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論文摘要 

本論文旨在探討 2004年 5 月 1 日加入歐盟 10 個國家中的波蘭、捷克、匈牙

利、斯洛伐克、斯洛文尼亞、愛沙尼亞、拉脫維亞、立陶宛等 8個中、東歐國家。

自 1989 年東歐劇變，中、東歐國家就提出了回歸歐洲的口號，具體而言就是申

請加入歐洲聯盟與北大西洋公約組織，並依 1993 年 6 月歐盟訂下的「哥本哈根

標準」，實施政治經濟改革，從此中、東歐國家就開始踏上了漫長的入盟之旅。 

歐洲的整合有其歷史的淵源，除了在政治、經濟及地理上的考量，最重要的

還是基於安全上的因素。希望藉由整合謀求歐洲的永久和平，所以進行制度上、

理念上的改革與嘗試，從經濟的合作到有關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內政與司法的

合作，使歐洲的關係愈來愈緊密的結合，藉由整合理論分析歐盟深化與廣化的進

程中，所採取不同的整合概念與內部機制運作的變化；並以歐盟四次擴大經驗的

成就與影響，作為研究第五次擴大脈絡之依據。 

中、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最廣受世人矚目者，莫過於極權統治的共黨政權，

竟然出現和平演變，轉型成為新興民主國家。經過了十五年的改革，各國政局和

社會相對穩定，多黨議會體制已基本成型，黨派間的鬥爭雖仍相當激烈，但基本

上能按憲政架構所建立的議會民主制度執行，成為共同合法化的政治規則。經濟

發展已漸趨好轉，少數國家甚至已超過或接近劇變前的水準。目前，中、東歐各

國現在仍處於過渡時期，要完全成為西方所要求的「民主體制」式的國家和市場

經濟社會，對大多數國家來說，仍要走相當一段路程。 

歐盟抓住冷戰結束後的天賜良機，向中、東歐國家擴張，實現了大歐洲夢想

的第一步。就歐盟方面而言，所有成員國都認為整個歐洲的穩定、安全和繁榮是

符合自己的利益的，東擴乃是地緣政治和經濟利益雙重選擇的結果。東擴對歐盟

而言，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同時，東擴是歐盟穩定周邊局勢的最佳選擇。此次

擴大所接納的新成員國與歐盟原成員國間存在著巨大的經濟發展差距，歐盟新、

舊成員國間將有面臨一個艱難的磨合時期。同時藉擴大的契機，能找出一個能平

衡各方利益的解決方案；而在調整權力結構和提昇機構運行效率方面，如何使機

制運作與政策之執行能順遂，都是歐盟當前最重要的課題。另歐盟最後的邊界在

何處？可接納成員國的能量範圍？歐洲防務的自主與整合？都是後續值得關注

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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