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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重大课题“区域文化战略竞合与世界文化秩序构建”（项目号：ＫＸ１６１０５６）的阶段性成果。

欧盟文化战略视角下欧盟文化政策研究
＊

戴启秀

［关键词］　欧盟文化战略；欧盟文化政策；多元与统一

［摘　要］　欧盟公布的《世界全球化中的欧洲文化议程》（２００７）文件制定的三大目标可理

解为欧盟文化战略构成的三个层面：对内实现区域内的“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原则；文化与

经济相结合，走文化资源驱动型发展道路，提升欧洲就业和经济增长率；将文化的作用看

作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竞争。围绕这三大战略性目标，本文在解读《世界全球化中的欧洲

文化议程》（２００７）、《促进文化和创意产业作为欧盟增长和就业的推动力》（２０１２）、《文化在

欧盟对外关系中的作用》（２０１４）等文本的基础上，从欧盟一级立法中梳理这三大目标在历

次《欧盟法》修订中递进关系。并以此为法律依据、分析围绕这三大目标出台的政策性文

件及落实这三大目标的行动计划。在此基础上阐述欧盟文化政策特点、文化执行机构以

及由三大目标层面构成的欧盟文化战略框架对内和对外的作用。
［作者简介］　戴启秀，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欧盟研究中心研究员

（上海２０００８３）。

一、欧盟文化战略、文化政策、成员国

文化政策三者关系　　 　　

　　从欧盟文化战略、欧盟文化政策、成员国文化

政策三者关系来看，欧盟各成员国的文化既有共

同的宗教与历史起源，也有各自不同的发展。在

欧洲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欧盟逐渐形成了欧盟文

化政策中“多 样 性 中 的 统 一 性”的 核 心 原 则。自

２００７年起，欧盟不断将其文化政策整合成为欧盟

文化战略框架，作为一个行为体参与到全球文化

竞争之中。
在冷战阶段人们也关注文化，文化也 介 入 欧

共体决策过程，但这一阶段的文化政策处在欧共

体决策的边缘，与政治、经济相比，文化并未拥有

同等重要的政策地位。此时的文化政策和文化行

动计划也局限于狭义文化范畴，缺乏系统性。随

着欧共体发展为欧洲联盟，文化事项也逐渐受到

欧盟法律关注。冷战后１９９２年的《马斯特里赫特

条约》第３条、第９２条、第１２８条首次纳入文化事

项条款，这为欧盟实施文化行动计划提供了官方

法律依据。１９９３年 生 效 的《马 斯 特 里 赫 特 条 约》
将文化正式提上联盟的议事日程。欧盟文化政策

的地位也经历了从边缘移向中心的过程，文化范

畴内涵得到拓展，文化政策由局限于高雅文化领

域扩大至语言、教育领域，文化政策纳入欧盟组织

机构政策决策考虑之中。２０００年以后，文化政策

不断融入欧盟政治决策过程中，成为欧洲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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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欧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其对外关系发展重

要的核心之一。２００７年欧委会发布的《世界全球

化中的欧 洲 文 化 议 程》（Ｋｕｌｔｕｒａｇｅｎｄａ，以 下 简 称

《欧洲文化议程》）“标 志 着 欧 盟 对 外 关 系 中 一 种

新的文化战略框架已经出现。……至此，文 化 已

经被欧盟视为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种战略

因素。”［１］欧盟层面的文化战略框架逐渐形成。这

一《欧洲文化议程》成为欧盟文化政策变化的转折

点，原属于欧盟成员国权限的文化政策也同时上

升至欧盟政治层面。《欧洲文化议程》制定了三大

目标：（１）促进欧洲文化的多样性和不同文化之间

的对话；（２）加强文化在创意、发展和就业中的促

进作用；（３）使文化成为欧盟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２］（Ｐ８）这三大总体目标可归结为文化战略

构成的三个方面：第一大目标，对内通过成员国文

化政策维护文化多样性，欧盟层面整合成员国多

样性，实现 区 域 内 的“多 样 性 中 的 统 一 性”原 则。
第二大目标将文化与经济相结合，特别是在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和２０１０年欧债危机后，鉴于传统产业

越来越失去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欧盟凭借自身

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走文化资源驱动型发

展道路，将文化和创意产业视为欧洲就业和经济

增长的直接推动力。第三大目标将文化的作用看

作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竞争。围绕这三大战略性

目标，之后欧盟相继推出一系列相应的制度政策

和文化建设行动计划和配套措施。
以第三 大 目 标 为 例，２０１４年８月《文 化 在 欧

盟对外关系中的作用》［３］（Ｐ１－１２）报告简述了２１世纪

不断变化的多极世界中文化具有的强大潜力和对

外 关 系 拥 有 的 作 用。［３］（Ｐ３）此 报 告 在 调 研 的 基 础

上，就欧盟对外文化关系未来发展提出了相应的

改进行动建议和重要原则。如：鉴于欧盟文化政

策和成员国文化政策的双重属性，欧盟文化政策

要采取双轨制，要提升欧盟对外合作的可靠性与

可持续性，首先要在对外政策中融入文化要素；其
次，支持专项文化行动和文化项目。另外，报告还

建议，欧盟文化政策的发展要逐渐由零散到整合，
由纵向到横向，由临时性到可持续性；由成员国层

面拓展至欧盟层面、区域层面和全球层面；由成员

国国家间 的 合 作 发 展 到 欧 盟 层 面 的 共 同 文 化 战

略；从狭义文化目标转向政治目标，这些也构成当

代欧盟文化政策现在和未来的重要特点。

二、欧盟文化政策法律框架、政策性文件

及行动计划　　　　　　 　　

（一）法律框架依据

欧盟文化政策有着特有的法律基础。相关法

律基础和原则性框架文件为在欧盟层面解决其成

员国在文化领域长期各自为政等结构性问题提供

了法律 为 先 的 制 度 保 障。如 同 欧 盟 法 律 体 系 所

示，构成欧盟及其成员国文化政策法律依据有《欧
盟法》一级法律和欧盟关于文化的政策性文件。

作为《欧 盟 法》的 欧 盟 条 约 是 欧 盟 的 一 级 法

律，赋予欧盟文化政策法律框架。尽管欧盟条约

经历多次修订，但相关原则基本不变，其主要依据

是：《马 斯 特 里 赫 特 条 约》（１９９２）第１２８条 规 定；
《阿姆斯特丹条约》（１９９７）第１５１条规定；《里斯本

条约》（２００９）第１６７条 规 定。《马 斯 特 里 赫 特 条

约》（１９９２）第１２８条为欧盟文化政策奠定了基本

原则，“共同体将致力于弘扬共同文化遗产，发展

各成员国文化，尊重各国各地区的文化多样性。”
在“马约”提出“弘扬共同文化遗产”和“尊重地区

的文化多 样 性”原 则 基 础 上，《阿 姆 斯 特 丹 条 约》
（１９９７）第１５１条要求欧盟及其成员国 “在文化方

面采取实际行动，以尊重和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

文化差异性；鼓励成员国之间的以及与第三国或

国际 组 织 的 文 化 合 作。”面 对 急 剧 变 化 的 世 界 形

势，欧盟对《阿 姆 斯 特 丹 条 约》进 行 修 订，２００９年

通过了《里斯本条约》。鉴于不断深化的欧洲一体

化进程、欧盟对外关系和不断变化的全球化进程，
《里斯本条约》第１６７条要求欧盟及其成员国与相

关国际组织加强合作，拓展文化政策领域，将文化

政策纳入欧盟其他政策领域，“与第三方及相关有

资质的 国 际 组 织 就 文 化 领 域 进 行 培 育 合 作。同

时，欧盟有义务将文化因素纳入其所有政策领域，
以便尊重 和 促 进 文 化 多 样 性。”《里 斯 本 条 约》第

１６７条的规定 为 欧 盟 进 一 步 实 施 文 化 政 策、提 升

文化政策在欧盟政治决定中的地位提供了重要的

法律依据。［４］由此可见，上述欧盟文化战略框架下

的三大目标 在 历 次《欧 盟 法》的 修 订 中 递 进 式 出



　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　

７３　　　

现。如同“马约”、“阿约”和《里斯本条约》所确定

的那样，维护各成员国文化，尊重和促进地区的文

化多样性，成为欧盟文化政策的基本原则，欧盟有

义务将文化因素纳入其所有政策领域。在文化领

域欧盟和成员国有着不同的权限范围。教育和文

化领域具体政策属成员国权限，在文化领域欧盟

则遵循辅助性原则，制定框架性政策。这一欧盟

和成员国在文化领域的不同权限规定在很多方面

确定了欧盟文化政策实施方式和影响范围。在这

方面，欧盟通过合作项目和共同协议与成员国保

持文化合作关系，并依据欧盟一级法律和原则框

架文件对成员国文化政策施加影响，如早期阶段，
在２００７年之前，欧洲委员会出台的单项框架性文

件 主 要 有：《欧 洲 关 于 侵 害 文 化 财 产 的 协 议》
（１９８５）、《欧洲保护建筑遗产协议》（１９８５）、《欧洲

电影合作协议》（１９９２）、《欧洲考古遗迹保护协议》
（１９９２）、《欧洲风景协议》（２０００）、《欧洲视听遗产

保护协议》（２００１）、《欧洲委员会关于社会文化遗

产价值的框架协议》（２００５）等。
（二）政策性文件（含研究报告）（２００７、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除以欧盟法为主的欧盟一级法律外，在《欧盟

法》原则下，欧盟还推出了关于文化政策的政策性

文件。这里特别受到关注的是欧盟发布的三份政

策性文件（含调研报告）：《世界全球化中的欧洲文

化议程》（２００７），［２］《促进文化和创意产业作为欧

盟增长和就业的推动力》（２０１２）［５］（Ｐ１－１６）和《文化在

欧盟对外关系的作用》调研报告（２０１４）。［３］

面对当今世界全球化的现实，２００７年欧盟出

台了《世界全球化中的欧洲文化议程》（２００７），确

定了欧洲文化战略三大目标：第一大目标是促进

文化多样性。第二大目标是将文化的作用拓展至

经济领域，加强文化在创意、发展和就业中的促进

作用。第三大目标是使文化成为欧盟国际关系中

的重要 组 成 部 分。为 实 现 欧 洲 文 化 战 略 三 大 目

标，欧盟在文化领域积极建立开放式合作方式，在
欧盟机构、成员国之间和与第三国合作方式方面，
倡导既要有框架机制，又不能使灵活性受到限制，

既能保持伙伴式合作关系，又能承认各自的多样

性。欧盟正在不断整合自欧共体成立以来以往的

关于文化领域的单项政策，并初步形成了文化领

域的一套政策体系。实现在坚持欧盟文化多样性

的同时，强调共同的欧洲文化渊源，培养欧洲文化

认同意识。将文化因素逐渐融入到欧盟层面各领

域的制度设计中。

为落实２００７年欧盟在《欧洲文化议程》提 出

的三大目标中第二大目标———发展文化和创意产

业，２０１２年，欧盟出台了《促进文化和创意产业作

为欧盟增长和就业的推动力》政策性文件（２０１２），

为发展文化和创意产业确定了战略框架，将文化

作用拓展至经济领域。文件要求欧盟成员国加大

投资力度，发展文化和创意产业使之成为促进欧

洲经济增长、提高欧洲就业的新动力。从文化战

略层面看，文化产品既是能够创造财富和就业机

会的经济产品，也是体现文化认同和文化多样性

的载体。文化和创意产品具有的文化属性和经济

属性双重特性，成为欧盟未来重点发展的战略目

标之一。正如欧盟委员会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日发布

的《数字时代下的欧洲视听政策》［６］（Ｐ２－５）和欧盟委

员会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５日发布的《关于数字化时代

欧洲电影业的发展意见：弥合文化多样性与竞争

力》［７］（Ｐ１）文件 所 示，在 此 数 字 化 时 代 的 大 背 景 之

下，“版权”应当继续在保护视听内容创新、激励视

听内容创新、保护视听内容版权持有方利益这三

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将视听行业、影视行业

看作促进增长提高就业的创新引擎。

为进一步促进欧盟对外文化关系的可持续发

展，使 之 适 应 不 断 变 化 的 欧 盟 对 外 关 系，欧 盟

２０１４年发布了《文 化 在 欧 盟 对 外 关 系 中 的 作 用》

报告（２０１４）。此报告是由欧盟委托的一个包括８
个文化机构和１个咨询公司组成的调研联盟完成

的调研报告。［３］（Ｐ３）调研报告以欧盟对外文化关系

为对象，调研涉及５４个国家，其中２８个欧盟成员

国，１６个欧洲睦邻政策规定的国家①和１０个战略

① 埃及、阿尔及利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摩尔多瓦、巴勒斯坦、

叙利亚、突尼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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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国家①。在对上述欧盟对外关系国家调研的

基础上，本着促进欧盟对外文化关系可持续发展

的精神，报告提出了旨在进一步发展欧盟对外文

化关系的１２项改进举措和行动建议。如：欧盟需

要进一步完善战略框架；要有具备奉献精神的人

员和合适的协作方式；要完善文化治理，使决策更

具有透明性、效率性和责任性；要有出资与融资的

新途径；在互补原则下要整合资源；促进交流和人

员流动，加强公民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文化项目

设计需面向青年群体和适应青年的文化特点；在

地方层面的文化政策要促进城市和乡镇地区参与

文化建设，如“建立友好城市”；在国际层面，促进

跨国同行相互学习，使地方文化行为体更多参与

地区层面和国际层面的文化合作；加强监督和评

估。另外，该报告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重视欧

盟对外文化关系的８条核心原则，如：文化关系对

提升欧洲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的作

用；提高欧洲对其他文化的认知及学习其他文化

的能力；与欧洲或在世界其他地区建立更多、更好

的文化关系；欧盟须制定协调性的国际文化关系

战略，此战略应符合兼顾年轻人文化兴趣和行为

方式；欧盟多层次文化机构应共同制定文化战略，
尊重互惠原则、尊重相互关系和责任共担这一全

球文化公民理念。在这方面要有政治意愿和制定

明确的目标。
（三）行动计划

１．落实第一大目标：区域内的“多样性中的统

一性”行动计划。
根据《欧盟法》相关文化条款精神，欧盟拓展

了文化政策范围，将文化政策由狭义文化范畴领

域向语言、教育领域拓展。在整合原有零散的项

目基础上欧盟推出了一系列旨在促进欧洲文化认

同、提升欧盟国际文化地位和文化教育竞争力行

动计 划。如２０００年 以 前 的：“欧 洲 文 化 之 都”
（１９８５）、“欧洲遗产日”（１９８５）、“埃拉斯穆斯计划”
（１９８７）、“外语学习促进”计划（１９８９）、“万花筒计

划”（１９９６—１９９９）、“拉 斐 尔 计 划”（１９９７—１９９９）、
“阿里 亚 那 计 划”（１９９７—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 以 来

的：“文化２０００计 划”、“文 化２００７—２０１３计 划”、
“文化２０１４—２０２０计划”（欧盟２０２０战略下的“文
化政策”）、“创意欧洲２０１４—２０２０”计划（２０１３）、
“地平线２０２０计划”、［８］“面向所有人的埃 拉 斯 穆

斯”计划（２０１１）［９］和加强版“埃拉斯穆斯＋”计划

（２０１３）。［１０］

在这方面，“欧洲文化之都”、“欧洲文化遗产

日”和“埃拉斯穆斯计划”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但
目前欧盟依然在实施。鉴于文化概念的内涵拓展

至语言和教育领域，这些文化活动和行动计划虽

然都属文化政策范围，但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有

了与时俱进的拓展。如：“面向所有人的埃拉斯穆

斯”计划（２０１１）将支持传统的高等教育项目拓展

至所有教育领域，如：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

育、成人教育、各类实习等。并有三个主导行动计

划：一是个人流动学习主导行动。涉及四类人群

（教师、大学生、硕士、青年）。二是合作主导行动

计划。涉及四大合作类型：战略性合作伙伴、知识

联盟、行业专业人员联盟合作、信息技术平台间合

作。三是支持政治改革计划，即支持该计划同其

他相关战略内容进行开放式协调和对接，如：“埃

拉斯穆斯”教育计划（２０１１）与“欧盟教育和培训合

作战略 框 架 目 标”（ＥＴ２０２０）和“欧 盟 青 年 战 略”
（ＥＵ－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　ｆüｒ　ｄｉｅ　Ｊｕｇｅｎｄ）进行衔接。通过对

接使该计划比以往更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特点。

２０１３年出台的 加 强 版“埃 拉 斯 穆 斯＋”计 划

则拓展了２０１１年的“面向所有人的埃拉斯穆斯”

计划。此计划将内容扩展至交流、青年和体育等

领域。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２日，欧盟还发布了《埃拉斯

穆斯影响研究》（Ｅｒａｓｍｕ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Ｓｔｕｄｙ，ＥＩＳ）评

估报告。调查评析“埃拉斯穆斯”教育计划实施的

结果和效果。

在传统文化领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启动的“万

花筒计划”（１９９６—１９９９），“拉斐 尔 计 划”（１９９７—

１９９９），“阿里亚那计划”（１９９７—１９９９）这三项行

动计划旨在发展欧盟成员国国家艺术，鼓励文化

创新，宣传和传播欧洲文化遗产和与之相关的知

① 巴西、中国、印度、日本、加拿大、墨西哥、俄罗斯、南非、韩国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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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促进对欧洲各国文学作品的了解和传播。此

三项计划在欧盟“文化２０００计划”得到整合，并延

续至欧 盟“文 化２００７—２０１３”计 划 和 欧 盟“文 化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计 划”。“欧 盟 文 化 ２０００ 计 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整合了欧盟原有的 各 项 文 化 政 策，
这使文化合作行动更加有效和更加合理。“文化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计划”进一步引导欧洲多元文化的合

作，加强欧盟公民对欧洲文化和文化遗产的共同

分享，增强“欧洲公民”意识，通过文化领域人员跨

国流动 促 进 跨 文 化 对 话。“文 化２０１４—２０２０计

划”融入“欧盟２０２０战略”框架之下，使文化政策

与“欧盟２０２０战略”进行接轨，由此使文化政策进

入欧盟政治战略层面。

２．落实第二大目标：文化与经济互动的行动计划。
为加强欧盟文化领域能力建设，“创意欧洲”

计 划 （２０１３）（（Ｋｒｅａｔｉｖｅｓ　Ｅｕｒｏｐａ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１１］（Ｐ２２１－２３７）是 欧 盟 委 员 会 在 文 化 政 策 方 面

推出的新方案，被看作“文化２０１４—２０２０计划”的
核心行动计划，并与“欧盟２０２０战略”进行接轨。
根据该计划文件第２４条第１款规定，在２０１４年

至２０２０年的７年内，“创意欧洲”将获得１４．６亿

欧元的预算支持。“创意欧洲”于２０１４年１月启

动，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结束，其执行机构是“欧
盟委员 会 教 育、视 听 和 文 化 执 行 署”。按 照 该 计

划，欧盟为成员国电影、电视、文化、音乐、戏剧表

演艺术、文化遗产及相关行业提供财政支持。该

文件第３条规定设定了总目标：（１）维护、发展和

促进欧洲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资助欧洲文化遗

产的保护。（２）加强欧洲文化和创新领域的创新

能力，尤其是影视领域，其目标是促进智慧增长、
可持续增长、可协同（融合）增长。欧盟从战略层

面考量文化和经济的互动关系，从传统的文化政

策发展至文化和经济的融合，发展文化和创意产

业，这一方面可维护欧洲文化及语言多样性，促进

欧洲 文 化 认 同，另 一 方 面 又 能 为 经 济 就 业 服 务。
文化和创意产业的发展对欧盟城市发展也有着重

要意义，并成为后工业时代知识经济的重要支柱。

３．落实第三大目标：促进文化在国际 关 系 中

的重要作用。
在国际层面，欧盟通过欧盟文化政策，特别是

其对外文化政策，对外传播欧洲价值，参与全球治

理。依托欧 洲 观 念、欧 洲 治 理 模 式 等 软 因 素“吸

引”其他行为体遵守其确立的规范和行为准则，在
存在冲突的欧洲以外地区传播人权、民主、法治、
善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理念。另外，欧盟文化

政策重视文化对外传播，通过对外文化政策和对

外文化关系促进欧盟与邻国，欧盟与世界其他地

区的合作，提高欧盟在国际社会的文化地位。文

化在欧盟对外关系中的作用在未来会越来越受到

重视，这已成为除军事、经济硬实力竞争之外的软

实力。如：２０１１年 德 国 外 交 部 颁 布 的 最 新 纲 领

《全球化时 代 中 的 对 外 文 化 政 策》［１２］中 为 对 外 文

化政策的执行制定了新标准。文件明确了“对外

文化政策要积极配合地区冲突的解决，尤其是在

那些因文化、宗教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引发冲

突的地区。”［１２］（Ｐ９）为之，德国强调，“提供文化对话

和教育是保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越是

容易发生暴力冲突的国家和地区，文化和教育工

作更应该及时开展。”［１２］（Ｐ１１）这为在国际层面解决

国际问题提供了可考虑的方案之一。

三、欧盟文化政策特点、制定和执行机构

（一）欧盟文化政策对内对外特点

在欧盟层面，欧盟文化政策成为实现 欧 洲 政

治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和教育一体化重要的途径。
除欧洲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的共同意识外，欧盟

在其一体化进程中重视维护欧洲政治文化价值，
通过法律 形 式 建 构 欧 洲 政 治 文 化 价 值 和 欧 洲 认

同，推进欧洲政治一体化。在成员国层面，欧盟文

化政策一方面通过涉及成员国的相关推进政策，
如维护文化多样性政策和语言多样性政策以及地

区促 进 政 策，保 持 和 促 进 欧 洲 地 区 文 化 的 发 展。
鉴于欧盟文化权限更多属于成员国权限和成员国

维护自身文化地位的需求，各成员国都有其自身

的文化政策。欧盟层面文化政策和成员国文化政

策共同构成了欧盟文化政策的双重特性。在国际

层面，欧盟通过对外文化政策和行动计划以及对

外文化关系对外传播欧洲价值，参与全球治理。
由此奠定的欧盟文化政策具有“对内、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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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重性质。“对内”规范、管理、调整成员国文化

事务。文 化 政 策 是 欧 盟 一 体 化 重 要 的 推 动 力。

如：欧 盟 推 出 的 欧 盟 文 化 多 样 性 政 策、多 语 言 政

策、文化创意产业促进政策、教育一体化政策，旨

在维护欧洲文化价值，提高欧洲公民认同和欧盟

认同，促进欧洲一体化。“对外”传播欧洲文化价

值、提升 欧 盟 国 际 地 位、促 进 世 界 和 平。在 这 方

面，欧 盟 及 其 成 员 国 重 视 语 言 和 文 化 对 外 传 播。

借助语言传播机构，如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

塞万 提 斯 学 院、法 国 的 法 语 联 盟 等，对 外 传 播 语

言，扩大欧洲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提升欧盟对外

文化软实力。除语言对外传播外，欧盟重视文化

产品对外输出，出口产品包括书籍、音乐、影视、游
戏和其文化产 品 的 对 外 出 口 （含 版 权 转 让、数 字

产品在线销售）。通过文化产品对外输出，欧盟一

方面提升文化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可
以通过文化产品这一载体对外传播欧洲文化，提

升欧洲文化在国际的影响力，在全球文化战略竞

争中获得其应有的地位。
（二）制定和执行机构

欧盟的文化政策并不是简单的由欧盟委员会

这个行政机构进行指定，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也

参与到文化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如下图所示，欧盟

委员会下设教育、视听、文化执行署，主要负责拟订

与执行文化、艺术、体育以及语言等领域的文化政

策。欧洲议会也设有文化与教育委员会，欧盟理事

会的教育、青年与文化部门也参与欧盟文化政策决

策。此外，欧盟委员会所需推行文化政策的预算还

需要得到欧洲议会及欧洲理事会的批准。

四、欧盟文化政策对内对外作用

（一）对内作用

１．促进“多元与统一”。
欧盟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多样性中的 统 一 性。

多样性体现在成员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多

元性；统一性则体现在欧洲“文化认同”层面。如

同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Ｅｄｇａｒ　Ｍｏｒｉｎ）曾 经

在其著作《反思欧洲》中强调的那样，“欧洲的统一

以及她的独特性就在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对话性

的特质，欧洲文化正是在无数既相互联系又相对

立的对话中发展，而这些对话之间的影响和作用

就形成了独特 的 欧 洲 文 化 漩 涡。”［１３］（Ｐ７２－７３）鉴 于 欧

洲国家文化在很多方面基于希腊人文主义、罗马

的法制、基督教教义这一欧洲地区文化特点，不同

地区文化也拥有共同的欧洲文化传统。这种共同

的文化传 统 构 成 了“欧 洲 认 同”出 发 点。为 维 护

“多元与统一”这一欧盟架构特性，如上所述，欧盟

做出了相应的制度性安排。在文化层面，一方面

通过欧盟层面的文化促进政策维护超越成员国民

族文化的欧洲价值，提高欧盟公民身份意识，另一

方面通过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政策，维护成

员国地 区 文 化 多 样 性 和 语 言 多 样 性。从 欧 洲 文

化、宗教和人文主义的文化遗产中吸取的文化价

值依然体现在当今欧洲文化价值体系中。

２．进一步融合欧洲社会。
除政治、经济作用外，欧洲文化政策旨在维护

欧洲社会融和，促进社会公平。在这方面，欧洲共

同文化价 值 成 为 促 进 欧 洲 社 会 融 合 的 重 要 出 发

点。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以及教育一体化政

策和相关支持计划和行动计划在很多方面促进了

欧洲社会融合、使欧盟公民的归属感进一步增强。
如：影响较大、效果较好的每年的“欧洲文化之都”
（Ｋｕｌｔｕｒｈａｕｐｔｓｔｄｔｅ　Ｅｕｒｏｐａｓ）活动，有效地保护欧洲

文化遗产，促进地方和城市发展与旅游经济有效地

结合。通过这一活动不仅 弘 扬 和 传 承 欧 洲 文 化。
而且也促进欧洲民族之间彼此理解和沟通；建立欧

洲共同文化区域，并塑造一个城市特有的 文 化 灵

魂，增强社会凝聚力和欧洲文化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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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发展动力。
如果说之前的欧盟一系列文化政策更多局限

于狭义文化领域，更多为欧洲政治一体化服务，那
么，２００８年金融 危 机 之 后，欧 盟 文 化 政 策 开 始 向

经济领域拓展，为欧盟经济服务。为之，欧盟推出

了“文化和创意产业”发展政策和“创意欧洲”行动

计划。伴随 着 信 息 通 讯 技 术 和 互 联 网 的 快 速 发

展，欧盟文化和创意产业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文化和创意产业还为欧盟许多重要行业

带来溢出效应。例如，三分之一的旅游活动基于

文化景点，众多的商务创新模式在互联网上得到

推广应用。“文化和创意产业”促进政策和“创意

欧洲”计划这两大计划的实施为欧盟经济增长提

供了新的发展动力。为此，欧盟出台了许多规定，
规范和促进文化和创意产业发展，鼓励形成统一

的整体，抓住欧盟统一大市场和数字技术带来的

发展新机遇，通过实施资助计划、提供贷款、鼓励

欧盟内外的交流与合作等措施，为经济发展创造

有 利 发 展 环 境，提 升 文 化 和 创 意 产 业 的 国 际 竞

争力。
（二）对外作用

１．发展对外文化关系、促进世界地区和平。
在国际层面，欧盟文化政策和对外文 化 政 策

为欧盟在双边、地区和国际层面进行政治对话、建
立伙伴关系提供一个合作框架。在这方面，欧盟

依托对外文化政策，对外维护自身价值和传播欧

洲价值，如：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及文化合作项目，
欧盟一方面不断地向入盟候选国、周边国家、新兴

发展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传播欧洲文化价值，
在全球范围内提升其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另

一方面通过发展对外文化关系方式，参与全球治

理和地区治理，维护地区稳定，在促进世界地区和

平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２．发展文化和创意产业、维护欧盟文化利益。
为对外维护欧洲文化地位，长期以来，欧盟在

很多文化 领 域 坚 持“文 化 例 外”原 则。如 欧 盟 的

“文化例外”也成为欧美之间自贸区谈判（ＴＴＩＰ）
的障碍之一。法国要求将文化议题，特别是影视

媒体排除在谈判议题之外，并将“文化例外”从传

统文化领域扩展到数字领域。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０日

定稿的欧盟宪法草案写入“文化例外”条款。文化

例外重点领域涉及视听领域。关于视听领域，欧

盟委员会已有３份政策性文件：《欧盟委员会关于

数字化时代欧洲电影业的发展意见：弥合文化多

样性与 竞 争 力》（２０１４）［１４］（Ｐ１－１８）《数 字 时 代 下 的 欧

洲视听政策》（２０１４）［６］（Ｐ２－５）《增长、创造与价值：构

建完全融 合 的 视 听 世 界》绿 皮 书（２０１３）。［１５］（Ｐ１－２０）

欧盟呼吁 要 高 度 重 视 互 联 网 电 视 对 欧 盟 经 济 增

长、商业创新、媒体多元化、文化多样性和消费者

的影响。面对包括常用于看电视的台式电脑、便携

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等，目前欧盟互联网电

视终端已达４　０４０万，预计总量到２０１６年将超过传

统电视终端。［１５］（Ｐ３）这种基于技术进步的融合趋势

将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同时也将带来

新的挑战。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形式，包括电视业务

与电影业务的视听领域具有文化、社会和经济多维

作用，它能构建欧洲认同同时也能成为促进经济增

长、增加就业的创新引擎。

３．加强社会与文化伙伴关系、推动欧盟睦邻融合。
无论地中海地区还是独联体地区，两 者 对 于

欧盟来说都有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与欧盟

在陆上相连的独联体地区以及与欧盟隔海相望的

地中海地区都直接关系到欧盟的东部及南部的安

全。此外，来自这两个地区的移民与劳工大量地

涌入欧盟成员国，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以及潜在的社会冲突可能。以地中海地区为例，

１９９５年底 欧 盟 与１４个 地 中 海 国 家 共 同 启 动 的

“巴塞罗那进程”三大支柱其中之一便是“社会与

文化伙伴关系”。“欧洲—地中海遗产”项目便是

这一支柱的载体，通过寻找南北两岸共同的文化

遗产树立两者共同文化的意识，形成共同命运的

意识，弱化宗教间的对立和不和，促进地区稳定和

地区和平。

结　语

综上所述，欧盟重视文化在欧盟对内 和 对 外

关系的作用。通过对外文化传播和活动，向世界

展现一个具有文化创意和文化多样性的欧洲，讲

好“欧 洲 故 事”，传 播 欧 洲 基 本 价 值。如 同 欧 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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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发布的《文 化 在 欧 盟 对 外 关 系 中 的 作 用》
调研报告指 出 的 那 样，欧 盟 将 按 照《欧 洲 文 化 议

程》，提升 文 化 在 欧 盟 及 其 成 员 国 对 外 关 系 的 作

用，并加快落实《欧洲文化议程》，本着“全球文化

公民”精神，尊重共同的文化权利和文化责任，制

定共同战略，进一步深化欧洲一体化，在建构国际

秩序和全球治理中更好地发挥地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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