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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歐洲如何打造二十一世紀》用淺顯易懂的文字，引領讀者了解，歐盟模式如何影響

歐洲，並分析這種力量會對其他國家帶來什麼影響。作者以清晰的敘述，告訴讀者

，在美國強勢力量逐漸衰退，歐洲如何悄悄地建立一種新的國際秩序，為二十一世紀

創造新的里程碑。 

 

郭秋慶 vs. 卓忠宏 

歐盟化解歧異 培養歐洲公民意識 

 

記者：書中提到許多歐盟對歐洲的影響，請簡單介紹歐盟，並談談歐盟影響歐洲的最

大關鍵是什麼？ 

郭：歐盟讓歐洲國家有主權讓渡的現象，所以使歐洲走向後現代，並培養歐洲的公民

意識，像是制訂歐盟旗幟、歐盟盟歌與歐盟護照等，去達到共同的認知。歐洲過去發

生過許多戰爭，在這種情況之下，歐洲會想辦法杜絕戰爭再度發生，營造和平狀態。

過去歐洲國家都會互相猜忌，並互相結盟達到勢力均衡的狀態，所以我認為歐盟最重

要的，就是促進和平的意識，進而制度化；追求共同利益的合作，且冀望在國際上扮

演更重要的角色。 

卓：歐洲為了統一而合作，不管是經濟、交通、安全或外交，歐洲聯盟一開始的出發

點，是希望能夠化解彼此之間的歧異，變成一個統一的歐洲國家，化解來自共產主義

的威脅，化解歐洲的戰爭再度爆發，並開始經濟事務的合作，一開始以煤鋼為主，發

展武器、核能等，之後再擴大到其他層面，以消弭歐洲各國彼此發生戰爭的可能性。 

 

歐盟發酵 國際社會導向區域貿易型態 



 

記者：讀者除了可從此書了解歐盟，還能獲得哪些方面的資訊，以理解當代國際社會

？ 

卓：書中有一句話說得很好：「現在對於國際社會的理解不在於歐洲，而是我們對於

力量的理解已經過時。」例如：以前我們對於國家安全觀念，僅在於軍事的防衛，認

為軍事力量越強，越能保護自身國家的利益；但是現在的歐洲卻已改變，歐盟提出經

濟合作的概念，藉由彼此的經貿合作，降低衝突；由國與國之間，轉變成區域對區域

間的貿易；所以如果非歐盟國家跟捷克、希臘等歐洲小國有紛爭，面對的不是單一國

家，而是整體歐盟。在歐盟內，不管是大國還是小國，都能夠保障其利益，這也是美

國為何要推動北美自由貿易協會、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等，以區域為導向的貿易型態。 

郭：除了基本的歐盟模式外，歐盟也提倡斯德哥爾摩共識或萊茵模式，這些共識的價

值在於雖然競爭是必須，但公平性也相當重要，所以歐洲提倡社會福利制度，讓受雇

者更有保障，因此代表勞工權益的工會擁有相當大的力量，這跟美國追求競爭和效率

的商業模式是不同的。在美國社會，社會保險的費用較高，公平性也較弱，而且作者

認為，美國委託海外負責製造業的方面，會讓負責製造業的國家，產生生態環境的迫

害問題。 

 

借鏡歐盟 ：放下敵對再求統合 

 

記者：歐盟模式最值得學習借鏡的是什麼？ 

卓：我認為歐盟在「化解仇恨」這方面的概念非常重要，像是德國與法國打了3百多

年的戰爭，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兩個國家說和解就和解，一起攜手帶動整個

歐洲統合；但在亞洲這個觀念是有點難落實的，譬如：中國跟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的仇恨；德國是想盡辦法要讓法國忘記他們在戰爭中所犯的錯誤，但日本卻會試圖勾

起戰時的回憶。而在台灣，內部的意識型態對立就非常明顯，更何況談到國與國之間

的合作，所以歐盟「先放下兩者的敵對意識再求統合」的觀念，就跟我們有很大的差

距。 

郭：歐盟是個民主的共同體，它打開了彼此的疆界，創造更大的市場。這種提升高度

競爭力的發展，在別的地方很難看到。雖然對外有防衛的政策，但卻用善盡國際責任

的方式，像是經濟、技術的援助，取代武力威脅的做法，以柔性的態度去面對。歐盟

透過法律彼此相互連結，並將法律當作是維繫和平的工具，所以歐洲每個國家都是以

善意對待彼此，不怕鄰國崛起會對他們造成威脅。 

 



化敵為友潛在合作 把世界推向多元 

記者：請談談書中以什麼層面出發，比較歐洲、美國甚至和中國的關係，這本書如何

讓讀者看見21世紀除了美國、中國之外，其他發展的可能？ 

卓：美國是公認的強國，但未必被公認為最好的國家，而中國崛起後，有學者提出了

中國威脅論。歐盟從剛開始只有6個國家組成，到現在有27國，也不曾聽過有學者提

出歐盟威脅論。所以美國跟中國會把新興的勢力，看成是種威脅，但歐盟卻把每個國

家當作是潛在的合作夥伴。書中也提到「硬實力」與「軟實力」，硬實力是傳統的軍

事力量，軟實力強調潛移默化的力量，像是經濟、外交等；因為歐盟的軟實力，就算

對某些北歐國家不了解，還是會覺得他們是不錯的國家。 

郭：歐洲希望把這個世界多元化，不是像二次世界大戰後以美國主導的局面，所以在

中國經濟發展的情況下，歐洲盼望中國也可以進入國際社會。書中提到媒體通常會用

美國的眼光去看待事情，所以思想難免受美國強大的媒體力量左右；其實歐洲擁有許

多值得發展中國家學習的特點，這是《歐洲如何打造二十一世紀》想要表達的；但本

書仍是以探討歐盟的特質與獨特性為出發點，對國際情勢的著墨並不深。 

 

聯合主權 歐盟攜手前進 

 

記者：最推薦讀者閱讀的篇章？ 

卓：我認為是第一章「歐洲的看不見的手」，內容講述那雙看不見的手深入各個國家

，將各國主權聯合起來，讓大家認為歐洲是朝著他們認為的方向前進。歐盟的起步不

在於某些國家的推動，而是在於彼此之間紛爭的化解。 

郭：《歐洲如何打造二十一世紀》主要用淺顯易懂的方式，讓讀者可以認識歐盟，我

認為在前面幾個章節中，將歐盟描述得非常簡潔扼要，並可以凸顯歐盟的特徵，一般

的書籍通常用政治或者是歷史面去看歐盟，但本書以通俗的角度出發，是了解歐盟的

入門書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