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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wikipedia.org/wiki/Timeline_of_the_Croatian_War_of_Ind

ependence 

 

 

克罗地亚独立战争时间表 

 

 

克罗地亚战争发生于1991年到1995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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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双方是，忠于宣布独立的克罗地亚政府的克罗地亚军队，以及塞尔

维亚人掌控的南斯拉夫人民军（JNA）和当地塞族武装。 

 

 

1989 年 7 月 9 日 

 

“反官僚革命”，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的政治集会；鼓动“大塞尔维亚主

义”。 

 

1990  

 

1990 年 7 月 25 日 

新选举出的克罗地亚议会修改了克罗地亚宪法，改变了共和国名称、符

号、领导机构；这标志着克罗地亚走向了独立的道路。 

 

1990 年 8 月 17 日 

“木头”革命 

 

199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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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O Kninska Krajina宣布自治 

 

1990 年 12 月 21 日 

SAO Krajina宣布自治 

 

1990 年 12 月 22 日 

圣诞宪法 

 

1991  

1991年3月1-3日 

帕克拉克冲突 

 

1991 年 3 月 31 日 

十六湖事件 

1991 年 3 月至 4 月 

SAO Krajina宣布脱离克罗地亚并寻求与塞尔维亚共和国统一 

1991 年 4 月 29 日 

对基耶沃的封锁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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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 5 月 2 日 

博罗沃·塞洛杀人事件 

1991 年 5 月 6 日 

斯普利特抗议南斯拉夫人民军 

1991 年 6 月 25 日 

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宣布独立 

1991 年 7 月 7 日 

克罗地亚通过布里奥尼协议暂停独立三个月 

1991年7月26-27日 

毒刺行动 

1991 年 8 月 1 日 

达尔吉杀人事件 

1991 年 8 月 17 日 

基耶沃再次被围攻 

1991 年 8 月 25 日 

武科瓦尔战役开始 

1991年8月29日至9月22日 

戈斯皮奇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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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9月3-4日 

库松涅战役 

1991 年 9 月 14 日 

兵营之战开始 

1991年9月16-22日 

希贝尼克之战 

1991年9月16日至10月5日 

扎达尔之战 

1991 年 9 月 22 日 

占领瓦拉日丁军营 

1991 年 9 月 29 日 

占领别洛瓦尔军营 

1991 年 10 月 1 日 

杜布罗夫尼克围城战开始 

1991 年 10 月 4 日 

达尔吉大屠杀 

轰炸萨格勒布电视塔 

1991 年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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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开始总动员 

1991 年 10 月 7 日 

Banski dvori 爆炸案 

1991 年 10 月 10 日 

洛瓦斯大屠杀 

1991 年 10 月 10-13 日 

Široka Kula 大屠杀 

1991 年 10 月 16-18 日 

戈斯皮奇大屠杀 

1991 年 10 月 20 日 

巴金大屠杀 

1991 年 10 月 28 日 

萨博尔斯科附近的利波瓦察大屠杀 

1991年10月29日 – 1992年1月3日 

飓风91行动 

1991年10月31日－1991年11月4日 

Swath-10 行动 

1991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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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博尔斯科附近的武科维奇大屠杀 

1991 年 11 月 10-12 日 

Bastajski Brđani 战役 

1991 年 11 月 10 日 

普拉机场事件 

1991 年 11 月 12 日 

萨博尔斯科大屠杀 

1991 年 11 月 14 日 

达尔马提亚海峡之战 

1991 年 11 月 18 日 

武科瓦尔战役结束，武科瓦尔大屠杀 

1991 年 11 月 18 日 

Škabrnja 大屠杀 

1991 年 11 月 23 日 

万斯计划——签署日内瓦协议 

1991年11月28日至12月26日 

Papuk-91 行动 

1991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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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克家族的谋杀案 

1991年12月11-13日 

旋风行动 

1991 年 12 月 13 日 

沃钦大屠杀 

1991 年 12 月 16 日 

约舍维察大屠杀 

1991年12月17-18日 

恶魔之光行动 

1991年12月21日 

布鲁什卡大屠杀 

1991年12月21日 

Vrsar 轰炸 

1992  

1992 年 1 月 7 日 

1992 年欧洲共同体监视任务直升机坠毁 

1992年1月15日 

包括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在内的24个国家正式承认克罗地亚为独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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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1992 年 4 月 3 日 

巴拉尼亚行动 

1992 年 5 月 30 日 

联合国对 FR 南斯拉夫实施制裁 

5 月 17-22 日 

美洲虎行动 

1992年6月7日 – 1992年6月26日 

豺狼行动（也称为六月黎明行动） 

1992年6月21-23日 

米列夫奇高原之战 

1991年7月1日 – 1992年7月13日 

老虎行动 

1992年7月23日－1992年8月8日 

解放土地行动 

1992 年 9 月 22 日 

FR 南斯拉夫被驱逐出联合国 

1992 年 10 月 20-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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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纳维尔战役 

1991年10月22日－1992年11月1日 

弗拉什蒂察行动 

1993  

1993年1月22日 

马斯莱尼卡行动 

1993 年 2 月 18 日 

达鲁瓦尔协定 

1993年9月9-17日 

Medak 口袋行动 

1994  

1994 年 3 月 

华盛顿协议 

1994年11月1-3日 

辛卡行动 

1994年11月29日至12月24日 

94 年冬季行动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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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1 月 

创建Z-4计划 

1995 年 4 月 7 日 

飞跃行动 1 

1995年5月1-3日 

闪电行动 

1995年5月2-3日 

萨格勒布火箭袭击 

1995 年 6 月 4 日至 10 日 

飞跃行动 2 

1995年8月4-7日 

风暴行动 

1995 年 11 月 12 日 

签署额尔杜特协议 

1995 年 11 月和 12 月 

代顿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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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wikipedia.org/wiki/Timeline_of_the_Yugoslav_Wars 

 

 

南斯拉夫战争时间表 

 

 

南斯拉夫战争是在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领土上发生的一系列武

力冲突。发生的时间是在1991年至2001年之间。本篇文章记录了南斯拉夫

战争之前、期间、之后的一系列重要相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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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线 

 

 

铁托时代 

 

1945年 

 

被称为南斯拉夫游击队的胜利抵抗军组成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

国，这是一个由几个邦国组成的共产主义联盟。 

 

1948-1952 年 

 

铁托-斯大林分裂导致南斯拉夫脱离莫斯科的影响。 

 

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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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把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一位情报官和主要塞尔维亚

干部，从他的位置上革职。随后将塞尔维亚干部从机构中清除。 

 

1968年 

 

1968 年的抗议活动在南斯拉夫得到回响。抗议活动部分是学生示威。在科

索沃，示威者要求阿尔巴尼亚族人获得更多权利。七十多岁的生病的铁托

允许一些自由化，但尽管他年事已高，仍拒绝退休。 

 

克罗地亚恐怖分子在电影院安放炸弹；几个人死了。 

 

1971年 

 

克罗地亚发生民族主义示威，称为克罗地亚之春或 MASPOK。铁托和共产党

政府谴责示威活动。许多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后来因“仇恨言论”的罪名而被

定罪，包括斯蒂佩·梅西奇和弗兰乔·图吉曼。随之而来的是政府危机。 

一群来自澳大利亚的克罗地亚新乌斯塔沙人渗透到南斯拉夫并开始策划恐

怖袭击，但他们的行动被阻止并被摧毁。 

 

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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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航空公司 (JAT) 364 号航班被Ustaše击落；机上 24 人中有 23 

人遇难。 

 

1974年 

 

南斯拉夫新宪法宣布，赋予联邦单位和塞尔维亚自治省科索沃和伏伊伏丁

那更多权力，使他们在联邦政府的所有相关决定中拥有投票权。它旨在解

决南斯拉夫境内非塞族国家的不满，后来被称为弱塞尔维亚，强南斯拉夫

概念。波斯尼亚穆斯林（1993 年之后更名为穆斯林波斯尼亚人，最后更名

为波斯尼亚克人）被承认为南斯拉夫的第六个“民族”。 

 

1980 年 5 月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去世。 

 

========== 

 

共产主义的垮台 

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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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的经济危机开始了。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示威，要求获

得共和国地位和更多权利（口号是“科索沃共和国”）。包括来自科索沃的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在内的所有南斯拉夫共产党人都镇压和谴责示威活

动，称其为反革命。逮捕随之而来。 

 

1983年 

 

根据禁止传播国际仇恨的南斯拉夫法律，一群波斯尼亚穆斯林民族主义者

被定罪。其中包括Alija Izetbegović，他曾因《伊斯兰宣言》而受审。 

 

1986–1989 

 

塞尔维亚科学与艺术学院的一份有争议的备忘录抗议塞尔维亚在南斯拉夫

的地位受到不公待遇。 

 

塞尔维亚人切特尼克（大公）Momčilo Đujić（移民）在1989 年6 月28 日

塞尔维亚宗教节日Vidovdan在美国宣布将Vojislav Šešelj提升为切特尼克

公爵。在给舍舍利的指示中，丘伊奇命令他“将所有克罗地亚人、阿尔巴尼

亚人和其他外来人员驱逐出塞族圣地”。 

认为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对塞尔维亚人的控诉助长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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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额外的警察部队被派往科索沃。 

当时的政府高级官员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Slobodan Milošević)向一小

群科索沃塞族人发表讲话，他承诺“没有人能打败他们”，这在主要的电视

新闻节目中播出。米洛舍维奇立即在塞尔维亚非常受欢迎。 

米洛舍维奇在塞尔维亚上台。 

反官僚革命示威将支持米洛舍维奇的政府带到伏伊伏丁那、科索沃和黑

山。 

科索沃阿尔巴尼亚矿工在 Stari Trg 矿区罢工。斯洛文尼亚政府在坎卡尔

会议中心举行大型集会，支持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塞尔维亚以外的阿

尔巴尼亚人，主要是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要求科索沃与他们各自的

国家结盟。 

斯洛文尼亚和塞尔维亚的关系恶化。塞尔维亚商店引入了对斯洛文尼亚产

品的非官方禁运。斯洛文尼亚的独立运动不断壮大。 

南斯拉夫各地的塞尔维亚人都在庆祝科索沃战役600 周年。斯洛博丹·米

洛舍维奇在科索沃发表演讲，被他的对手描述为民族主义者。 

 

1990年 

 

共产党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第 14 次代表大会（SKJ，Savez komunista 

Jugoslavije）上以共和和部分民族路线解散，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共产

党人离开代表大会抗议米洛舍维奇的行为。 

塞尔维亚的宪法变更撤销了 1974 年宪法授予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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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包括在完全独立于塞尔维亚的联邦委员会中投票的权力，这实际上

剥夺了它们近乎共和的地位。这实际上使塞尔维亚在联邦委员会的 8 票中

获得了 3 票（另外还有第 4 票得到黑山的支持）。 

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会议在克罗地亚的一些塞尔维亚人居住的地区举行，许

多克罗地亚人认为这些行动具有挑衅性。 

南斯拉夫人民军（JNA）把原属各个共和国的本土军队纳入中央指挥系统，

这有效地解除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武装。 

 

45 年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在南斯拉夫举行，试图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模式

带入冷战后的新世界。民族主义的选择在几乎所有的共和国都赢得了多数

席位。 

克罗地亚获胜党HDZ向塞尔维亚激进党提供副总统职位，但遭到拒绝。 

克罗地亚境内的塞尔维亚人开始叛乱，反抗新选举出的克罗地亚政府（“木

头革命”）。 

克罗地亚的宪法变化将塞尔维亚人与所有其他少数民族等同起来。 

斯洛文尼亚就脱离南斯拉夫独立举行全民公投。88.5%的选民支持独立。 

 

1991 年 1 月 

 

克罗地亚非法武装和战争准备的证据在电视上播出。尽管声称录音带被严

重篡改，克罗地亚政府还是革职了Martin Špege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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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首脑之间的谈判进行了几轮，但都没有成功。 

 

1991 年 3 月 

 

贝尔格莱德反对米洛舍维奇统治的反对派示威，以两人死亡告终。军队把

坦克开在街上。 

当克罗地亚警察遭到伏击时，十六湖事件导致克罗地亚人首次死亡。 

 

1991-1993 年武装斗争 

 

1991 年 5 月至 6 月 

 

克罗地亚种族暴力不断加剧。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宣布独立。 

JNA 通过部署军队占领边境地区来干预斯洛文尼亚。十日战争，南斯拉夫

人民军被击败。斯洛文尼亚的种族同质性使该国避免了很多战斗。南斯拉

夫军队同意离开斯洛文尼亚，但支持克罗地亚的塞族叛军。 

 

199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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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奥尼达成了为期三个月的停火协议。南斯拉夫军队将从斯洛文尼亚撤

退，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将暂停宣布独立三个月。 

 

1991 年 9 月 

 

JNA 部队公开攻击克罗地亚地区（主要是达尔马提亚和斯拉沃尼亚），开

始了克罗地亚独立战争。武科瓦尔战役开始。 

军营之战开始于克罗地亚全境的 JNA 驻军。 

欧盟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提出卡林顿-库蒂莱罗计划。各方都同意，但

伊泽特贝戈维奇后来撤回了他的签名。 

 

1991 年 10 月 

 

JNA 开始围攻杜布罗夫尼克。 

最后一名南斯拉夫国民军士兵离开斯洛文尼亚。 

 

1991年10月-1991年12月 

 

克罗地亚全面战争。武科瓦尔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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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 12 月 

 

克罗地亚的塞族实体宣布自己为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但除塞尔维亚

外，任何国家都未承认。 

 

1992 年 1 月 

 

签署万斯和平计划，为塞族控制的领土建立 4 个联合国人民军区，并结束

在克罗地亚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联保部队抵达监督和平条约。 

马其顿宣布独立。这个地区没有爆发战争。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是国际

公认的（欧洲共同体国家、几个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和中欧国家都承认了这

两个国家的独立）。 

 

1992年2月-3月 

 

Carrington- Cutileiro和平计划源于 1992 年 2 月举行的欧共体和平会

议，旨在防止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陷入战争。它提出在各级行政上实行

民族权力共享，并将中央政府下放给地方民族社区。然而，根据该计划，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所有地区都将被归类为穆斯林、塞尔维亚人或克

罗地亚人，即使没有明显的族裔多数。 



Page | 26  

 

1992年3月18日，三方签署了协议；Alija Izetbegović 归属波斯尼亚人，

Radovan Karadžić 归属塞尔维亚人，Mate Boban 归属克罗地亚人。 

然而，1992 年 3 月 28 日，Alija Izetbegović撤回了他的签名，并宣布

他反对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进行任何形式的分治。 

 

1992 年 4 月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宣布独立。波斯尼亚战争开始。 

在萨拉热窝围城战役开始。波斯尼亚塞族军队围攻萨拉热窝，到 1995 年

有 10,000 人死亡。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宣布，由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仅存的两个共和国。 

 

1992 年 5 月 

 

南斯拉夫军队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撤退，将大部分军械库留给波斯尼

亚塞族人。出生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军事人员保留在新成立的 VRS 

中的职位。 

联合国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实施制裁，并接受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为成员。 

 



Page | 27  

 

1992年夏 

 

波斯尼亚塞族人控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70% 的领土。战争造成了数

十万难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大部分地区的非塞族人被种族清洗。 

 

1992 年 12 月 

 

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二次选举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为总统。 

 

1993-1995 年武装斗争 

 

1993 年 1 月 

 

提供万斯-欧文和平计划。在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压力下，卡拉季奇签

署了该计划，但在波斯尼亚塞族大会投票后，他撤回了他的签名。 

 

1993 年 3 月 

 

波斯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战斗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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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 7 月 

 

提供欧文-斯托尔滕贝格和平计划。8 月被伊泽特贝戈维奇拒绝。 

 

1993 年 9 月 

 

波斯尼亚政府和忠于Fikret Abdić 的波斯尼亚人之间的战斗开始于比哈奇

地区。它持续到 1995 年 8 月。 

 

1994 年 3 月 

 

波斯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签署了和平条约（华盛顿协议），由美国仲

裁。 

 

1994 年 2 月至 10 月 

 

联络小组（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和德国）在通过谈判解决波斯尼亚

冲突方面取得了稳步进展，但未达成任何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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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 8 月 

 

塞尔维亚关闭与波斯尼亚塞族共和国的边界并实施禁运，以施压以接受联

络小组的计划。 

 

1995 年 5 月 

 

克罗地亚发动闪电行动并在 2 天内进入西斯拉沃尼亚 UNPA 区域，重新夺

回领土。随之而来的是 11,500-15,000 名塞尔维亚难民的外流。 

 

1995 年 7 月 

 

据报道，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有 8,000 名波斯尼亚人被拉特科·姆拉迪

奇将军指挥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军 (VRS) 部队杀害。 

 

7 月 21 日，奇迹行动俘获了多名 VRS 士兵。 

 

1995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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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发起风暴行动并收回其战前领土的 70% 以上，进入除东斯拉沃尼

亚以外的所有 UNPA 区域。虽然它有效地结束了对克罗地亚有利的战争，

但也导致了这些地区的全部塞尔维亚人口，大约 200,000 名难民的外流。 

北约决定在 8 月 30 日对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族人的大炮和其他军事目标发

动一系列空袭，此前在萨拉热窝围城期间发生了多起平民死亡事件，尤其

是斯雷布雷尼察和马卡莱大屠杀。 

 

1995 年 11 月 

 

米洛舍维奇、图季曼和伊泽特贝戈维奇在美国俄亥俄州代顿谈判。 

 

1995 年 12 月 

 

代顿协定在巴黎签署，标志着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战争的结束。 

 

1995 年后时代和科索沃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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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南斯拉夫承认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马其顿共和国。 

 

1996/97 冬季 

 

在地方选举中发生舞弊后，数十万人在贝尔格莱德抗议政府三个月。西方

默默支持米洛舍维奇，米洛舍维奇在代顿之后被称为巴尔干地区稳定的主

要因素，米洛舍维奇在颁布特别法并承认当地反对派胜利后继续掌权。 

 

1998 年 3 月 

 

南斯拉夫军队和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之间爆发了战斗。米洛舍维奇派

出军队和警察。 

 

1999 年 3 月 

 

北约在科索沃开始军事行动“盟军行动”。 

塞尔维亚人掌控的南斯拉夫军队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种族清洗已经开始，数

十万阿尔巴尼亚难民被南斯拉夫军队驱逐到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直到北

约轰炸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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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6 月 

 

科索沃的控制权交给联合国，但仍然是塞尔维亚/前南斯拉夫的一部分。 

在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报复性袭击之后，200,000 名塞尔维亚人和其他

非阿尔巴尼亚人外流。 

 

后果 

1999 年 6 月 

 

阿尔巴尼亚武装分子与南斯拉夫安全部队之间在塞尔维亚南部的冲突始于

科索沃冲突结束时。 

 

1999 年 12 月 

弗兰乔·图曼去世。 

 

2000 年 10 月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被选下台，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成为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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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总统。 

 

2001 年 1 月至 11 月 

 

阿尔巴尼亚武装分子和马其顿人之间的战斗在马其顿爆发，但在 2001 年

晚些时候结束。 

 

2001 年 6 月 

 

塞尔维亚南部的冲突以阿尔巴尼亚人的失败告终。 

 

2002 年 2 月 

 

米洛舍维奇在海牙受审，罪名是在科索沃犯有战争罪，后来又增加了在克

罗地亚和波斯尼亚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以及在波斯

尼亚屠杀的指控。米洛舍维奇不承认法庭并为自己辩护。他的辩护在前南

斯拉夫播出，因此他在塞尔维亚人中的受欢迎程度大大提高。 

 

2003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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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分为塞尔维亚和黑山。 

 

2003 年 10 月 

 

Alija Izetbegovic去世。 

 

2004 年 3 月 

 

科索沃反塞尔维亚暴力活动达到顶峰。到那时，数百座古老的东正教-基督

教塞尔维亚修道院和教堂被烧毁。 

 

2006 年 1 月 

 

易卜拉欣·鲁戈瓦去世。 

 

200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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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死在海牙监狱，诉讼结束，没有对任何罪名作出判

决。 

 

2006 年 5 月 21 日 

 

黑山人在2006 年的黑山独立公投中投票支持从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家联盟独

立。 

 

2008 年 2 月 

 

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 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得到联合国98个成员国

的承认，其中包括4个前南斯拉夫国家。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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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08_Kosovo_declaration_of_independ

ence 

 

 

2008 年科索沃宣布独立 

 

 

科索沃宣布独立事件是由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议会通过的。在共有 120 

名成员中的 109 名出席的会议上，议会一致宣布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

而所有 11 名塞族少数民族代表都抵制了该程序。这个少数民族在与塞尔

维亚共和国接壤的米特罗维察北部地区很常见。这是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

占多数的政治机构第二次宣布独立；第一次被宣布独立是在1990 年 9 月 

7 日。 

 

声明的合法性一直存在争议。塞尔维亚寻求国际验证和支持它的立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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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声明是非法的，并于2008年10月要求从国际法院提供咨询意见。法院

认定该声明没有违反国际法。 

 

但是，该声明违反了塞尔维亚共和国宪法第八条。因此，它在塞尔维亚宪

法中是非法的。 

 

作为国际法院裁决的结果，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塞尔维亚-欧盟联合决

议，呼吁在欧盟协助下进行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对话，以“促进合作，

在通往欧盟的道路上取得进展并改善人民的生活。” 对话导致塞尔维亚和

科索沃在2013 年达成布鲁塞尔协议，该协议废除了塞尔维亚共和国在科索

沃的所有机构。德扬·帕维切维奇是塞尔维亚驻科索沃的官方代表。

Valdet Sadiku 是科索沃驻塞尔维亚的官方代表。 

 

 

历史 

 

背景 

 

科索沃省在1945年成型，当时作为科索沃和梅托希亚（1945年至1963年）

的自治区，是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一部分。最初是一个仪式实体，随着每

次南斯拉夫宪法改革，更多的权力下放给科索沃当局。1968 年它成为科索

沃社会主义自治省，1974 年新宪法使该省能够独立于南斯拉夫境内的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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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各个行政级别运作。1980 年代后期，随着南斯拉夫民族主义的兴起，

整个南斯拉夫的民族紧张局势加剧，最终导致了一个分散的国家：这为塞

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提供了便利，在 1974 年有效终止授予

科索沃议会的特权。此举引起了其他南斯拉夫共和国领导人的批评，但没

有更高的权力机构来扭转这项措施。作为对这一行动的回应，科索沃议会

于 1990 年 7 月 2 日投票宣布科索沃为独立国家，并得到阿尔巴尼亚的

承认。在大规模抗议之后，南斯拉夫军队随后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

实施了紧急状态和严厉的安全规定。阿尔巴尼亚族人建立了一个“平行国

家”，在抵制或被排除在南斯拉夫机构之外的同时提供教育和社会服务。 

 

 

在南斯拉夫战争期间，科索沃基本上保持安静。1996年以后，南斯拉夫政

府军队在科索沃的严厉虐待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冲突不断升级，直到 

1998 年底科索沃处于全面战争的边缘。 1999 年 1 月，北约警告说，如

果不同意引入国际维和部队和建立科索沃当地政府，北约将对南斯拉夫进

行军事干预。随后的和平谈判失败，1999 年 3 月 24 日至 6 月 11 日，

北约进行了广泛的轰炸行动反对 FR 南斯拉夫，包括在科索沃本身的目

标。战争以米洛舍维奇同意允许维和人员进入科索沃并撤出所有安全部队

以将治理移交给联合国而告终。 

 

建立 

 

科索沃战争结束后，一支北约领导的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进入该省，

负责为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提供安全保障。在权力移交之前和移交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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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有 100,000 名塞尔维亚人和其他非阿尔巴尼亚人（主要是吉普赛人）

因害怕遭到报复而逃离该省。在非阿尔巴尼亚人的情况下，许多阿尔巴尼

亚人特别认为吉普赛人在战争期间协助了联邦军队。许多人与撤出的安全

部队一起离开，表示担心他们会成为返回的阿尔巴尼亚难民和科索沃解放

军战士的目标，他们将战时暴力行为归咎于他们。战后，还有数千人因恐

吓、袭击和一波犯罪浪潮而被驱逐。 

 

大量来自科索沃的难民仍然住在塞尔维亚本土的临时营地和庇护所。2002 

年，塞尔维亚和黑山报告收容了 277,000 名境内流离失所者（绝大多数是

来自科索沃的塞族和罗姆人），其中包括 201,641 人从科索沃流离失所到

塞尔维亚本土，29,451 人从科索沃流离失所到黑山，以及大约 46,000 人

在科索沃境内流离失所，其中包括 16,000 名无法居住在原居地的返回难

民。一些消息来源认为这个数字要低得多。2004 年，欧洲稳定倡议估计流

离失所者人数仅为 65,000，科索沃仍有 130,000 名塞族人。科索沃塞族

人最集中的地区是该省北部伊巴尔河上方，但估计有三分之二（75,000）

的科索沃塞族人口继续居住在该省南部以阿尔巴尼亚人为主的地区。 

 

国际谈判于 2006 年开始，以确定科索沃的最终地位，正如联合国安理会

第 1244 号决议所设想的那样，该决议结束了1999 年的科索沃冲突。该省

绝大多数人口寻求独立。 

 

2008 年至今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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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阿赫蒂萨里计划，科索沃将在欧盟的监督下实现自治，并有义务通过

宪法和代议制政府明确保护其少数群体的权利。科索沃将被授予自己的国

家标志，例如国旗和国徽，并有义务在科索沃-马其顿共和国边界上进行边

界标定。阿尔巴尼亚谈判代表基本上完全支持阿赫蒂萨里计划，该计划得

到了欧盟和美国的支持。然而，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彻底拒绝了它，在联合

国方面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 

 

面对看不到谈判进展的情况，科索沃人决定单方面宣布科索沃共和国成

立，并在此过程中完全遵守阿赫蒂萨里计划的规定。截至 2008 年 4 月中

旬，情况基本如此，新共和国通过了一部由当地和国际学者编写的宪法，

保护少数族裔的权利，并规定了一个具有保证种族代表性的代议制政府，

该法律将在2008 年 6 月 15 日生效。它还采用了一些国家符号，包括国

旗和国徽，同时继续定义国歌。它还与马其顿进行了边界划分谈判。 

 

2008 年科索沃宣布独立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在国内引起了两极分

化的反应，后者是科索沃塞族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分裂。因此，在科

索沃的有效控制也沿着这些路线破裂。 

 

经过 13 年的国际监督，科索沃当局于 2012 年 9 月 10 日正式获得对该

地区（不仅仅是北科索沃）的完全不受监督的控制，当时西方终止了他们

的监督。国际指导小组在与普里什蒂纳当局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宣布，科索

沃地位解决综合提案，即以其芬兰联合国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的阿赫蒂萨里

计划，已得到实质性实施。尽管如此，截至2015年11月，联合国科索沃临

时行政当局特派团仍在运作，尽管能力大大减少。 



Page | 41  

 

 

政治背景 

 

科索沃战争于1999年结束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1244号决议，以提供科

索沃临时状态的框架。它将科索沃置于联合国过渡时期管理之下，要求塞

尔维亚安全部队从科索沃撤出，并设想最终通过联合国推动的政治进程来

解决科索沃的地位问题。 

 

2007 年 2 月，Martti Ahtisaari向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的领导人提

交了一份地位解决提案草案，这是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的基础，该决议

草案为该省提出“监督独立”。到 2007 年 7 月上旬，一项由美国和欧盟安

理会成员支持的决议草案已被改写四次，以试图满足俄罗斯对此类决议会

破坏国家主权原则的担忧。然而，它仍然没有达成一致。俄罗斯作为五个

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表示不会支持任何塞尔维亚和科索

沃阿尔巴尼亚人都不能接受的决议。虽然大多数观察员在会谈开始时都预

计独立是最有可能的结果，但其他人则认为迅速解决问题可能并不可取。 

 

谈判最终于 2007 年底破裂，双方相距甚远，双方的最低要求都超过了对

方愿意接受的程度。 

 

2008 年初，媒体开始报道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决心宣布独立。这是在科索

沃战争十周年迫在眉睫的时候（五周年以暴力骚乱为标志）；美国总统乔

治·W·布什（George W. Bush）执政最后一年，无法寻求连任；前南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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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联邦中的两个独立国家现在都处于重要的政治位置（斯洛文尼亚是欧盟

轮值主席国，克罗地亚是联合国安理会选举成员国）。科索沃的公告被推

迟到塞尔维亚总统选举以后（2008 年 1 月 20 日和 2 月 3 日举行），

鉴于科索沃会成为塞尔维亚总统竞选活动的重要议题。 

 

独立宣言的通过和条款 

 

“我们，我们人民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特此宣布科索沃是一个独立的主

权国家。这一声明反映了我们人民的意愿，完全符合联合国特使马尔

蒂·阿赫蒂萨里的建议及其全面提案科索沃地位解决方案。我们宣布科索

沃是一个民主、世俗和多民族的共和国，遵循不歧视和法律平等保护的原

则。” 

 

独立宣言是由科索沃议会提出的，以及由科索沃总统会议在普里什蒂纳，

科索沃首府，于2008年2月17日宣布。科索沃议会达到了法定出席人数（所

有出席的109名议员一致同意独立宣言）。代表塞尔维亚少数民族的 11 名

代表抵制了程序，没有参加会议。所有其他 9 名少数民族代表都是法定出

席人数的一部分。宣言的条款指出，科索沃的独立仅限于阿赫蒂萨里计划

概述的原则；它禁止科索沃加入任何其他国家，仅提供有限的军事能力，

声明科索沃将受到国际监督并提供对少数族裔社区的保护。 

 

国际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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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的合法性 

 

塞尔维亚共和国护照管制警察取消了科索沃护照印章，以表明其不承认科

索沃分离。 

 

2008 年 2 月 18 日，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民议会根据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

的建议宣布科索沃宣布独立无效，此前塞尔维亚共和国宪法法院认为该行

为不合法，认为该行为不与联合国宪章、塞尔维亚宪法、赫尔辛基最后文

件、联合国安理会第 1244 号决议（包括以前的决议）和巴德特委员会一

致。 

 

根据作家诺埃尔马尔科姆的说法，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塞尔维亚吞并

科索沃时，1903 年宪法仍然有效。他详细阐述了该宪法要求在塞尔维亚的

边界扩大到包括科索沃之前召开大国民议会；但从来没有举行过这样的大

国民议会。他认为，根据宪法，科索沃不应该成为塞尔维亚王国的一部

分。它最初是由法令统治的。 

 

先例或特例 

 

对于科索沃独立的承认是有争议的。许多国家担心这是一个先例，会影响

欧洲其他有争议的领土和前苏联的非欧洲地区，例如阿布哈兹和南奥塞

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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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索沃宣布独立的案文解决了这个问题，指出“……注意到科索沃是南斯拉

夫非自愿解体产生的特例，不是任何其他情况的先例，回顾科索沃多年的

冲突和暴力，这扰乱了‘所有文明人’的良知……”然而，卡托研究所的特

德·盖伦·卡彭特表示，科索沃自成一格、没有先例的观点是“非常天

真”。 

 

联合国的参与 

 

新成立的共和国尚未在联合国获得席位，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任何加入联

合国的申请都会被俄罗斯否决。俄罗斯发誓要以“报复计划”反对科索沃的

独立。塞尔维亚共和国同样主动宣布废除科索沃独立，并誓言以一揽子措

施反对科索沃独立，旨在阻止国际社会承认该共和国。 

 

2008 年 10 月 8 日，联合国大会投票将科索沃独立宣言提交国际法院；

77个国家投了赞成票，6个反对，74个弃权。国际法院被要求就科索沃 2 

月从塞尔维亚宣布独立的合法性发表咨询意见。法院于2010年7月22日发表

咨询意见；它以 10 票对 4 票宣布“2008 年 2 月 17 日的独立宣言没有

违反一般国际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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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wikipedia.org/wiki/Abolition_of_the_Ottoman_sultanate 

 

 

取消奥斯曼苏丹国 

 

 

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取消（土耳其语：Saltanatınkaldırılması），是由于土

耳其大国民议会于1922年11月1日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并在1929年正式取消

了奥斯曼帝国苏丹。1922年11月11日，在洛桑会议上，安哥拉（现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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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政府对土耳其行使的国家主权得到大国民议会的承认。最后一位苏丹

穆罕默德六世于1922 年 11 月 17 日离开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现

伊斯坦布尔）。安哥拉政府的法律地位在1923 年 7 月 24 日洛桑条约上

得到进一步确立。1924 年 3 月，哈里发国被废除，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势

力的终结。 

 

 

背景 

 

 

1914年11月11日，奥斯曼帝国正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入到德国、奥

匈帝国、保加利亚的中央帝国阵营中。1918年10月30日，穆德洛斯停战协

定的签署，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东战区战役的正式结束。1918 年 11 

月 13 日，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联军占领君士坦丁堡。 

 

 

在1915年的伦敦协约中，开始讨论奥斯曼帝国的分解。随后，在盟国之间

又进行了多次协商。1920 年 3 月 15 日晚，英国军队在军事统治建立后

开始占领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建筑物并逮捕民族主义者。1920 年 3 月 18 

日，奥斯曼帝国议会开会并向盟军发出抗议，称逮捕其五名成员是不可接

受的。。那是该机构的最后一次会议，标志着奥斯曼政治制度的终结。苏

丹穆罕默德六世于 1920 年 4 月 11 日解散了奥斯曼帝国大议会。此后，

君士坦丁堡政府有官僚机构，但没有议会，苏丹是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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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佛尔条约于1920年8月10日完成了帝国的分区。当时，大约有 150 名政

治家被流放到马耳他。由穆斯塔法·凯末尔( Mustafa Kemal)领导的土耳

其民族运动于 1920 年 4 月 23 日在安卡拉成立了土耳其大国民议会。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发动了土耳其独立战争。这场战争是针对君主制君士坦

丁堡政府的。苏丹穆罕默德六世是哈里发。君士坦丁堡政府在没有议会的

情况下，组建了被称为“哈里发军队”的赤毒伊因济巴提耶，以击败大国民

议会的赤毒义军。 

 

 

在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博卢、迪兹采、亨德克、阿达帕扎勒以及其他地

区发生了冲突。哈里发军队同情哈里发，因此得名，并由英国人武装。哈

里发军队和英国的战略目标是阻止国民军向博斯普鲁斯海峡推进。哈里发

军队被赤毒一族击败。尽管赤毒军被视为解放土耳其的第一步，但后来放

弃了非常规战争。在希腊战争开始之前，库瓦伊米利耶成为有组织的土耳

其军队的种子，然后随着共和国的宣布成为土耳其武装部队。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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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主权体现在奥斯曼一世王朝，奥斯曼一世是奥斯曼帝国的创

始人和同名者。自 1299 年以来，他的家族一直统治着整个帝国的历史。

【本书作者注：十五世纪中叶，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即后

世历史学家所称的拜占庭帝国）被伊斯兰突厥人、奥斯曼帝国灭亡；基督

教东正教的中心、君士坦丁堡本身，被奥斯曼帝国攻陷；随后，东正教的

中心逐渐向东迁移、直到俄罗斯的莫斯科。君士坦丁堡在十五世纪的陷

落，这件事情对于西欧在政治、经济、宗教改革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间接导致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的马丁路德基督教改革运动；详情请见《美国

故事》】。奥斯曼苏丹对奥斯曼帝国的政体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苏丹是

帝国唯一绝对的摄政王、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奥斯曼宪法所建立的大维

齐尔和政体是在苏丹的意志和决策下运作的。 

 

 

英法意盟军邀请君士坦丁堡和安卡拉政府出席洛桑会议。但是，穆斯塔

法·凯末尔决定只有安卡拉政府代表出席会议。1922年11月1日，土耳其大

国民议会宣布苏丹国君士坦丁堡政府不再是法定代表人。大国民议会还决

定，君士坦丁堡自被盟军占领以来就不再是该国的首都。此外，他们宣布

苏丹国将被废除。苏丹国的废除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听到决议后，穆罕默

德六世于 11 月 17 日在英国军舰马来亚寻求避难。他政府中的其余部长

接受了新的政治现实。没有官方文件宣布奥斯曼政府或苏丹投降；系统自

行瓦解。1922 年 11 月 11 日洛桑会议承认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主权，取

代了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位苏丹穆罕默德六世于 1922 年 11 月 17 日离

开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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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向洛桑会议提交了一份 600 人名单，将被宣布为不受欢

迎的人。这份名单是奥斯曼帝国的名人录，其目的是消灭奥斯曼帝国的统

治精英。在洛桑的谈判将人数限制在 150 人，条约于 1923 年 7 月 24 

日签署。 

 

 

自十四世纪以来，奥斯曼王朝就以奥斯曼哈里发为元首，从穆拉德一世统

治开始。奥斯曼家族的首领保留了哈里发的头衔，即对所有穆斯林的权

力，因为穆罕默德的堂兄阿卜杜勒梅西德二世获得了这个头衔。奥斯曼王

朝是穆罕默德的政治宗教继承者，也是后奥斯曼帝国整个穆斯林社区的无

国界领袖。阿卜杜勒迈西德二世的头衔在 1916 年受到阿拉伯起义国王侯

赛因·本·阿里的挑战，他谴责穆罕默德五世，但他的王国于 1925 年被

伊本·沙特击败并吞并。 

 

 

希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臣民在奥斯曼帝国衰落和现代化（1828-1908）

期间离开了帝国，而阿尔巴尼亚和亚美尼亚（亚美尼亚民族运动和亚美尼

亚第一共和国）臣民则在奥斯曼帝国的失败和解体期间（1908-1922）离开

或被杀。到 1922 年，土耳其剩下的大多数居民都是土耳其族或库尔德族

的穆斯林。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于 1923 年 10 月 29 日宣布自己为土耳其

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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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仍有奥斯曼帝国的原政府成员在土耳其。土耳

其共和国还于 1924 年 4 月 23 日（1924 年 6 月 1 日修订）制定并实

施了一份流放名单，其中包括被废黜的奥斯曼王朝的 120 名追随者的姓

名。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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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Ottomans:_Europe%27s_Muslim_Emp

erors 

 

 

奥斯曼帝国：欧洲的穆斯林皇帝 

 

 

《奥斯曼帝国：欧洲的穆斯林皇帝》是 2013 年由Rageh Omaar制作的分三

部分的BBC 纪录片。该纪录片系列涵盖了奥斯曼帝国的起源和兴起；将苏

莱曼大帝统治下的帝国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下的帝国进行对比；并

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帝国灭亡。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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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ssolution_of_Austria-Hungary 

 

 

奥匈帝国的解体 

 

 

奥匈帝国的解体是奥匈帝国内部社会矛盾加剧和奥匈帝国不同地区分裂所

导致的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国家崩溃的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 年农

作物歉收和经济危机。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以及1918年1月《威尔逊

和平声明》，一方面鼓励了社会主义思潮，另一方面鼓励了民族主义思想

倾向，或者这两种倾向的共同作用，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民族产生了很大影

响。 

 

 

1918年10月17日，匈牙利议会终止与奥地利的联盟，宣布国家独立；捷克

斯洛伐克于10月28日成立；随后于10月29日成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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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国家。11月3日，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宣布独立；11月6日，波兰

在克拉科夫重新建立。在奥匈帝国的瓦解过程中，还产生了——塔尔诺布

热格共和国，Hutsul共和国，兰克共和国，戈曼萨共和国，普雷克穆列共

和国，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巴纳特共和国，意

大利卡纳罗摄政国。 

 

 

由分裂的人民居住的剩余领土落入现有或新成立的国家的组成中。从法律

上讲，帝国的瓦解在与奥地利签订的圣日耳曼昂莱条约（该条约也是第一

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条约）以及与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中正式确定。 

 

 

过程 

 

 

1918 年 10 月 14 日，奥匈帝国外交部长Baron István Burián von 

Rajecz 要求基于十四点停战。为了表现出诚意，卡尔皇帝在两天后发布了

一项公告《1918 年 10 月 16 日的帝国宣言》，这将显著改变奥地利

（即，奥匈帝国的一半）君主制的结构。宣言承诺，将按照联邦制重建帝

国；——对此，各族群广泛地（错误地）解释为形成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

是皇帝本人所允许的。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的波兰人占多数的地区被授

予脱离帝国的选择权；他们认为，他们将与他们在俄罗斯和德国的种族同

胞一起复兴波兰国家。加利西亚（Cisleithania）的其余部分转变为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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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组成的联邦联盟——德国、捷克、南斯拉夫和乌克兰。每一个都由一

个全国委员会管理，该委员会将与维也纳谈判帝国的未来。的里雅斯特将

获得特殊地位。匈牙利不能发布这样的公告，匈牙利政治家仍然相信他们

可以与其他民族和解并维护圣斯蒂芬王室的土地。 

 

 

四天后，即 10 月 18 日，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回复说，盟军现在致

力于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人的事业。因此，兰辛说，民族自治

——十四点中的第十点——已经不够了，华盛顿不能仅仅再在十四点的基

础上进行商谈。事实上，捷克斯洛伐克临时政府已于 10 月 14 日加入盟

军。通过南斯拉夫委员会成员签署的 1917 年《科孚宣言》，横跨奥匈帝

国的两个部分（即奥地利帝国与匈牙利帝国）的南斯拉夫人已经宣布，赞

成与塞尔维亚合并为一个南斯拉夫大国。事实上，克罗地亚人在 10 月初

就开始无视布达佩斯的命令。 

 

 

兰辛信件实际上是奥匈帝国的死亡证明。各地的各国家委员会已经开始或

多或少地充当独立国家的临时政府。面对10 月 24 日意大利在维托里奥威

尼托的进攻战役，捷克政界人士于 10 月 28 日和平接管布拉格（后来宣

布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建国日），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接管其他主要城市。

10 月 30 日，斯洛伐克人在马丁紧随其后。10 月 29 日，奥匈帝国剩余

部分的斯拉夫人宣布成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国家。他们还

宣布，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在一个南斯拉夫大国中与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联

合。同一天，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正式宣布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独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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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匈牙利，反对继续与奥地利联合的最突出的政治家，和平主义者米哈

伊·卡罗伊伯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英法意盟国）于 10 月 31 日

在埃斯特革命中获得政权。查尔斯几乎被迫任命卡罗伊为他的匈牙利总

理。最早的法案之一是取消1867 年的奥匈协约，该法案正式解散了奥匈帝

国。 

 

 

到 10 月底，哈布斯堡王国只剩下其占多数的德国多瑙河和阿尔卑斯省

份，而卡尔皇帝的权威甚至在那里受到德奥国务委员会的挑战。卡尔的最

后一任奥地利总理海因里希·拉马施断定卡尔处于不可能的境地，并说服

卡尔最好的办法是至少暂时放弃他行使主权的权利。 

 

 

后果 

 

 

11 月 11 日，卡尔发表了一份措辞谨慎的公告，承认奥地利人民有权决定

国家的形式。他还放弃了参与奥地利国家事务的权利。他还罢免了拉马施

及其政府，并解除了奥匈帝国中的、奥地利这一半的、官员对他效忠的誓

言。两天后，他为匈牙利发布了类似的公告。然而，他没有退位，并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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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个州/国家的人民邀请他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作他们的王。无论出

于何种意图和目的，这都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终结。 

 

 

卡尔一世宣言 

 

 

卡尔拒绝退位最终无关紧要。在他宣布退出奥地利政坛的第二天，德奥国

民委员会宣布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成立。卡罗伊于 11 月 16 日效仿，宣

布成立匈牙利民主共和国。 

 

 

在英法意盟军和奥地利之间的《圣日耳曼条约》，以及在英法意盟军和匈

牙利之间的《特里亚农条约》，规定了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新边界；现在，

奥地利和匈牙利都成为了两个小内陆国。盟军毫无疑问地假设少数民族想

要离开奥地利和匈牙利，并允许他们吞并大量使用德语和匈牙利语的领

土。结果，奥地利共和国失去了前奥地利帝国大约60%的领土。它还不得不

放弃与德国联合的计划，因为未经联盟批准不得与德国联合。匈牙利王国

在1920 年恢复，取代了之前的匈牙利民主共和国政府；匈牙利王国失去了

大约 72% 的战前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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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奥匈帝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者的决定包含在严重片面的条约中，产

生了破坏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由于新的边界成为主要的经济障碍，双重

君主制先前的快速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所有以前成熟的行业，以及支持它

们的基础设施，都是为了满足广泛领域的需求而设计的。结果，新兴国家

被迫为转型经济做出相当大的牺牲。这些条约造成了严重的政治不安。由

于这些经济困难，极端主义运动获得了力量；中欧没有地区超级大国。 

 

 

至少在纸面上，新的奥地利国家比匈牙利更不稳定。与其前匈牙利伙伴不

同，奥地利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虽然奥地利国家以一种或

另一种形式存在了 700 年，但它只有通过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忠诚才能团结

起来。奥地利帝国失去了战前 60% 的领土，维也纳现在是一个没有帝国支

持的帝国首都。然而，在短暂的动荡和盟军强迫其取消与德国的联盟之

后，奥地利建立了自己的联邦共和国。尽管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临

时与纳粹德国合并，但是它今天仍然作为联邦共和国生存。阿道夫·希特

勒 曾经说，所有“德国人”——比如他自己和其他来自奥地利的人等——都

应该与德国联合。 

 

 

匈牙利因失去 72% 的领土、64% 的人口和大部分自然资源而受到严重削减

（从一个庞大的匈牙利帝国变为一个内陆小国）。匈牙利民主共和国是短

暂的；后来又暂时被共产主义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所取代。1919 年匈牙

利-罗马尼亚战争期间，罗马尼亚军队推翻了贝拉·昆( Béla Kun)及其共

产主义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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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夏天，哈布斯堡王朝的大公约瑟夫·奥古斯特( Archduke Joseph 

August ) 成为摄政王，但仅仅两周后，他就被迫下台，因为盟军显然不会

承认他。最后，在1920年3月，皇室的权力委托给一个摄政王，霍尔蒂·米

克洛什；他是奥匈帝国海军的最后一位指挥元帅，并帮助组织了反革命势

力。正是这一政府于1920年4月在法国凡尔赛宫中的大特里亚农宫，与盟军

签署了《特里亚农条约》。 

 

 

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宣言集会于 1918 年 10 月 28 日在布拉格瓦茨拉夫广

场举行。 

1921 年 3 月和 10 月，卡尔在布达佩斯重新夺回王位的准备不足的尝试

失败了。最初犹豫不决的霍尔蒂在收到盟国和邻国的干预威胁后，拒绝了

与卡尔的合作。此后不久，匈牙利政府废除了《务实制裁》，有效地废黜

了哈布斯堡王朝。两年后，奥地利通过了“哈布斯堡法案”，不仅废黜了哈

布斯堡家族，而且禁止卡尔再次返回奥地利。 

 

 

随后，英国人接管了卡尔，并将他和他的家人转移到葡萄牙马德拉岛；他

于次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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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继国家 

 

 

在前奥匈帝国解体时形成了以下继承国： 

 

德意志奥地利和奥地利第一共和国 

 

匈牙利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匈牙利共和国和匈牙利王国 

 

第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1920 年至 1938 年） 

 

波兰第二共和国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王国 

 

此外，布科维纳、特兰西瓦尼亚、巴纳特的三分之二以及克里沙纳和马拉

穆雷什的部分地区加入了罗马尼亚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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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的土地也被割让给了意大利王国。列支敦士登公国（它以前寻求

维也纳的保护），与瑞士形成关税和防御联盟，并使用瑞士货币，而不是

奥地利的货币。1919 年 4 月，奥地利最西部的福拉尔贝格省以多数票通

过投票加入瑞士；然而，瑞士和盟军均无视这一结果。 

 

 

=============== 

 

 

奥匈帝国解体前的时候，下列现代国家和部分国家在奥匈帝国境内： 

 

==== 

 

奥地利帝国（ Cisleithania）部分： 

 

奥地利（布尔根兰除外） 

捷克共和国（Hlučínsko地区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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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文尼亚（Prekmurje除外） 

意大利（特伦蒂诺、南蒂罗尔、贝卢诺省的部分地区和弗留利-威尼斯朱利

亚的一小部分） 

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伊斯特拉） 

波兰（小波兰省、亚喀尔巴阡省、西里西亚最南端（别尔斯科和切申）） 

乌克兰（利沃夫州、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捷尔诺波尔州（北角除外）

和切尔诺夫策州的大部分地区） 

罗马尼亚（苏恰瓦县） 

黑山（博卡科托斯卡湾、布德瓦、彼得罗瓦茨和苏托莫尔等城市周围的海

岸和腹地） 

 

==== 

 

匈牙利王国（特兰莱塔尼亚）： 

 

匈牙利 

斯洛伐克 

奥地利（布尔根兰） 

斯洛文尼亚（Prekmur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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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克罗地亚Baranja和Međimurje 县，Fiume与斯拉沃尼亚和克罗

地亚中部不属于匈牙利本土，后两者是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主权王国的一

部分） 

乌克兰（扎卡尔帕蒂亚州） 

罗马尼亚（Transylvania区域，Partium和部分巴纳特，Crişana和马拉穆

列什） 

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和贝尔格莱德北部地区） 

波兰（Orava和Spiš 的波兰部分） 

 

==== 

 

奥地利、匈牙利帝国共有的部分：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Zavalje、Mali Skočaj和Veliki Skočaj村，包括

比哈奇市以西的周边地区） 

黑山（Sutorina 市西部新海尔采格目前的边界之间，克罗地亚（西南）和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西北），亚得里亚海沿岸（E）和伊加洛的乡（东

北）） 

Sandžak-Raška 地区，奥匈帝国 1878 年占领、直到 1908 年撤出，同时

正式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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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匈帝国的产业 

 

由于其地理位置，帝国无法获得和维持大的殖民地。其唯一的欧洲以外的

产业是其在中国天津租界。然而，尽管这座城市仅被奥匈帝国统治了 16 

年，但奥匈帝国在这座城市的那片区域留下了他们的印记，以仍然矗立在

城市中的建筑形式。 

 

欧洲的其他部分曾经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一部分，但在 1918 年解散之前就

离开了它。突出的例子是意大利的伦巴第和威尼托地区、波兰的西里西

亚、比利时和塞尔维亚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瑞士北部的部分地区和德国西南

部。他们说服地方政府寻找外国投资来建设铁路等基础设施。尽管采取了

这些措施，奥匈帝国仍然坚决地实行君主专制和威权专制。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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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lkan_Wars 

 

 

巴尔干战争 

 

 

巴尔干战争由1912年和1913年发生在巴尔干半岛的两次战争冲突组成。在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四个巴尔干国家打败了奥斯曼帝国。在第二次巴尔

干战争中，保加利亚与第一次战争中的所有原四个参战国作战，同时面临

来自北方的罗马尼亚的突然袭击。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其在欧洲的大部分领

土。奥匈帝国虽然不是参战国，但随着扩大的塞尔维亚推动南斯拉夫人民

的联合，变得相对较弱。这场战争为 1914 年的巴尔干危机奠定了基础，

因此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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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保加利亚、希腊、黑山和塞尔维亚已经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出

来，但他们的大部分族裔人口仍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1912年，这

些国家组成了巴尔干联盟。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于 1912 年 10 月 8 日开

始，当时联盟成员国袭击了奥斯曼帝国，八个月后于1913 年 5 月 30 日

签署了伦敦条约。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于 1913 年 6 月 16 日开始，当时保

加利亚，不满失去马其顿，攻击其前巴尔干联盟盟友。数量更多的塞尔维

亚和希腊联军击退了保加利亚的进攻，并从西部和南部反攻到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没有参加冲突，拥有完好无损的军队，可以从北部入侵保加利

亚，这违反了两国之间的和平条约。奥斯曼帝国也袭击了保加利亚，并在

色雷斯进军，收复了阿德里安堡。在最终的布加勒斯特条约中，保加利亚

除了被迫将多布鲁贾省的前奥斯曼帝国南部部分让给罗马尼亚之外，还保

留了它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获得的大部分领土。 

 

 

巴尔干战争的特点是种族清洗，所有各方都应对针对平民的严重暴行负

责，并帮助激发了后来的暴行，包括 1990 年代南斯拉夫战争期间的战争

罪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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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背景在于19 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欧洲领土上出现了未完全的民族

国家。塞尔维亚在1877 年至 1878 年的“俄土战争”（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

的战争）期间获得了大量领土。希腊在 1881 年获得了色萨利（尽管它在 

1897 年失去了一小块地区回到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自 1878 年以来

的自治公国）合并了以前截然不同的领土、东鲁米利亚省（1885 年）。塞

尔维亚、希腊、保加利亚这三个国家以及黑山都在被称为鲁米利亚的奥斯

曼帝国统治的大地区寻求更多领土，包括阿尔巴尼亚东鲁米利亚、马其顿

和色雷斯。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一些主要原因简述如下： 

 

奥斯曼帝国无法自我改革，无法令人满意地治理，也无法应对其不同民族

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要求。 

 

1911年的意大利-土耳其战争和在阿尔巴尼亚省份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起义表

明，奥斯曼帝国已经病入膏肓，无法反击另一场战争。 

 

大国之间有很多纷争，未能促使奥斯曼帝国进行必要的改革。这导致巴尔

干国家强行实施他们自己的解决方案。 

 

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的基督徒人口一直受到奥斯曼帝国的严重压迫，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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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国家被迫采取行动。 

 

最重要的是，巴尔干联盟成立，其成员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有组织地同时

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将是保护其同胞并扩大其在巴尔干半岛领土的唯一途

径。 

 

 

====================================== 

 

 

西方国家的政策 

 

 

在整个 19 世纪，西方国家在“东方问题”和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性上有着不

同的目标。俄罗斯希望从黑海进入地中海的“温暖水域”；它奉行泛斯拉夫

外交政策，因此支持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英国希望拒绝俄罗斯进入“温暖

的水域”并支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尽管它也支持希腊的有限扩张作为备用

计划，以防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不再可能。法国希望加强其在该地区的地

位，尤其是在黎凡特（今天的黎巴嫩、叙利亚和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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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奥匈帝国希望奥斯曼帝国继续存在，因为两者都是陷

入困境的多国实体，因此一个的崩溃可能会削弱另一个。哈布斯堡王朝还

认为，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的强大存在是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抗衡，是

对在波斯尼亚、伏伊伏丁那和奥匈帝国其他地区对他们自己的塞族臣民的

抗衡。 

 

 

意大利当时的主要目标似乎是拒绝另一个主要海上力量进入亚得里亚海。

反过来，德意志帝国秉持“ Drang nach Osten” 的政策，渴望将奥斯曼帝

国变成自己事实上的殖民地，从而支持其完整。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

初，保加利亚和希腊争夺奥斯曼帝国的马其顿和色雷斯。希腊族人寻求保

加利亚族人“希腊化”，而保加利亚族人则寻求“保加利亚化”希腊人。这两

个国家都向奥斯曼帝国派遣了武装的非正规军，以保护和协助他们的族

群。从 1904 年起，希腊和保加利亚部落之间在马其顿发生了低强度的战

争（马其顿之争）。1908 年7 月青年土耳其人革命后，形势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 

 

 

青年土耳其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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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 年青年土耳其革命见证了奥斯曼帝国君主立宪制的恢复和第二个立宪

时代的开始。起义爆发时，得到知识分子、军队和帝国几乎所有少数民族

的支持，迫使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重新通过早已失效的1876年奥斯

曼宪法和议会。巴尔干各民族对改革和自治寄予厚望，并举行了选举以组

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多民族奥斯曼议会。然而，在苏丹的反政变未遂之

后，青年土耳其人的自由主义元素被边缘化，民族主义元素成为主导。 

 

 

与此同时，1908 年 10 月，奥匈帝国抓住奥斯曼帝国政治动荡的机会，吞

并了自 1878 年以来一直占领的奥斯曼帝国法理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保加利亚和 1878 年一样宣布独立，但这次的独立得到了国际承认。

自治克里特岛的希腊人宣布与希腊统一，但西方国家的反对阻止了后者的

行动取得实际效果。它对随之而来的世界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巴尔干国家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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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在北部因奥匈帝国兼并波斯尼亚而受挫。1909年3月，塞尔维亚被

迫接受塞族民族主义者的兼并，抑制了反哈布斯堡王朝的鼓动。相反，塞

尔维亚政府（总理：尼古拉·帕希奇）将目光投向了南部以前的塞尔维亚

领土，特别是“旧塞尔维亚”（新帕扎尔的桑贾克和科索沃省）。 

 

 

1909 年 8 月 15 日，由一群希腊军官组成的军事联盟对政府采取行动，

以改革其国家政府并重组军队。军事联盟寻求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因此将

克里特岛政治家埃留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Eleutherios Venizelos）邀

请到雅典作为其政治顾问。韦尼泽洛斯说服国王乔治一世修改宪法，并要

求联盟解散以支持国民议会。1910年3月，军事同盟自行解散。 

 

 

保加利亚在 1909 年 4 月获得了奥斯曼帝国承认她的独立并享有俄罗斯的

友谊，也考虑吞并奥斯曼帝国色雷斯和马其顿的地区。1910年8月，黑山效

仿保加利亚的先例，成为一个王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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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条约 

 

 

继意大利在1911 年至 1912年的意大利-土耳其战争中获胜、青年土耳其政

权的奥斯曼化政策的严重性、以及在阿尔巴尼亚（此时尚属于奥斯曼帝国

领土）发生的一系列三起叛乱之后，“青年土耳其人”在政变后下台。基督

教巴尔干国家被迫采取行动，并认为这是一个机会，通过在衰落的奥斯曼

帝国的领土上扩张和解放他们被奴役的爱国者来促进他们的国家议程。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建立了广泛的条约网络并形成了联盟。 

 

 

巴尔干各国政府之间的谈判始于 1911 年下半年，而且都是秘密进行的。

巴尔干战争后，这些条约和军事公约于 11 月 24 日至 26 日在法国巴黎

勒马丁发表了法语译本。1911 年 4 月，希腊总理埃莱乌塞里奥斯·韦尼

泽洛斯试图与保加利亚总理达成协议，然而，由于保加利亚人对希腊军队

的实力持怀疑态度，对抗奥斯曼帝国的防御联盟毫无结果。同年晚些时

候，即 1911 年 12 月，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同意在俄罗斯的严密监督下

开始谈判组建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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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条约于 1912 年 2 月 29 日/3 月 13 日签

署。塞尔维亚寻求扩展为“旧塞尔维亚”，正如米兰米洛瓦诺维奇在 1909 

年对保加利亚所指出的那样，“只要我们不与你结盟，我们的对克罗地亚人

和斯洛文尼亚人的影响将是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保加利亚希望在两国

影响下实现马其顿地区的自治。时任保加利亚外交部长斯特凡·帕普里科

夫将军1909 年指出，“很明显，如果不是今天，那么明天，最重要的问题

将再次成为马其顿问题。无论发生什么，如果没有巴尔干国家或多或少的

直接参与，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记

下在战争取得胜利后应划分奥斯曼领土。更具体地说，保加利亚将获得罗

多皮山脉和斯特里莫纳河以东的所有领土，而塞尔维亚将获得斯卡杜山北

部和西部的领土。 

 

 

希腊和保加利亚之间的联盟条约最终于 1912 年 5 月 16 日/29 日签署，

但没有规定任何具体的奥斯曼领土划分。1912年夏天，希腊着手与塞尔维

亚和黑山签订“君子协定”。尽管与塞尔维亚的联盟协定草案于 10 月 22 

日提交，但由于战争爆发，正式协定从未签署。结果，除了与奥斯曼帝国

作战的共同事业外，希腊没有获得任何领土或其他承诺。 

 

 

1912 年 4 月，黑山和保加利亚达成协议，包括在与奥斯曼帝国发生战争

时向黑山提供财政援助。如前所述，不久之后与希腊达成了绅士协议。到9

月底，黑山和塞尔维亚之间达成了政治和军事联盟。到1912年9月下旬，保

加利亚与塞尔维亚、希腊和黑山建立了正式的书面联盟。塞尔维亚和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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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签署了正式联盟，而希腊-黑山协定和希腊-塞尔维亚协定基本上是口头

的“君子协定”。所有这些都完成了巴尔干联盟的形成。 

 

 

===================================== 

 

 

巴尔干联盟 

 

 

当时，巴尔干国家已经能够维持数量众多且渴望采取行动的军队，因为他

们渴望解放家园的奴隶状态。保加利亚军队是联军的领导军队。这是一支

训练有素、装备齐全的军队，能够对抗奥斯曼帝国军队。有人建议保加利

亚军队的大部分将在色雷斯战线，因为预计奥斯曼首都（君士坦丁堡）附

近的战线将是最关键的战线。 

 

 

塞尔维亚军队将在马其顿前线行动，而希腊军队则被认为无能为力，没有

受到认真考虑。当时，巴尔干联盟只需要希腊的海军和其称霸爱琴海的能

力，以切断奥斯曼军队的海路增援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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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年 9 月 13 日/26 日，奥斯曼帝国在色雷斯的军事动员迫使塞尔维

亚和保加利亚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并下令进行自己的军事动员。9 月 17/30 

日，希腊也下令军事动员。9 月 25 日/10 月 8 日，在边界地位谈判失败

后，黑山向奥斯曼帝国宣战。9 月 30 日/10 月 13 日，塞尔维亚、保加

利亚和希腊大使向奥斯曼政府发出共同最后通牒，但立即遭到奥斯曼拒

绝。奥斯曼帝国从索非亚、贝尔格莱德和雅典撤回了大使，而保加利亚、

塞尔维亚和希腊的外交官则于 1912 年 10 月 4/17 日离开了奥斯曼首都

君士坦丁堡，发表了战争宣言。 

 

 

======================================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三个斯拉夫盟友（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黑山）制定了广泛的计划来协调

他们的战争努力，以继续进行他们的战前秘密移民定居计划，并在俄罗斯

的密切督导下（希腊不包括在内）。塞尔维亚和黑山将在桑贾克战区发动

进攻，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将在马其顿和色雷斯战区发动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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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处境十分艰难。其约 2600 万人口提供了大量人力资源，但

四分之三的人口和几乎所有的穆斯林部分都生活在帝国的亚洲部分。增援

必须主要通过海上从亚洲来，这取决于土耳其海军和希腊海军在爱琴海的

战斗结果。 

 

 

随着战争的爆发，奥斯曼帝国启动了三个陆军总部：君士坦丁堡的色雷斯

总部，萨洛尼卡的西部总部，和斯科普里的瓦尔达尔总部，——分别对抗

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奥斯曼的大部分可用部队都被分配到

这些战线。较小的独立单位被分配到其他地方，主要是在戒备森严的城市

周围。 

 

 

黑山是第一个在 10 月 8 日宣战的国家。它的主攻方向是斯库台，在新帕

扎尔地区进行次要行动。其余的巴尔干盟军在发出共同的最后通牒后，于

一周后宣战。保加利亚向东色雷斯进攻，仅在君士坦丁堡郊区的恰塔尔卡

线和加里波利半岛的地峡被拦截，而次要部队则占领了西色雷斯和东马其

顿。 

 

 

塞尔维亚向南进攻斯科普里和莫纳斯提尔，然后向西转向今天的阿尔巴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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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到达亚得里亚海，而第二支军队占领了科索沃并与黑山部队联系在一

起。希腊的主力部队从色萨利通过萨兰塔波罗海峡进攻马其顿。 

 

 

11 月 7 日，为响应奥斯曼帝国的倡议，他们开始就塞萨洛尼基的投降进

行谈判。希腊人已经在那里，保加利亚第 7 里拉师从北部迅速向塞萨洛尼

基移动。奥斯曼的哈桑·塔辛帕夏认为他的位置毫无希望。希腊人提供的

停战条件比保加利亚人更有吸引力。11 月 8 日，塔辛帕夏（Tahsin 

Pasha） 同意了条件，26,000 名奥斯曼帝国军队被转移到希腊军队管辖之

下、成为俘虏。在希腊人进入这座城市之前，一艘德国军舰迅速把前苏丹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带出塞萨洛尼基，从君士坦丁堡穿过博斯普鲁斯海

峡；他开始流亡。 

 

 

随着他们的军队进驻塞萨洛尼基，希腊人在东部和东北部建立了新的阵

地，包括尼格里塔。11月12日，希腊扩大其占领区并与塞尔维亚军队联手

向西北方向前进，而其主力则向东转向卡瓦拉，抵达保加利亚。另一支希

腊军队攻入伊庇鲁斯向约阿尼娜。 

 

 

在海军战线上，奥斯曼帝国舰队两次退出达达尼尔海峡，并在埃利和莱姆

诺斯海战中两次被希腊海军击败。希腊在爱琴海的主导地位使奥斯曼帝国

无法将计划中的军队从中东运送到色雷斯（对抗保加利亚人）和马其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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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战线。 

 

 

根据 EJ Erickson 的说法，希腊海军在色雷斯战役中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

用，尽管是间接的；在战争的最重要的开局回合中，在保加利亚战区，希

腊军队消灭了不少于三个色雷斯军团；这是奥斯曼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奥斯曼舰队战败后，希腊海军也自由解放了爱琴海诸岛。尼古拉·伊万诺

夫将军认为希腊海军的活动是巴尔干盟国军队获得全局成功的主要因素。 

 

 

1 月，在年轻军官成功发动政变后，奥斯曼帝国决定继续战争。在西色雷

斯前线的奥斯曼反击失败后，保加利亚军队在塞尔维亚军队的帮助下成功

征服了阿德里安堡，而希腊军队在比扎尼战役中击败奥斯曼帝国后成功占

领了约阿尼纳。在联合的塞尔维亚和黑山战区，黑山军队包围并夺取了斯

库台；——从而，经过近500年以后，结束了在Çatalca线以西的、奥斯曼

在欧洲的存在。 

 

 

1913 年 5 月 30 日 签订伦敦条约，战争正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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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前奏 

 

 

在西方国家向希腊和塞尔维亚施加压力后（此前，希腊和塞尔维亚推迟签

署与奥斯曼帝国的停战协定，以巩固其防御地位），《伦敦条约》于 1913 

年 5 月 30 日签署。该条约结束了巴尔干同盟军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

争。 

 

 

从这时起，西方大国有权决定必须进行的领土调整，甚至导致建立一个独

立的阿尔巴尼亚。属于奥斯曼帝国的所有爱琴海岛屿，除了因布罗斯和特

内多斯，都被移交给希腊人，包括克里特岛。 

 

 

此外，奥斯曼帝国在以诺-米底亚（Enez-Midye）线以西的所有欧洲领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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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让给巴尔干联盟，但联盟之间的领土划分不由条约本身决定。这一情况

导致在马其顿领土上形成两个“事实上的”军事占领区，因为希腊和塞尔维

亚试图建立共同边界。保加利亚人对他们的战利品不满意，因此，第二次

巴尔干战争在 1913 年 6 月 29 日晚上爆发，保加利亚在马其顿与塞尔维

亚和希腊军队对峙。 

 

 

======================================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尽管巴尔干盟国曾共同对抗共同的敌人，但这还不足以克服彼此之间的敌

对关系。在巴尔干联盟的原始文件中，塞尔维亚向保加利亚承诺了马其顿

的大部分地区。但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之前，塞尔维亚（违反了先前

的协议）和希腊透露了他们保留其军队占领的领土的计划。这一行为促使

保加利亚沙皇入侵他的盟友。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于 1913 年 6 月 29 日爆发。保加利亚袭击了昔日的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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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塞尔维亚和希腊，而黑山和奥斯曼帝国后来干预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从北部侵犯保加利亚，违反了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之间的、从前商定的和

平条约。 

 

 

当希腊军队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比保加利亚第 7 师提前一天进入塞萨洛

尼基时，他们被要求允许一个保加利亚营进入该市。希腊军队接受这个要

求，以换取允许希腊军旅单位进入色雷斯市。但是，进入塞萨洛尼基的保

加利亚部队是一个 18,000 人的师而不是营，这引起了希腊人的担忧，他

们认为这是保加利亚人试图在该市建立共管军事占领。在这种情况下，由

于色雷斯前线急需增援，保加利亚总部很快被迫将其大部分部队撤出该市

（而希腊人通过相互条约同意撤出他们在色雷斯的部队)、并将他们运送到 

Dedeağaç（现代亚历山德鲁波利斯）；但它仍然留下一个营，开始加固其

阵地。 

 

 

希腊还允许保加利亚人控制位于希腊占领区的塞萨洛尼基-君士坦丁堡铁

路，因为保加利亚已经控制了这条通往色雷斯的铁路的最大部分。在色雷

斯的军事行动结束后，果然像希腊所曾经担忧的那样，——保加利亚对其

在马其顿控制的领土不满意，立即要求希腊放弃对塞萨洛尼基和皮埃里亚

以北土地的控制，有效地交出所有爱琴海马其顿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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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可接受的要求，以及保加利亚在《伦敦条约》后、在结束了对奥斯

曼帝国的共同战争以后、仍然拒绝解散自己的军队，——让希腊感到震

惊，它决定也保持其军队的军事动员状态。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开始一个月后，塞萨洛尼基的保加利亚社区不复存在，

数百名保加利亚当地人被捕。一千三百名保加利亚士兵和大约五百名科米

塔吉斯人也被逮捕并转移到希腊监狱。 

 

 

1913 年 11 月，保加利亚人被迫承认他们的失败，因为希腊人对塞萨洛尼

基的主张获得了国际承认。 

 

 

同样，在北马其顿，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由于后者对瓦尔达尔马其顿

的抱负而造成的紧张局势在各自军队之间产生了许多事件，促使塞尔维亚

保持其军队的军事动员状态。 

 

 

塞尔维亚和希腊提议，这三个国家各自减少四分之一的军队，作为促进和

平解决的第一步，但保加利亚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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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 年 6 月 1 日，希腊和塞尔维亚看到了预兆，开始了一系列谈判，并

签署了一项条约。通过该条约，两国之间达成了共同边界，并达成了相互

军事外交、在遭受保加利亚或/和奥匈帝国袭击时互相帮助的情况。俄罗斯

沙皇尼古拉二世消息灵通，试图阻止即将于 6 月 8 日发生的冲突，向保

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国王发送了相同的个人信息，提议根据 1912 年塞尔维

亚-保加利亚条约的规定担任仲裁员。但保加利亚以接受俄罗斯仲裁为谈判

前提条件，实际上拒绝了任何讨论，导致俄罗斯放弃了从前与保加利亚的

军事结盟关系。 

 

 

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在战争前夕拥有军事优势，因为他们的军队在第一次

巴尔干战争中主要面对相对较弱的奥斯曼军队，伤亡相对较小，而保加利

亚人则在色雷斯参与了针对奥斯曼主力军队的惨烈战斗。塞尔维亚人和希

腊人有时间巩固他们在马其顿的阵地。另一方面，保加利亚人还拥有一些

优势，因为它控制内部交通和供应线。 

 

 

1913 年 6 月 29 日，萨沃夫将军在保加利亚沙皇斐迪南一世的直接命令

下，没有咨询保加利亚政府，也没有正式宣战，就向希腊和塞尔维亚发出

了进攻命令。1913年6月30日的晚上，他们在Bregalnica河袭击了塞尔维亚

军队，然后在尼格里塔袭击了希腊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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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军队抵抗了突如其来的夜间袭击，而大多数士兵甚至不知道他们

在与谁作战，因为保加利亚营地位于塞尔维亚人旁边，被视为盟友。黑山

的部队就在几公里外，也赶赴战场。保加利亚人的进攻被制止了。 

 

 

希腊军队也取得了成功。它按计划撤退了两天，而塞萨洛尼基则清除了剩

余的保加利亚团。然后，希腊军队在基尔基斯（Kukush）反击并战败了保

加利亚人，之后这个以保加利亚人为主的城镇被掠夺和焚烧。基尔基斯被

攻陷以后，希腊军队的步伐不够迅速。保加利亚军队因而得以在尼格里

塔，塞雷斯，Doxato，Sidirokastro报复希腊人。希腊军队随后分兵向两

个方向推进。部分继续向东前进、并且占领西部色雷斯。希腊军队的其余

部分前进到斯特鲁马河谷，在多伊兰和贝莱斯山的战斗中击败了保加利亚

军队，随后，继续向北进军索非亚。 

 

 

在克雷斯纳海峡，希腊人遭到了刚从塞尔维亚前线抵达的保加利亚第 2 和

第 1集团军的伏击，这些集团军在保加利亚于卡里曼奇取得胜利后已经在

那里占据了防御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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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7 月 30 日，希腊军队在数量上被反击的保加利亚军队大大超过；保加

利亚军队试图通过对希腊人的侧翼施加压力，以类似坎尼战役的方式包围

希腊人。希腊军队精疲力竭，面临后勤困难。这场战斗持续了 11 天，在 

7 月 29 日至 8 月 9 日之间进行；战线在超过 20 公里的森林和山脉迷

宫里面拉开，但战局却没有清晰结果。 

 

 

希腊国王看到他所战斗的保加利亚部队来自塞尔维亚前线，试图说服塞尔

维亚人重新进攻保加利亚战线，因为他们前面的战线现在更薄了，但塞尔

维亚人拒绝了。 

 

 

到那时，有消息说罗马尼亚人向索非亚进军，并且索菲亚即将沦陷。面对

合围的危险，希腊国王君士坦丁意识到他的军队不能再继续敌对行动了。

于是，他同意了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的提议，并接受了保加利亚

通过罗马尼亚传达的停战请求。 

 

 

罗马尼亚已于 7 月 10 日起兵并向保加利亚宣战，因为它从 6 月 28 日

起曾经正式警告保加利亚，由于保加利亚拒绝放弃西利斯特拉要塞，罗马

尼亚不会在新的巴尔干战争中保持中立。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之前，保加

利亚曾经向罗马尼亚承诺，将会把西利斯特拉要塞转交给罗马尼亚，以换

取罗马尼亚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的中立（即，不在巴尔干联军与奥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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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战斗的时候，趁机偷袭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的军队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当希腊人接受保加利亚的停战请求

时，他们已经到达距离索非亚市中心 11 公里（7 英里）的弗拉日德布

纳。 

 

 

看到保加利亚军队的军事情势，奥斯曼帝国决定进行攻击。他们发动了进

攻，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设法夺回了他们在 1914 年作为索非亚会议协

议的一部分正式割让给保加利亚的所有土地，即色雷斯及其设防的阿德里

安堡，重新夺回了欧洲的一块地区。这仅比土耳其共和国今天的欧洲领土

略大。 

 

 

====================================== 

 

 

战争期间西方国家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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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事态发展并没有被西方国家忽视。尽管欧洲西方

国家之间就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达成了官方共识，这导致对巴尔干国家

的严厉警告，但由于在该地区的利益冲突，他们各自采取了不同的外交方

式。结果，共同官方警告的任何可能的预防效果被混合的非官方信号取

消，未能阻止或停止战争： 

 

俄罗斯是建立巴尔干联盟的主要推动者，并将其视为未来与其竞争对手奥

匈帝国开战的重要工具。但它并不知道保加利亚对色雷斯和君士坦丁堡的

计划，这两个领土是保加利亚长期抱有的野心。 

 

1912 年，法国还没有做好与德国开战的准备，因此对巴尔干战争采取了完

全消极的立场，并坚定地告知其盟友俄罗斯，如果战争是由巴尔干联盟的

行动造成的，法国不会参与俄罗斯与奥匈帝国之间的潜在冲突。然而，法

国未能让英国参与共同干预以阻止巴尔干冲突。 

 

英国虽然官方上是奥斯曼帝国完整性的坚定支持者，但采取秘密外交措施

鼓励希腊加入联盟以抵消俄罗斯的影响。与此同时，它鼓励保加利亚人对

色雷斯的渴望，尽管英国政府向俄罗斯人保证了俄罗斯在那里的扩张，但

更喜欢保加利亚拥有色雷斯而不是俄罗斯拥有色雷斯。 

 

奥匈帝国为了争夺亚得里亚海的一个港口，并以牺牲奥斯曼帝国为代价寻

求向南扩张的途径，完全反对任何其他国家在该地区的扩张。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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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帝国也有自己的内部问题，大量斯拉夫人人口反对德匈帝国对多

民族国家的控制。塞尔维亚在奥地利控制的波斯尼亚方向上的扩张愿望已

不是秘密，被视为奥匈的敌人，也是俄罗斯阴谋的主要工具，这些阴谋是

奥地利斯拉夫臣民骚动的幕后推手。但奥匈帝国未能获得德国的支持以做

出坚定的反应。最初，德国威廉二世皇帝告诉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德国

准备在任何情况下支持奥地利——即使冒着世界大战的风险，但奥匈帝国

犹豫不决。最后，在1912 年 12 月 8 日的德意志帝国战争委员会中，一

致认为德国至少要到 1914 年中期才能做好战争准备，并向哈布斯堡家族

传递了这方面的说明。因此，当塞族人于 10 月 18 日加入对奥地利的最

后通牒并从阿尔巴尼亚撤出时，奥匈无法采取任何行动。 

 

已经深入参与奥斯曼内部政治的德国在官方立场上，反对对奥斯曼帝国发

动战争。但是，在她为中央大国赢得保加利亚的努力中（德国希望看到保

加利亚与德国和奥匈帝国亲近，而不是与英法或俄罗斯亲近），并看到奥

斯曼帝国解体的不可避免性，正在考虑用一个友好的大保加利亚取代奥斯

曼帝国的巴尔干地区（在德国的圣斯特凡诺边界上）；——德国的这个想

法是基于关于保加利亚国王的德国血统和他的反俄情绪。 

 

 

对于俄罗斯而言，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是一个灾难性的打击。俄罗斯在巴尔

干地区的政策，在这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专注于获得“温暖的海洋”。首

先，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标志着巴尔干联盟的结束；巴尔干联盟是俄罗斯对

抗奥匈帝国的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俄罗斯在冲突中被迫采取

明显的亲塞尔维亚立场，主要是由于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之间在土地分割

问题上存在分歧，导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两国永久分裂。因此，保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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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恢复其从前的策略，更加亲近奥匈、德国中央帝国，并与他们一同持反

塞尔维亚的阵线立场（以对付塞尔维亚的强烈民族主义）。 

 

 

结果，塞尔维亚在军事上被孤立，单独对抗其竞争对手奥匈帝国，这一发

展最终在一年后的战争中注定了塞尔维亚的命运。但是，最具破坏性的

是，新形势有效地束缚了俄罗斯的外交政策：1913 年之后，俄罗斯无法承

受失去在这一关键领域的最后一个盟友，因此在 1914 年塞尔维亚和奥地

利之间的危机爆发时，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无条件地支持塞尔维亚。这

一立场不可避免地将俄罗斯卷入了一场给她带来毁灭性后果的世界大战，

尽管她并不情愿，因为与其他任何大国相比，她对该事件的准备（在军事

和社会上）都不足。 

 

 

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领土急剧扩张、大幅增加的民族主义愿望、以及塞尔

维亚不断上升的地位感到震惊，特别是涉及到奥匈帝国境内的斯拉夫人

口。德国也有这种担忧，将塞尔维亚视为俄罗斯的卫星。这极大地促进了

两个中央大国尽快与塞尔维亚（以及其背后的俄罗斯）开战的意愿。 

 

 

最后，当一个塞尔维亚支持的组织暗杀奥匈帝国王位继承人，引发了 1914 

年7 月危机，没有人能够阻止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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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 

 

 

布加勒斯特条约 

 

 

这场历时九个月的泛巴尔干战争的尾声主要是由 1913 年 8 月 10 日的布

加勒斯特条约为标志。在罗马尼亚代表的主持下，希腊、塞尔维亚、黑山

和保加利亚的代表抵达布加勒斯特以解决谈判问题。奥斯曼帝国的参加请

求被拒绝，理由是会谈将严格处理巴尔干盟国之间的问题。俄罗斯、德

国、奥匈大国保持着非常有影响力的存在，但他们并没有主导整个过程。

该条约划分了马其顿，改变了巴尔干边界，并建立了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国

家。塞尔维亚获得了马其顿东北部的领土，与保加利亚建立了东部边界，

并获得了新巴扎尔桑贾克的东半部，其规模扩大了一倍。黑山获得了新巴

扎尔的桑贾克的西半部，并确保了与塞尔维亚的边界。希腊通过获得伊庇

鲁斯南部、马其顿南部（最大的部分），包括其东部边境的城市港口卡瓦

拉，将其规模扩大了一倍。更重要的是，除了多德卡尼斯之外，爱琴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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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被希腊王国获得，克里特岛统一完成并建立政府体系。罗马尼亚获得了

多布鲁哈省的南部。最后，尽管被击败，保加利亚还是设法从第一次巴尔

干战争中获得了一些领土。保加利亚包围了马其顿的一部分，包括斯特鲁

姆尼察镇和色雷斯西部，拥有 70 英里的爱琴海沿岸，包括港口城镇亚历

山德鲁波利斯。 

 

 

最后条约 

 

 

保加利亚代表随后在君士坦丁堡会见奥斯曼帝国进行谈判。保加利亚希望

收复东色雷斯失去的领土的希望破灭了，因为土耳其人保留了他们在反击

中重新夺回的土地。东部边界不接受 Ainos-Midia 直线；Lozengrad、

Lyule Burgas-Buni Hisar 和 Adrianople 地区归还奥斯曼帝国。1913年9

月30日君士坦丁堡条约签订后，保加利亚寻求与奥斯曼帝国结盟对抗希腊

和塞尔维亚（并支持他们对马其顿的主张）。 

 

 

随后，土耳其人和希腊人于 1913 年 11 月 14 日签订了雅典条约，结束

了他们之间的冲突。然而，希腊控制下的爱琴海群岛的地位仍存在疑问，

尤其是伊姆罗斯岛和特内多斯岛战略位置靠近达达尼尔海峡。即使签订了

这个条约，两国关系仍然非常糟糕，1914年春天几乎爆发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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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君士坦丁堡的第二项条约重建了塞尔维亚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关

系，正式结束了巴尔干战争。黑山从未与土耳其人签署协议。 

 

 

后果 

 

 

巴尔干战争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半岛的统治，除了色雷斯东部和君

士坦丁堡。青年土耳其人政权无法扭转他们帝国的衰落，但仍然掌权，并

于 1913 年 6 月建立了独裁政权。大批土耳其人从奥斯曼帝国失落的土地

上逃回到了奥斯曼帝国在小亚细亚的中心地带。到 1914 年，剩余的帝国

人口增加了约 250 万。估计的战争伤亡人数为， 122,000 人在战斗中丧

生，20,000 人受伤，82,000 人患病（根据苏联人口统计学家 Boris 

Urlanis 在Voini I Narodo-Nacelenie Europi 中的说法）。 

 

 

一个主要问题是这些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划分，这些领土居住着希腊人、保

加利亚人、阿曼尼亚人、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

和其他民族。新的阿尔巴尼亚国家建立在被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征服的土

地上。新国家成立后，希腊和塞尔维亚的军队被要求离开。希腊从未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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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伊庇鲁斯，塞尔维亚失去了亚得里亚海的广阔沿海。这一安排满足了意

大利和奥匈帝国限制一个更强大的塞尔维亚的愿望。 

 

 

在战争期间和之后，希腊舰队被证明是爱琴海唯一可观的海军力量，在达

达尼尔海峡阻止了土耳其舰队。希腊海军成功解放了希腊群岛并鼓舞了希

腊人的士气。然而，小亚细亚和本都的希腊人口面临着青年土耳其人政权

的愤怒，以禁运、流放、迫害以及最终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人口交换来应

对失败。 

 

 

遗产 

 

 

土耳其公民将巴尔干战争视为国家历史上的重大灾难 ( Balkan harbi 

faciası ) 。由于两次巴尔干战争，奥斯曼帝国失去了马里察河以西的所有

欧洲领土，从而划定了今天土耳其的西部边界。土耳其人控制的欧洲领土

的意外沦陷和突然放弃，在许多土耳其人中造成了心理创伤事件，导致帝

国本身在五年内最终崩溃。奥斯曼军队总参谋长纳齐姆帕夏对这次失败负

有责任，并于 1913 年 1 月 23 日在奥斯曼政变期间被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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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希腊人认为巴尔干战争是一段史诗般的成就。他们设法解放并获得

了自古以来希腊人居住的领土，并使希腊王国的规模扩大了一倍。与强大

的奥斯曼帝国以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军队相比，希腊军队人数很少且装

备简陋，但却赢得了非常重要的战斗，使其对欧洲和世界局势产生了重大

影响。希腊政坛上出现了两位伟大的人物，（1）总理埃莱夫塞里奥斯·韦

尼泽洛斯（Eleftherios Venizelos）——希腊外交政策背后的领导者；以

及，（2）王储（后来的国王）康斯坦丁一世——希腊陆军少将。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y_of_Rom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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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经济 

 

 

罗马尼亚的经济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高收入的、混合经济体，具有非常高

的人类发展指数和熟练的劳动力，按名义 GDP 总额在欧盟排名第 12 位，

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排名第7 位。 

 

 

罗马尼亚经济在全球排名第 35 位，年产值 (PPP) 为 5850 亿美元。近年

来，罗马尼亚的增长率在欧盟中名列前茅：2016 年为 4.8%，2017 年为 

7.1%，2018 年为 4.4%，2019 年为 4.1%。2019 年按购买力标准计算的人

均 GDP达到欧盟平均水平的 69%，高于 2007 年的 44%，是欧盟 27 国中

最高的增长率。 

 

 

罗马尼亚处于外国直接投资在中欧和东欧的领先目的地：——累计外来直

接投资在该国自1989年以来总计超过1700亿美元。罗马尼亚是中欧和东欧

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国。在过去的 20 年里，罗马尼亚也发展成为移动技

术、信息安全和相关硬件研究的主要中心。该国在IT和汽车生产等领域处

于区域领先地位。首都布加勒斯特，是东欧领先的金融和工业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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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前十大出口产品是车辆、机械、化工产品、电子产品、电气设

备、药品、运输设备、基本金属、食品、橡胶和塑料。与 2015 年相比，

2016 年商品和服务进口增长 9.3%，而出口增长 7.6%。预计 2017 年商品

和服务出口将增长 5.6%，而进口预计将增长 8.5%，——根据最新的 CNP

（国家预后委员会）预测。 

 

 

2018 年上半年，罗马尼亚的工业占当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33.6%。 

 

 

====================================== 

 

 

历史 

 

 

二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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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829 年阿德里安堡条约的签订，罗马尼亚的经济进入了现代化，结束

了几个世纪的土耳其控制。经济增长受到几个里程碑的刺激：1857 年石油

的发现和工业开采、1859 年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之间的政治联盟、土地

改革、采用当地货币列伊(1867)、国家独立 (1877)、以及在卡罗尔一世国

王的统治下建设广泛的铁路系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邻近的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解体后，几个讲罗马尼

亚语的省份（特兰西瓦尼亚、比萨拉比亚、巴纳特、布科维纳）与罗马尼

亚王国合并，形成了现代形式的罗马尼亚国家。 

 

 

激进的农业改革的应用和新宪法的通过创造了一个民主框架，并允许经济

快速增长（尽管受到罗马尼亚大萧条的影响，工业生产在 1923 年至 1938 

年间翻了一番）。 

 

 

二战前，罗马尼亚是欧洲第二大石油和食品生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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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时期 

 

 

1945年后，苏联占领的罗马尼亚成为东方集团的一员，转向苏联式的指令

经济。在此期间，该国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试图建立一个“多边发展的社

会主义社会”。1970 年代，外国信贷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增长，最终导致外

债不断增加，达到 110-120 亿美元的峰值。 

 

 

罗马尼亚的债务在 1980 年代通过实施剥夺罗马尼亚人基本消费品的严厉

紧缩措施而完全还清。1989 年，在罗马尼亚民主革命之前，罗马尼亚的国

内生产总值约为 8000 亿列伊，即 536 亿美元。该国国民总收入的大约 

58% 来自工业，另外 15% 来自农业。最低工资为 2,000 列伊，即 135 美

元。 

 

 

自由市场过渡 

 

 

共产主义时期的结束标志着经济急剧下滑的开始。罗马尼亚在全球经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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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从 1983 年的 0.8% 下降到 1993 年的 0.3%。 

 

 

工业私有化始于 1992 年。将约 6,000 家国有企业的 30% 股份转让给五

个私人所有制基金，其中每个罗马尼亚成年公民都获得所有权证书。其余 

70% 的企业所有权被转移到一个国家所有制基金，授权以每年至少 10% 的

速度出售其股份。私有化法还要求直接出售约 30 家特选企业和出售较大

企业的“资产”（即具有商业可行性的组成部分）。 

 

 

截至 2008 年，通货膨胀率为 7.8%，高于 2007 年的 4.8%，BNR估计2006

年的通胀率在 6% 以内（2007 年 3 月公布的同比CPI为 3.66%）。此外，

自 2001 年以来，经济以 6-8% 左右的速度稳步增长。因此，2008 年罗马

尼亚人均 GDP 的购买力平价估计在 12,200 美元至 14,064 美元之间。 

 

 

在尼古拉·齐奥塞斯库1988 年放弃最惠国待遇（非歧视性）贸易地位之

前，罗马尼亚是美国在中东欧最大的贸易伙伴。齐奥塞斯库的放弃行动导

致美国对罗马尼亚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作为新双边贸易协定的一部分，

美国国会批准于 1993 年 11 月 8 日恢复罗马尼亚最惠国待遇。1994 年 

2 月，随着罗马尼亚被纳入普惠制（GSP），大多数罗马尼亚产品的关税降

至零。罗马尼亚对美国的主要出口产品包括鞋履和服装、钢铁和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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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于 1992 年与欧盟签署了联合协定，并于 1993 年与欧洲自由贸

易联盟(EFTA)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将罗马尼亚进入欧洲市场的过程法典

化，并为进一步经济一体化建立了基本框架。罗马尼亚于2007年正式加入

欧盟。 

 

 

在齐奥塞斯库执政的后期，罗马尼亚从几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伊拉克，

获得了石油相关项目的重要合同。2005 年 8 月，罗马尼亚同意免除伊拉

克所欠的 17 亿美元债务中的 43%。当时伊拉克仍主要被美国领导的“自愿

联盟”的军队占领；使罗马尼亚成为巴黎富国俱乐部之外的第一个国家（该

俱乐部集体免除伊拉克的债务）。 

 

 

2000-07 年的增长得益于对欧盟的出口，主要是对意大利和德国的出口，

以及国内外投资的强劲复苏。随着利率下降以及信用卡和抵押贷款的增

加，国内需求在支撑增长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欧盟对罗马

尼亚产品的需求增加，占 GDP 2% 左右的经常账户赤字开始下降。加入欧

盟为结构性改革提供了进一步的动力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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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初，政府通过了增加增值税(VAT) 和收紧社会福利的资格，旨在到 

2006 年将公共财政差距缩小到 GDP 的 4%，但更困难的养老金和医疗改革

将不得不等到下次选举之后。国有银行Banca Comercială Română 的私有

化发生在 2005 年。大型企业之间的强化重组、金融部门的改善以及可用

欧盟资金的有效利用预计将加速经济增长。然而，罗马尼亚经济受到2007-

0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并在 2009 年收缩。 

 

 

共产主义之后，罗马尼亚需要资本注入、创业和管理技能，获得这些的最

快方式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 (FDI)。截至2018年，罗马尼亚的外国直接投

资总额为810亿欧元，其中63%（510亿）是绿地投资。2018 年按来源国排

名前十的 FDI 存量分别是：荷兰（23.9%）、德国（12.7%）、奥地利

（12.2%）、意大利（9.5%）、塞浦路斯（6.2%）、法国（6%）、瑞士

（ 4.5%）、卢森堡（4.2%）、比利时（2.2%）和英国（2.1%）。 

 

 

在罗马尼亚的投资 

 

 

投资水平仍高于欧盟平均水平。2016 年，投资占罗马尼亚 GDP 的近 

25%，而欧盟占 GDP 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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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成员资格 (2007)  

 

 

2007 年 1 月 1 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加入欧盟，使欧盟能够进入黑

海。这导致了一些直接的国际贸易自由化。罗马尼亚是代表超过 4.47 亿

消费者的欧洲单一市场的一部分。一些国内商业政策由欧盟成员国之间的

协议和欧盟立法决定。这与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形成对比。低利率保证了

投资和消费资金的可用性。例如，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从 2000 年左右开

始，至今仍未消退。与此同时，经济中的年度通货膨胀率是可变的，在 

2000 年代中期（2003-2008 年）的低点为 2.3%，高点为 7.8%。 

 

 

罗马尼亚于 2005 年 1 月 1 日通过了 16%的单一税率，以提高税收征收

率。罗马尼亚随后在欧盟享有最低的财政负担，直到保加利亚也在 2007 

年改用 10% 的统一税率。 自 2018 年以来，统一税率降至 10%。 

 

 

罗马尼亚 2016 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6%，是欧盟成员国中最高的。据彭博社

报道，该国的经济增长以 2008 年以来最快的速度增长。它现在被认为是

欧盟下一个科技创业中心国家。如今，罗马尼亚的数字基础设施排名高于

其他东欧和中欧国家，使其成为开展科技业务的一个有吸引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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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在 2000 年代，罗马尼亚的经济被称为“东欧之虎”。罗马尼亚是一个具有

巨大经济潜力的国家：超过 1000 万公顷的农业用地、多样化的能源

（煤、石油、天然气、水力、核能和风能），一个庞大的（有些老化的）

制造基地，以及黑海和山区旅游业的发展机会。 

 

 

投资 

 

 

根据国家统计局 (INS) 的数据，2018 年上半年罗马尼亚经济的净投资总

额为 336 亿列伊（72 亿欧元），比 2017 年同期增长 5.8%。 

 

 

同年（2018年）外商直接投资（FDI）为810亿，其中63%（510亿）为“绿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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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预算 

 

 

2017 年计划的国家预算为 4220 亿列伊（1030 亿美元），估计预算赤字

占 GDP 的 1.1%。 

 

 

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 

 

 

罗马尼亚的中上阶层不断壮大，人均收入相对较高。世界银行估计，2002 

年 99% 的城市人口和 94% 的农村人口用上了电。2004 年，91% 的城市人

口和仅 16% 的农村人口获得了改善的供水，94% 的城市人口获得了改善的

卫生设施。2017年，罗马尼亚约有2250万手机用户，约1800万有互联网接

入。 

 

 

2017 年 3 月，月平均工资总额为 3,256 列伊（716 欧元），月平均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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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为 2,342 列伊（515 欧元）。 

 

 

邻居 

 

 

各国倾向于从与发达市场共享边界中受益，因为这有利于贸易和发展。下

表列出了罗马尼亚的邻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两国之间的贸易价值。

2017 年，罗马尼亚 11.58% 的出口流向邻国；而12.95%的进口来自这五个

国家。相比之下，仅德国就占罗马尼亚出口的 23% 和进口的 20.1%。 

 

国家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现价美元）2018年  百分比差异 

匈牙利  16,731 +31.4 

罗马尼亚 12,919 

保加利亚 9,273 −24.6 

塞尔维亚 7,247 −41.1 

摩尔多瓦 3,227 −73.8 

乌克兰  3,095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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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的最低工资 

 

 

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罗马尼亚经济的最低总工资为 2,300 罗马尼亚

列伊（≈485 欧元）。对于从事需要接受高等教育的职位的员工，最低总

工资达到 2,350 罗马尼亚列伊（≈495 欧元）。相同的最低工资适用于年

资超过 15 年的员工。 

 

 

每个成年人的财富 

 

 

2018 年，瑞士信贷估计罗马尼亚成年人的财富中位数为6,658美元。每个

成年人的平均财富为 20,321 美元。 

 

 

在 1560 万罗马尼亚成年人中，62% 的财富低于 10,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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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 

 

 

罗马尼亚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2018年有超过1570万国内外游客。 

 

 

罗马尼亚的旅游业在 2020 年COVID-19 大流行期间遭受重创，2020 年外

国游客减少了 68%。 

 

 

罗马尼亚拥有极具文化价值的城市（布加勒斯特、康斯坦察、布拉索夫、

蒂米什瓦拉、克卢日纳波卡或阿尔巴尤利亚）、海滩和海滨度假胜地、滑

雪胜地以及保存完好的乡村地区，因其美丽和宁静而备受赞誉。罗马尼亚

有许多宗教圣地，每年接待成千上万名游客。 

 

 

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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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是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截至2006年，在罗马尼亚的管道网络包

括了2427公里原油管道，3850公里石油产品管道，以及3508公里天然气管

道。计划中还将建设几条新的管道系统，尤其是里海油田的纳布科管道系

统，这将是世界上最长的管道。罗马尼亚可以从康斯坦察-的里雅斯特管道

中获利40 亿美元。 

 

 

罗马尼亚拥有相当大的自然资源，包括煤、铁矿石、铜、铬、铀、锑、

汞、金、重晶石、硼酸盐、天青石（锶）、金刚砂、长石、石灰石、菱镁

矿、大理石、珍珠岩、浮石、黄铁矿（硫磺）、粘土、耕地和水电。 

 

 

罗马尼亚的矿产产量足以供应其制造业产出。能源需求也可以通过进口烟

煤和无烟煤以及原油来满足。2007年共开采煤炭约3400万吨、钨约4000

吨、铁矿石56.5万吨、锌矿石4.7万吨。还开采了少量的铜、铅、钼、金、

银、高岭土和萤石。 

 

 

能源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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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行业是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如Termoelectrica，Hidroelectrica

和Nuclearelectrica。化石燃料是该国的主要能源，其次是水力发电。 

 

 

罗马尼亚的核能 

 

 

由于依赖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天然气，该国自 1980 年代以来越来越重视

核能。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是罗马尼亚的唯一一个，虽然有计划在特兰西瓦

尼亚建立第二个，可能是2020年后。 

 

 

对于家庭取暖和烹饪，48% 的农村和小城镇家庭使用直接燃烧的固体燃料

（几乎完全是国产木材）作为主要能源。 

 

 

2008 年风电装机容量为 76 兆瓦（MW），和 2016 年为 3028 MW。该国拥

有东南欧最大的风电潜力，Dobruja被列为欧洲第二大风电建设地点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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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目前有超过 12,000 兆瓦的投资者连接请求。也有计划建造一些太

阳能发电站，例如Covaci 太阳能公园，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发电

站之一。 

 

 

物理基础设施 

 

 

由于罗马尼亚位于东南欧的战略位置，近年来罗马尼亚的交通量，特别是

货物运输量有所增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部分货运交通从铁路转向公

路。预计未来交通量将进一步强劲增长。 

 

 

截至 2020 年 12 月，914 公里高速公路正在使用中，其中一小部分 

Lugoj-Deva（介于 Margina 和 Holdea 之间）即将完工，而 Sibiu-

Pitesti 仍在招标中。其铁路网在共产主义时期被显著扩大，是欧洲第四

大。 

 

 

布加勒斯特是罗马尼亚唯一拥有地下铁路系统的城市，包括布加勒斯特地

铁和由Regia Autonomă de Transport Bucureti管理的轻轨系统。虽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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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41 年开始建设，但由于地缘政治因素，布加勒斯特地铁于 1979 年

才开通。现在它是布加勒斯特公共交通网络中访问量最大的系统之一，每

周平均载客量为 800,000 人次。该网络总共有 71 公里长，拥有 53 个站

点。 

 

 

经济部门 

 

 

天然气和自然资源 

罗马尼亚已成为天然气出口国。罗马尼亚科学家 Lazar Edeleanu 在世界

上第一次成功地用二氧化硫精炼油基产品，换言之，从一些碳氢化合物基

团的油中分离出来，而没有改变其化学性质。 

 

农业 

农业雇佣了大约 26% 的人口（欧洲最高的比例之一），并贡献了大约 

4.3% 的 GDP。特征在于广大的小麦农场。乳制品、猪肉、家禽和苹果生产

集中在西部地区。 

 

 

牛肉生产位于罗马尼亚中部，而水果、蔬菜和葡萄酒的生产范围从罗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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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中部到南部。罗马尼亚是许多农产品的生产大国，目前正在扩大其林业

和渔业产业。改革和实施乌拉圭回合中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已经

导致了经济农业部门的改革。 

 

 

渔业 

渔业是罗马尼亚东部部分地区和黑海沿岸的经济支柱，在康斯坦察、加拉

西和图尔恰等地拥有重要的鱼市场。欧洲鳀鱼、鲱鱼、鲱鱼、鲻鱼、虾虎

鱼、鳕鱼、长尾鲀、黑海鲢或竹荚鱼等渔类产业位于康斯坦察等港口地

区。 

 

 

由于欧盟的共同渔业政策限制了黑海过度捕捞、从而导致的可上岸渔获物

总吨位限制，罗马尼亚渔业就业人数大幅减少。随着海水渔业捕捞的减

少，商业养鱼场——尤其是鲑鱼养殖场，在罗马尼亚东部的河流和湖泊中

越来越突出。内陆水域盛产淡水鱼，如鲑鱼、鳟鱼，尤其是传统上最受欢

迎的鲤鱼，包括新鲜或罐装的卵( icre )。 

 

 

工业 

近年来，罗马尼亚在发展其工业部门方面取得了成功。2003 年工业和建筑

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 32%，即使不考虑相关服务业，这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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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也相当大。该部门雇用了 26.4% 的劳动力。罗马尼亚擅长汽车、机床和

化学品的生产。2013 年，罗马尼亚生产了约 410,997 辆汽车，高于 2000 

年的 78,165 辆。截至 2018 年，罗马尼亚汽车工业的营业额估计为 280 

亿欧元，该行业雇用了 230,000 名罗马尼亚人。 

 

 

2004 年，罗马尼亚是世界机床市场份额最大的国家之一（5.3%）。罗马尼

亚公司，如Dacia、Petrom、Rompetrol、Bitdefender、Romstal和

Mobexpert，已在该地区扩大了业务。然而，中小型制造企业构成了罗马尼

亚工业部门的主体。 

 

 

2007 年罗马尼亚的工业产值预计将增长 9%，而农业产值预计将增长 

12%。最终消费预计也将整体增长 11%——个人消费增长 14.4%，集体消费

增长 10.4%。国内需求预计增长12.7%。 

 

 

2009 年 12 月工业产值同比增长 6.9%，是欧盟 27 国中最高的（欧盟平

均为 -1.9%）。 

 

 



Page | 113  

 

罗马尼亚在欧洲从事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 工作的女性比例位居第三。他

们的劳动力中有 29% 是女性。 

 

 

服务业 

2003 年，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5%，该部门雇用了 51.3% 的

劳动力。服务的子组成部分是金融、租赁和商业活动（20.5%）；贸易、酒

店和餐厅以及交通（18%）；和其他服务活动（21.7%）。罗马尼亚的服务

业近年来有所扩大，雇用了约 47% 的罗马尼亚人，占 GDP 的一半多一

点。 

 

 

最大的雇主是零售业，雇佣了近 12% 的罗马尼亚人。零售业主要集中在数

量相对较少的、聚集在购物中心的连锁店。近年来兴起大商店，如科拉

（法国大型超市集团）和家乐福（法国的子公司），导致了这个行业的雇

员减少、和零售工作到郊区的迁移。 

 

 

生物技术产业 

罗马尼亚正在积极推动和发展其生物技术产业。该部门投资了数亿美元，

用于建设基础设施、资助研发和招募国际顶尖科学家到罗马尼亚。罗马尼

亚拥有世界上最新的具有竞争力的生物产业之一，在药物基因组学、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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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工程、糖工程、组织工程、生物信息学、基因组医学和预防医学等关键

领域。罗马尼亚正在投入大量资源发展大学和研发设施、增加生物创业初

创公司、发展生物集群（生物技术公司和机构社区）和开发人力资源，所

有这些都旨在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技术地区之一。 

 

 

地区差异 

罗马尼亚经济实力因地区而异。PPP 和人均 GDP 在布加勒斯特是最高的。

下表显示了其他 4 个地区的人均 GDP 最高值，数据由CNP提供。 

 

排名 地区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18年）（欧元） 

1 布加勒斯特 27,189 

2 蒂米什  13,996 

3 康斯坦察 13,608 

4 克鲁日  12,682 

5 布拉索夫 11,908 

 

人均 GDP 最高的是布加勒斯特和周边的伊尔福郡。在Timi、Arge、

Braşov、Cluj、Constanţa、Sibiu和Prahova 的数值远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有：Vaslui、Botoşani、Călăraşi、

Neamţ、Vrancea、Suceava、Giurgiu、Mehedinţi、Olt和Teleo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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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 

2017年，罗马尼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德国，其次是意大利。罗马尼亚的主

要进出口产品是电机、汽车及零部件和工业机械。虽然罗马尼亚进口大量

谷物粮食，但在其他农产品和食品方面基本上自给自足，因为在罗马尼亚

零售市场上销售的食品产品必须受到监管，因此罗马尼亚几乎不从其他国

家进口食品产品。 

 

 

罗马尼亚 2006 年进口粮食 24 亿欧元，比 2005 年增长近 20%，当时进

口额略高于 20 亿欧元。欧盟是罗马尼亚在农产品贸易方面的主要合作伙

伴。对这个目的地的出口占64%，从欧盟国家进口占54%。其他重要的合作

伙伴是CEFTA国家、土耳其、摩尔多瓦共和国和美国。尽管后共产主义时代

的军火工业有所下降，但罗马尼亚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装备出口国，2007 年

占世界总量的 3-4%。所有欧盟成员国在世贸组织中由一名官员代表。 

 

 

2010 年头四个月，罗马尼亚的出口增长了 21%，是欧盟增幅最大的国家之

一。贸易逆差约为 20 亿欧元，在欧盟中排名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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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数据 

可以使用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的家庭 

座机电话– 76% (2017) 

移动电话– 115% (2017) 

宽带普及率 

79% (2019)  

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个人 

计算机– 74% (2017) 

互联网– 87% (2017)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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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lour_revolution 

 

 

颜色革命 

 

 

世界媒体使用“颜色革命”一词来描述21 世纪初在前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巴尔干地区的几个国家发展起来的各种与共产主义相关的运动。这个词

也被应用于其他地方的几次革命，包括中东和亚太地区，从 1980 年代到 

2010 年代。一些观察家（如贾斯汀雷蒙多和迈克尔林德）称这些事件为革

命性的浪潮，其起源可以追溯到 1986 年菲律宾的人民力量革命（也称为

“黄色革命”）。 

 

 

颜色革命的参与者大多使用非暴力抵抗。示威、罢工和干预等方法旨在抗

议政府。颜色革命运动通常与作为其象征的特定颜色或花朵联系在一起。

颜色革命以非政府组织(NGO)的重要作用而著称，尤其是学生活动家在组织

创造性的非暴力抵抗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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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运动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例如，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推土机

革命（2000 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3 年）和乌克兰的橙色革命

（2004 年）中。在大多数但并非所有情况下，大规模街头抗议发生在有争

议的选举或要求公平选举之后。它们导致了被认为是抗议对象的政府领导

辞职或独裁被推翻。有些事件虽然被称为“颜色革命”，但在某些基本特征

上与上述情况不同。例子包括黎巴嫩的雪松革命(2005) 和科威特的蓝色革

命 (2005)。 

 

 

俄罗斯、中国和越南的政府观点几乎相同，认为颜色革命是美国和其他西

方国家阴谋诡计的产物，对其公共和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 

 

 

黄色革命   

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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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菲律宾的人民力量革命（也称为“ EDSA ”或“黄色”革命）是当代第

一次成功的非暴力起义。这是反对当时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统治的和平

示威的高潮——在 1983 年反对派参议员小贝尼尼奥·阿基诺( Benigno 

S. Aquino, Jr.)被暗杀后，所有示威活动都增加了。  

 

 

1986 年 2 月 7 日有争议的提前选举，和强大的菲律宾天主教会的呼吁，

导致了2 月 22 日至 25 日在马尼拉大都会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革命

标志性的 L 形手势 来自菲律宾语的“人民力量”的首字母缩写。后来武装

部队加入的黄衣抗议者驱逐了马科斯，并任命阿基诺的遗孀科拉松为该国

第十一任总统，迎来了现在的第五共和国。 

 

 

====================================== 

 

 

椰子革命   

巴布亚新几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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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干维尔长期存在的分裂主义情绪最终导致了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冲突。

布干维尔岛的居民组建了布干维尔革命军，与政府军作战。1998年4月20

日，巴布亚新几内亚结束内战。2005年，巴布亚新几内亚给予布干维尔自

治权。 

 

 

====================================== 

 

 

天鹅绒革命 

捷克斯洛伐克  

 

 

1989 年，学生（主要来自查尔斯大学）的和平示威遭到警方袭击——最终

导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政府垮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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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土机革命   

南斯拉夫 

 

 

2000 年的“推土机革命”导致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被推翻。这些示威通常

被认为是随后和平革命的第一个例子。然而，塞尔维亚人采用的方法已经

在保加利亚（1997 年）、斯洛伐克（1998 年）和克罗地亚（2000 年）的

议会选举中使用，其特点是通过投票运动和政治反对派的统一进行公民动

员。 

 

 

全国范围内的抗议者没有采用颜色或特定符号；然而，口号“ Gotov je ”

（塞尔维亚语西里尔文：Готов је，英文：He is done——“他完了”) 确实

成为庆祝任务完成的善后符号。 

 

 

尽管有共同之处，但许多其他人将格鲁吉亚称为“颜色革命”系列最明确的

开端。示威活动得到了青年运动Otpor！的支持，其中一些成员参与了后来

其他国家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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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革命 

格鲁吉亚 

 

 

继2003 年有争议的选举之后，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导致爱德华·谢瓦尔德

纳泽被推翻，并在 2004 年 3 月举行新选举后由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取

而代之。克马拉公民抵抗运动支持玫瑰革命。 

 

 

===================================== 

 

 

第二次玫瑰革命   

阿贾拉（格鲁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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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之后，阿扎尔危机（有时也被称为“第二次玫瑰革命”

或“迷你版玫瑰革命”）导致政府主席阿斯兰·阿巴希泽下台。 

 

 

===================================== 

 

 

橙色革命 

乌克兰 

 

 

乌克兰橙色革命发生于2004年有争议的第二轮的乌克兰总统选举之后。革

命导致该轮结果的废止；重新进行一轮以后，反对党领袖尤先科选票数胜

过亚努科维奇，成为乌克兰新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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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革命   

伊拉克 

 

 

紫色革命这个名字首先被一些充满希望的评论员使用，后来被美国总统乔

治·W·布什用来描述2005 年伊拉克立法选举后伊拉克民主的到来，并有

意将其与橙色和玫瑰革命相提并论。然而，“紫色革命”这个名字并没有在

伊拉克、美国或其他地方得到广泛使用。这个名字来自选民的食指被染色

以防止欺诈性多重投票的颜色。这个词首次出现在 2005 年 1 月选举之后

不久，出现在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的个人的各种网络博客和社论中。在美

国总统乔治·W·布什于 2005 年 2 月 24 日访问斯洛伐克共和国布拉迪

斯拉发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峰会期间，该术语得到了最广

泛的使用。布什说：“最近，我们目睹了自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以及现在伊拉克的紫色革命。”  

 

 

===================================== 

 

 

郁金香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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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有时也被称为“粉红革命”）比上述所有和平

事件都更加暴力，并且发生在有争议的2005 年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之

后。同时，它比以前的“颜色”革命更加支离破碎。不同地区的抗议者采用

粉红色和黄色进行抗议。这场革命得到了青年抵抗运动KelKel 的支持。 

 

 

====================================== 

 

 

雪松革命   

黎巴嫩  

 

 

2005 年 2 月至 4 月期间黎巴嫩的雪松革命不是关于一场有争议的选举，

而是关于 2005 年反对派领导人拉菲克·哈里里被暗杀。此外，人民要求

结束叙利亚对黎巴嫩的占领。尽管如此，它的一些元素和抗议中使用的一

些方法已经足够相似，以至于媒体和评论员经常将其视为一系列“颜色革

命”之一。在黎巴嫩的雪松是国家的象征，而革命因此得名。和平示威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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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黎巴嫩国旗中的白色和红色。抗议导致2005 年 4 月叙利亚撤军；叙利

亚结束了他们在那里近 30 年的军事存在，尽管叙利亚在黎巴嫩保留了一

些影响力。 

 

 

===================================== 

 

 

蓝色革命   

科威特 

 

 

蓝色革命是一些科威特人用来指代科威特自 2005 年 3 月开始的支持妇女

选举权的示威活动的术语；它以抗议者使用的标志颜色命名。同年 5 月，

科威特政府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从 2007 年议会选举开始给予妇女投票

权。由于没有改变政权的呼声，所谓的“蓝色革命”不能归类为真正的颜色

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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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仔裤革命   

白俄罗斯 

 

 

在白俄罗斯，发生了多次反对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抗议活动，学生

团体Zubr 也参与其中。一轮抗议于 2005 年 3 月 25 日达到高潮；这是

一场自我宣称的效仿吉尔吉斯斯坦革命的尝试，涉及一千多名公民。然

而，警方严厉镇压，逮捕了30多人，并监禁了反对派领导人米哈伊尔·马

里尼奇。 

大约一年后，即 2006 年 3 月 19 日，总统选举后不久，第二轮规模更大

的抗议活动开始了。官方结果显示，卢卡申科以 83% 的选票获胜；抗议者

声称结果是通过欺诈和恐吓选民取得的，这一指控得到了许多外国政府的

回应。抗议者在下周在明斯克的十月广场扎营，以各种方式呼吁卢卡申科

辞职、竞争对手候选人阿拉克桑达尔·米林基耶维奇的就职以及新的、公

平的选举。 

 

 

在 2006 年的抗议活动中，有人称之为“牛仔裤革命”或“牛仔革命”，蓝色

牛仔裤被认为是自由的象征。一些抗议者将牛仔裤剪成丝带挂在公共场

所。据称，Zubr 负责创造了这个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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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申科过去曾说过：“在我们国家，不会发生粉红色或橙色、甚至香蕉革

命。” 最近，他说，“他们[西方]认为白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迎接一些‘橙色’

或者‘蓝色’或‘矢车菊蓝’革命。这样的‘蓝色’革命是我们最不需要的事情。” 

2005年4月19日，他进一步评论说：“所有这些颜色革命都是纯粹的土匪活

动。”  

 

 

====================================== 

 

 

藏红花革命   

缅甸 

 

 

在缅甸，佛教僧侣（上座部佛教【即“小乘佛教”】僧侣通常穿藏红花色）

成为抗议的先锋后，一系列反政府抗议被媒体称为藏红花革命。之前的一

次由学生领导的革命，即1988 年 8 月 8 日的8888 起义，与颜色革命有

相似之处，但遭到了暴力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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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集会 

马来西亚 

 

 

吉隆坡发生了一系列示威抗议活动。“清廉与公平选举联盟”组织了这些活

动。此联盟的支持者是Pakatan Rakyat，马来西亚三个最大的反对党之

一。但是，这些示威抗议活动被政府视为非法。“清廉与公平选举联盟”希

望在马来西亚推动自由与公正的选举，要求马来西亚国家选举委员会规范

选民名单，改革邮寄选票办法，使用不可涂改墨水，引入最低21天选举

期，允许所有党派可以在媒体上自由发声，并结束选举欺诈。 

 

 

===================================== 

 

 

葡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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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多瓦 

 

 

据报道，在2005 年摩尔多瓦议会选举的后续行动中，反对派希望并敦促发

生某种类似于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而基督教民主人民党则采用橙色作为其

颜色，明确提及乌克兰事件。 

 

 

由于该国葡萄园数量众多，因此推测此类事件的名称是“葡萄革命”。然

而，在执政团体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后，这种革命未能实现。对此给出了许

多原因，包括反对派的分裂以及政府已经采纳了许多可能团结反对派的政

治立场（例如亲欧和反俄立场）这一事实。此外，欧安组织选举监测报告

宣布，选举本身比发生类似革命的其他国家更公平，尽管独联体监测团强

烈谴责它们。 

 

 

摩尔多瓦2009年议会选举以后，有很多内乱，因为反对党声称共产党在选

举过程中做了手脚。最终，反对党派联合起来、“欧洲一体化联盟”创建了

一个执政联盟，将共产党推下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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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运动   

伊朗 

 

 

绿色运动是一个广泛用于描述2009-2010 年伊朗选举抗议活动的术语。抗

议活动始于 2009 年，即颜色革命的主要浪潮几年后。与很多其他发生颜

色革命的国家一样，伊朗的抗议活动始于有争议的选举，即2009 年伊朗总

统选举。 

 

 

抗议者采用绿色作为他们的象征，因为它曾是总统候选人米尔-侯赛因穆萨

维的竞选颜色，许多抗议者认为他实际上赢得了选举。然而，穆萨维和他

的妻子在没有任何法庭审判的情况下被软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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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瓜革命   

吉尔吉斯斯坦 

 

 

2010 年的吉尔吉斯革命（有时也称为“甜瓜革命”）导致总统库尔曼别

克·巴基耶夫( Kurmanbek Bakiyev)下台。死亡总数应为2,000。 

 

 

===================================== 

 

 

茉莉花革命   

突尼斯 

 

 

茉莉花革命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术语，用来指称突尼斯革命。茉莉花革命导

致本·阿里总统下台和阿拉伯之春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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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花革命   

埃及 

 

 

莲花革命是各种西方新闻媒体用来描述2011 年埃及革命的一个术语，该革

命迫使穆巴拉克总统于 2011 年下台，这是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之后阿拉伯

之春的一部分。莲花被称为代表复活、生命和古埃及太阳的花。不确定是

谁给了这个名字，而阿拉伯媒体的专栏作家 Asharq Alawsat 和著名的埃

及反对派领导人 Saad Eddin Ibrahim 声称将其命名为莲花革命。“莲花革

命”一词后来在 CNN 等西方新闻媒体中变得普遍。其他名称，如“白色革

命”和“尼罗河革命”，也被使用，但与莲花革命相比使用得不多。莲花革命

这个词在阿拉伯世界很少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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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革命   

巴林 

 

 

2011年2月，巴林也受到突尼斯和埃及抗议活动的影响。巴林长期以来以珍

珠和巴林特产而闻名。此外，麦纳麦的珍珠广场是示威活动开始的地方。

巴林人民也在广场周围抗议。起初，巴林政府对人民承诺进行改革。然

而，当政府的诺言没有兑现时，人们又反抗了。在此过程中，发生了流血

事件（2011 年 3 月 18 日）。之后，在巴林举行了一次小型示威。 

 

 

====================================== 

 

 

咖啡革命   

也门 

 

 

2011 年，也门开始了一场反政府抗议活动。也门人民试图除去阿里·阿卜

杜拉·萨利赫 (Ali Abdullah Saleh) 的统治者职务。11 月 24 日，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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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决定移交政权。2012年，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

逃往美国（2月27日）。 

 

 

===================================== 

 

 

中国茉莉花革命   

中国 

 

 

2011 年 2 月 17 日首次出现在美国中文网站（博讯网）的呼吁中国进行

“茉莉花革命”、并在中国国内社交网站上重复的呼吁，导致中国境内互联

网搜索“茉莉花”被屏蔽。中国政府2011 年 2 月 20 日在北京市中心的 13 

个指定抗议地点之一的麦当劳等指定抗议地点部署大量警察。人群聚集在

那里，但他们的动机不明确。海外相关发起的中文网站在此期间经历了网

络攻击，无法访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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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革命   

俄罗斯 

 

 

抗议于 2011 年 12 月 4 日在首都莫斯科开始，反对议会选举的结果，导

致 500 多人被捕。12月10日，全国数十个城市爆发抗议活动；几个月后，

它们在国内外传播到数百个城市。“雪革命”一词源于 12 月——革命开始

的月份——以及抗议者佩戴的白丝带。 

 

 

===================================== 

 

 

多彩革命   

马其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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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示威者向首都斯科普里的政府大楼投掷不同颜色的彩弹，许多反对马

其顿总统 乔治·伊万诺夫和马其顿政府抗议活动的分析人士和参与者将其

称为“彩色革命”。 

 

 

====================================== 

 

 

天鹅绒革命（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 

 

 

2018 年，议会成员尼科尔·帕希尼扬( Nikol Pashinyan ) 领导了一场和

平革命，反对提名谢尔日·萨尔基相( Serzh Sargsyan)为亚美尼亚总理。

此前，萨尔基相已经担任亚美尼亚总统和总理，但他取消了原本应有的任

期限制。 

 

 

由于担心萨尔基相连续第三任担任亚美尼亚政府最有权势的职位给他太大

的政治影响，全国各地都发生了抗议活动，特别是在埃里温。在亚美尼亚

侨民聚集的其他国家也发生了声援抗议者的示威活动。在抗议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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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hinyan 于 4 月 22 日被捕并被拘留，但第二天被释放。萨尔基相辞去

总理职务，他的共和党决定不推举候选人。在选举举行之前，萨尔基相的

政党中选出了一名临时总理。抗议活动持续了一个多月。在整个革命期

间，埃里温的和平抗议人群规模为 115,000 至 250,000 人，数百名抗议

者被捕。帕希尼扬（Pashinyan）将这一事件称为天鹅绒革命。后来，议会

进行投票，帕希尼扬成为亚美尼亚总理。 

 

 

===================================== 

 

 

十月革命   

黎巴嫩 

 

 

黎巴嫩发生了一系列民间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是由政府计划实行的汽

油、烟草、网络电话税额触发，但很快扩大到全国范围的抗议。抗议的内

容包括，党派统治，经济停滞，失业（在2018达到46％），公共部门的地

方性腐败，立法（被认为偏袒统治阶层），以及政府未能提供电力、水和

卫生设施等基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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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塔革命   

玻利维亚 

 

 

在2019年选举之后，在现任总统埃沃·莫拉莱斯重新当选的情况下，全国

各地爆发了抗议活动，声称选举欺诈。美洲国家组织的一份报告也报告了

欺诈行为，但后来受到一些研究人员的质疑。在军方施压后，莫拉莱斯和

他的许多支持者辞职，一个临时政府接任。包括阿涅斯临时政府在内的一

些人称这些事件为“皮蒂塔革命”。一些分析家，尤其是莫拉莱斯的支持

者，称之为颜色革命。 

 

 

====================================== 

 

 

拖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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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 

 

 

在经过2020年的白俄罗斯总统选举后，现任总统卢卡申科再次当选。抗议

活动开始爆发，声称选举欺诈。主要反对党候选人斯维亚特兰娜·齐哈努

斯卡娅( Sviatlana Tsikhanouskaya)宣布自己获胜，称她以大比分获胜。

随后她成立了“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被欧洲议会承认为合法的临时政

府。截至 2020 年 12 月，一些媒体称革命失败了，因为卢卡申科设法阻

止了像乌克兰在2013年所发生的事情。 

 

 

=================================================================

================================================= 

 

 

影响因素 

 

 

反共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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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提到了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初中欧和东欧一系列革命的影响，

特别是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它促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

义政府的垮台。然而，和平主义花卉意象的根源可能更进一步追溯到1974 

年 4 月葡萄牙人民反抗威权政府的和平非暴力“康乃馨革命”（当时人们佩

戴康乃馨），以及 1986 年在菲律宾的黄色革命（当时示威者向驾驶装甲

坦克的军事人员献上和平花）。 

 

 

学生运动 

 

 

其中第一个学生运动组织是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Otpor！（“抵抗！”）

运动组织，于 1998 年 10 月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成立，并在科索沃战争期

间开始抗议米洛舍维奇。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是反米洛舍维奇示威活动的

老手，例如1996-97 年的抗议活动和1991 年 3 月 9 日的抗议活动。许多

成员被警察逮捕或殴打。尽管如此，在 2000 年 9 月的总统竞选期间，

Otpor! 发起了Gotov je（“他完了”）运动，激起了塞尔维亚人对米洛舍维

奇的不满，并导致他选举失败。 

 

 

Otpor ！的成员启发和培训了相关学生运动的成员，包括格鲁吉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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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ara、乌克兰的 Pora 、白俄罗斯的Zubr、阿尔巴尼亚的MJAFT！。正如

吉恩·夏普( Gene Sharp ) 的著作中所提倡和解释的那样，这些团体在非

暴力抵抗中一直是明确而谨慎的。他们组织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对南斯拉夫

联盟共和国、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成功至关重要，因其丰富多彩和在反对

专制领导人的过程中使用嘲讽幽默而引人注目。 

 

 

===================================== 

 

 

批判性分析 

 

 

国际地缘政治学者保罗·博尔特和夏丽尔·N·克罗斯的分析是，“莫斯科

和北京关于颜色革命对国内外潜在安全威胁的看法几乎没有区别，两国都

认为这些革命运动是由美国策划的。美国及其西方民主伙伴推进地缘政治

野心。”  

 

 

俄罗斯评估 

 



Page | 143  

 

 

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安东尼科德斯曼的说法，俄罗斯军事领导人将

“颜色革命”视为一种“新的美国和欧洲的战争方法，其重点是在其他国家创

造破坏稳定的革命，以此作为一种以低成本和最小伤亡为他们的安全利益

服务的手段。”  

 

 

俄罗斯的政府人物，如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2012 年上任）和外交部长

谢尔盖拉夫罗夫（2004 年上任）将颜色革命描述为外部推动的行为，其明

确目标是影响破坏稳定的内政经济，与法律相冲突，代表了一种新的战争

形式。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俄罗斯必须防止颜色革命：“我们看到所谓的

颜色革命浪潮导致了什么样的悲惨后果。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教训和警

告。我们应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免俄罗斯发生类似的事情”。 

 

 

2015 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的总统令引用了“外国支持的国家安全威

胁”，包括“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利用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

的激进公共协会和团体、外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金融和经济结构以及个

人的活动，重点是破坏俄罗斯联邦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破坏国内政治稳定

和社会形势——包括通过煽动“颜色革命”——以及破坏俄罗斯传统的宗教

和道德价值观 

 

 



Page | 144  

 

中国政府观点 

 

 

2015年政策白皮书“中国的军事战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其中说

道，“反中国势力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努力在这个国家煽动‘颜色革命’。”  

 

 

====================================== 

 

 

革命模式 

 

 

迈克尔麦克福尔确定了颜色革命中常见的成功政治革命的七个阶段： 

 

1.半专制而不是完全专制的政权 

2.不受欢迎的现任 

3.团结而有组织的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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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能够快速了解投票结果被伪造的观点 

5.有足够的独立媒体向公民通报虚假投票 

6.能够动员数万或更多示威者抗议选举舞弊的政治反对派 

7.政权强制力之间的分歧 

 

 

===================================== 

 

 

其他国家的反应和相关运动 

 

 

==== 

 

 

亚美尼亚 

2005年4月，亚美尼亚新时代政党领导人阿拉姆·卡拉佩特扬宣布他打算开

始“自下而上的革命”，称现在人们已经看到了独联体的发展情况，情况有

所不同。他补充说，亚美尼亚革命将是和平的，但没有色彩。2008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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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尼亚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亚美尼亚公民举行示威反对非法选

举。 

 

 

==== 

 

 

阿塞拜疆 

2005 年年中，受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启发，阿塞拜疆发起了几个运动。一

个自称Yox！的青年团体（这意味着“不！”），宣布反对政府腐败。约克斯

的首领说，与 Pora 或Kmara不同，他不仅要改变领导层，还要改变阿塞拜

疆的整个治理体系。Yox 运动选择了绿色作为颜色。 

 

阿塞拜疆企图发动颜色革命的先锋是 Yeni Fikir（“新思想”），这是一个

与反对党 Azadlig（自由）集团密切结盟的青年团体。与 Magam（“It's 

Time”）和 Dalga（“Wave”）等团体一起，Yeni Fikir 故意采用了格鲁吉

亚和乌克兰颜色革命团体的许多策略，甚至借用了乌克兰革命中的橙色。 

 

2005 年 11 月，抗议者走上街头，挥舞着橙色旗帜和横幅，抗议政府在最

近的议会选举中的欺诈行为。阿塞拜疆的颜色革命最终因 11 月 26 日的

警察骚乱而告终，在此期间，数十名抗议者受伤，也许数百人被催泪瓦斯

和高压水枪喷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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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加拉国 

2013 年 2 月 5 日，抗议活动在Shahbag开始。随着要求判处无期徒刑的

穆拉（Abdul Quader Mollah）死刑，抗议活动后来蔓延到孟加拉国其他地

区，其他人被孟加拉国国际犯罪法庭判定犯有战争罪。那天，国际刑事法

庭判处穆拉终身监禁，因为他被判六项战争罪中的五项罪名成立。后来的

要求包括禁止孟加拉国伊斯兰运动党参加政治，包括抵制支持（或附属

于）该党的机构。 

 

 

鉴于穆拉的罪行，抗议者认为他的判决过于宽松。博客作者和在线活动家

呼吁在 Shahbag 举行更多抗议活动。数以万计的人参加了示威，这在全国

引起了示威抗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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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 

在白俄罗斯，发生了多次反对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抗议活动，学生

团体Zubr 也参加了抗议活动。一轮抗议于 2005 年 3 月 25 日达到高

潮；这是一场自我宣称的效仿吉尔吉斯斯坦革命的尝试，涉及一千多名公

民。然而，警方严厉镇压，逮捕了30多人，并监禁了反对派领导人米哈伊

尔·马里尼奇。 

 

大约一年后，即 2006 年 3 月 19 日，总统选举后不久，第二轮规模更大

的抗议活动开始了。官方结果显示，卢卡申科以 83% 的选票获胜；抗议者

声称结果是通过欺诈和恐吓选民取得的，这一指控得到了许多外国政府的

回应。抗议者在下周在明斯克的十月广场扎营，以各种方式呼吁卢卡申科

辞职、竞争对手候选人阿拉克桑达尔·米林基耶维奇的就职以及新的、公

平的选举。 

 

在 2006 年的抗议活动中，有人称之为“牛仔裤革命”或“牛仔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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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济 

2000年代，斐济发生多次政变。但与此同时，许多斐济公民反抗军队。在

斐济，军队侵犯了许多人权。斐济的反政府抗议者已逃往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2011年，斐济人在澳大利亚进行了反斐济政府的抗议活动。2014年9月

17日，斐济举行第一次民主大选。 

 

 

==== 

 

 

危地马拉 

2015年，危地马拉总统奥托佩雷斯莫利纳涉嫌腐败。在危地马拉城，发生

了大量抗议活动。示威发生在 2015 年 4 月至 9 月。Otto Pérez Molina

最终于 9 月 3 日被捕。危地马拉人民称这一事件为“危地马拉之春”。 

 

 

==== 

 

 

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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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3 月 25 日，戴着黄围巾的激进分子在首都乌兰巴托举行抗议活

动，对2004 年蒙古议会选举的结果提出异议，并呼吁重新选举。在那次抗

议中听到的口号之一是“让我们祝贺我们的吉尔吉斯兄弟的革命精神。让蒙

古摆脱腐败。”  

 

2008 年 7 月 1 日在乌兰巴托开始举行和平会议以抗议 6 月 29 日的选

举。这些选举的结果（反对党声称）被蒙古人民党（MPRP）破坏了。约有

30,000人参加了会议。随后，部分抗议者离开中央广场，转移到蒙古人民

革命党总部，袭击并烧毁了那里。一个警察局也遭到袭击。夜间暴徒破坏

并放火烧毁了文化宫（剧院、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据报道，发生了汽

车纵火、银行抢劫。着火建筑物中的组织遭到破坏和洗劫。警方对投掷石

块的抗议者使用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和水炮。政府设置了为期 4 天的紧急

状态，首都被置于宵禁之下，并禁止酒类销售。五人被警察枪杀，数十名

青少年被警察枪械打伤打残；警察逮捕了800人，其中包括民运领袖 J. 

Batzandan、O. Magnai 和 B . Jargalsakhan。国际观察员说7月1日的大

选是自由和公平的。 

 

 

==== 

 

 

巴基斯坦 

2007 年，巴基斯坦开始了律师运动，目的是恢复被罢免的法官。然而，在



Page | 151  

 

一个月内，该运动发生了转变，并开始致力于将佩尔韦兹·穆沙拉夫

( Pervez Musharraf) 赶下台。 

 

 

==== 

 

 

俄罗斯 

俄罗斯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由几个政党和运动代表。反对派的一个活跃部分

是奥博罗纳青年运动。Oborona声称其目标是提供自由和诚实的选举，并在

俄罗斯建立一个民主政治竞争的制度。在奥列格·科兹洛夫斯基( Oleg 

Kozlovsky )领导下的这场运动是最活跃和最激进的运动之一，在俄罗斯的

许多城市都有代表。在 2013 年 9 月 8 日的选举中，该运动促成了莫斯

科纳瓦尔尼和俄罗斯各地区和城镇的其他反对派候选人的成功。

“oboronkis”还参加了反对莫斯科市长选举舞弊的抗议团体。 

 

自 2012 年抗议活动以来，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ksei Navalny）在各

种支离破碎的反对党和青年群众的支持下动员起来，反对所谓的克里姆林

宫机构的镇压和欺诈行为。在为 9 月 8 日莫斯科和其他地区的选举进行

了激烈的竞选活动后，反对派取得了显着的成功。纳瓦尔尼在莫斯科以令

人惊讶的 27% 落后于克里姆林宫支持的谢尔盖·索比亚宁( Sergei 

Sobyanin ) 获得第二名，最终获得了 51% 的选票。在其他地区，反对派

候选人取得了显着的成功。在工业大城叶卡捷琳堡，反对党候选人叶夫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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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伊兹曼获得多数选票，成为该镇的市长。自由欧洲电台的观察家和

分析家最近将通过大规模抗议、竞选活动和其他和平战略取得的缓慢但渐

进的反对成功序列称为“乌龟革命”，而不是激进的“玫瑰”或“橙色”革命。

克里姆林宫试图阻止这些活动。 

 

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反对派举行抗议活动，要求联邦当局干预驳回穆

尔塔扎拉希莫夫的共和国总统职位，指责他领导的‘武断的，腐败，暴力’制

度。反对派领导人之一、巴什基尔民族阵线领导人艾拉特·迪尔穆哈梅托

夫( Airat Dilmukhametov)表示，反对派运动受到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

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启发。另一位反对派领导人马拉特·凯伊鲁林（Marat 

Khaiyirulin）曾表示，如果俄罗斯发生橙色革命，它将在巴什科尔托斯坦

开始。 

 

 

==== 

 

 

韩国 

从2016年到2017年，韩国一直在举行烛光抗议活动，目的是迫使朴槿惠总

统下台。朴槿惠被弹劾下台，举行了新的总统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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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兹别克斯坦 

在乌兹别克斯坦，自由派和伊斯兰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反对总统伊斯兰卡

里莫夫。在 2005 年的抗议活动之后，乌兹别克斯坦的安全部队实施了安

集延大屠杀，成功地阻止了全国范围的示威活动。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否

则这些抗议活动可能会演变成颜色革命。 

 

邻国吉尔吉斯斯坦的革命始于乌兹别克族南部，并在奥什市得到早期支

持。自由农民反对党领袖尼古拉·希多亚托娃（Nigora Hidoyatova）提到

了农民起义或“棉花革命”的想法。她还表示，她所在的政党正在与青年组

织Shiddat合作，她希望它能够发展成为类似于 Kmara 或 Pora 的组织。

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和为乌兹别克斯坦成立的其他新生青年组织包括Bolga

和freeuzbek团体。 

 

乌兹别克斯坦也有活跃的伊斯兰运动，由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领导，

最著名的是1999 年塔什干爆炸案。然而，该组织在 2001 年北约入侵阿富

汗后基本上被摧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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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的反应 

2007 年 6 月，当一群年轻人抗议关闭委内瑞拉的RCTV电视台时，总统乌

戈·查韦斯说，他认为这些抗议活动是西方组织的，目的是推动像乌克兰

和格鲁吉亚革命那样的“软政变”。同样，中国当局在官方媒体上一再声

称，2014 年的香港抗议活动（被称为雨伞革命）以及2019-20 年的香港抗

议活动都是由美国组织和控制的。 

 

2007 年 7 月，伊朗国家电视台发布了两名伊朗裔美国囚犯的镜头，他们

都为西方非政府组织工作，作为名为“以民主的名义”的纪录片的一部分。

这部纪录片讨论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并指责美国试图在伊朗

煽动类似的下台。 

 

世界各地的其他例子和政治运动 

各种非革命竞选活动都采用了颜色革命的形象。Naheed Nenshi的“紫色革

命”社交媒体活动将他的平台从 8% 推向了卡尔加里第 36 任市长。该平台

倡导城市可持续性并激发 56% 的高投票率，尤其是年轻选民。 

 

在2015年，NDP的阿尔伯塔省赢得了大部分选票，结束了的44年的进步保守

党的执政。在竞选期间，雷切尔·诺特利( Rachel Notley ) 的声望大

增，新闻和新民主党的支持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党的“橙色粉碎”。新民主党



Page | 155  

 

对橙味Crush苏打水标志的模仿成为社交媒体上的流行表情包。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nlargement_of_NATO 

 

 

北约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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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扩大是将新成员国纳入北约的过程。北约是

由二十八个欧洲国家和两个北美国家组成的军事联盟，构成了一个集体防

御体系。加入该联盟的过程受北大西洋公约第 10 条的约束，该条仅允许

“其他欧洲国家”的邀请，以及随后的协议。希望加入的国家必须满足某些

要求，并完成涉及政治对话和军事整合的多步骤过程。加入过程由北大西

洋理事会（北约的管理机构）进行协调管理。 

 

 

北约于 1949 年成立，有12 个创始成员国，1952 年包括希腊和土耳其，

1955 年包括西德，1982 年又包括西班牙。冷战结束后，德国于 1990 年

重新统一，北约关于是否继续向东扩张出现了争论。1999 年，波兰、匈牙

利和捷克共和国在北约内部争论不休且俄罗斯反对的情况下加入了北约。

随着七个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加入，又一次扩张：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

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这些国家在2002 年

布拉格峰会期间首次被邀请开始入盟谈判，并在2004 年伊斯坦布尔峰会前

不久加入北约。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于 2009 年 4 月 1 日加入，在

2009 年斯特拉斯堡-凯尔峰会之前。最近加入北约的成员国是2017 年 6 

月 5 日的黑山和2020 年 3 月 27 日的北马其顿。 

 

 

截至 2021 年，北约正式承认三个有意向的国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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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关于未来的扩张，目前是联盟外几个国家争论的

话题，瑞典、芬兰、塞尔维亚等国对入盟话题进行了公开的政治辩论。而

在乌克兰等国，对入盟的支持和反对立场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互牵连。

以前属于东方集团和苏联的国家加入北约的过程，是加剧北约国家和俄罗

斯之间紧张局势的一个原因。 

 

 

====================================== 

 

 

过去的扩大 

 

 

1954 年在伦敦和巴黎的谈判结束了盟军对西德的占领，并允许其作为北约

成员重新武装。 

 

 

自 1949 年成立以来，北约已八次增加新成员，其中包括 30 个成员。12 

个国家参与了北约的成立：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冰岛、意大

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英国和美国。冷战初期，由美国支持

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共产主义苏联及其卫星国之间出现了严峻鸿沟。这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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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使安东尼奥·萨拉查 (Antonio Salazar) 领导下的葡萄牙更容易加入北

约，并鼓励希腊和土耳其的反共政府于 1952 年加入北约。希腊于 1974 

年因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而暂时退出北约，但在土耳其的合作态度下，希

腊于 1980 年重新加入。 

 

 

在波恩，巴黎公约结束了盟军占领西德，并批准了保留一部分盟国驻军，

但条件是西德加入北约。西德在1955年正式加入北约。 

 

 

虽然一开始采取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但是，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政府在政治上坚决反共，并受与北约国家的常规防务协议的约束。在向民

主过渡后，西班牙面临着欧洲关系正常化的压力，包括在 1982 年加入北

约。1986年的全民公决证实了对此的普遍支持。 

 

 

===================================== 

 

 

德国统一以及与俄罗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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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以后北约的第一次扩张是1990年10月3日的两德统一。当时前东德成为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和北约联盟的一部分。这已在当年早些时候的

“二加四条约”（即，西德、东德、以及二战后的盟国四方：英美法苏）中

达成一致意见。为确保统一的德国留在北约得到苏联的批准，北约同意外

国军队和核武器不会驻扎在原东德，并提出了北约进一步东扩的话题。

1990 年 9 月至 10 月关于德国统一的协议中没有提到北约扩大，因此没

有正式承诺不扩大。 

 

 

2010 年，随着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北约扩大再次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

题，俄罗斯将北约扩大描述为美国推动的，而不是由于东欧国家对俄罗斯

霸权的担忧。2007 年，普京总统在慕尼黑演讲中歪曲了曼弗雷德·沃纳

( Manfred Wörner) 的一段话，给人留下一种错误印象（好像北约曾经向

俄罗斯承诺过不扩大似的）。西方是否非正式地承诺不将北约东扩是历史

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之间存在争议的问题。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 Mark Kramer、剑桥大学的Christopher Clark和伦敦政

治经济学院的 Kristina Spohr 拒绝承认存在非正式协议，而德克萨斯农

工大学政治学家 Joshua R. Itzkowitz Shifrinson 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的Marc Trachtenberg教授都认为存在非正式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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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 8 月访问波兰期间，鲍里斯·叶利钦总统向莱赫·瓦文萨总统宣

布，“俄罗斯不反对波兰加入北约，也不认为其加入北约是对俄罗斯的威

胁”。在俄罗斯反对派的压力下，这一非正式声明于 9 月被叶利钦总统办

公室撤回。 

 

 

根据美国解密的政策文件，Marc Trachtenberg得出结论，非正式的承诺是

明确做出的，“俄罗斯领导人并没有简单地编造虚假的历史叙述”。然而，

他指出，这些是由对东欧留在俄罗斯影响区有特定看法的特定美国政客提

出的，这些看法不一定为其他美国政客和其他北约成员国所认同，最重要

的是，东欧国家也不一定认同这些观点。 

 

 

中欧和东欧国家推动北约扩大，主要是受俄罗斯在国内（第一次车臣战

争）和国际（德涅斯特河沿岸战争、阿布哈兹战争）以及恢复苏联的呼吁

的推动，这些都被视为针对新帝国主义的严重关切（尤其对那些对苏联发

动类似进攻有历史记忆的国家而言）。不愿加入北约的政党，如保加利亚

社会党和斯洛伐克HZDS，在其国内选举中，被投票罢免。1997 年 11 月的

公投确认了匈牙利有意加入北约（有 85.3% 的匈牙利人支持加入），与波

兰类似（支持率超过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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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欧和东欧 

 

 

=================== 

 

 

维谢格拉德国家集团 

 

 

北约在1999 年华盛顿峰会上增加了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并制定了

成员行动计划议定书。 

 

 

1991年2月，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组成维谢格拉德国家集团，以推

动欧盟和北约下的欧洲一体化，并按照北约标准进行军事改革。北约内部

对这些前华沙条约国家的反应最初是负面的，但到1991年 11月的罗马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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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员国们同意了一系列可能导致加入的目标，例如市场和民主自由

化，并且认为北约应该为帮助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随后几年，北约与其

东部邻国之间建立了更广泛的区域合作论坛，包括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

（后来的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委员会）和和平伙伴关系。 

 

 

当其他维谢格拉德成员在1997 年马德里峰会上被邀请加入北约时，斯洛伐

克被排除在外，因为一些北约成员国不同意民族主义总理弗拉基米尔·梅

西亚尔的不民主行为。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均于1997年被考虑邀请，分

别得到北约著名成员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但在北约内部，对扩大的支

持并非一致，特别是在美国国会。在给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公开信

中，比尔·布拉德利、萨姆·纳恩、加里·哈特、保罗尼采、罗伯特麦克

纳马拉等四十多位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表达了他们对北约扩张的担忧，因

为当时没有来自俄罗斯的外部威胁，他们认为北约扩张既昂贵又不必要。 

 

 

2006 年发表在《安全研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认为，1999 年和 2004 年

的北约扩大有助于中欧和东欧的民主巩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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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纽斯国家集团 

 

 

1989 年柏林墙倒塌后不久，乔治·H·W·布什政府（1989-1993 年）开始

在内部辩论扩大北约是否可行和可取。到1992年中期，政府内部达成共

识，即北约扩大是加强美国影响的明智和现实的政治措施。克林顿政府内

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1993-2001)。主张积极扩张的共和党在1994 年美国

国会选举中取得胜利，这有助于影响美国的政策，支持更广泛的北约正式

成员扩大。 

 

 

在1999年华盛顿峰会，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共和国正式加入北约；同时，

北约还发布了“新准则成员国行动计划”——为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爱

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马其顿，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

尼亚提供目标要求和指引。2000年5月，这些国家与克罗地亚联合成立维尔

纽斯国家集团，以合作和游说加入北约。在2002年布拉格北约峰会上，上

述七国受到正式邀请。它们于2004年在伊斯坦布尔峰会上正式加入北约。 

 

 

俄罗斯对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加入感到特别不安，这是第一批加入北约的

前苏联共和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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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得里亚海宪章 

 

 

克罗地亚还在2002 年首脑会议上启动了一项成员资格行动计划，引发了一

场关于是否需要在克罗地亚举行关于加入北约成员资格的全民公投的全国

辩论。作为与HSS和HSLS政党组成联合政府的一部分，克罗地亚总理伊

沃·萨纳德( Ivo Sanader)最终于 2008 年 1 月同意不正式提议为此举行

公投。 

 

 

黑山于 2006 年 6 月 3 日宣布独立，这个新国家随后在2006 年里加峰会

上加入了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在2008 年4月的

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上被邀请加入北约，尽管斯洛文尼亚因他们在皮兰湾

的边界争端而威胁要杯葛、阻止克罗地亚加入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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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文尼亚确实在 2009 年 2 月批准了克罗地亚的加入议定书；克罗地亚

和阿尔巴尼亚都在2009 年斯特拉斯堡-凯尔峰会之前正式加入北约，俄罗

斯几乎没有反对。 

 

 

黑山于 2008 年 11 月 5 日申请加入成员行动计划，于 2009 年 12 月获

得批准。黑山还于2009年 5 月开始成为《亚得里亚海宪章》的正式成员。

2015年12 月 2 日，北约正式邀请黑山加入联盟，谈判于2016年5月结束。

黑山于2017年6月5日正式加入北约。 

 

 

北马其顿于 1995 年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并于 1999 年与阿尔巴尼亚

同时启动其成员行动计划。在2008 年的布加勒斯特峰会上，希腊拒绝同意

一项拟议中的邀请，因为它认为其邻国（马其顿）的宪法名称暗示了对其

希腊马其顿地区的领土愿望。北约国家同意，等到马其顿命名争端解决

后，该国才会收到邀请。马其顿在国际法院（ICJ）就希腊否决马其顿加入

北约一事提起诉讼。 

 

 

马其顿是维尔纽斯国家集团的一部分，并于 2003 年与克罗地亚和阿尔巴

尼亚签署了亚得里亚海宪章，以更好地协调加入北约。2017年6月12日，总

理佐兰扎耶夫表示，他将考虑为该国使用其他名称，以与希腊达成妥协，

解决命名争议，并以此消除希腊对马其顿加入联盟的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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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争议于2018 年 6 月通过Prespa 协议得到解决，根据该协议，该国采

用了“北马其顿”的名称，该名称得到了2018 年 9 月的全民公投的支持。

北约邀请北马其顿于 2018 年 7 月 11 日开始成员谈判；正式入盟谈判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开始。2019年2月，北约签署了北马其顿加入协议

书。大多数国家于2019年批准了北马其顿入盟条约；西班牙于2020年3月批

准其加入协议。北马其顿最终于2020年3月27日成为北约成员国。  

 

 

===================================== 

 

 

加入北约的日期  国家名称  

 

1952 年 2 月 18 日  希腊 土耳其 

1955 年 5 月 9 日  德国  

1982 年 5 月 30 日  西班牙  

1990 年 10 月 3 日 德国统一 

1999 年 3 月 12 日  捷克共和国 匈牙利 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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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3 月 29 日  保加利亚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罗马尼

亚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2009 年 4 月 1 日  阿尔巴尼亚 克罗地亚 

2017 年 6 月 5 日  黑山 

2020 年 3 月 27 日  北马其顿 

 

 

====================================== 

 

 

标准和过程 

 

 

第十条 

 

 

《北大西洋公约协议》是北约组织的基础，而且，正因为如此，任何改

变，包括新成员加入，都需要所有既有成员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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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约的第 10 条描述了非成员国如何加入北约，并概述了北约的“门户开

放”政策： 

 

“缔约方可一致同意，邀请任何其他能够促进本条约原则并为北大西洋地区

安全做出贡献的欧洲国家加入本条约。任何受邀国家均可通过向美利坚合

众国政府交存加入书而成为该条约的缔约方。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将把每份

此类加入书的交存通知每一缔约方。” 

 

 

上述条款对非成员国加入北约提出了两个一般限制。首先，只有欧洲国家

才有资格获得新成员资格，其次，这些国家不仅需要所有现有成员国的批

准，而且每个成员国都可以提出一些必须达到的标准。在实践中，北约制

定了一套共同的标准，但例如，由于对马其顿名称的使用存在分歧，希腊

多年来阻止马其顿共和国加入北约。只要塞浦路斯争端得不到解决，土耳

其同样反对塞浦路斯共和国参与北约机构。 

 

 

自1991年罗马首脑会议上，成员国代表团正式提出与欧洲新兴民主国家合

作以来，北约就提出并进一步明确了增加新成员的期望和程序。1994年布

鲁塞尔宣言重申了上述《北约协议第10条》的原则，以及导致“研究北约东

扩”的原则。该研究于 1995 年 9 月发表，概述了北约在欧洲可能扩大的

“方式和原因”，强调了 1949 年条约中要求成员拥有的三项原则：“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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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自由和法治”。 

 

 

正如北约秘书长威利·克拉斯所指出的，1995 年的研究没有具体说明“谁

或何时”，尽管它讨论了当时新成立的和平伙伴关系和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

如何协助扩大进程，并指出，持续的领土争端可能是一个国家是否被邀请

的阻碍问题。 

 

 

在1997年的马德里峰会上，北约国家元首发表了《关于欧洲-大西洋安全与

合作的马德里宣言》，邀请三个东欧国家（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

加入该北约联盟。当时，已经有12个欧洲国家要求加入北约；但是，初

期，北约只是从那12个请求国家中选择上述三个国家，邀请它们加入；这

是为了，通过它们三国的榜样和范式，为其他后续国家铺平道路。 

 

 

================= 

 

 

成员行动计划（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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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9 年华盛顿峰会上，正式化邀请新成员的过程迈出了最大的一步，当

时成员行动计划 (MAP) 机制被批准作为现任成员定期审查有意向加入北约

的国家的正式申请的阶段。一个国家参与 MAP 需要每年提交关于其在五种

不同措施方面的进展报告： 

 

【1】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民族或外部领土争端，致力于法治和人

权，对武装部队进行民主控制 

 

【2】能够为组织的防御和任务做出贡献 

 

【3】为武装部队提供足够的资源，以履行成员的承诺 

 

【4】敏感信息的安全性，以及确保它的保障措施 

 

【5】国内立法与北约合作的兼容性 

 

 

北约向每个国家提供反馈和技术建议，并在个别基础上评估其进展。一旦

一个国家同意并满足要求，北约就可以向该国发出邀请，开始加入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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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一个国家有一个成员行动计划：——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但格

鲁吉亚和乌克兰也想要一个 MAP。 

 

 

前 MAP 参与者包括2002 年 5 月至 2009 年 4 月期间的阿尔巴尼亚和克

罗地亚、2009 年12 月至 2017 年 6 月期间的黑山、以及1999 年 4 月至 

2020 年 3 月期间的北马其顿。一旦受到邀请，最终的加入过程包括五个

步骤，直至签署加入议定书、以及当前北约成员国政府接受和批准这些议

定书。 

 

 

===================================== 

 

 

加强对话 

 

 

“强化对话”于 2005 年 4 月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的外长非正式会议上首

次提出，作为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愿望和在维克多·尤先科总统领导下进

行的相关改革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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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 2002 年签署北约 - 乌克兰协议之后、他的前任列昂尼德·库奇马

( Leonid Kuchma) 的行动计划。这个公式包括讨论“与可能的北约成员国

有关的一系列政治、军事、金融和安全问题……其根源在于1997 年马德里

峰会”，与会者同意“继续与那些渴望成为北约成员、或希望与北约就成员

问题进行对话的国家，加强联盟的对话”。 

 

 

===================================== 

 

 

当前状态 

 

 

乌克兰 

乌克兰目前和未来与北约的关系在政治上存在分歧，并且是乌克兰与欧盟

和俄罗斯的政治和文化联系之间更大辩论的一部分。它于 2002 年 11 月 

22 日通过北约-乌克兰行动计划与该联盟建立联系，并于2005 年 2 月加

入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倡议。然后在 2005 年 4 月，乌克兰加入了强化对

话计划与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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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3 月，在乌克兰总统 维克多·尤先科和总理 尤利娅·季莫申科

的领导下，乌克兰发出正式的成员资格行动计划（MAP）申请信，这是加入

北约的第一步。然而，这些领导人向他们的反对派保证，任何军事联盟的

成员资格都不会在公民投票中未经公众批准而通过。这一想法得到了许多

北约领导人的支持，尤其是中欧和东欧的领导人。俄罗斯领导人，例如德

米特里·梅德韦杰维韦杰夫，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在2008 年4月北约布

加勒斯特峰会上，他们的使者积极游说反对乌克兰 MAP。在北约峰会成员

之间进行了一些辩论之后，北约秘书长Jaap de Hoop Scheffer在新闻发布

会上宣布，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有朝一日将加入北约，但都不会启动成员资

格行动计划。在这次峰会上，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与梅德韦杰

夫换工作之前的最后一次国际演讲中，列出了他对北约的不满，并称乌克

兰的成员资格是对他的国家的“直接威胁”。 

 

在2010年大选返回的亚努科维奇成为总统，标志着乌克兰与北约的关系出

现转机。2010年2月，他表示乌克兰与北约的关系目前“明确”，“乌克兰加

入北约没有问题”。他说，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可能“在某个时候出现，

但我们不会在不久的将来看到它”。在2010年3月访问布鲁塞尔时，他进一

步表示，乌克兰作为联盟外展计划成员的地位不会改变。他后来在莫斯科

之行中重申，乌克兰仍将是一个“欧洲不结盟国家”。然后，在 2010 年 6 

月 3 日，乌克兰议会投票通过亚努科维奇本人起草的一项法案，将“融入

欧洲-大西洋安全和加入北约”的目标排除在国家安全战略之外。该法案禁

止乌克兰加入任何军事集团，但允许与北约等联盟合作。 

 

在因拒绝与欧盟签署支持俄罗斯交易的结盟协议而开始的数月的

Euromaidan街头抗议之后，亚努科维奇总统于 2014 年 2 月逃离基辅，最



Page | 174  

 

终前往俄罗斯，议会投票决定将他免职。这使乌克兰与欧洲乃至北约的联

系方向发生了另一次变化。2014年，乌克兰东部发生亲俄动乱，3月克里米

亚被俄罗斯联邦吞并。作为安抚有关团体的努力的一部分，新上任的总理

亚采纽克2014 年 3 月 18 日的一次演讲中谈到了这个话题，强调乌克兰

不寻求加入北约。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接下来的一周重申了这一立

场，同时呼吁在东欧增加北约的存在。 

 

然而，针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干预，亚采纽克于 2014 年 8 月 29 日

宣布打算恢复北约一体化的申办，2014 年 12 月，乌克兰议会投票决定放

弃不结盟地位。它于 2010 年通过。北约秘书长 安德斯·福格·拉斯穆森

( Anders Fogh Rasmussen ) 表示，加入北约仍然是乌克兰的一个选择，

根据 2015 年 7 月的民意调查，在政府控制的乌克兰，对加入北约的支持

率已上升至 64% . 之前的民意调查显示，反对加入的人数下降与俄罗斯正

在进行的干预有关。 

 

2017 年 6 月 8 日，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了一项法律，将融入北约作为外

交政策的优先事项。2017年7月，波罗申科宣布他将寻求与北约就成员行动

计划展开谈判。 

 

到 2018 年 3 月，北约承认乌克兰是一个有意向加入北约的国家。 

 

2018 年 9 月 20 日，乌克兰议会批准了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将使该国

加入北约和欧盟成为核心目标和主要外交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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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8 日，在伦敦与首相 鲍里斯·约翰逊会晤时，泽连斯基总

统表示，乌克兰需要一个北约成员国行动计划（MAP），因为加入北约将有

助于乌克兰的安全和国防。2021年4月，在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军

队后，泽连斯基在与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的通话中重申了这一

要求，称“北约是结束顿巴斯战争的唯一途径”，加入MAP“将是俄罗斯的真

正信号”。 

 

 

================= 

 

 

成员资格辩论 

 

 

芬兰 

芬兰参与了和平伙伴关系方案的几乎所有子领域，并向阿富汗和科索沃特

派团提供了维和部队。芬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是与 2006 年芬兰总统选举

有关的最重要的辩论问题之一，并且仍然是芬兰政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2007年，芬兰为加入北约做了各种技术准备，当时的国防部长尤里·哈卡

米斯渴望加入北约。尽管如此，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已经下降。2014 年 

4 月，Carl Haglund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政府宣布将与北约签署“谅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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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录”，内容是芬兰准备接受军事援助并协助北约进行设备维护。然而，哈

格伦德强调，这份备忘录并不是迈向成员的一步。 

 

在芬兰主要政党中，民族联合党和芬兰瑞典人民党支持加入北约。2016

年，全国联合党党代会同意芬兰“在未来几年内”申请入党。在芬兰瑞典人

民党的愿景中，芬兰将在 2025 年成为北约成员国。许多政客也曾主张加

入北约，包括现任总统绍利·尼尼斯托( Sauli Niinistö)和前总理亚历山

大·斯图布( Alexander Stubb)，以及前总统阿赫蒂萨里，他认为芬兰应

该加入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支持的所有组织，以“一劳永逸地摆脱芬兰化的负

担”。另外两个前总统（社会民主党）哈洛宁和毛诺·科伊维斯托，曾公开

反对这个想法，认为北约成员国将恶化芬兰与俄罗斯的关系。 

 

芬兰从俄罗斯收到了一些非常负面的反馈。2009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这可

能会对俄罗斯与欧盟和整个北约的关系产生影响。2008年俄格战争后，芬

兰总理 马蒂万哈宁重申芬兰没有加入北约的计划，并表示战争的主要教训

是需要与俄罗斯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在 2014 年 6 月芬兰报纸

Hufvudstadsbladet 的采访中，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私人特使谢尔盖·亚

历山德罗维奇·马尔科夫指责芬兰极端“恐俄”，并暗示芬兰加入北约可能

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2016年7月，普京在访问芬兰时表示，如果芬兰加入

北约，俄罗斯将增加在芬兰边境的部队人数。他还警告说，北约将“与俄罗

斯抗争到最后一个芬兰人”。 

 

芬兰民意调查机构 EVA 在 2015 年 1 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43% 的芬

兰人反对加入北约，26% 的人支持，32% 的人未决定。EVA 注意到自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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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反对的百分比呈下降趋势，包括2012 年总统大选后的急剧下降。

2014年3月，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期间，一项调查显示只有22%的人支持

加入，但另一项调查显示，如果芬兰领导层推荐，53%的人会支持加入。与

邻国瑞典建立军事联盟的支持率也很高，为 54%。芬兰国防部长卡尔·哈

格伦德（Carl Haglund）建议，可以在2015 年议会选举后的某个时间举行

关于北约成员资格的全民公投。2017 年 10 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对成

员资格的支持率仍为 22%，而在瑞典加入的建议情景中，这一比例上升至 

33%。2019 年 12 月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支持率进一步下降至 20%，而 

56% 的人反对加入联盟，24% 的人不确定。 

 

爱尔兰 

自 1999 年以来，爱尔兰一直是北约和平伙伴关系(PfP) 计划和欧洲-大西

洋伙伴关系委员会(EAPC) 的成员，但具有军事中立的传统政策。爱尔兰参

与了该联盟的 PfP 规划和审查程序 (PARP)，该程序旨在提高爱尔兰军

队、国防军与其他北约成员国的互操作性，并使它们符合公认的国际标

准，以便成功与其他专业军队一起部署海外维和行动。爱尔兰向在阿富汗

（2001-2014 年）北约领导的北约部队提供了少量军队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ISAF），并支持目前由北约领导的科索沃部队（KFOR）。 

 

目前爱尔兰没有任何主要政党完全支持加入北约，这是对该国公众和媒体

意见的反映。有一些政客确实支持爱尔兰加入北约，主要是在中右翼的

Fine Gael党内，但大多数政客仍然不支持。 

 

摩尔多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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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多瓦的宪法禁止该国加入军事联盟，但一些政界人士，如摩尔多瓦前

国防部长维塔利·马里努萨建议加入北约，作为更大范围的欧洲一体化的

一部分。摩尔多瓦于 1994 年加入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并于 2010 年启

动了个人伙伴关系行动计划。在 2014 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北约

官员警告说，俄罗斯可能会寻求吞并外涅斯特河沿岸地区，这是一个分离

的摩尔多瓦地区。这一分离主义问题可能会阻止摩尔多瓦加入北约。 

 

塞尔维亚 

1992年北约干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1999年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

炸，导致塞尔维亚和北约关系紧张。科索沃在 2008 年宣布独立后，关系

进一步紧张，当时科索沃是联合国的保护国，并得到北约的安全支持。然

而，塞尔维亚在2006 年里加峰会期间被邀请并加入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

并于 2008 年在该国准备好时被邀请加入强化对话计划。 

 

塞尔维亚议会于 2007 年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其军事中立，直至就此问

题举行全民公决。2008年10月1日，塞尔维亚国防部长德拉甘·苏塔诺瓦茨

与北约签署了信息交流协议，这是成为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成员的先决条件

之一。2011年4月，北约批准了塞尔维亚关于IPAP的请求，塞尔维亚于2013

年5月提交了IPAP草案。该协议于2015年1月15日敲定。 

 

尽管塞尔维亚渴望加入欧盟，但塞尔维亚可能会寻求保持军事中立，既不

加入北约，也不加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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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1949年，瑞典选择不加入北约，并宣布了一项旨在和平中不结盟和战争中

中立的安全政策。修改后的版本现在将和平中的不结盟限定为战争中可能

的中立。这一立场在冷战期间没有经过太多讨论就得以维持。然而，自 

1990 年代以来，瑞典就冷战后世界的北约成员资格问题展开了积极的辩

论。瑞典一直积极参与北约在波斯尼亚（ IFOR和SFOR）、科索沃

（ KFOR）、阿富汗（ ISAF）和利比亚（统一保护者行动）领导的任务。 

 

执政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一直支持中立和不结盟。这种偏好是由他们的合作

伙伴、绿党和左翼党共享的。中右翼温和党是目前议会代表中最大的支持

北约成员的政党，并且与自由党一样，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保持这一立

场。该中心党反对加入北约，直到2015年9月下，当党的领导安妮·卢夫宣

布他们将动议改变党的政策，以推动瑞典在下一次党的会议上加入北约。

此前也反对的基督教民主党在 2015 年 10 月的党内会议上同样投票支持

加入北约。当民族主义的瑞典民主党在 2020 年 12 月调整立场以允许在

与邻国芬兰协调并在全民公投中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加入北约时，瑞典议会

的大多数成员首次就一项允许未来成为北约成员的动议，当月以 204 票对 

145 票通过议会。 

 

 

其他国家 

奥地利和瑞士都是和平伙伴关系的成员，与北约成员国接壤。马耳他也是

和平伙伴关系和欧洲联盟的成员。然而，每个国家都有长期的中立政策。

塞浦路斯是欧盟唯一不是和平伙伴关系成员的成员国，任何条约都因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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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塞浦路斯争端的担忧而受阻。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nlargement_of_the_European_Union 

 

 

欧盟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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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入欧盟，一个国家需要满足称为哥本哈根标准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在

1993 年 6 月哥本哈根峰会之后），这需要一个尊重法治及其相应自由和

制度的稳定民主政府。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每个现有成员国和欧洲议

会必须同意任何扩大的过程。扩大的过程有时被称为欧洲一体化。该术语

也用于指欧盟成员国之间加强合作，因为各国政府允许国家法律逐渐协

调。 

 

 

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六个成员国的组织成立于1958年，根据罗

马条约生效。从那时起，欧盟的成员已经增加到 27 个，最新的成员国是

克罗地亚，它于 2013 年 7 月加入。欧盟最近的领土扩大是2014 年马约

特岛的合并。最显著的领土减少是 1962 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后退出、 1985 

年格陵兰退出以及英国将于 2020 年退出。 

 

 

截至 2020 年，正在与阿尔巴尼亚（自 2020 年起）、黑山（自 2012 年

起）、北马其顿（自 2020 年起）、塞尔维亚（自 2014 年起）和土耳其

（自 2005 年起）进行入盟谈判。塞尔维亚和黑山被欧盟委员会 前主席让

-克洛德·容克和扩大事务专员约翰内斯·哈恩描述为领跑者候选人，并预

计它们将在 2025 年欧盟委员会任期内加入。与土耳其的谈判正在进行

中，但由于欧盟关于土耳其政府在2016 年对政变企图的回应方式持反对意

见，因此谈判速度有所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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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欧盟条约，“任何尊重第 2 条所述价值观并致力于促进这些价值观的

欧洲国家”均可加入欧盟（TEU 第 49 条）。这些第 2 条的价值观是“尊重

人的尊严、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和尊重人权，包括属于少数群体的人

的权利”。这是基于 1993 年达成的“哥本哈根标准”，因为许多前东欧国家

明确将申请加入： 

 

成员资格要求候选国已实现保障民主、法治、人权、尊重和保护少数群

体、存在有效的市场经济以及应对竞争压力和市场力量的能力。联盟成员

资格的前提是候选国有能力承担成员义务，包括遵守政治、经济和货币联

盟的目标。 

—— 摘自哥本哈根主席团结论 

 

 

1995 年 12 月，马德里欧洲理事会修订了成员资格标准，通过适当调整其

行政结构来包括成员国一体化的条件：由于欧洲共同体立法反映在国家立

法中很重要，因此修订后的国家立法至关重要，通过适当的行政和司法结

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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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技术上讲，在哥本哈根标准之外，进一步要求所有潜在成员必须

制定立法，使他们的法律符合欧盟历史上建立的欧洲法律体系，即共同体

法。 

 

过程 

 

欧盟委员会在扩大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 

今天，加入过程遵循一系列正式步骤，从加入前协议到批准最终加入条

约。这些步骤主要由欧盟委员会（扩大委员会和扩大总署）主持，但实际

谈判在技术上是在欧盟成员国和候选国之间进行的。 

 

在一个国家申请成员资格之前，欧盟委员会通常会签署一份联合协议，以

帮助该国家为候选资格和最终成员资格做好准备。大多数国家在申请之前

甚至不符合开始谈判的标准，因此他们需要很多年来准备这个过程。关联

协议有助于为这第一步做好准备。 

 

就西巴尔干地区而言，存在一个特殊进程，即稳定与联合进程，以应对那

里的特殊情况。 

 

当一个国家正式申请加入时，理事会要求委员会准备一份关于该国是否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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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好开始谈判的意见。然后，理事会可以接受或拒绝委员会的意见（当后

者建议不要与希腊进行谈判时，理事会仅拒绝了一次委员会的意见）。 

 

如果理事会同意开始谈判，筛选过程就开始了。委员会和候选国审查其法

律和欧盟的法律，并确定存在哪些差异。理事会然后建议就其认为有足够

共同点进行建设性谈判的法律“章节”展开谈判。谈判通常是候选国说服欧

盟其法律和行政能力足以执行欧洲法律的问题，这可以在成员国认为合适

的情况下实施。在 Acquis Communautaire（欧洲法规、指令和标准）必须

完全实施之前，这通常会涉及时间线。 

 

当双方都同意它已经得到充分实施时，一个章节被称为关闭，但是如果委

员会认为候选人已经不合规，它仍然可以重新打开。 

 

为了评估各国在准备加入欧盟方面取得的进展，欧盟委员会向欧洲理事会

提交定期报告（每年）。这些是理事会就谈判或将其扩展到其他候选国做

出决定的基础。 

 

一旦谈判完成，将签署加入条约，然后必须得到联盟所有成员国、联盟机

构和候选国的批准。一旦完成，它将在条约规定的日期加入联盟。 

 

从申请入会到入会的整个过程通常需要大约十年的时间，尽管有些国家，

特别是瑞典、芬兰和奥地利的速度更快，只需要几年时间。从申请结盟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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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到加入的过程需要更长的时间，多达几十年（例如土耳其在 1950 年代

首次申请结盟，至今尚未完成加入谈判）。 

 

2019 年 10 月 18 日，法国以当前扩大进程存在问题为由，否决了与阿尔

巴尼亚和北马其顿的谈判。2019年11月，法国提出七阶段入盟计划。改革

后的入盟战略提出参与不同的计划，如伊拉斯谟、银行业联盟、资本市场

联盟、关税联盟等。 

 

示例 

以下是加入进程的一个例子。爱沙尼亚加入欧盟的路径从其在1991年11月

独立于苏联以后开始。2004年5月，爱沙尼亚正式加入欧盟。加入的容易程

度取决于候选国的状态：如何整合它事先与欧盟的关系、其经济和公共机

构的状况、与欧盟的任何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以及（从历史上看）欧盟迄

今为止已经建立了多少法律，加入国必须采用。该大纲还包括加入国在获

得成员资格后采取的整合步骤。 

 

爱沙尼亚加入欧盟时间表 

年 日期 事件  

1991年 8月20日 脱离苏联独立宣言 同月获得欧盟承认。 

1994年 7月18日 缔结自由贸易协定 

1995年 1月1日 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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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 缔结欧洲协定  

11月24日 申请入会  

1998年 1月1日 欧洲协定生效 协助预整合 

行进 成员资格谈判开启 6章开启 

1999年  17章开启 

2000年  6章开启  

2002年 十二月 所有章节都已结束 谈判结束 最终章（第

30期）同时打开和关闭。 

2003年 4月8日 爱沙尼亚政府批准加入条约草案  

4月16日 加入条约签署  

9月14日 就成员资格进行 全民公决 66.84% 赞成，投票率：64.02% 

2004年 5月1日 加入欧盟  

6月28日 加入ERM 在采用 欧元之前需要 2 年的 ERM 

2007年 12月21日 进入申根区  

2011年 1月1日 采用欧元  

5月1日 限制来自 2004 年国家的移民的权利已到期 只有奥地利

和德国应用了这一点，其余欧盟国家在2011年之前取消了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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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与疲劳 

扩大一直是欧盟最成功的外交政策之一，但同样从一开始就遭到相当多的

反对。法国总统 戴高乐反对英国加入。后来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rand）反对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成员资格，担心前

独裁者还没有准备好。 

 

第一个成员国申请并被接受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原因，而第二次扩大则更具

政治意义。地中海南部国家刚刚摆脱独裁统治，希望通过欧洲经济共同体

来确保他们的民主制度，而欧洲经济共同体希望确保同样的事情，并且使

他们的南部邻国稳定并与北约结盟。从那以后，经济收益和政治安全这两

个主要力量一直支持扩大。然而，随着最近 2004 年的大规模扩张，欧洲

的舆论已转而反对进一步扩张。 

 

人们也承认，扩大有其局限性；欧盟不能无休止地扩张。前委员会主席 罗

马诺·普罗迪( Romano Prodi)赞成将“除制度之外的一切”授予欧盟的邻

国，允许它们深入合作，同时不会给欧盟的制度框架增加压力。这尤其被

法国和德国推动，作为土耳其的特权伙伴关系；土耳其的成员资格在文化

和后勤方面面临相当大的反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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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成员 

1950年5月，罗伯特·舒曼提议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统筹法国和

西德的煤炭和钢铁行业。当时，一半的项目国家，比利时、卢森堡和荷

兰，已经实现了“比荷卢经济联盟机构”和早期双边协议的高度整合。意大

利加入了这五个国家；他们都签署了1952 年 7 月 23 日的巴黎条约。这

六个被称为“内部六国”的成员继续签署了罗马条约，建立了另两个类似的

经济共同体机构。1967 年，这些机构被整合为“欧洲共同体”。 

 

1962年，由军事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首次尝试加入欧

洲共同体。西班牙外交部长费尔南多·玛丽亚·卡斯蒂埃拉向法国总理莫

里斯·库夫·德·穆尔维尔发送了申请表。这一请求于1964年被所有成员

国拒绝；西班牙当时不是民主国家，因此无法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 

 

由于他们那个时代发生的非殖民化，共同体确实看到了一些领域的丧失。

阿尔及利亚曾是法国重要的一部分，与共同体有着特殊的关系。阿尔及利

亚于1962年7月5日获得独立，因此离开了共同体。欧共体直到 1970 年代

才扩大规模。 

 

===================================== 

 

第一次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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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曾经拒绝加入欧共体创始成员国。苏伊士运河危机改变了英国在关于

欧共体问题上的立场。之后，英国申请成为该共同体的成员。基于这些理

由，其他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也倾向于同意英国加入欧共体。但是，法国

总统 戴高乐否决了英国的成员资格。 

 

戴高乐一卸任，扩大的大门再次打开。欧洲经济共同体经济也放缓，英国

成员资格被视为振兴社区的一种方式。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和法国总统

乔治·蓬皮杜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后，英国的第三次申请才获得成功。英

国被接纳后，爱德华·希思首相说： 

 

“就我而言，我毫不怀疑，我们进行的讨论不仅对英国和法国，而且对整个

欧洲都会带来真正和持久的好处。”  

 

作为英国进入协议的一部分，法国同意让欧洲经济共同体拥有自己的货币

资源。与英国一起申请的国家是丹麦、爱尔兰和挪威。这些国家与英国的

经济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他们认为如果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那

么，它们就也很有必要加入。然而，挪威政府在一次关于加入欧共体的全

民公投中败北，因此在 1973 年 1 月 1 日没有加入。 

 

===================================== 

 

地中海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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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扩大会因不同的原因而发生。1970 年代见证了希腊、西班牙和葡萄

牙摆脱独裁统治。这些国家希望通过将自己绑定到欧洲经济共同体来巩固

其新的民主制度。同样，欧洲经济共同体不确定这些国家的发展方向，并

希望确保其南部边界的稳定。然而，弗朗索瓦·密特朗最初反对他们的成

员资格，担心他们还没有准备好。 

 

希腊于 1981 年加入欧盟，西班牙和葡萄牙于 1986 年加入欧盟。 

 

===================================== 

 

冷战后 

1970 年代之后，欧洲经历了经济衰退，导致EEC领导人推出了《单一欧洲

法案》，该法案将在 1992 年创建单一市场。其影响是EFTA【欧洲自由经

济区组织：创始国包括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瑞典】国家发现更难向 

EEC【欧共体】 和企业（包括大型企业）出口。EFTA公司（如沃尔沃）希

望搬迁到EEC国家去，这将会使EFTA的经济低迷更加严重。EFTA成员国开始

讨论与EEC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尽管EFTA国家内部存在阻力，对此欢迎度不

高）。 

 

奥地利、芬兰和瑞典在冷战中是中立的，因此成为制定共同外交和安全政

策的组织的成员将与此格格不入。随着 1989 年冷战的结束，这一障碍被

消除，追求会员资格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1990年10月3日，东德和西德的

统一使东德加入共同体，但EEC成员国数量并未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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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C共同体后来在 1993 年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成为欧盟，并为新进

入者制定了标准，以便判断他们的适用性。哥本哈根标准在1993年指出，

一国必须是一个民主国家，经营自由市场，并愿意采取整个欧盟法律。同

样在 1993 年，EEC与除瑞士以外的EFTA成员国共同建立了EEA【欧洲经济

区】。大多数新的EEA国家都寻求成为欧盟（EU）的正式成员，因为EEA没

有充分满足其出口型公司的需求。1995年1月1日奥地利、芬兰和瑞典加入

欧盟，标志着EU第四次扩大。挪威政府在第二次全民公投中败北。 

 

====================================== 

 

东扩 

与 1980 年代的地中海国家一样，中欧和东欧国家已经摆脱了独裁统治，

并希望巩固其民主。他们还想加入欧洲一体化项目，确保他们不会回到俄

罗斯势力范围。欧盟和北约为此提供了保证，欧盟也被视为确保这些国家

经济成功的关键。然而，欧盟接受这些国家的成员申请的愿望并没有那么

快。共产主义的崩溃来得很快，而且出乎意料。欧盟努力应对德国突然统

一，增加了 1700 万贫困人口，在保持其货币联盟项目正常进行的同时，

仍处于早期阶段。 

 

中欧和东欧国家坚持不懈，最终上述问题得到解决。美国还施压欧盟提供

成员资格作为临时保证；它害怕北约扩张太快，害怕吓到俄罗斯。 

 



Page | 192  

 

最终，8 个中欧和东欧国家（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

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以及两个地中海国家（马耳

他和塞浦路斯）于 2004 年 5 月 1 日得以加入。这些国家的欠发达性质

引起了一些较老的成员国的关注。一些国家，例如英国，立即向加入国开

放了就业市场，而大多数其他国家则对这些国家的公民在本国的工作权利

施加了临时限制。东扩后新加入国的部分劳动力西移，尽管普遍承认受

益，但在一些西方国家的舆论和媒体中初步形成了陈词滥调（如“波兰水管

工”）。欧盟官方媒体（欧盟委员会的讲话）经常将向中东欧地区的扩大称

为“历史机遇”和“道义上的必要”，这反映了欧盟希望接纳这些国家成为成

员的愿望，尽管它们不如西欧国家发达。在此之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虽然最初被委员会认为没有完全准备好在 2004 年加入，但还是于 2007 

年 1 月 1 日加入。这些国家与 2004 年加入的国家一样，面临一系列对

其公民的限制、在一些较老的欧盟成员国领土上没有充分享受工作权利。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还不是申根区成员；但是，他们的公民可以免签证前

往其他欧盟国家。 

 

====================================== 

 

西巴尔干扩张 

2003 年在塞萨洛尼基举行的欧洲理事会峰会将西巴尔干地区的一体化作为

欧盟扩张的优先事项。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的关系在2005年从“对外关系”

转移到“扩大”政策部分。那些未被承认为候选国的国家被认为是“潜在的候

选国”。扩大理事会的举动是稳定和联合进程推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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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其他欧盟国家批准2011 年加入条约后，克罗地亚于 2013 年 7 月 

1日加入。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几个继承国都将融

入欧盟作为外交政策的目标。 

 

===================================== 

 

当前的扩大议程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经修订）第 49 条规定，任何尊重“自由、民主、

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法治的原则”的欧洲国家均可申请加入欧盟。 

 

土耳其于 1987 年申请加入。自1990 年代初期南斯拉夫解体期间摆脱战争

以来，西巴尔干地区一直被优先加入。阿尔巴尼亚、黑山、北马其顿和塞

尔维亚都被承认为正式候选国。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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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Solidarity 

 

 

团结工会的历史 

 

 

“团结工会”是波兰的一个民间工会，于 1980 年 8 月 14 日在列宁造船厂

（现格但斯克造船厂）由瓦文萨等人创立。1980 年代初，它成为苏联集团

国家中第一个独立的工会。团结工会引发了一场广泛的、非暴力的、反共

产主义的社会运动，在其鼎盛时期，约有 940 万成员。它被认为对共产主

义的垮台做出了巨大贡献。 

 

波兰共产党政府于 1981 年试图通过实施戒严令来摧毁团结工会，随后进

行了数年的政治镇压，但最终被迫进行了谈判。1989年，在政府和团结工

会领导之间的圆桌会谈产生了半自由选举。1989年8月末，形成了团结工会

领导的联盟政府；1990年12月，瓦文萨当选为波兰总统。不久之后，共产

主义政府体系被瓦解，波兰转变为现代民主国家。团结工会的早期生存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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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着共产主义强硬政权立场的突破，这是前所未有的事件；不仅是为了波

兰人民共和国—— 一个由一党共产主义政权统治的苏联的卫星国——而且

是为了整个东方集团。团结工会的榜样导致反共产主义思想和运动在整个

东方集团蔓延，削弱了共产主义政府。这个过程后来在1989 年的革命中达

到了高潮。 

 

1990 年代，团结工会对波兰政治舞台的影响减弱。“团结”运动的一个政治

分支，团结选举行动( AWS )，成立于 1996 年，将在 1997 年赢得波兰议

会选举，但在随后的2001 年选举中落败。此后，团结工会作为一个政党几

乎没有影响力，尽管它确实成为了波兰最大的工会。 

 

===================================== 

 

1980 年之前的根源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第一次以教宗身份访问波兰时，数百万人为他欢呼

（1979 年）。 

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特别是团结工会的初步成功，以及一般持不

同政见者运动的初步成功，是由受苏联影响的社会内部不断加深的危机推

动的。士气下降，经济状况恶化（短缺经济）。经过短暂的繁荣期后，从 

1975 年起，波兰政府在党第一书记爱德华·吉雷克( Edward Gierek) 的

领导下，随着外债的增加，经济陷入日益萧条的境地。1976 年 6 月，第

一次工人罢工发生，涉及普沃茨克、乌苏斯和拉多姆工厂的暴力事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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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被政府平息后，工人运动得到了知识界异见人士的支持，其中许

多与1976 年成立的工人保卫委员会有关。 

 

1978年10月16日，Krakow的主教Karol Wojtyla当选为教皇（约翰·保罗二

世）。一年后，在他第一次去波兰访问期间，他的群众有成千上万的同胞

参加。教皇呼吁尊重民族和宗教传统，倡导自由和人权，同时谴责暴力。

对许多波兰人来说，他代表了一种精神和道德力量，可以对抗粗暴的物质

力量，他是变革的风向标，并成为未来变革的重要象征和支持者。 

 

早期罢工 (1980)  

罢工的发生不仅仅是由于劳工骚乱前不久出现的问题，而是由于跨越十多

年的政府和经济困难。1980年7月，爱德华·吉雷克政府面临经济危机，决

定在减缓工资增长的同时提高物价。第一次罢工于 1980 年 7 月 8 日在

Świdnik的国家航空工厂开始。虽然罢工运动没有协调中心，但工人已经建

立了一个信息网络来传播他们的斗争消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团体，工

人保卫委员会( KOR )，最初成立于 1976 年，旨在为受害工人组织援助，

吸引了主要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武装分子小团体。 

 

8 月 14 日，造船厂工人开始了由海岸自由工会组织的罢工。工人们由电

工瓦文萨领导，他是一名前造船厂工人，于 1976 年被解雇，于 8 月 14 

日上午晚些时候抵达造船厂。罢工委员会要求重新雇用 Walentynowicz 和 

瓦文萨 ，以及对工人权利和其他社会关注的尊重。此外，他们还呼吁为

1970 年遇难的造船厂工人树立一座纪念碑，并呼吁将独立工会合法化。工

人们可能将罢工的时间安排在附近有许多国际记者参加的Int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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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Contest。 

 

波兰政府执行审查制度，官方媒体对“格但斯克的零星劳工骚乱”几乎没有

提及；作为进一步的预防措施，海岸与波兰其他地区之间的所有电话连接

很快就被切断了。尽管如此，政府未能包含信息：一波samizdats（波兰

语：bibuła），包括Robotnik（工人）和小道消息，以及穿透铁幕的自由欧

洲电台广播，确保了新兴的团结运动的思想迅速传播。 

 

8月16日，其他罢工委员会的代表团抵达造船厂。代表们（Bogdan Lis、

Andrzej Gwiazda和其他人）与造船厂罢工者一起同意创建一个企业间罢工

委员会。8 月 17 日，一位名叫亨利克·扬科夫斯基( Henryk Jankowski)

的牧师在造船厂大门外举行了一场弥撒，会上提出了MKS 的21 项要求。该

名单超越了纯粹的地方事务，首先是要求建立新的独立工会，然后继续呼

吁放松审查制度、罢工权、教会的新权利、政治犯的释放以及国家卫生服

务的改善。 

 

次日，包括塔德乌什·马佐维茨基在内的知识分子代表团抵达，协助谈

判。8 月 18 日，什切青造船厂在玛丽安·尤尔奇克( Marian Jurczyk)的

领导下加入了罢工。罢工浪潮席卷海岸，关闭港口并使经济停滞。在许多

知识分子的支持下，波兰各地工厂、矿山和造船厂的工人联合起来。几天

之内，就有200多家工厂和企业加入了罢工委员会。到 8 月 21 日，波兰

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罢工的影响，从沿海造船厂到上西里西亚工业区的矿山

市成为罢工的中心，在那里组织的单独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新工会成立，

并加入了联合会。1980 年 9 月，在Prudnik，ZPB“Frotex”的1500 多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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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其他工厂和Prudnik消防队的消防员一起，在奥波莱省进行了最大的反

共罢工。 

 

由于波兰境内的民众支持以及国际支持和媒体报道，格但斯克工人坚持不

懈，直到政府屈服于他们的要求。8 月 21 日，包括Mieczysław Jagielski

在内的一个政府委员会抵达格但斯克，另一个被派往什切青。8 月 30 日

至 31 日和 9 月 3 日，工人和政府代表签署了一项协议，批准了工人的

许多要求，包括罢工权。该协议后来被称为八月格但斯克协议

（Porozumienia sirpniowe）。其他协议分别在什切青（8 月 30 日的什

切青协议）和9 月 3 日在Jastrzębie-Zdrój签署。它被称为Jastrzębie 协

议（Porozumienia jastrzebskie），因此被视为格但斯克协议的一部分。

尽管涉及工会事务，但该协议使公民能够在共产主义政治结构内进行民主

变革，并被视为消除党对权力垄断的第一步。工人的主要关切是建立一个

不受共产党控制的工会，以及承认合法的罢工权利。工人的需求现在将得

到明确的表述。格但斯克协议的另一个后果是，1980 年 9 月，斯坦尼斯

瓦夫·卡尼亚取代爱德华·吉雷克 (Edward Gierek)担任党第一书记。 

 

第一次团结工会 (1980–1981)  

 

受到八月罢工成功的鼓舞，9 月 17 日，包括瓦文萨在内的工人代表成立

了全国性工会团结工会。它是苏联集团国家中第一个独立的工会。它的名

字是由Karol Modzelewski建议的，它著名的标志是由许多与团结工会相关

的海报的设计师Jerzy Janiszewski构思的。新工会的最高权力属于代表大

会（Zjazd Delegatów）。该行政部门原为全国协调委员会( Krajo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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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misja Porozumiewcza )，后更名为全国委员会 ( Komisja Krajowa )。

联盟有一个地区结构，包括 38 个地区（region）和两个区（okręg）。

1980年12月16日，阵亡船厂工人纪念碑在格但斯克揭幕，1981年6月28日，

另一座纪念碑在波兹南揭幕，以纪念1956年波兹南的抗议活动。1981 年 1 

月 15 日，包括莱赫·瓦文萨在内的团结工会代表团在罗马会见了教皇约

翰·保罗二世.  

从9月5日至10日，以及9月26日至10月7日，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召开。瓦文萨当选为团结工会主席。大会的最后一项协议是通过共和计划

建立“自治共和国”。 

 

团结工会已经从一个工会转变为一场社会运动，或更具体地说，一场革命

运动。在格但斯克协议签署后的 500 天里，有 900万-1000 万工人、知识

分子和学生加入了它或其子组织，例如独立学生会、独立农民工会和独立

工匠工会。这是有记载的历史上唯一一次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约占波兰劳

动力总数的 80%）自愿加入一个组织。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自由就没有面包，我们想到的不仅是面包、黄油和香

肠，还有正义、民主、真理、合法性、人的尊严、信仰自由和共和国的修

复。” 团结工会出版的报纸Tygodnik Solidarność于 1981 年 4 月创刊。 

 

通过罢工和其他抗议行动，团结工会试图迫使政府改变政策。在某些情况

下，例如在别尔斯科-比亚瓦，团结工会设法迫使腐败的政府官员失业。同

时，小心不使用武力或暴力，以免给政府任何借口动用安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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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主义短缺经济日益恶化、不愿与团结工会认真谈判的背景下，越来

越明显的是，共产党政府最终将不得不将团结工会作为走出僵局的唯一出

路，否则将面临一场真正的革命情况。气氛越来越紧张，各个地方分会进

行了越来越多的不协调罢工以及街头抗议，例如1981 年夏季在波兰的饥饿

示威，以应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1981 年 12 月 3 日，团结工会宣

布，如果政府被授予镇压异议的额外权力，将举行 24 小时罢工，如果政

府使用这些权力，将宣布总罢工。 

 

戒严 (1981–1983)  

《格但斯克协议》签署后，波兰政府承受着来自苏联越来越大的压力，要

求其采取行动并巩固其地位。莫斯科认为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过于独

立，1981 年 10 月 18 日，党中央委员会将他列为少数派。卡尼亚失去了

一等书记的职位，取而代之的是采取强硬政策的总理（兼国防部长）沃伊

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 

 

1981 年 12 月 13 日，雅鲁泽尔斯基开始镇压团结工会，宣布戒严并成立

了一个救国军事委员会。团结工会的领导人聚集在格但斯克，被逮捕并隔

离在安全局看守的设施中，大约 5,000 名团结工会支持者在半夜被捕。审

查范围扩大，军队出现在街头。发生了数百次罢工和占领，主要发生在最

大的工厂和几个西里西亚煤矿，但被ZOMO准军事防暴警察破坏。1981 年 

12 月 16 日，最大的示威活动之一发生在乌杰克煤矿，政府军在那里向示

威者开火，造成 9 人死亡，22 人重伤。第二天，在格但斯克的抗议活动

中，政府军再次向示威者开火，打死 1 人，打伤 2 人。到 1981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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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8 日，罢工停止，团结工会出现瘫痪。最后的罢工在1981年12月28日

结束，发生在皮亚斯特煤矿中的上西里西亚镇别尔乌。这是波兰历史上最

长的地下罢工，持续了 14 天。大约 2000 名矿工于 12 月 14 日开始了

它，深入地下 650 米。在最初的 2000 人中，有一半坚持到最后一天。

1982年10月8日，团结工会被取缔。 

 

对团结工会的支持范围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没有其他运动得到罗纳

德·里根、圣地亚哥·卡里略、恩里科·柏林格、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玛格丽特·撒切尔、 托尼·本、和平活动家、北约发言人、基督徒、西方

共产党人的支持，以及所有西方国家的保守派、自由派、社会主义者。在

国际社会、铁幕外谴责雅鲁泽尔斯基的行动，并宣布对团结工会的支持；

为此目的成立了专门的组织（如英国的波兰团结运动）。美国总统罗纳

德·里根对波兰实施经济制裁，最终迫使波兰政府放开其政策。与此同

时，中央情报局与天主教会和各种西方工会（如AFL-CIO）一起向团结工会

地下组织提供资金、设备和建议。里根和教皇的政治联盟对团结工会的未

来很重要。波兰公众也支持团结工会；显示支持团结工会的主要媒介变成

了像耶日·波皮耶乌什科( Jerzy Popiełuszko)这样的神父举行的弥撒。 

 

1983 年 7 月，戒严令正式解除，但许多对公民自由和政治生活以及食品

配给的严格控制一直持续到 1980 年代中后期。 

 

地下团结工会 (1982–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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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合法的团结工会领导人被捕后，地下结构就开始出现。1982年4月12

日，团结工会电台开始广播。4月22日，Zbigniew Bujak、Bogdan Lis、

Władysław Frasyniuk和Władysław Hardek创建了一个临时协调委员会作

为团结工会的地下领导层。5月6日，另一个地下团结工会组织，一个

NSSZ“S”区域协调委员会，由Bogdan Borusewicz, Aleksander Hall , 

Stanisław Jarosz, Bogdan Lis和 Marian Świtek创建。1982 年 6 月，

成立了一个战斗团结工会组织。 

 

在整个 1980 年代中期，团结工会作为一个完全地下组织坚持不懈。其活

动家受到安全局 ( SB ) 的追捕，但设法进行了反击：1982 年 5 月 1 

日，一系列反政府抗议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参与者——在克拉科夫、华沙

和格但斯克有数十万人参加。5 月 3 日，在庆祝1791 年 5 月 3 日宪法

期间，发生了更多抗议活动。那天，共产主义特工处杀害了四名示威者—

—三名在华沙，一名在弗罗茨瓦夫。另一波示威浪潮发生在 1982 年 8 月 

31 日，也就是格但斯克协议签订两周年之际。那天总共有六名示威者被杀

——三名在卢宾，一名在凯尔采，一名在弗罗茨瓦夫，一名在格但斯克。

第二天，在琴斯托霍瓦的一次示威活动中，另一人被杀。10 月 11 日至 

13 日，格但斯克和诺瓦胡塔发生了进一步的罢工。在诺瓦胡塔，一名 20 

岁的学生 Bogdan Wlosik 被一名特工人员射杀。 

 

1984 年华沙神父Jerzy Popiełuszko被谋杀引发了抗议浪潮。 

1982 年 11 月 14 日，瓦文萨获释。然而，在 12 月 9 日，SB（国家安

全局）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行动，逮捕了 10,000 多名激进分子。12 月 

27 日，团结工会的资产被当局转移到亲政府的工会全波兰工会联盟。然

而，团结工会远未破裂：到 1983 年初，地下组织拥有超过 70,000 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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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其活动包括出版 500 多种地下报纸。1983年上半年，街头抗议频繁；

5 月 1 日，克拉科夫 2 人死亡，弗罗茨瓦夫 1 人死亡。两天后，又有两

名示威者在华沙遇害。 

 

1983 年 7 月 22 日，戒严令解除，许多被监禁的团结工会成员获得大

赦，他们获释。10月5日，瓦文萨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然而，波兰政府拒

绝发给他前往奥斯陆的护照；瓦文萨的奖品由他的妻子代表他接受。后来

发现，SB准备了虚假文件，指控瓦文萨从事不道德和非法活动，这些假文

件被提交给诺贝尔委员会，企图破坏他的提名。 

 

1984 年 10 月 19 日，一位广受欢迎的支持团结工会的神父Jerzy 

Popiełuszko被杀。随着真相的出现，成千上万的人通过参加 1984 年 11 

月 3 日举行的葬礼来表达对已故神父的声援。政府试图通过释放数千名政

治犯来缓和局势。然而，一年后，又出现了新的逮捕浪潮。Frasyniuk、

Lis 和Adam Michnik，“ S ”地下组织成员，于1985 年 2 月 13 日被捕，

接受审判，并因“对波兰国家及其人民犯下数起恐怖行为”罪名而被判处数

年监禁。 

 

第二次团结 (1988–1989)  

1985 年 3 月 11 日，苏联的政权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掌权。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东方集团的经济形势恶化，再加上

其他因素，迫使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

政治和社会领域。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很快引起了苏联卫星国政策的相应转

变，包括波兰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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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 9 月 11 日，225 名波兰政治犯获释。在9月30日特赦之后，瓦文

萨创立了戒严以来了第一个公开，合法的实体，NSZZ团结工会，领导人包

括保丹·博勒斯奇斯，比涅尤·布杰克，瓦迪斯瓦夫·弗西尼克，塔德乌

什·雅努什Jedynak、Bogdan Lis、Janusz Pałubicki和Józef Pinior。许

多地方团结工会分会现在在波兰各地揭开了他们的面纱，1987 年 10 月 

25 日，NSZZ团结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成立。尽管如此，团结工会的成员和

活动家继续受到迫害。1980年代后期，瓦文萨派系与更激进的战斗团结工

会之间的裂痕扩大，因为前者想与政府谈判，而后者则计划进行反共革

命。 

 

到 1988 年，波兰的经济状况比八年前更糟。国际制裁，加上政府不愿进

行改革，加剧了旧问题。政府经营的计划经济企业效率低下，浪费了劳动

力和资源，生产了需求量很小的不合格产品。波兰的出口量很低，这既是

因为制裁，也是因为这些商品在国外和国内一样没有吸引力。外债和通货

膨胀加剧。没有资金来实现工厂现代化。以排长队和空货架为特征的短缺

经济。Jaruzelski 和Mieczysław Rakowski提出的改革来得太少也太迟

了，尤其是在苏联的变化已经增强了公众对变革必须到来的期望，而苏联

停止了支持波兰失败政权的努力。 

 

1988 年 2 月，政府将食品价格提高了 40%。4月21日，新一波罢工袭击了

该国。5月2日，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罢工。政府在 5 月 5 日至 10 日

期间中断了罢工，但只是暂时的：8 月 15 日，在Jastrzębie Zdrój发生了

新的罢工。到 8 月 20 日，罢工已经蔓延到许多其他矿山，8 月 22 日，

格但斯克造船厂加入了罢工。波兰共产党政府随后决定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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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内部事务部长切斯瓦夫·基什恰克在电视上宣布，政府愿意谈

判，而五天后，他会见了瓦文萨。罢工于次日结束，11 月 30 日，在瓦文

萨和阿尔弗雷德·米奥多维奇（亲政府工会全波兰工会联盟的领导人）之

间的电视辩论中，瓦文萨在公共关系方面取得了胜利。 

 

12 月 18 日，团结工会内成立了一个由 100 名成员组成的公民委员会。

它由几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负责向政府提出反对派要求的特定方面。瓦

文萨和团结工会的大多数领导人支持谈判，而少数人希望进行反共革命。

在瓦文萨的领导下，团结工会决定寻求和平解决方案，而暴力派从未获得

任何实质性权力，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1989 年 1 月 27 日，瓦文萨和 Kiszczak 在一次会议上起草了一份主要

谈判小组成员的名单。2 月 6 日开始的会议将被称为波兰圆桌会议。波兰

圆桌会谈于 1989 年 2 月 6 日至 4 月 4 日在华沙举行。以雅鲁泽尔斯

基将军为首的共产党人希望在不改变政治权力结构的情况下，将著名的反

对派领导人拉入统治集团。团结虽然充满希望，但并没有预料到重大变

化。事实上，会谈将从根本上改变波兰政府和社会的形态。 

 

1989年4月17日，团结工会合法化，会员人数很快达到150万。团结工会被

获准参加即将举行的选举。选举法只允许团结工会提出下议院35% 席位的

候选人，但对上议院候选人没有限制。尽管资源短缺，团结工会还是设法

进行了竞选活动。5 月 8 日，新的支持团结工会的报纸Gazeta Wyborcza

（选举公报）出版了第一期。瓦文萨支持各地团结工会候选人的海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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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全国各地。 

 

选举前的民意调查曾承诺共产党会获胜。因此，执政党PZPR 及其附属政党

的彻底失败出乎所有相关人员的意料：在第一轮选举之后，很明显团结工

会的表现非常出色，在 161 个有竞争的下议院席位中占据了 160 个席

位， 100 个参议院席位中赢得 92 个。在第二轮之后，它几乎赢得了所有

席位——下议院全部 161 个席位，参议院全部 99 个席位。 

 

在这些选举中，反共候选人取得了惊人的胜利，在中欧和东欧开启了一系

列和平的反共革命，最终以共产主义的垮台告终。 

 

以共产党和团结运动在波兰圆桌会谈期间达成的协议命名的新协议下议院

将由团结工会主导。根据之前的协议，Jaruzelski仍然继续担任总统。然

而，对于总理职位，共产党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以组建内阁政府。 

 

6 月 23 日，由Bronisław Geremek领导的团结公民议会俱乐部

（Obywatelski Klub Parliamentarny "Solidarność"）成立。它与 PZPR 

的两个前卫星党派——联合人民党和民主党——组成了一个联盟，后者现

在选择“反抗”PZPR；原波兰执政党发现自己处于少数地位。8月24日，下议

院选举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一个团结工会的代表，成为波兰总理。

他不仅是 1945 年以来第一位非共产主义波兰总理，而且成为近 40 年来

东欧第一位非共产主义总理。在他的演讲中，他谈到了“粗线”（Gruba 

kreska），这将使他的政府与过去的共产主义分开。到 1989 年 8 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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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工会领导的联合政府已经形成。 

 

党和工会（1989年至今） 

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标志着在波兰的历史和团结工会的历史中一个新的篇

章。在击败共产主义政府后，团结工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准备不足的角色

——政党的角色——并很快开始失去人气。团结工会派系之间的冲突加

剧。瓦文萨被选为团结工会主席，但对他的支持可以被认为是摇摇欲坠

的。他的主要对手之一瓦迪斯瓦夫·弗拉西纽克完全退出选举。1990 年 9 

月，瓦文萨宣布Gazeta Wyborcza无权使用团结工会标志。 

 

当月晚些时候，瓦文萨宣布他打算竞选波兰总统。1990年12月，瓦文萨当

选波兰总统。他辞去了团结工会主席的职位，并成为波兰有史以来第一位

民选总统。 

 

第二年，1991年2月，Marian Krzaklewski 当选为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

萨总统的愿景与团结工会新领导层的愿景存在分歧。团结工会不仅没有支

持瓦文萨，反而对政府越来越挑剔，并决定在即将到来的1991 年议会选举

中建立自己的政党。 

 

1991 年选举的特点是存在大量相互竞争的政党，许多政党声称是反共产主

义的遗产，而团结工会党仅获得 5% 的选票。 

 



Page | 208  

 

1992 年 1 月 13 日，团结工会宣布对民选政府进行第一次罢工：对提高

能源价格的提议进行一小时罢工。12 月 14 日又进行了两小时的罢工。

1993 年 5 月 19 日，团结工会代表提出了一项反对总理汉娜·苏乔卡政

府的不信任动议，该动议获得通过。瓦文萨总统拒绝接受总理的辞职，并

解散议会。 

 

在随后的1993 年议会选举中，团结工会的支持在过去三年中受到了多大程

度的侵蚀，这一点变得显而易见。尽管一些团结工会代表试图采取更左翼

的立场并与右翼政府保持距离，但团结工会在公众心目中仍然与该政府保

持一致。因此，它遭受了民众日益幻灭的痛苦，因为从共产主义制度到资

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未能立即产生财富并将波兰的生活水平提高到西方水

平，以及政府的金融“休克疗法”（巴尔塞罗维奇计划）引起了很多反对。 

 

在选举中，团结工会仅获得 4.9% 的选票，比进入议会所需的 5% 少 0.1%

（团结工会仍有九名参议员，比上届参议院少两名）。胜利的政党是后共

产主义左翼政党民主左翼联盟。 

 

团结工会现在与其昔日的敌人全波兰工会联盟( OPZZ )联手，两个工会组

织了一些抗议活动。第二年，团结工会组织了针对波兰采矿业状况的多次

罢工。1995 年，波兰议会前的一次示威被警察（现在又称为policja）使

用警棍和水炮驱散。尽管如此，团结工会还是决定在1995 年的总统选举中

支持瓦文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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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兰右翼的第二次重大失败中，SLD候选人Aleksander Kwaśniewski赢得

了选举，他获得了 51.72% 的选票。团结工会对新选举的呼吁无人理会，

但下议院仍设法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 1981 年戒严令（尽管SLD投反对

票）。与此同时，左翼OPZZ工会获得了 250 万会员，是当代团结工会

（130 万）的两倍。 

 

1996 年 6 月，团结选举行动（Akcja Wyborcza Solidarność）成立，由 

30 多个政党组成，联合自由派、保守派和基督教民主力量。随着公众对

SLD及其盟友的幻想破灭，AWS在1997 年的议会选举中获胜。耶日·布泽克

成为新总理。 

 

然而，关于国内改革的争议、波兰 1999 年加入北约和加入欧盟的进程，

加上AWS与其政治盟友（自由联盟- Unia Wolności）的斗争和AWS内部的内

斗，以及腐败，最终导致失去很多公众支持。AWS领导人玛丽安·克扎克莱

夫斯基( Marian Krzaklewski)在2000 年的总统选举中落败，而在2001 年

的议会选举中，AWS未能选出一名议会代表。在这场惨败之后，

Krzaklewski 被Janusz Śniadek（2002 年）取代，但工会决定与政治保持

距离。 

 

2006 年，团结工会拥有约 150 万会员，成为波兰最大的工会。其使命宣

言宣称，团结工会“以基督教伦理和天主教社会教义为基础开展活动，致力

于保护工人的利益并实现他们的物质、社会和文化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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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为纪念创立了40周年的团结工会运动，在世界各地的许多重要的

地标展示“白、红”颜色，包括被照亮了的美国尼亚加拉大瀑布，巴西的基

督救世主雕像，布达佩斯的塞切尼链桥，芝加哥的箭牌大厦，新德里的

Qutb Minar。并且，柏林、都柏林、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贝尔格莱德和

加利福尼亚的圣莫尼卡等城市都张贴海报和团结工会的标志。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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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_relations_since_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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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以来的国际关系 

 

 

1989年以来的国际关系涵盖了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事务的主要趋势。 

 

 

趋势 

21 世纪的特点是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不断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相互关联的

经济体面临的风险增加，例如2000 年代末和 2010 年代初的大衰退。这一

时期还见证了移动电话和互联网通信的扩展，这在商业、政治以及个人如

何根据共同利益建立网络和寻求信息方面引起了根本的社会变化。 

 

由于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全球对资源的竞争加剧，尤其是在印度、中国和

巴西。需求的增加正在加剧环境退化和全球变暖。 

 

一些核武国家试图诱使朝鲜放弃核武器，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使国际紧

张局势加剧。 

 

2020 年，COVID-19 大流行成为 21 世纪第一个严重扰乱全球贸易并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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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衰退的大流行病。 

 

1990年代 

随着万维网的出现，1990 年代见证了技术的巨大进步。综合因素，包括资

本市场通过新自由主义的持续大规模动员、冷战的解冻和突然结束、互联

网等新媒体的广泛扩散和电子邮件，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对政府的怀疑。苏

联解体在1991年引发了世界各地和国家内部的调整和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重

新巩固。互联网泡沫在 2000 年至 2001 年崩溃之前，1997-2000 年为一

些企业家带来了财富。 

 

非洲、巴尔干地区出现了新的种族冲突，导致了卢旺达和波斯尼亚的种族

灭绝。尽管《奥斯陆协议》取得了进展，但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紧张

局势的任何解决迹象仍然难以捉摸。在和平方面，北爱尔兰的麻烦在经历

了 30 年的暴力之后，于 1998 年因《耶稣受难日协议》而归于平静。 

 

共产党垮台 

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东亚以外），共产党的支持迅速瓦解。支持者对戈尔

巴乔夫在俄罗斯改革和重建共产主义的失败以及 1989 年东欧的迅速推翻

感到震惊。克里姆林宫终止了财政援助和领导角色。例如，苏联对拉丁美

洲多个共产主义国家的财政援助因预算削减而结束。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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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主要趋势。这意味着严重依赖市场资本主

义和全球投资流动，同时放松管制和削减福利支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

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是芝加哥经济学院的负责人，他是一位杰出的

代表。在 1980 年代，罗纳德·里根( Ronald Reagan)和玛格丽特·撒切

尔( Margaret Thatcher)在美国和英国处于领导地位。 

 

2000 年代 

这十年的前半段见证了经济巨头中国的长期预期突破，几乎整个十年都实

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在较小程度上，印度也受益于经济繁荣，这两个人口

最多的国家成为日益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快

速追赶在此期间引发了一些保护主义的紧张局势，并且是本十年末能源和

食品价格上涨的部分原因。十年后三分之一的经济发展以全球经济衰退为

主导，该衰退始于2007 年末在美国出现的住房信贷危机，并导致主要银行

和其他金融机构破产。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一场全球经济衰

退，从美国开始并影响到大部分工业化国家。 

 

在成长的互联网做出了贡献的全球化的十年，世界各地的人们之间享有更

快的通信方式。社交网站的出现是人们随时随地保持联系的一种新方式，

只要他们有互联网连接。最早的社交网站是Friendster、Myspace、

Facebook和Twitter，它们成立于 2002 年至 2006 年。Myspace 是最受欢

迎的社交网站，直到 2009 年 6 月被 Facebook 超越。电子邮件在整个十

年继续流行，并开始取代纸质“蜗牛邮件”"作为向远方的人们发送信件和其

他信息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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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以后，2002年成立国际刑事法院，随后进行了反恐

战争和阿富汗战争。2003年，美国领导的联军入侵伊拉克，结束了萨达

姆·侯赛因作为伊拉克总统和复兴党在伊拉克的统治。基地组织和附属的

伊斯兰激进组织在整个十年中进行了恐怖活动。第二次刚果战争，二战以

来最致命的冲突，在2003年7月结束。另外，包括阿尔及利亚内战、安哥拉

内战、塞拉利昂内战、第二次利比里亚内战、尼泊尔内战和斯里兰卡内

战，也都结束了。开始的战争包括尼日尔三角洲的冲突、也门的胡塞叛乱

和墨西哥毒品战争。 

 

2010 年代 

这十年始于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国际衰退。由此产生的欧洲主

权债务危机在本十年初期变得更加明显，并继续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可能

性。紧缩、通货膨胀和商品价格上涨等经济问题导致了许多国家的动荡，

包括15-M和占领运动。一些国家的动乱——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之

春”——演变成了突尼斯、埃及和巴林的革命以及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的

内战。不断变化的社会规范见证了LGBT 权利和女性代表的增长。 

 

美国继续保持其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新兴的竞争对手是中国，拥有庞大

的经济举措和军事改革。中国寻求扩大在南海和非洲的影响力，巩固其作

为新兴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中美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变成为“遏制”努力

和贸易战。 

 

2014 年伊拉克伊斯兰国和黎凡特极端组织的崛起抹去了叙利亚和伊拉克之

间的边界，导致多国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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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在十年的中期经历了移民危机和英国退出欧盟公投。在弗拉基米

尔·普京总统的领导下，俄罗斯在 2014 年吞并克里米亚并在乌克兰和格

鲁吉亚卷入冲突的国际事务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普京还压制了俄罗斯内

部的异议。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信息技术不断进步。物联网在2010年代期间大幅增

长；无线网络设备，移动电话和先进的云计算继续进步。数据处理的进步

和4G 宽带的推出使数据和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各个领域之间传播，而

社交媒体等在线资源促进了Me Too 运动以及懒惰主义、唤醒文化和在线呼

叫等现象的兴起。 

 

中国的崛起 

自1991年以来，中国经济实际GDP年均增长5%至10%，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

高的。从贫穷开始，它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偏远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正

在减少。数以亿计的人口从乡村迁移到城市以提供劳动力。1992年初，中

国领导人 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旨在为经济改革注入新动力和活力的政治宣

言。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支持邓小平重新推动市场改革，指出 1990 年代

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体制的连续性和经济体制的

更大胆的改革被宣布为十年发展计划的标志。邓政府斥巨资改善公路、地

铁、铁路、机场、桥梁、水坝、渡槽等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工程。中国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和出口商。主要问题恶化，如污染和收入的不平

等。到2020年，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和独裁者习近平试图把经济从制造业

转移到消费服务业和高科技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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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复苏 

1990 年代富裕的西德与贫穷的东德的统一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提议。德国的

经济奇迹在 1990 年代逐渐消失，以至于到本世纪末和 2000 年代初，它

被嘲笑为“欧洲病夫”。它在 2003 年经历了短暂的衰退。从 1988 年到 

2005 年，经济增长率非常低，年增长率为 1.2%。失业率，尤其是在东部

地区，尽管有大量刺激支出，但仍然居高不下。它从 1998 年的 9.2% 上

升到 2009 年的 11.1%。 2008-2010 年全球大衰退的情况短暂恶化，因为 

GDP 急剧下降。然而，失业率并没有上升，复苏速度几乎比其他任何地方

都快。2011 年出口达到创纪录的 1.7 万亿美元，占德国 GDP 的一半，占

世界所有出口的近 8%，推动了繁荣。当欧洲共同体其他国家在金融问题上

苦苦挣扎时，德国基于 2010 年之后异常强劲的经济采取了保守的立场。

事实证明，劳动力市场具有灵活性，出口行业也适应了世界需求。 

 

乔治 HW 布什政府 (1989–1993)  

一直看好中国民主特征出现以应对经济快速增长的美国人对1989 年亲民主

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残酷镇压感到震惊和失望。美国等政府针对中国

侵犯人权采取了多项措施。美国暂停与中国的高层交往和美国对中国的武

器出口。美国还实施了多项经济制裁。由于投资者对中国大陆的兴趣急剧

下降，这场危机扰乱了贸易关系。旅游客流量急剧下降。华盛顿谴责镇压

并暂停某些贸易和投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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