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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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战略　　　　　欧洲联盟

(1)FDR政権的戦後構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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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EPU

(5)JF杜勒斯的新观念戦略                     EDC     斯派克報告（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EC

苏伊士危机・斯波尼克危机・EDC流産→英法德比荷卢联盟的混乱

美国欧洲统一战略的第二次转折ー从鲍伊构想到NSAM40



美国的欧洲统一战略—第二个转折的前夜

•英国 麦克米伦政权 苏伊士危机后大英帝国的重新编制

•法国 戴高乐政权   “三头政治论”

•西德 阿登纳政权   导致第二次柏林危机的核危机

•两个课题

•①安全保障—核管理问题—法德的核限制力要求—英国核限制力的位置

•②经济—欧洲区域内·美欧之间的通商交涉

•焦点ー是英国的EEC加盟问题



本周课程摘要
(1)NATO核武装计划与英美的特殊关系 

(2)天空闪电危机与NSAM40 

(1)NSAM40与肯尼迪政权的对苏政策 

(2)麦克纳马拉主义与终止开发天空闪电导弹 

(3)肯尼迪“大构想”与拿骚协定 

(1)由两个互相对立的构想到拿骚会 

(2)戴高乐的记者会见与“一月危机”



[1] NATO核武装计划与英美的特殊关系

•苏伊士危机的两个教训

•①建设自己的核限制力—苏伊士危机时来自苏联的
恐吓

•②美英特殊关系的重要性

• NATO核武装计划—为与苏联的大陆间弹道导弹对
抗，在NATO同盟国内建设中距离导弹基地



[1] NATO核武装计划与英美的特殊关系

• 1957  英美核合作关系的重新展开（英国接受中距
离核导弹）

• cf. 1957年秋 凯南BBC新闻演讲

• 1960.3  英美的“天空闪电导弹”(skybolt)协定

• ·美国给英国提供，能够搭载英国核抑制力的中枢V

型爆炸机的中距离弹道导弹



[1] NATO核武装计划与英美的特殊关系

•鲍伊构想—用装备有中距离导弹的水上舰艇来建设
NATO核舰队

这样就可以回避围绕NATO核武装计划美苏间交
涉的难点：西德领域内的中距离核导弹配备问题



[2] 天空闪电危机与NSAM40

（1）NSAM40与肯尼迪政权的对苏政策

•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om 40 
(1961.4.20)

•英国加盟EEC—由于英国不期待保持英美的特殊关
系，所以排除了留在EEC圈外的倾向

• “大构想”①英国由于加盟EEC而带来的经济扩大②
西方美国的核一元管理→英美特殊关系的终结



（2）麦克纳马拉主义与终止开发天空闪电导弹
NATO的雅典会议（1962.5）麦克纳马拉国防部长

1.美苏不存在“导弹差距”

2.独立·小规模的核战斗力”会增加核战争的危险
性，因此很危险

法德的反对

1.戴高乐独自的核建设

2.阿登纳——意在通过NATO核武装来接近核发射权
→通向巴黎·波恩轴心



[3] 肯尼迪“大构想”与拿骚协定

[3] 肯尼迪“大构想”与拿骚协定
（1）由两个互相对立的构想到拿骚会

•肯尼迪构想 ╳ 戴高乐构想

1.英国独自核抑制力的危险性—若英国加盟EEC的
话，英法德的核合作是否要加入欧洲独自的核防
卫体制？

2. 1962.11.7 美国政府决定中止开发天空闪电导弹

→美英在拿骚会谈的善后对策协议



[3] 肯尼迪“大构想”与拿骚协定
（2）根据拿骚协定英国核战斗力归属NATO

• 1962.12.19-20 美英拿骚会谈

1.美国给英国提供北极星导弹（潜水艇发射导弹）

2.作为条件，英国将北极星核战斗力配备给NATO

多边核战斗力

3.向法国也以同样提出供给导弹



[3] 肯尼迪“大构想”与拿骚协定
（3）戴高乐的记者会见与“一月危机”

1963.1.14 戴高乐会见记者

否认法国将参入拿骚协定和多边核战斗力

1963.1.28-29 EEC内阁部长会议—虽然除法国外
的5国同意英国加盟EEC，法国否决→决定有关英
国加盟EEC的协议将无限期延长

德国将选择美国还是法国？



1. Introduction - 長期政权的后继首席
阿登纳ー政権的1963年「１月危機」 

阿登纳
首相

施特劳斯
国防部长

艾哈德
经济部长

施罗德
外交部长

法德合作条约
（爱丽舍条約）

大西洋同盟框架
内的法德协议



[3] 肯尼迪“大构想”与拿骚协定
（4）美德协调

• 1963.5.31  德国议会批准德法合作条约的序言

1.德法合作条约在NATO范围内

1.美欧之间维持合作关系

2.英国推进EEC加盟

2. 1963.10.16 艾哈罗政权成立（施罗德外交部长）
→ 美英德协调与法国孤立



残留的课题1963-67

•法国脱离NATO军事机构的问题

•德国驻留军费问题

•英国加盟EEC的交涉（第二次）



下周计划

６月２０日 约翰逊政権 1960年代后半期

课本　第７章　欧洲经济对大西洋共同体框架的挑战
1945-72年(p.77-90) 

过去讲义的ppt　経済学部HP→教員紹介→坂出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