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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章　美国与欧州统一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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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欧諸国

EU西方同盟

欧州内部的龟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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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模式連邦主義・民主主義・市場

(2)更合理有效的欧洲模式

(3)由于美国分担责任的减轻

(4)遏制苏联

(5)遏制德国　「双重遏制」ー德国中立化危
机－法德和解



战后英国外交政策（三圆环论）的自相矛盾

UK

US

法
德

苏联

英联邦

美英特殊関係 欧洲统一

作为「大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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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后世界构想的第一个挫折（1947年）

1930年代・WWII的反省

自由・无差别・多角
世界経済(BW)体制

IMF/
IBRD

ITO

美英金
融協定

BW的三根支柱（加德纳）

英镑圏解体

德国的
非纳粹化
非軍国主
義化

「１９４７
年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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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欧洲统一史的两种方法

欧洲统一的
自立发展

美国
主導性

Milward

Hogan

Marshall
Plan1947

1949/50 Shuman Plan

「拒绝美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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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3年 美英拿骚协定→法国戴高乐总统否决英国加盟E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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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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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S/55(1949.7.7)的世界认识

I.US/
Canada II.UK

III.沿海部
IV.中欧

V.东方
卫星国

A. I-II-III-IV

B. I-II-III

C. I-II
D. III-IV

德国统一的假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