获得欧盟公民身份的前提条件。因为欧盟并

没有为欧洲公民身份制定具体的资格条件 ,只是

笼统地规定只有成员国的公民才是欧洲公民 ,至

于如何确定谁是公民就全留给成员国去解决了。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欧盟公民身份还依然只是

成员国公民身份的一个附属性规定和补充。它

反映了欧洲公民身份制度缺少一定的独立性。

没有全欧统一的公民身份定义 ,谁能否成为欧盟

公民 ,与其说是取决于个人拥有的权利 ,不如说

是取决于所属成员国在国籍、归化等方面的差异

性规定。我们看到在欧盟各国这方面的规定差

异非常大。例如德国在国籍问题上主要依据血

缘和民族属性来确定公民身份资格 ,这导致在德

国生活两三代的土耳其人仍然可能作为外国人

在德国生活。法国坚持一种公民民族主义的公

民身份 ,它按照是否能够融入法国世俗社会、融

入法国公民文化来确定公民资格。例如法国立

法规定禁止穆斯林在公共场所佩戴头巾 ,因为政

教分离是法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原则。所以欧盟

对于欧洲公民身份的定义还是建立在对民族的

理解基础上 ,而不是建立在泛欧意义的承认之

上。对欧盟公民身份的种族主义理解导致它无

法表现出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主义包容性。学者

认为后民族公民身份应该根据公民的在地原则 ,

并非按照出身来确定其公民资格。但是欧盟在

这方面更多的表现为一种边界的控制 ,而不是对

人权的普遍关注。

哈贝马斯提出应该“包容他者”,更多的包容

而不是排斥才是欧洲一体化发展的未来趋势。

这需要欧盟发展独立的、全欧统一的公民身份概

念 ,并能够真正确保这项制度可以在欧盟层面保

障各成员国公民的各项规定权利。它将是未来

欧盟区域治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此外 ,随着全

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 ,欧盟社会的多元性趋势在

所难免 ,成为一个更具有包容性和多样性的“后

民族结构”②也是欧盟的未来发展方向。因此欧

盟应该为此创造更为宽容的制度环境 ,进一步促

进移民和欧盟社会的融合。

(以下“英文摘要”转第 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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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EU Citizenship from Immigration Security Problems
L I Ming2ming

( S chool of I nternational and Publ ic A f f ai rs , S han g hai J i ao Tong U ni versi t y , S hang hai , Chi na)

Abstract : In t he p rocess of integration , EU citizenship concept develop s gradually f rom cult ural

essentialism to liberal right s , and it aims to be post2national citizenship as scholars t hink. But in EU

immigration policy , it shows exclusive in certain degree which becomes a kind of racism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an level . Facing societal security p roblems rising by anti2immigration , EU

should avoid securizing t hem f urther . It will be a key issue for EU governance to imp rove EU

citizenship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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