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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本 第5章 对于欧洲联盟的大西洋共同体的框架1950-60年



上次讲义的概要

(1)凯南与PPS/55（上上次的总结）

(2)从经济角度来看EPU

(3)从经济角度来看ECSC

(4)尼采与NSC-68



本周讲义的概要

(1)尼采与NSC-68

(2)艾森豪威尔政権的課題

(3)新观念戦略

(4)西德再军备与EDC



美国的战略                         欧洲联盟
(1) FDR政权的战后构想（BW计划）

(2) 马歇尔计划

(3) X论文与凯南的遏制构想                                     ECSC

(4) 艾奇逊·尼采与NSC68路线                                  EPU

(5) JF杜勒斯的新观念战略                                   EDC   斯派克报告

(6) 鲍伊构想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7) 艾奇逊与NSAM40     



美国的战略                           欧洲联盟

•苏伊士危机·“斯巴达克”危机·EDC流产·英法德和Benelux（比利时，荷兰，卢森堡
的统称）的混乱

•美国的欧洲联盟战略的第二次转换—从鲍伊构想到NSAM40

•（8） 约翰逊政权   美国国际收支问题   在欧美军军费（offset）交涉

•（9） 尼克松政权  第三次转换  1971年停止黄金与美元兑换

• 1973年欧洲之年与新大西洋宪章  维尔纳报告（货币统一）



1. 尼采与NSC-68

•凯南所主张的“限定性的”遏制

•外交手段·德国统一 —X论文 NSC-20

• 1949年的两个冲击—苏联核试验和中国革命

•终结了美国的核垄断·→新政策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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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NSC-68
• 1950年3月提出NSC

•世界范围内在军事方面遏制苏联

•凯南的批判性意见

•最大的问题—巨额成本（规模为500亿美元）

•预算局的反对—最高150亿美元的军费

• 1950.11  朝鲜战争爆发



②承认NSC-68

•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度国防预算从当初预定的
135亿美元增至482亿美元

• 1950.12.14   杜鲁门总统在NSC会议上承认
NSC-68/3

•对海外的军事公约

• NATO范围内的西德重整军备

•日本编入西方同盟—增设国家警察预备队



③NSC-68构筑“实力的立场”的困难 

（佐佐木卓也260页）
•１）美国能否承担今后膨胀的军事预算和对外援助
费？

•２）西欧等西方同盟国的军备增强能否按照预期进
行？

• →艾森豪威尔政权的课题



2. 艾森豪威尔政权的课题

•构筑NSC-68“实力的立场”（世界性的军事公约）

•削减财政负担—新观念战略

•西德追加军备—EDC

•对中东的政治军事公约—伊朗·埃及



人物—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

　
蓝辛国务卿的外甥

1918年凡尔赛会谈时美国的法律
顾问代表

战争期间 任职于Sullivan and 

Cromwell法律事务所
1953-59 国务卿
新观念战略
应对苏伊士危机

1959年由于癌症辞职国务卿

source: www.time.com

http://www.animalfarm.org
http://www.animalfarm.org


人物—Allen Welsh Dulles (1893-1969)　
蓝辛国务卿的外甥

战争期间 加入Sullivan and 

Cromwell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OSS伯尔尼分

局局长
外交问题审议会理事长

1953-61 CIA局长
1953 伊朗·摩萨台·政变

1954 危地马拉·政变
古巴·猪湾入侵→失败→肯尼迪更换

CIA局长
1963 沃伦委员会（肯尼迪暗杀调

查委员会）委员
source: en.wikipedia.org



新观念战略略
•在美国结束核垄断的情况下，如何制止东方有优
势的陆军兵力？

• ·1952年总统选举—共和党批评民主党基于
NSC-68路线的过大财政支出

• ·新观念（大量报复）战略—美国明确表示当有局
部战争时会对苏联·中国进行核报复的意思。—以
占有战略爆炸优势为背景（比增加陆军兵力更加
廉价的兵力）



西欧重整军备问题

•朝鲜战争→美国的西德重整军备方针

•与法国的纠葛→法国EDC构想—各国解散军队设
立欧洲军队

• 1953.12.14 JF杜勒斯“如果EDC条约遇挫的话，
美国的对欧洲政策将要进行‘充满痛苦的重新讨
论’”



西欧重整军备问题

• 1954.10.23 批准巴黎协定—西德加盟NATO

• ·欧洲统一运动的再生（1955.6 墨西拿会议～
1957.3.25 罗马会议（EEC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
同体成立））



下周计划

６月６日　艾森豪威尔政権 ・肯尼迪政権

1957-60 斯波尼克危机与罗马条約

课本　第６章　戴高乐对大西洋共同体框架的挑战
1960-70年(p.55-76) 

６月１３日（火） 肯尼迪・约翰逊政権

讲义情報　経済学部HP→教員介绍→坂出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