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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里斯本条约+下的欧盟国际法律人格
!

周晓明

摘
!

要!*里斯本条约+第
=&

条赋予欧盟法律人格"结束了欧盟从*马斯特里赫特+到*尼

斯条约+以来(身份不明)的历史$自此"欧盟对外将(以一个声音说话)"欧盟的对外行动

将更有效#更透明#更民主$但是"*里斯本条约+在欧盟法律人格的规定上还存在有待完

善之处"例如"国际责任的规定不够彻底"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权能不够明确"欧盟内

部机构职能划分不够清楚等$

关键词!国际法律人格%国际责任%一致性%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欧洲联盟"作为区域性组织"涉及经济#政治#安全#军事等诸多方面"堪称区域性组织

发展的典型"它是依照
!LL#

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成立的$此后"规范欧盟的条

约先后经*阿姆斯特丹条约+和*尼斯条约+两次修订$在*欧盟宪法条约+惨遭破产后"经

过长期的反思与妥协"欧盟成员国于
#%%&

年签署*里斯本条约+$它由*欧洲联盟条约+

&

BV?

"

B+,*3

P

90V>+9

<

,*0?0490

'和*欧洲联盟运行条约+&

BWV?

"

B+,*3

P

903K,W>0.

E

349040

A

983K,V>+9

<

,*0?0490

'组成"两条约具有同样法律效力$该条约首次明确赋予欧

盟以独立法律人格"欧共体的所有权利将被欧盟取代而不复存在$被赋予法律人格的欧

盟"在对外关系中将发挥更全面的作用"成员国将以欧盟为载体(用同一个声音说话)"更

有利于欧盟对外行动的一致性#有效性和透明性"从而促进和保护成员国的整体利益和价

值"对欧盟公民和第三国而言"与欧盟的法律关系和法律义务也将更加明确和透明$

一#*里斯本条约+前欧盟的法律人格

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是指能独立参与法律关系并直接承受国际法上权利与义务的

能力$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律人格通常包括!缔结条约#接受和派遣外交使节#承认其他国

际法主体#提出或接受国际求偿等$就欧盟而言"欧盟是否具备法律人格"可以从成员国

是否明示或默示赋予欧盟以法律人格#欧盟是否独立于成员国而与第三国发生法律关系#

以及国际社会是否承认欧盟的独立主体地位三个方面来考察!

$

&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下的欧盟法律人格

欧盟联盟是依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成立的$条约没有明确规定欧盟具有法律人

格$条约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实现归结于欧盟与成员国的政府间合作"欧盟仅是服

务于成员国共同利益的(议事机构)"并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在实践中"成员国对于欧

盟是否具有法律人格持否定态度$德国宪法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欧盟仅是成员国共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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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一种称呼"不具有独立法律人格!

$英国和荷兰也采取类似观点"

$因此"*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下

的欧盟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它只能通过欧共体各机构发挥作用"本身没有独立的财政预算"开支主

要依赖欧共体预算$

&二'*阿姆斯特丹条约+下的欧盟法律人格

!LL;

年欧盟成员国召开欧盟政府间会议"欧洲议会提交报告号召成员国赋予欧盟独立法律人格$

委员会在报告中也接受并支持欧洲议会的观点"成员国也普遍认为欧盟法律人格的缺失会对外部世界

造成极大的困惑并减弱了欧盟对外职能的发挥$

$

在这一背景下"

!LLL

年生效的*阿姆斯特丹条约+第
#=

条赋予欧盟理事会经全体一致表决后有权

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签订涉及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及司法与内务领域'的国际协定的权利"但

协定对需经本国宪法程序认可而生效的成员国不具有强制力$在实践中"成员国对条约是否赋予欧盟

以法律人格持不同观点$荷兰与爱尔兰表示赞成"而英国则反对%

$因此"即使*阿姆斯特丹条约+在增

强欧盟国际人格上取得重要进步"但不论条约本身"还是成员国的立场"都没有对欧盟是否具备国际法

律人格达成共识$

&三'*尼斯条约+下的欧盟法律人格

#%%!

年签署的*尼斯条约+对*阿姆斯特丹条约+

#=

条作了两处修改!其一是欧盟与第三方订立的协

定涉及共同立场或联合行动时"采用多数表决机制%其二是条约规定依该条款订立的国际协定对欧盟机

构有拘束力$这一规定的初衷是好的"其目的在于增强欧盟对外政策的能力范围$但是"在多数表决机

制下投反对票的成员国"很难最终缔结条约$同样"若条约对必须依本国宪法程序才能通过的成员国不

具拘束力"又很难执行本条约$并且"该条增加条约对欧盟机构具有拘束力的规定"但事实上"对欧盟机

构有拘束力并不等于对成员国具有拘束力$实践中"自
#%%!

年起"依
#=

条的规定"欧盟在安全与防务

政策以及司法与内务政策框架内先后签订
&%

多个条约$例如"

#%%'

年欧盟与美国签订有关引渡与相

互司法协助的协定&

$但这个协定的签订历经波折"美国坚持要求欧盟确保成员国用书面形式与美国

交换条约确认书$在欧盟内部"条约在成员国内的认可程序也足足花了三年时间$类似的情况也发生

在欧盟与美国在
#%%&

年签订的有关*乘客姓名记录处理与转移的协定+以及欧盟与瑞士
#%%=

年签订的

*申根协定+中'

$

上述国际实践表明"不论是成员国"还是欧盟机构或欧盟自身"乃至国际社会对欧盟法律人格的认

定仍比较含糊$很少有条约是脱离成员国而直接赋予欧盟权利与义务$大多数条约都力求避免直接与

欧盟产生相应法律程序$即使就有关条约发生争执"缔约双方不是通过司法或仲裁程序而是通过外交

程序予以解决$诉求都是直接针对欧盟成员国#欧盟机构或第三国"而非欧盟本身$

二#*里斯本条约+下的欧盟法律人格

*欧盟宪法条约+惨遭破产后"欧洲理事会和欧盟成员国开始转变思路"转而采用政治敏感度较低的

术语以求成员国的一致认可$在否定了(宪法)或(联盟)等措辞"并肯定国家主权首要性原则后"提出明

确赋予欧盟法律人格有利于在欧盟范围内简化条约谈判过程"并使欧盟的对外行动更具一致性$在这

一背景下"*里斯本条约+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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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性规定

BV?

第
=&

条规定欧盟应具有法律人格$欧共体不复存在"其法律能力由欧盟取代$

BWV?

第

''$

条规定欧盟成员国应在国内法中赋予欧盟以法律能力"第
'=%

条规定了欧盟的合同和非合同责任

能力$此外"

BV?

取消三大支柱的划分"统一规定欧盟对外政策的一般条款"包括欧盟对外行动的指导

原则#目标#促进和保障行动的一致性等"这些总则性规定有利于增强欧盟对外行动的有效性#透明性和

一致性"使欧盟国际法主体地位更加稳固和确定!

$

&二'欧盟的国际条约缔约权

BV?

第
M

条#第
#=

条和
BWV?

第
#!;

条是关于欧盟国际条约缔约权的一般性条款$依第
M

条"欧

盟应与毗邻国家发展良好#密切#和平的关系"以求共同发展#合作和繁荣$第
#=

条规定欧盟依共同外

交与安全政策宗旨"有权与有关国家#国际组织订立国际条约$

BWV?!MM

条规定"欧盟依
BV?#!

条有

关欧盟对外行动目标和
BWV?#%M

条有关发展与合作政策的规定"欧盟可以与第三国#国际组织签订国

际协定"

$但是"欧盟在这两个领域的缔约权不应侵犯成员国有关权利$

BWV?

第
#!=

条规定"为实现

BV?#=

和
BWV?#!=

条&

!

'款有关人道主义援助的目标"欧盟与第三国或国际组织订立国际条约"但欧

盟在这个领域的权利不应损害成员国在该领域的权利$

BWV?#!;

条第
!

款是新增条款"指出欧盟基于

条约规定#为实现条约宗旨和目标#或基于一项有拘束力的法律行为以及为影响欧盟共同规则或改变规

则范围等要求"可与一个或多个第三国及国际组织缔结国际条约$这一条新增条款赋予欧盟在条约规

定的范围内缔结国际条约的权利的同时"也默示地赋予欧盟在条约没有明确规定时的国际条约缔结权"

从而扩大了欧盟缔结国际条约的能力范围$

$第
#

款指出欧盟缔结的条约对欧盟机构和欧盟所有成员

国具有约束力$

BWV?#!&

条规定欧盟可以与一个或多个第三国或国际组织缔结国际条约"建立有关

互惠权利与义务#共同行动等联盟$

BWV?#!M

条规定欧盟与第三国或国际组织缔结条约时的谈判和

签署程序$欧盟理事会有权启动谈判程序#签署和缔结条约$当所缔结的国际条约涉及共同外交与安

全政策事项时"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应向欧盟理事会提议"通过决议的方式

授权启动条约谈判程序"并且根据条约的性质"任命欧盟谈判成员$

&三'国际责任

*里斯本条约+后"欧盟取代欧共体"承担其相应的国际责任"但欧盟仍力图避免在争议中通过司法

或仲裁程序解决纠纷"也避免承担单独或连带的经济责任"欧盟在国际政治领域(政治行为体)的属性仍

高于(法律主体)属性"欧盟的责任能力仍受到质疑%

$以欧盟在欧洲安全与防御政策领域所缔结的条

约和采取的行动为例"截至
#%%&

年底"欧盟理事会与第三国共签订
&%

多个有关的协定$但这些协定无

一例外地在争议解决条款中用双边外交协商方式解决争议$

&四'制裁

BWV?#!$

条是对
V(

第
'%!

条有关经济制裁的发展!首先"制裁不仅包括经济上&

,.909H4.

'的制

裁"还包括财政或金融上&

840*0.4*)

'的制裁%其次"欧盟采取制裁需要(告知)&

4089+H

'欧洲议会%其三"提

案的主体不再仅是欧盟委员会"而是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和欧盟委员会共同提案%其四"制裁

不仅可以针对国家"还可针对非国家实体和个人&

$最后"制裁应提供相应的法律救济措施"欧盟法院

对欧盟针对个人或非国家实体采取的制裁有司法审查权$

&五'加入或参与其他国际组织

BWV?##%

条规定"欧盟应以各种形式与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经济合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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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组织等保持密切合作"也应以各种形式维持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

$

BV?

第
'=

条规定"作为安

理会成员的欧盟成员国应协同合作并确保欧盟其他成员国和&高级'代表信息共享$作为安理会成员的

欧盟成员国在不违背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务的前提下"应维护欧盟的立场和利益$该条是*尼斯条

约+第
!L

条的发展"它不仅要求在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的成员国&如英国#法国'"还要求作为其他成

员国承担对欧盟其他成员国的通知义务以及对高级代表的通知义务$但是"欧盟只能派出代表团参与

安理会的正式会议"至于非正式的磋商和谈判"由于受国家主权原则的限制而不能参与$

&六'外交承认与代表

*里斯本条约+下"欧洲理事会主席对外代表欧盟"但其签署的国际条约对欧盟没有约束力"

$同

时"欧洲理事会主席行使职权不能侵犯高级代表的职权$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对外行动在理事

会的授权下"由高级代表的统一执行"高级代表在与第三国的政治对话中对外代表欧盟"在国际组织和

国际会议中代表欧盟发表立场和观点$

$欧盟在第三国或国际组织中的代表团由高级代表授权"在相

应级别上代表欧盟"并与欧盟成员国在第三国或国际组织中的外交与领事使团保持密切合作$高级代

表由欧盟对外行动署&

V>+9

<

,*0V63,+0*)/.3490D,+:4.,

'协助$对外行动署在与各成员国外交部门合

作及欧盟委员会协调的基础上进行行动$

四#结
!

论

*里斯本条约+是欧盟发展史中的新的里程碑$明确赋予欧盟法律人格"有利于增强欧盟对外行动

一致性"消除欧盟与欧共体权能分割而给欧盟自身#欧盟机构#成员国乃至第三国和其他国际组织造成

的困惑%明确赋予欧盟法律人格"增强了欧盟潜在的和实际的国际条约谈判功能"使欧盟的对外行动更

有效#更透明#更民主%欧盟的独立人格"有利于增强欧盟的凝聚力"使欧盟
#&

个成员国得以对外(以一

个声音说话)"使欧盟公民更具归属感和认同感"欧盟机构与公民间的距离大大拉近%欧洲理事会主席制

度化及高级代表的设立"进一步使欧盟在全球国际事务上决策更具协调性和影响力"树立欧盟更强有力

的国际形象%明确赋予欧盟法律人格"有利于提高欧盟法的确定力"避免欧共体多重法律人格所造成的

制度间的重复"从而提高欧盟的决策效率$由于*里斯本条约+前的欧盟基础条约中没有明确规定欧盟

的法律人格"仅在第二#第三支柱中含糊地规定了缔约权"因此在涉及跨支柱国际条约时"对欧盟与成员

国之间的权能界限并不清楚"对协议的执行#修改#中止和违反协议的责任的承担往往更不确定$*里斯

本条约+生效以后"这一问题将从根本上解决$

但*里斯本条约+在欧盟法律人格的规定上还有很多问题尚待明确$

首先"从宪政角度看"关于欧盟的权能范围"尤其是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的权能不够明确$欧

洲理事会在对外关系上的权能变化与欧盟委员会已有的对外关系权能领域存在冲突%

$虽然名义上去

掉了欧盟的三大支柱的划分"但并没从实质上改变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政府间性质"欧盟仍存在两个

隐性支柱"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的权能规定十分模糊&

"对外政策的一致性仍旧很难贯彻$今后"

有关欧盟权能划分和法律基础的争论将公开化"尤其是跨支柱法律基础的选择问题会更加复杂'

"为今

后的实践造成很大的困惑$

其次"就国际协定而言"欧盟理事会缔结条约的决议在多数情况下需要获得欧洲议会的同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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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明!谈*里斯本条约+下的欧盟国际法律人格

且"特定多数表决方式的适用得以扩大"但事实上"欧洲理事会的全体一致决定是欧盟理事会例外适用

特定多数表决机制的前提"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特定多数表决方式例外适用的实际效果$

再次"欧盟国际责任的规定不够彻底$条约没有规定欧盟承担国际责任的形式和范围$一个参与

国际法律关系"却回避承担国际法律责任的国际法主体"在国际舞台上很难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外"欧盟内部机构职能划分不清楚$虽然欧盟机构改革的最大亮点在于增设欧洲理事会常任主

席#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和欧盟对外行动署三大机构$但欧盟对外代表性上的职能区分和协

调不明确"委员会主席#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和高级代表在各自领域内代表欧盟但分工不明"尤其是欧

洲理事会常任主席和高级代表之间的分工不清%欧盟对外行动署的具体职能#运作方式#预算#结构#活

动领域以及成员的任职条件#具体人数#组成方法等问题仍不清楚%身兼数职的高级代表如何在欧盟各

机构之间有效行动"如何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与欧盟共同商业政策#发展合作政策#人道主义援

助政策等区分开来并保持协调仍不明确%欧盟#欧盟机构与成员国的关系也有待进一步明确"等等$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里斯本条约+的诸多改革是欧盟内部政府间主义与超国家主义的较量"如同

以往历次欧盟宪政改革一样"它是各种力量相互妥协的结果$它一方面增强了欧盟的超国家性"如取消

三大支柱的划分#设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扩大特定多数表决方式的适用范围等%另一方面

也保留了政府间因素在特定问题上的影响"如赋予欧洲理事会就欧盟所有对外行动的战略意义和目标

做出决议的权力"保留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的特殊性"剥夺欧盟委员会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领域的动议权"等等$两大因素必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并存$

最后"尽管*里斯本条约+的改革力度不够"有些过度理想化"有些流于形式"有些过度保守"有些过

于激进"但它毕竟为欧盟对外关系的一致性做出了很多积极的探索"结束了欧盟一体化进程中欧盟一直

(身份不明)的历史"同时也开启了欧盟一体化进程中欧盟(追求身价)的新时代$*里斯本条约+以后"有

关欧盟法律人格&

<

,+590*)43

P

3

41,0343

P

'问题的讨论"将不再是(是)&

_,5

'或(否)&

S9

'的回答"而是欧盟

的(身价)&

.9H

<

,3,0.,

3

.*

<

*.43

P

'是多少的&

2K*3

'#为什么具有这样的&

2K

P

'(身价)#和怎样使欧盟在

多极国际社会中能够代表
#&

个成员国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

K92

'#欧盟承担国际责任的形式和能力

如何#欧盟与成员国及第三国的关系如何等问题"这些问题将成为欧盟宪政和欧盟对外关系法律制度领

域的重要课题"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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