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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济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动因、影响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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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是欧盟从经济自由的开放主张向经济安全的保守立场转变的重要制度框架,

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经济合作政策具有深远影响。《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提出了安全风险识别和去风险

化路径,主要关注供应链、基础设施、尖端科技、网络和数字信息等领域。从安全关联角度来看,《欧洲经

济安全战略》的出台动因较为多元,包括经济、传统地缘政治、能源、科技、生态、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等

领域,相关战略安排也会进一步影响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以及欧洲内部的协调统一。我国可以从安全、

发展和文明交流三个维度提出积极的应对措施,加强中欧双方经济合作与非传统安全的交流对话,增强

双方在经济发展和贸易领域的良性合作,促进中欧各层次的对话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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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
 

the
 

European
 

Union,
 

The
 

European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is
 

a
 

significant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shifting
 

from
 

an
 

open
 

advocacy
 

of
 

economic
 

freedom
 

to
 

a
 

conservative
 

stance
 

on
 

economic
 

security,
 

which
 

has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policies
 

within
 

the
 

EU
 

and
 

its
 

members.
 

The
 

European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sets
 

out
 

a
 

way
 

for
 

security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a
 

path
 

for
 

de-risking,
 

focusing
 

on
 

areas
 

such
 

as
 

supply
 

chains,
 

infrastructure,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networks
 

and
 

digital
 

in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curity
 

association,
 

the
 

motives
 

for
 

its
 

publication
 

are
 

diverse,
 

covering
 

those
 

from
 

the
 

fields
 

such
 

as
 

economy,
 

traditional
 

geopolitics,
 

energy,
 

technology,
 

ecology,
 

culture
 

and
 

society,
 

ideology
 

etc.
 

The
 

relevant
 

strategic
 

arrangements
 

would
 

further
 

affect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rade
 

pattern,
 

as
 

well
 

as
 

the
 

harmonization
 

within
 

Europe.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ecurity,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exchange,
 

China
 

can
 

put
 

forward
 

positive
 

countermeasur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
 

to
 

strengthen
 

their
 

mutual
 

exchange
 

and
 

dialogue
 

in
 

terms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o
 

accelerate
 

their
 

mutual
 

healthy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de,
 

and
 

to
 

promote
 

their
 

dialogue
 

and
 

exchanges
 

at
 

all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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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6月20日,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经

济安全战略》,提出了欧盟经济安全优先事务,识
别安全风险以及规划经济安全行动路径。①欧盟

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洲经济安全战略》
是全球首个主要经济体提出的“经济安全”战略

概念,并要求从促进(promoting)、保护(protec-
ting)和伙伴合作(partnering)方面应对经济安全

问题,其不仅关注经济安全本身,还延伸至科技、
基础设施、原材料等领域。从时空背景来看,有
关《欧洲经济安全战略》的要点主要受到更广泛

的政治、社会和安全维度的影响。

  一、《欧洲经济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

《欧洲经济安全战略》主要包括经济发展、
基础设施和投资、国际合作三个方面,其对与经

济相关的安全、风险和威胁进行定义和说明,并
提出了去风险化和经济安全应对政策;同时,其
也具有局限性和争议性,欧盟内部的意见并非

完全一致。
(一)《欧洲经济安全战略》的安全定义及风

险目标

根据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理论,安全研究

关注受到现存威胁(existential
 

threats)并具有

生存主张的参照对象(referent
 

objects)[1]。从

现存威胁的角度来看,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和

经济威胁是《欧洲经济安全战略》识别的关键经

济安全背景因素。新冠疫情严重冲击全球供应

链,对贸易依赖程度高、经济高度发达的欧洲国

家来说,产业链和产品供应的危机感十分明显。
乌克兰危机加剧了欧洲国家对单一市场贸易依

赖的焦虑程度,特别是加剧了俄欧能源供应的矛

盾。在经济活动方面,欧洲国家对遭遇外部抵

制、出口禁令和政治压力的担忧日益增长。
《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涉及的经济安全参照

对象较为宽泛,呈现以经济领域为中心的多元

安全化特点。在《欧洲经济安全战略》中使用了

116次“安全”(security)一词,并且以“经济安

全”为主。其提及的其他非传统安全议题包括

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技术安全和研

究安全等;同时,它并没有给出明确且完整的

“安全”定义,但相关表述传递了传统安全的政

策逻辑。首先,地缘政治的紧张形势被认为是

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重要客观条件。军事冲突

和地缘安全风险对欧洲国家来说不再是地理上

遥远的事务,乌克兰危机令欧洲战火再起。其

次,维护国家安全的传统路径成为维护经济安

全的方式。“主权”概念出现在《欧洲经济安全

战略》之中,其中“技术主权”被提及。“主权”概
念还与经济、能源、公共卫生和粮食等领域非传

统安全议题相关联。此外,其他国家与军事部

门和军事意图相关的科技和经济活动受到关

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的关联建构凸现。
《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提及的风险要点与经

济安全的传统认知有所差异。希夫曼将与经济

安全相关的政策工具定义为制裁、贸易、金融和

援助[2]。但从《欧洲经济安全战略》中可以看

出,欧盟的经济安全并非仅是对外的经济和贸

易活动,更强调自身的投资、生产、供应链和基

础设施建设。其强调经济安全的风险问题主要

分布于供应链韧性、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技术

安全和技术泄漏以及经济依赖和经济胁迫的武

器化问题。其一,对这些经济安全的风险认知

略有差异。《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提到了风险将

如何影响(risks
 

to)供应链稳定和基础设施安

全,而对技术安全和泄漏问题则强调相关风险

问题(risks
 

related
 

to),经济依赖和胁迫武器化

问题则直接被认定为风险(risk
 

of)。这种差异

性的文字表述反映出欧盟经济安全的风险认定

路径,既有经济依赖和胁迫武器化的外部威胁,
也有供应链和基础设施等经济安全的参照对象。
供应链安全领域主要将价格飙升、关键产品的稀

缺性和绿色转型的产业影响视为风险。基础设

施安全主要涉及建设过程中断的风险。技术安

全主要涉及技术发展、竞争力和获取尖端技术相

关的风险问题,将技术相关领域视为风险来源。
经济依赖关系则被描述为“武器化”,直接成为风

险问题。其二,风险化领域主要集中在社会发展

的基础行业和部门。《欧洲经济安全战略》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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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风险分布于能源、基础设施、供应链、前沿

技术、数字和贸易投资等领域。从这里可以看

出,经济安全不仅定义了经济、投资和贸易领域

的风险问题,还延伸到能源安全、科技安全、基础

设施安全和供应安全等领域。这些领域的风险

化定位与传统国家安全有一定程度的关联,特别

是对基本经济和社会发展层面的影响。
《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全文77次提及“风

险”(risk),但只有7次提及“去风险”(de-risk)。
“去风险”相关内容相对简单,缺少深入且明确

的定义和范畴。“去风险”的要点包括:核心技

术领域、私营部门、供应链和自由贸易安排几方

面。一是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需要去风险化。
技术领域的去风险化反映了欧盟对知识和科技

竞争的焦虑,并预示着核心领域和行业会设置

技术应用壁垒。二是推动私营部门参与去风险

化进程。全球资产再配置对规避风险具有内生

动力和敏感度,私营部门被认为具备参与去风

险化的能力。三是供应链的去风险化可以通过

多元化供应渠道和多元化进出口市场得以缓

解。四是加强与其他具有相似去风险化诉求的

经济体推进自由贸易安排,强化商业领域的去

风险化行动。值得一提的是,欧盟的去风险化

战略不是降低安全化程度,其去风险化路线其

实刺激了经济领域的泛安全化。
(二)《欧洲经济安全战略》的主要实施领域

和政策要点

如表1所示,《欧洲经济安全战略》主要有三

个基本方向:促进、保护和伙伴合作,而主要实施

领域分为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和投资、国际合作

三个方面。经济增长主要是以促进为主要方向,
提高与经济安全相关的产业、贸易、私营投资和

产品流通水平,通过产业战略升级、关键原材料

发展、芯片产业建设和低碳转型等方式提高经济

安全水平。《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提及的保护措

施主要落实在贸易和投资、技术发展和基础设施

建设等方面,更注重保守且防御性较强的行动,
多处使用了“保护”“防止”和“控制”等词。伙伴

合作既体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动力,将七国

集团国家视为重要合作伙伴,也向发展中国家发

出合作邀请,如印度和其他中低收入发展中国

家,都是欧盟的合作对象。
《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提出了增强经济安全

的建设路径,包括风险评估、私营部门参与、技术

主权、外国投资、军民两用技术的研发、对外投

资、研究安全、网络和信息安全、情报分析能力以

及强化第三方合作等方面。此外,欧盟委员会主

席冯德莱恩提出,提升欧盟竞争力需要提高科研

投资,保护欧洲经济安全要确保对外投资的资

金、知识和专业等不被其他国家的军事目的所滥

用,并强化欧盟与其他国家的伙伴关系[3]。

2023年6月14日,德国发布《国家安全战

略》,强调国家经济需要以规则为基础的市场、
原材料、技术、资金和人力资源等要素。同时,
德国认为,自由经济合作正在受到损害,经济活

动正在被运用于强化其他国家的外交和安全政

策[4]。但是,德国各方对经济安全的界定存在

不同看法。2023年6月17日,德国总理舒尔茨

谈及欧洲经济安全时表示,不同意将所有对华

出口纳入欧洲经济安全监控措施,并表示德国

有能力确保经济安全[5]。2023年7月13日,德
国首次发布了“中国战略”文件,要求对华关系

去风险和降低依赖。尽管这份“中国战略”文件

反映了德国政府的整体对华立场,但绿党的最

初草案比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更加强硬[6]。因

此,从德国政府内部来看,对华经济关系的态度

和立场并非高度一致。
其他与经济安全相关的议题也值得关注。

冯德莱恩在2023年6月20日新闻发布会上还

提到了欧盟长期预算草案,提出了乌克兰问题、
移民和外部挑战、保护欧盟经济竞争力三个方

面的问题。其中,保护欧盟经济竞争力主要通

过三个优先部门:深度技术(deep-tech)、清洁技

术(clean-tech)和生物技术(bio-tech),动员的资

金机制包括“投资欧洲”
 

“创新资金”
 

“欧洲创新

理事会”和“欧洲防御基金”[3]。这些议题并不

是《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提及的经济安全问题,
但与欧洲经济事务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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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欧洲经济安全战略》主要实施领域和政策要点

战略实施领域 具体政策要点

战略方向1:

促进

(promoting)

欧盟经济基础、

竞争力和增长

欧洲单一市场:贸易和“全球门户”战略

欧盟产业战略

关键原材料、芯片、净零工业

防御科技和产业基地

单一市场紧急状态工具:关键产品的自由流通

吸引私营部门投资:资本市场联盟、欧洲战略技术平台

战略方向2:

保护

(protecting)

应对经济依赖和经济胁迫的武器化 欧盟反胁迫工具

外国投资 外国直接投资审视条例

技术安全和技术泄漏

科学研究和创新领域的保护

应对外国对于科研创新的干预

欧盟标准化战略

网络安全韧性、网络外交

保护基础设施

关键设施的韧性、网络和信息系统的安全

5G工具箱

网络韧性、网络协调测试

军民两用项目的出口控制

关注部门战略技术

军民两用出口控制的规制

欧盟层面的快速和协调行动

提高执行效果和效率

对外投资

防止技术优势被运用于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

贸易和投资控制

审视安全风险

制定具体措施

运用现有政策工具和发展新政策工作

战略方向3:

伙伴合作

(partnering)

双边合作

贸易和技术理事会,与美国和印度等合作

七国集团

地缘经济工具箱

自由贸易协议

与发展中国家合作

“全球门户”战略、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伙伴

关键原材料俱乐部

多边合作
国际论坛和组织(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等)

世界贸易组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整理

  (三)《欧洲经济安全战略》的政策局限性

《欧洲经济安全战略》的发布不仅引起广泛

关注,也触发了关于战略局限性的思考。
一是欧洲的经济安全主要出自内在结构性

矛盾而不是外部因素。欧洲应该注重自身的经

济发展动力,而不应该将经济安全完全归咎于

外部威胁。美国《通货膨胀削减法案》积极推动

国内清洁技术和市场的发展,而欧洲经济安全

却将重点放在外部应对,忽略了自身对于产业

发展的原动力挖掘[7]。此外,《欧洲经济安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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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与提高经济效率和促进自由贸易等关键主

张背道而驰[8]。
二是《欧洲经济安全战略》缺乏清晰目标和

有效操作性。其中,经济安全涉及的领域非常

广泛,包括能源、科技、教育、交通、基础设施、贸
易、经济和产业结构等不同部门。此类政策框

架需要说明与其他欧洲政策指令之间的关系,
明确经济安全的具体目标和落实方法,提高经

济安全的地缘政治属性[9]。
三是《欧洲经济安全战略》缺乏全球代表性

和多元性。尽管其强调协调合作,但基本还是

代表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七国集团被视为

欧盟经济安全的重要伙伴,其在2023年峰会上

发布的“经济韧性与经济安全”领导人宣言就强

调了韧性供应链、韧性关键基础设施、经济胁

迫、数字经济领域以及与安全相关的新兴技术

等经济安全合作[10]。
四是经济安全“去风险化”具有内在的矛盾

关系。《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没有说明私营部门

如何参与这类去风险化进程,也没有深入论证

企业的风险认知和欧盟战略层面的风险定义之

间的差异。企业基于经济利益、投资回报和商

业战略规划,固然对各类风险高度敏感,但更关

注外部变化对企业和商业行为的风险。欧盟的

去风险化显然是要改变现有机制,“制造”外部

变化并试图缓解所谓的“风险”,这不仅与企业

的风险认知有明显差距,甚至这种战略本身就

成为国际企业面临的产业再配置风险。此外,
多元化供应渠道和自由贸易安排强调了开放的

要义,而技术和贸易安全战略要求安全保护行

动,二者具有明显的矛盾关系。全球化时代的

自由贸易安排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本

形态,而识别并风险化其中的某些经济体和供

应链环节显然与全球自由贸易主张不符,也缺

乏政策目标和操作的一致性。

  二、《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出台的动因

从宏观时空背景来看,《欧洲经济安全战略》

的出台和相关政策要点受到更加广泛的政治和

安全因素影响,如经济、传统地缘政治、能源、科
技、生态、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等。

(一)经济安全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的经济

领导地位出现错位。西方新自由主义制度奠定

了冷战后全球经济互动的基本格局,自由市场

经济、全球一体化贸易框架、金融衍生品和资本

自由流通等概念和模式主导了全球经济活动。
欧洲国家的经济繁荣和现代化程度成为其他国

家竞相学习的对象,欧盟也在制度层面加速推

进欧洲一体化进程,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新自

由主义理念。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严重冲击

了欧洲经济秩序和金融活动基础,直接重创了

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财政赤字、公共债务、国
际贸易和外国投资等领域[11]。金融危机不仅

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指标,还直接推高了欧洲社

会的不满情绪,导致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

全球治理的领导地位受到冲击。西方发达国家

主导全球事务的“独角戏”逐步让位给包括二十

国集团在内的多边合作机制。
发生在欧元区国家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即欧债危机,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后

续影响,对欧洲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从

现有研究来看,欧洲经济安全议题主要关注乌

克兰危机和欧债危机[12]。其中,欧债危机严重

影响欧洲经济一体化制度的信心,加剧了欧洲

对金融安全的担忧。希腊在2004年成功举办

了雅典奥运会,大幅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
高公共债务和国民税收水平。然而,希腊在全

球金融海啸之中却难以兑付国家债务,引发主

权信用危机,最终形成欧元区债务危机[13]。此

次危机导致欧盟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遏制金

融危机的蔓延,提高金融机构的稳定性,加强经

济治理程度,打造主权金融安全网[14]。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供应链碎片化,欧

洲国家的经济形势面临巨大挑战,刺激经济增长

的方案备受关注,但这也增加了对欧洲国家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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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上升的担忧[15]。欧洲国家普遍面临应对通

胀高企和经济增长乏力的两难局面,刺激经济措

施可能导致财政赤字和通胀恶化,而遏制通胀措

施则可能进一步抑制经济活力。暗淡的经济发

展前景也加剧了欧洲对经济稳定性的担忧,进一

步推动了欧洲经济安全政策的构建。
欧洲国家推进产业转型,全球产业和贸易

格局东移。欧洲工业格局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

第三产业转型,金融、教育和旅游等产业迅速发

展。传统生产模式的工厂和流水线曾经是欧洲

工业革命的重要特征,但随着生产资料成本、人
力成本的提高及严格的监管机制和环境保护约

束,传统生产模式的工厂和流水线逐渐离开欧

洲市场,转向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随之而来

的是,亚洲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生产和供应链

的重要环节,中国异军突起成为“全球工厂”。
不仅制造业格局东移,全球贸易活动也发生很大

变化,发展中国家成为重要的出口方和进口市

场,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全球经

济分工日益细化和深化是全球化发展的正向影

响,但这也被视为对欧洲经济竞争力的威胁,从
而成为经济安全领域的重要话题之一。

(二)传统地缘政治安全

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欧洲传统安

全风险加剧。地缘政治危机和传统军事安全风

险显著影响欧洲经济安全领域,造成能源价格

上涨、能源供应不稳定和通胀问题加剧[16]。冷

战结束以来,传统军事冲突风险在欧洲已经大

幅降低,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成为欧洲各国主

要的政治议题。然而,自2022年以来,传统地

缘政治风险加剧,直接冲击欧洲各国的经济供

应链和民众生活水平,传统安全风险迅速引发

非传统安全风险连锁反应。
欧洲国家提高军费开支和扩大预算规模,

加大了各自内部的财政压力。部分欧洲国家积

极争取加入北约表明军事相关行动的重要性日

益提高,这势必会提高军费开支在国家财政支

出中的比重[17]。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

盟成员国瑞典和芬兰火速申请加入北约,乌克

兰和格鲁吉亚也加速进入北约和欧盟进程。

2022年3月,德国大幅提升国防预算,这是冷

战后重要的军事规划变化,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随着欧洲安全形势的不断发展,军事部门

在经济安全议程的重要性得到不断提升。在

《欧洲经济安全战略》中“军事”(military)被提

及9次,并指出尖端科技既可以运用于军事部

门,也可以支持民用设施建设。科技的军事用

途和民用属性具有模糊性,被视为经济安全的

重要方面。此外,《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提到了

尖端科技和经济活动可能被运用于威胁国际合

作的行为体,并要求关注和管控这种情况。由

此可见,欧洲经济安全具有传统安全化趋势,军
事议程“浮出水面”。

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是传统军事安

全领域的非传统安全行动。欧盟通过大规模制

裁措施反制俄罗斯军事行动,包括限制贸易、人
员和资金流动等。例如,俄罗斯和主要欧洲国

家的航班中断,仅和波黑、摩尔多瓦、塞尔维亚

等国家保持航班联系[18]。同时,俄罗斯采取反

制裁应对行动,利用其能源出口大国地位降低

制裁的有效性和负面影响。欧洲国家高度依赖

俄罗斯能源产品的结构性关系影响欧洲内部对

相关制裁行动的支持程度。并且,俄罗斯通过

拓宽能源出口渠道和多元化出口市场降低来自

西方国家的制裁冲击[19]。作为非传统安全的

经济安全正在成为传统地缘政治的主要“战场”
之一。

(三)能源安全

能源供应危机影响欧洲经济安全。欧洲国

家普遍依赖化石能源进口,俄罗斯是全球重要

的能源出口国,也是欧洲关键的能源供应方。
俄欧双方不仅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程度较

深,在能源领域亦是如此。俄罗斯的能源供需

结构已深度嵌入欧洲经济和产业活动之中。以

德国为例,天然气进口依赖程度超过90%,而
俄罗斯是其主要来源国,双方的合作和依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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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前还在逐步提高[20]。北

溪二号是俄欧能源相互依赖的关键基础设施,
也是双方合作的重要标志。然而,这种深度合

作和相互依赖已经受到颠覆性打击,能源供应

危机迅速冲击欧洲国家。匈牙利在乌克兰危机

议题方面与欧盟立场并非高度一致,除了政治

意识形态差异之外,匈牙利高度依赖俄罗斯能

源进口也是影响其经济、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重

要现实考虑。
能源结构与电力供应稳定影响欧洲绿色转

型进程[21]。能源安全不仅与外部供应依赖紧

密相关,也与自身能源结构有关。欧洲绿色转

型要求优化能源结构,降低化石能源依赖程度,
甚至逐步淘汰煤炭消费。德国是欧盟主要领导

者,正积极推进欧洲绿色转型,优化能源结构。
德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提出降低煤炭消费的

政策路线,在绿色生态方面主张废除核电。德

国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应用,同时也需要稳定

天然气进口水平,补足能源缺口。但是,欧洲地

缘政治冲突导致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供应出现严

重短缺,能源供应缺口迅速扩大,加上气候应对

和绿色转型措施,欧洲能源安全形势“雪上加

霜”。从短期应对措施来看,重启部分火力发电

可以缓解能源短缺,但将影响欧洲绿色转型进

程。此外,能源供应危机不仅通过能源安全领

域影响欧洲经济安全,还直接导致能源产品和

电力价格的飙升。欧盟民众不仅要面对日常生

活的通胀压力,还需支付高额的电力采暖账单,
因此,他们对欧洲经济、产业和能源政策普遍持

负面态度。
(四)科技安全

欧洲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关注技术安全和

技术泄漏。欧洲国家是全球前沿科技发展的关

键力量,具有领先的技术、知识、人才和资金支

持水平。欧洲拥有众多重量级高等学府,具备

雄厚的科研实力,技术发展潜力巨大。知识产

权保护是欧洲国家长期坚持的政策立场,也是

发达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制度建设重点。然

而,技术鸿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

鸿沟之一,发达国家具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

术支持的能力,可以共同应对全球治理难题和

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随着全球经济、产
业和科技格局的演变,供应链和技术产品生产

分布地发生变化,主要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新兴

技术领域取得重要进步。欧洲国家将自身技术

发展潜力和创新不足问题主要归咎于技术安全

问题,用传统安全模式的竞争思维试图解决非

传统安全的技术发展问题。
欧洲关注科技发展竞争力,强调研究安全。

欧洲科技发展瓶颈既有外部客观因素,也有内

在的结构性矛盾。从外部来看,全球产业分工

深化,新兴市场成为科技产品生产链的重要一

环。从欧洲内在结构来看,产业外移、经济增长

乏力、技术投资不足和逆全球化等因素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欧洲科技发展的原动力和竞争

力。《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强调研究安全主要关

注外部对于科技研究和创新的干预和影响,但
这可能会影响欧洲与其他国家的技术合作,进
一步降低欧洲科技创新的投资吸引力。

基础设施建设是欧洲科技安全的重要治理

领域。一方面,科技创新和应用在基础设施建

设领域扮演关键角色,经济安全不仅需要考虑

技术安全,还需要考虑技术在基础设施应用方

面的安全问题。另一方面,欧洲重视数字安全

和数字主权,大力推动欧洲单一数字市场,提高

数字 基 础 设 施 建 设,整 合 欧 洲 数 字 金 融 市

场[22]。随着数字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欧洲经济

安全和技术安全的关联程度将会不断提高。
(五)生态安全

应对气候变化是欧洲生态安全的重要目

标,这和经济安全直接相关。欧盟碳中和目标

的实现需要大幅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化石

能源消费、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加强碳汇能力、
开发清洁能源技术和提升碳捕捉和储存能力

等。《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提及的尖端技术可以

运用于低碳发展领域,是应对气候变化等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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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挑战的重要技术手段。但是,欧盟的低碳

技术和基础设施发展受到经济安全因素的影

响。例如,欧盟曾在2012年对来自中国的光伏

产品组建实施反倾销调查。从表面来看,这种

调查用以保护欧洲相关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但
实际上不利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提高低碳行

动成效。
经济手段和市场工具是欧洲强化气候治理

的重要路径。欧盟碳市场运用欧盟成员国的碳

排放份额分配管理模式,主要以排放总量为基

准目标,将排放量以市场交易形式进行体现,最
终实现碳排放的总体管理。欧盟的气候和生态

政策提升了高污染和高排放企业的生产成本,
直接致使制造业等行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
寻求低生产成本目的地。产业的转移也带动了

温室气体排放的转移,这促使欧洲等发达国家

的碳排放水平不断下降,而以制造业为重要产

业的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水平不断提高。欧洲

等发达国家在不需要产生大量排放和污染的经

济结构下,还能继续以低廉价格进口大量商品,
享受全球化经济发展红利。这种碳排放转移被

欧洲国家解释为“碳泄漏”,需要通过加征关税

等措施进行解决。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就是所

谓的碳关税机制,根据产品的碳足迹和隐形碳

排放水平,向进口欧盟市场的相关产品加征关

税[23]。由此可见,生态安全在欧洲成为维护经

济安全和采取相关政策行动的重要目标。
(六)文化和社会安全

经济安全与广泛的文化认同和社会安全紧

密相连。相对经济安全而言,高失业率是重要

的社会安全问题,更具有紧迫性和严峻 性。

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严重

冲击了欧洲经济发展形势和就业形势,就业成

为欧洲各国政府需优先解决的民生议题。尽管

《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并未将失业问题与经济安

全相关联,但民众就业困境背后的经济增长乏

力、创新动力不足和经济竞争力下滑等因素,都
与经济安全息息相关。失业问题也引发了广大

民众对西方经济制度的严重质疑,2011年“占
领华尔街”运动迅速蔓延至欧洲各国,新自由主

义经济模式受到广泛质疑。
随着欧洲国家经济结构根本问题的暴露,

其他社会问题也被视为对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威

胁。难民危机引发了欧洲内部的严重撕裂,更
刺激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声势,身份政治

和文化认同演化成为安全议题。从客观角度

讲,移民为欧洲发达国家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劳

动力,补充了劳动力市场,增强了国家竞争力。
但是,难民危机及其争议导致外来移民问题成

为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问题。难民和移民被视

为就业机会和经济公平的“对手”,甚至成为支

持去欧洲一体化的关键议题。难民议题也被极

右翼民粹主义转化成政治话题,将恐怖主义与

难民危机相联系,导致民众对当前自由市场和

欧洲一体化持否定态度。
尽管文化和社会安全并未体现在《欧洲经

济安全战略》当中,但其与经济安全的联系却十

分密切。一方面,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极

右翼民粹主义会进一步强调经济安全的国家主

权特点,反对欧洲一体化和自由开放政策。另

一方面,《欧洲经济安全战略》要求欧洲采取协

调一致的立场,设置统一的产业战略和标准化

战略,但文化认同和社会危机将推动各个国家

采取更加保守、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策略。
(七)意识形态与经济安全

欧洲社会意识形态呈现碎片化趋势,并且

在社会和经济两个层面形成两极化发展态势。
经济安全的界定和战略制定并非固定不变,而
因各自意识形态呈现显著区别。新自由主义是

主导全球市场、贸易自由和欧洲一体化制度建

设的关键意识形态。《欧洲经济安全战略》体现

了新自由主义对自由贸易、全球合作、市场手段

和经济政策工具等主张。但是,经济安全的国

家主权意识、出口管控、外来投资检查和对外投

资审视等规划都与新自由主义理念背道而驰。
保守主义在经济层面持自由市场和开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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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社会和安全管理层面持保守和谨慎态度。
民族主义则重视经济安全议题,强调国家自主

性,支持监管措施的强化,以务实态度面对经济

安全问题,反对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

的市场模式和经济政策。绿色生态主义在欧洲

政治版图中不断扩大,德国绿党加入组阁团队,
这些都表明欧洲意识形态的碎片化趋势。绿色

生态主义主要支持经济领域的去碳化路线,注
重以零碳排放为目标的一种经济安全路线。但

绿色生态主义也强调权利意识、公平正义和国

际责任等价值观,更突出绿色意识形态主导的

政策方向。从这些意识形态来看,欧洲经济安

全战略部署既需要反映各方的核心利益关切,
还面临“众口难调”的困境。

有关经济安全的主权定义受意识形态的显

著影响,“经济主权”概念在欧洲的提升就是受

新自由主义式微、新技术发展的跨国界特点和

民粹主义高涨的现实影响[24]。欧洲在高新技

术方面的实力随着全球产业布局的调整而相对

下降,并引发对科技创造力和竞争力的担忧。
此外,随着新自由主义市场模式受到质疑,提高

国家角色、政府管理和政策监管的呼声渐涨,而
自由经济理念的吸引力下降。民粹主义和民族

主义高举国家、民族和主权大旗,从意识形态角

度丰富“经济主权”概念。此外,法国总统马克

龙提到“欧洲主权”时,强调欧洲战略自主。民

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对此既有赞扬,也有批评。
赞扬之处是其突出欧洲战略自主,弱化欧洲在

全球治理的主动角色;批评之处则是其依然强

调欧洲一体化,而非各自的国家主权。因此,
《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在“欧洲主权”和“欧洲民

族国家主权”之间形成了新的争论点。

  三、影响及应对策略

《欧洲经济安全战略》的出台和未来的制度

发展路径势必对全球经济和贸易活动产生影

响,并在欧洲内部形成多元化声音和意见。其

对我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经

济发展和贸易联系、中欧对话和交流等方面,可
以通过“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
球文明倡议”的基本要点予以应对。

(一)影响

第一,对全球经济和贸易活动产生影响。
其一,国际经济和贸易受到影响。《欧洲经济安

全战略》要求加强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联系,但以

经济安全为名的出口控制、投资检查等措施与

世界贸易组织主张的消除贸易活动阻碍不一

致。此外,区域自由贸易安排正在展现其制度

活力,而经济安全主导下的经贸活动控制不符

合区域经济整合的基本利益。其二,经济安全

和“去风险化”行动可能加剧“小圈子”“小团体”
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欧洲加强与七国集团

的联系将进一步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的“去风险

化”政策路线,阻碍全球一体化合作进程。其

三,加剧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风险。新冠

疫情已经严重损害全球经济和产业链的完整

性,产业结构碎片化明显。《欧洲经济安全战

略》将加剧国家之间的经济不信任程度,冲击科

技产业的基础零件供应,影响科技产品、原材料

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全球投资活力。其四,全球

经济复苏进程受到影响。尽管《欧洲经济安全

战略》本身是欧盟内部的政策行动方向,但欧洲

市场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对全球经济治理具有关键作用。欧洲是进口大

量产品的全球关键市场,是全球经济和贸易的

重要力量,对经济、投资和贸易活动的限制措施

将会提高欧洲国家的生产成本,加剧通胀压力,
对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形成威胁。

第二,欧洲内部立场和声音不一致。其一,
欧盟层面的战略政策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政策

存在差异。德国总理舒尔茨已经表示对出口控

制的担忧,并强调德国对于经济安全的管理能

力。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23年4月访华期间

表示,欧洲不能与中国“脱钩”。这说明了欧盟

层面和成员国层面对于经济安全的具体定义、
行动目标和范畴还需要进一步磨合。其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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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为体具有各自不同的立场和态度。新自

由主义政治力量支持的市场自由化进一步受到

削弱,而保守主义政党支持经济安全等保护主

义措施。民族主义和右翼民粹力量支持经济保

护主义和本地优先的政策选项,但反对新自由

主义价值观导向下的经济安全措施,更支持务

实的经济政策。欧洲企业界的态度较为复杂,
全球竞争力相对较弱的相关产业对于经济安全

措施势必持积极态度,但全球合作需求较大和

全球产业布局较广的欧洲企业,则需要应对《欧
洲经济安全战略》带来的成本上升和产业风险

等问题。科研机构面临的负面影响则更加明

显,以研究安全为名的管控措施将会阻碍全球

科研人员的正常交流。
第三,对我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非传统安

全领域、经济发展和贸易联系、中欧对话和交流

等方面。其一,科技安全、资源安全和数字安全

等领域将是欧洲对华行动的重点。例如,芯片、

5G、关键原材料和尖端清洁技术等领域将成为

欧洲重点关注的保护目标。中国5G技术在欧

洲市场的应用、芯片技术的流通和可再生能源

产品对欧洲出口等可能会以经济安全的名义被

加以限制和管控。这些政策和行动并非是传统

的军事安全范畴,而是非传统安全内容,需要以

非传统安全方式加以应对。其二,欧洲对外投

资审视、出口管控和外国直接投资风险评估等

措施可能影响中欧之间的经济往来和贸易关

系。中欧之间的市场依赖深度和相互合作广度

决定了经济安全行动的巨大负面影响和连锁反

应。2018-2021年,汽车、食品加工、医药和生

物科技、化学品和消费品制造业是欧盟对华直

接投 资 的 几 个 主 要 行 业,占 全 部 投 资 的 近

70%[25]。2021年,欧盟对华出口产品主要包括

机械和车辆、制造业货物和化学品[26]。从整体

来看,局部和微观的经济安全措施对中欧之间

的广泛经济联系具有相对有限的影响,但对关

键产品和领域的管控会严重影响双方经济信心

和投资环境。例如,2023年7月,《欧洲芯片法

案》在欧洲议会通过并获欧盟理事会批准,芯片

产业和半导体行业成为欧盟降低外部依赖的重

要发展领域之一。芯片相关的对外投资、出口

和外部投资势必成为经济安全框架下的重点关

注领域。其三,对科研创新的保护和防止外部

干预等措施将会影响中欧双方学界、企业界和

民间的正常交流。如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

学已经于2023年6月宣布以安全风险为名停

止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合作,不再批准获

此资助的中国留学生赴德国学习。此类情况很

可能在《欧洲经济安全战略》的泛安全化进程中

还会出现。
(二)中国的应对策略

中国已经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

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中国方案有助于中

欧双方加强经济合作与安全的交流对话,增强

双方在经济发展和贸易领域的良性合作,促进

中欧各层次的对话和交流。
第一,开展对话与交流,以非传统安全应对

路径推动经济合作。“全球安全倡议”要求坚持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还要求坚

持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统筹维护。其中,
“共同”安全理念要求中欧双方关注经济发展的

共同利益和观念,避免单一安全思维的负面影

响。“综合”安全理念要求顾及各领域的政策影

响,防止出现片面经济安全行动。此外,气候变

化、经济复苏、供应链稳定、能源结构和粮食安

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是中欧双方共同关心的话

题,可以成为促进双方紧密合作的重要领域,更
应该加强双方专家的对话和交流。

第二,以全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推动经济

安全治理。“全球发展倡议”要求坚持发展优

先,积极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中

欧合作可以从发展入手,积极推进可持续发展

的合作和交流。《欧洲经济安全战略》中的诸多

领域不应该成为竞争的目标领域,而可能是扩

展合作的潜在空间。例如,中欧数字经济具有

广泛空间和潜力,可以拓宽跨部门、多领域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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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合作广度与深度[27]。数字经济和信息

技术也将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欧双方

可以推动相关技术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粮
食和能源供应等领域的应用。

第三,开展人文交流,提高经济合作的质

量。“全球文明倡议”重视世界文明多样性,创
造对话和体现包容,积极推动人文交流。中欧

双方的教育和科研交流应该受到优先保护,避
免受到外部政治压力和意识形态的干扰。人文

交流是中欧关系最重要的桥梁之一,是彼此应

该珍视的往来形式。通过人文交流不仅可以强

化双方的合作基础,也可以及时化解相关的经

济安全忧虑,为彼此的政策沟通和了解奠定重

要基础。

  四、结语

《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反映了欧盟从经济自

由的开放主张向经济安全的保守立场的转变,
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经济合作政策具有长远影

响。《欧洲经济安全战略》相关措施提出了安全

风险识别和去风险化路径,主要关注供应链、基
础设施、尖端科技、网络和数字信息等领域,并
受到经济、传统地缘政治、能源和粮食、欧洲一

体化、科技、生态、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等多元

安全动因的影响。《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是全球

首个主要经济体提出的“经济安全”战略概念,
并要求促进、保护和伙伴合作应对经济安全问

题。但是,相关战略安排会进一步影响全球经

济、贸易格局和欧洲内部的协调统一。
研究欧洲经济安全的定义和战略规划方向

对学术界和政策界都具有重要价值。从理论研

究和学术角度来讲,《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已经

拓展了传统经济安全的边界,向数字科技安全、
环境安全和研究安全等领域推进。同时,非传

统安全的研究思路为解读《欧洲经济安全战略》
提供了研究基础,增强了观察经济议题的安全

化和多元议题之间的关联。从政策研究角度来

讲,梳理和剖析《欧洲经济安全战略》的安全要

点不仅为观察欧盟经济政策、安全战略和政治

意识形态方向展现了重要的研究价值,而且还

有助于分析其对全球经济和产业格局的影响。
尽管《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只是提出了“经

济安全”的基础概念,但还需要进一步观察相关

政策的细化、制度建设的走向和安全化路径的

发展。从多层次治理角度来看,欧洲经济安全

措施在欧盟成员国、商业和学术等非国家行为

体的落实情况值得观察,各方反映将建构欧洲

经济安全的具体定义。尽管本文从非传统安全

研究视角和路径解读了《欧洲经济安全战略》的
基本内容和逻辑,但还需要经济学家、行业专家

和产业一线人士对我国面临的相关挑战和具体

影响进行专业研究和动态追踪。此外,未来的研

究工作应该进一步关注经济安全与欧盟其他战

略框架和指令文件之间的联系、影响和互动,并
深入探讨经济安全的多领域治理情况,解析“去
风险”和“脱钩”在经济安全框架下的概念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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