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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越来越多来自西亚、北非的难民涌入欧洲，欧洲面临着二战以来 为严峻的难民危机：欧洲各国不同反应使欧洲团结遭遇

挑战，难民危机使本来就并不一致的西欧和中东欧之间的鸿沟进一步扩大，更将在长远和深刻的层面上对欧洲各国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态

造成影响；经济复苏延缓带来国内深层次危机，多元社会文化冲突和社会治安问题，也使欧洲社会对难民多有反感；难民问题，将深刻影响欧

洲政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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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起，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使相关国家国内
政治秩序崩溃，造成地区局势十分动荡，国内战乱不断，这些国家的
人道主义状况每况愈下，大量来自突尼斯、叙利亚等国的难民为逃
离已经失控和战乱的国家，跨越地中海进入欧洲。“伊斯兰国”的
兴起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动荡和战乱局势，越来越多的难民涌入
欧洲，造成了二战以来欧洲面临的 为严峻的难民危机。

一、欧洲各国不同反应使欧洲团结遭遇挑战

据统计，从叙利亚战争开始以来，超过 470 万的难民前往邻国
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使之成为二战以来 严重的
人道主义危机，这场危机的解决需要更多国家的支持去接收大量的
难民。有 17个欧洲国家为这些难民提供了 31，800个重新安置地点，

并为难民提供人道主义和其他形式的准入。[1] 另外，据联合国难民
署的数据显示，2015 年 1 月至 8 月间，已有超过 30 万难民和非法
移民横跨地中海前往欧洲，高于去年全年的 21.9 万人，途中死亡或
失踪人数或已超过 2500 人。[2] 这给欧洲各国都造成了空前的压力。

面对日益严峻的难民危机，新老欧盟成员国之间出现严重的认
知差异和政策上的对立，欧盟内部就难民安置问题难以协商一致。

“欧盟新成员国尽管完成了经济转型的任务，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

在经济赶超上取得长足进展，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福利水平以及
综合国力上与欧盟老成员国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在应对难民危机
上缺乏足够的资源。”[3] 另一方面，不同于西欧国家的开放性，中东
欧国家自国家封闭性走向开放性的时间不长，没有同多元文化互相
融通的历史文化传统，尽管加入了欧盟，但边界意识依然较强，不具
有西欧所达到的国家开放性水平，在难民接受问题上不仅没有历史
经验和现实条件，同时缺乏的还有心理上的认同和包容。这些因素
都使中东欧国家在面临难民问题时不可避免的出现心理上的抵触
和政策上的抵制。

从现实情况来看，欧盟内部关于难民问题的讨论总是引起各国
之间的紧张甚至对立。2015 年 6 月 25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
峰会上，尽管得出了结论的草案，但欧盟内部对于该问题的分歧也
公开化。希腊和意大利希望通过“强制配额”的方式让其他欧盟
国家分摊他们的压力，而波兰、匈牙利、捷克以及斯洛伐克认为“强
制配额”的办法“不可接受”。西班牙同样表示反对。波罗的海国
家则称完全放弃接纳叙利亚人或者厄立特里亚人。欧盟委员会此
前确定要所有成员国分摊 4 万名到达希腊和意大利的避难申请者
以及 2.4 万名联合国难民。遭到包括法国在内的 12 个欧盟成员国
的反对。[4]

2015 年 9 月 22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内政部长会议上以
非常罕见的投票方式决定强制成员国摊分接收 12 万难民。[5] 该项
决议遭到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政要的公开反对和抵制。

与此相对应，西欧国家，尤其是德国则在难民接收问题上报以特别
积极的态度，法国也对拒绝接受欧盟“摊分”决议的国家提出了严
肃的警告。“欧盟有共同的边界，但没有共同的移民政策，这是欧盟
的制度缺陷。目前的难民危机提高了解决欧盟制度性缺陷的紧迫
性。”[6] 应该说，除了各国不同的经济、社会承载能力和历史传统、

民族心理等因素影响外，欧盟在解决难民接收问题上的冲突和难以
协调一致的“尴尬”确实凸显了这一制度弊端，从而使欧盟团结遭
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欧债危机的爆发曾经一度引发了国际社会

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倒退的担忧，但由于以德国为首的西欧国家在
经济上的强力支持，重新构筑了欧盟的团结，然而，欧债危机还没有
完全度过，难民危机使欧盟一体化遭到更大的危机。2015 年 10 月
波兰右翼政党法律与公正党赢得总统与议会进而全面执政，其上台
后修改公共媒体及宪法法院法律等问题引发欧波冲突，1 月 19 日
欧洲议会专门针对“波兰是否违反欧盟法规”而展开讨论，[7] 德
国甚至提出要对波兰在欧盟中的投票权进行制裁，虽然事件 终得
到平息，但一方面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
伐克）地区关系得到提升，东欧利益呈现趋同。另一方面中东欧国
家与传统西欧大国间矛盾激化，东、西欧利益出现严重分裂。引发
以上问题的 初矛盾点就是欧盟的强制难民配额政策，波兰前政府
在 2015 年由于两次被强制分配 6500 名难民，进而引发了波国内“波
兰国家利益被西欧严重侵犯”的讨论。

二、经济复苏延缓带来的国内深层次危机

难民危机不仅导致欧盟内部新老成员之间的对立，使在地区一
体化方面始终走在前面的整个欧洲被撕裂成西欧和中东欧两个相
互矛盾的地区，还将造成欧洲各国社会内部的分化和对立。这种分
化和对立将首先归结于欧债危机后各国经济发展的缓慢，其次将会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难民涌向欧洲从而造成欧洲国家政治上走向右
倾化道路

众所周知，欧洲，尤其是西欧和北欧是典型的福利国家，具有完
善的社会福利体系，然而，这一社会福利体系却使广大西欧国家面临
严重的财政负担，同时，西欧各国政府正试图通过降低社会福利水平
和提高个人税收等一系列方式对福利政策进行改革。尤其是在欧债
危机的背景下，西欧各国政府进一步认识到社会福利改革的迫切性，

这些影响公众福利的政策理所当然的受到民众的抵制和反抗。对于
长期依赖并已习惯于享受政府提供的高福利政策的西欧人民而言，

降低福利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这在 2009 年希腊国家债务危机后的
反应就可见一斑，当德国提出以希腊国家政府降低国内福利为代价
换取德国方面的援助时，希腊表示拒绝。即使在国家破产的情况下，

希腊政府和人民也不愿意放弃其一直以来奉行的高福利政策。

然而，为应对此次难民危机，各国为难民安置所支付的成本会比
之前预计的更高，这会使刚刚经历欧债危机，国家经济发展正在缓慢
恢复期的欧洲国家陷入新的困境。为接收和安置难民所付出的公共
财政数额之巨大，将直接影响欧洲国家经济回暖的速度，并导致社会
的分化。“数以百万计的难民的涌入，必将让欧洲国家的主流民众、

特别是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和企业家阶层，逐渐产生反移民的
情绪，从而不愿意为这些难民和非法移民支付相关的税负、由此引发
的严重后果是，要么在本国国民和外国移民间建立起不同水准的福
利体系，但这可能招致歧视外国移民的违法风险；要么降低全体国民
的社会福利水平。”[8] 而在中东欧国家波兰，欧盟承诺为每一位接收
的难民给予波政府 1 万欧元的补助，[9] 但即使如此，难民安置仍将超
出波财政预算。波新政府上台后出台一系列经济刺激与税收政策，

目的就是为了改善经济，落实大选承诺，而难民的入驻不仅花费巨额
的安置费用，还将花费大量的安全开支，给经济改革带来阻力。以上
经济因素将引发欧洲国家原有民众对新移民的仇视和敌意，造成社
会层面上的撕裂，从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除了经济上的考虑外，多元社会文化冲突和社会治安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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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欧洲社会对难民多有反感，甚至引发了人民对难民的恐惧心理。

尤其是在迎接 2016 年当晚的跨年夜上，发生在德国科隆市与难民
相关联的有组织的大规模抢劫和性侵案件的发生，不仅震惊了德国
和整个世界，也造成了德国收紧难民政策的直接后果，加深了欧洲
民众对于难民的排斥。“科隆事件后，民众恐惧感上升，要求严格审
查入境难民。60% 的民众赞同限制入境难民人数，57% 支持重新
引入欧盟国家间的边境管控，比 2015 年 9 月高出 12 个百分点，过
半德国人反对接纳无护照的难民入境。”[10] 在东欧国家，波兰在
新的社会调查中，近 7 成民众反对接收穆斯林难民，其中宗教文化
冲突与安全是 大的因素。[11]

而在政治上，右翼政党甚至是极右势力在欧洲国家越来越占有
优势和上风，随着越来越多的难民即将涌入欧洲，造成难民危机的
进一步深化，长期被“政治正确”和“人道主义”所压抑的欧洲民
粹主义、排外主义将会进一步抬头。在难民危机到来之前，欧洲各
国内部本来就存在反对大量国外移民进入欧洲的政治力量，但因为
之前进入欧洲的移民在身份上大多合法，而且多为欧洲国家需要的
劳动力资源和高端技术人员，对促进欧洲国家发展还是有益的，加
上欧洲历史上就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传统，并未成为欧
洲政治的主流。然而，此次难民危机所形成的移民规模之大、身份
之特殊、耗费欧洲国家公共财政之巨都是前所未有的，更为重要的
是，这些来自中东北非的难民大多为穆斯林，宗教信仰、历史文化和
价值观的冲突成为二者之间难以融合的深层次原因。很难想象一
个政教合一、缺乏法治传统和制度观念的群体，如何融入到高度开
放、法治和制度化的社会当中，这将是欧洲政治未来所要面临的更
为严肃而又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三、结语

此次难民危机使本已在 2009 年遭受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以
及在欧债危机后深受“拖累”的国家面临新的更为严肃的课题。

由于难民问题涉及人道主义、主权和各国国内政策，又囿于欧洲各
国不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各国对此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态度。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难民危机在欧债危机后进一步撕裂了整个
欧洲。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自 2014 年底上台后，之所以一直强
调“欧盟团结”政策，原因就是欧盟近年来分裂的迹象愈发严重，

而难民危机使本来就并不一致的西欧和中东欧之间的鸿沟进一步
扩大，更将在长远和深刻的层面上对欧洲各国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生
态造成影响，从而造成社会层面上的分化和对立，给欧洲政治的未
来带来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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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战机成为土耳其对叙利亚外交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俄土关系
迅速降至冰点，俄罗斯对土耳其采取了多方面的制裁措施，经济上
的一系列政策使本来已经放缓增速的土耳其经济受到进一步打击；

在军事上，得到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武装力量遭到俄罗斯重创，俄
罗斯还在叙利亚部署 S-300 等防空导弹，切断了土耳其空袭叙利亚
境内的库尔德武装的通道。土耳其与俄罗斯的矛盾不仅导致俄土
关系的恶化，更在一定程度上虚弱了土耳其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

第四，土耳其与美国产生分歧。叙利亚问题错综复杂，以巴黎
恐怖袭击事件为界，西方主要国家的策略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而土
耳其没有及时调整其政策。巴黎恐怖袭击前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土耳其集合沙特及海合会成员国表示将联合派军进入叙利亚，这一
策略并未得到美国等大国的反对。但是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
等西方国家迫于压力与俄罗斯在打击伊斯兰国这一议题上形成了
共识。土耳其、沙特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被边缘化。大国中东
政策的调整直接导致库尔德人成为打击伊斯兰国的重要力量，其活
动空间得到增加，而这正是土耳其担忧和不愿看到的。不愿派出地
面部队的美国和俄罗斯都为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提供空中支援，即
便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在这一议题上也无法左右美国。

四、结语

土耳其高调参与叙利亚问题是其国力增强、国际形势变化的结
果，也是其外交政策调整的产物。虽然这些政策能够给土耳其带来
一些利益，但是从宏观和长远来看，其面对的国内外安全形势受到
更大威胁，而与美俄大国关系的恶化，很可能使其在外交上深陷泥
潭。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土耳其高估了自身在军事、经济以及软实
力方面的能力。从目前的情况看，土耳其远无法在没有国际社会介
入的情况下解决叙利亚问题。叙利亚问题仍需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寻求政治解决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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