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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 月 1 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

亚与申根区其他国家之间的陆地边境管制

正式取消，意味着两国全面加入申根区。

根据欧洲媒体此前发布的消息，保加利亚

还提出加入欧元区的申请，希望在今年年

内加速与欧元接轨，罗马尼亚也在等待合

适时机启动申请程序。

欧盟、申根区、欧元区均是欧洲区域一

体化进程中的重要概念。这三者并非包含

关系，其各自囊括的成员范围虽重合度较

高，但也存在一定差异，多少有些剪不断理

还乱的意思。最直观的一个表现就是，不

少赴欧游客和商务人士时常会搞混申根签

证和欧元的适用范围。

要厘清三者间的关系，首先需要回顾

一下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学界往往将区域一体化划分为 5 个阶

段，包括建立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统一

大市场、经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欧洲

一体化虽然天赋异禀，一开始就跨越了自

由贸易区阶段，但大体上也是照此顺序发

展的。

1957 年，法国、意大利等 6 国签署了

《罗马条约》，决定取消成员国之间的贸易

限制和关税，并统一各国对外关税税率，由

此形成了关税同盟。

伴 随 成 员 国 间 经 济 往 来 日 益 密 切 ，

1985 年 6 月，欧委会正式提出关于建设内

部统一大市场的白皮书，以期真正实

现人员、商品、资本、服务的自由流通。申

根区正是在这一阶段应运而生。为进一步

消除人员自由流动方面的障碍，同年 6 月，

法国、荷兰、比利时等 5 国，在卢森堡、法

国、德国交界的小镇申根签署了关于人员

自由流通的协议，简称《申根协定》，并于

1995 年正式生效。

在统一大市场初步建立后，组建欧洲

经济货币联盟的工作也提上了议程。根据

欧委会专门委员会提出的三阶段建立经货

联盟计划，成员国逐步加入欧洲货币体系

的 汇 率 机 制 ，不 断 协 调 彼 此 间 的 货 币 政

策。1999 年 1 月 1 日，欧盟国家开始实行

单一货币欧元，并在实行欧元的国家实施

统一货币政策，由此形成了欧元区。

2002 年 1 月 1 日，欧元开始以现金形

式正式流通，并在同年 7 月成为欧元区唯

一合法货币。

跟随此一体化进程，包括法国、意大

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葡萄牙

等不少欧盟国家，也一步步加入了申根区

和欧元区。因此，对于大部分的欧盟国家，

游客们可以放心地同时使用申根签证和

欧元。

真正令人晕头转向的是少数几个不按

常理出牌的国家。

第一种情况是跨过加入欧盟这一步，

直接加入申根区，代表国家为瑞士、冰岛、

挪威和列支敦士登。仅从经济方面考量，

这些国家选择不加入欧盟的主要原因，或

许可以归结为“有钱任性”。

4 个国家本身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较

为完备的工业基础，具有出口和吸引投资

的优势。瑞士、冰岛、挪威常年位列欧洲

人均 GDP 排行榜前列，列支敦士登更是

位居全球排行榜前列。这些国家此前

也相继开展过加入欧盟的公投，但屡

次被本国公民否决，因为他们担心

与其他欧盟国家共享资源，会稀释现有的

社会福利。但大家对于加入申根区则没什

么意见。毕竟这些国家都有着独特的自然

风光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均为欧洲旅游热

门目的地，而申根国的身份无疑为其吸引

游客提供了更多助力。

第二种情况是加入了欧盟，但是跨过

加入申根区这一步，直接加入了欧元区，代

表国家为爱尔兰和塞浦路斯。与第一类国

家不同，它们的独特操作更多出于“情非得

已”的因素。

比如，爱尔兰很早就与英国签署了“共

同旅行区”协议，两国人民可以自由出入对

方国家。在此情况下，由于英国始终未加

入申根区，爱尔兰也只好作罢。毕竟如果

单方面加入申根区，再加上和英国的“共同

旅行区”协议，就相当于直接把英国变成了

事实上的申根区一员，与英国严格管控边

境的政策相悖。

此外，还有一部分国家在加入欧盟和

申 根 区 后 ，暂 缓 加 入 欧 元 区 的 一 体 化

进程。

根据加入欧盟的条款，所有成员国在

达到一定经济标准后，都被鼓励加入经济

和货币联盟，为能尽早使用欧洲单一货币

而努力。当前，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入盟

国家都在努力达成相应经济标准。但有

些欧盟国家比如丹麦、瑞典等，在大众印

象里早已符合了相关标准，却常年在欧元

区外徘徊。

究其缘由，保持自身货币政策独立性

是 最 重 要 的 因 素 。 毕 竟 一 旦 加 入 欧 元

区，本国利率将由欧洲央行主导，货币政

策 必 然 受 到 掣 肘 。 比 如 ，丹 麦 的 农 业 和

牧业较为发达，但其国内市场小，严重依

赖出口，一旦失去货币自主权，在对外定

价 和 远 期 交 易 上 将 失 去 主 动 性 ，货 币 政

策 应 对 市 场 冲 击 的 功 能 也 会 受 到 影 响 。

因 此 ，这 些 国 家 在 加 入 欧 元 区 这 件 事 上

的态度并不算很积极。

正 是 因 为 存 在 如 此 多 的“ 例

外”，要厘清欧盟、申根区、欧元区

成员国间的关系，着实不简单。

不过，这样复杂的关系其实

是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正常现

象。毕竟，即便以谋求区域一

体化为目标，各国也依旧需要

将满足自身利益和本国公民需

要置于更高位置。当区域利

益和自身利益出现背离时，自

然也就出现了差异化的选择。

而区域一体化要做的就是平衡

成员国利益，在尊重成员国意愿

和维护整体团结之间找到平衡。

伴随近年来欧盟陷入“扩员冲

动”与“扩员疲劳”并存的怪圈，叠加

欧元区经济承压的现状，其向心力正

在弱化。发达成员国往往不想再承担

过多的集体义务；另一些成员国则深感

自身诉求得不到满足，还要为配合主要成

员国货币政策而埋单。类似英国脱欧、荷

兰将寻求退出欧盟移民和难民庇护规则、

德国选择党拟鼓吹退出欧盟和欧元区等不

同呼声越来越多，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欧

盟作为一个整体采取行动的能力。

换言之，令赴欧人士困惑的“身份辨析

题”只是“题面”，真正的困扰是，欧洲一体

化正面临难解之困。

欧 洲 一 体 化“ 步 履 蹒 跚 ”

□ 杨啸林

2025 年 1 月 1 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

亚正式全面加入申根区。作为欧盟最具潜

力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保加利亚要如何抓

住全面加入申根区带来的契机，推动旅游

产业进一步发展，成为近段时间各界热议

的焦点。

加入申根区后，取消边境检查无疑是

最直观的变化。对游客来说，这意味着更

高效的旅行行程、更便捷的入境体验，

尤其对巴尔干地区的旅游合作将产

生深远影响。保加利亚旅游经营

者 协 会 成 员 、入 境 旅 游 公 司

“Tandem Tour”负责人丹妮埃

拉·斯托伊娃表示，来自美国和

亚洲等“远程市场”的游客将

从中受益，对于组团出行的游

客尤其友好。

从经济角度来看，申根区

成员身份预计每年能够为保

加利亚旅游业带来约 3 亿列弗

（1 保加利亚列弗约等于 3.885

元人民币）的新增收入。根据测

算，2024 年保加利亚入境游客人

数约为 1320 万人次，超过 2019 年

的 1250 万人次。保加利亚旅游信息

环境分析与预测研究所所长鲁门·德拉

加诺夫相信，全面加入申根区将为保加利

亚带来更多游客，预计 2025 年游客人数将

迎来新一轮增长。

保加利亚酒店和餐馆协会副主席维塞

林·纳尔班托夫则认为，加入申根区将显著

提升保加利亚的国际形象，为旅游产品的

全球推广注入更多动力。

申根区成员资格也进一步增强了旅游

界对本国旅游资源的信心。保加利亚旅游

部长埃夫蒂姆·米洛舍夫不久前表示，凭借

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以

及现代化的旅游服务设施，保加利亚将在

欧洲旅游市场中保持强劲竞争力。例如，

滑雪小镇班斯科已经成为欧洲滑雪爱好者

的热门选择。米洛舍夫认为，开放边界后，

市场空间将进一步扩大。

保加利亚还计划进一步拓展产品线，

从传统的滑雪度假扩大到水疗和健康旅

游 ，为 国 际 游 客 提 供 更 多 有 吸 引 力 的 选

项。班斯科旅游商业联盟主席马林·比斯

特林如此形容：“在这里，您可以在 7 天内

体验 7 件不同的事情——滑雪、打高尔夫、

泡温泉、品葡萄酒、参观历史景点和修道

院，并尝试当地传统特色美食。”

尽管前景乐观，但保加利亚旅游业也

面临一些挑战。例如，滑雪场的基础设施

不足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米洛舍夫

坦言：“许多游客对班斯科滑雪场的设施提

出质疑。很显然，我们需要在提升索道系

统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采取更多行动。”

与 此 同 时 ，开

放边界可能带来劳动力市场的潜在压力。

保 加 利 亚 工 业 资 本 协 会 执 行 董 事 多 布

林·伊万诺夫担忧边境开放可能会增加劳

动力外流风险，“从第三国吸引的工人可能

会在西欧寻找其他工作”。多布林呼吁政

府简化吸引第三国劳工的程序，缩短审核

时间的同时也降低费用。

有一些人担心，边境开放可能导致保

加利亚游客“出走”，尤其是夏季旅游高峰

期，本国黑海海滨度假村将面临邻国希腊

同类设施的激烈竞争。不过，也有业内人

士认为，这种担忧多少有些被夸大了。丹

妮埃拉·斯托伊娃认为，以前，保加利亚游

客驾车前往希腊的时候，需要在边境长时

间排队，但这并未阻挡他们的脚步。所以，

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旅游目的地能否为游

客提供高质量和多样化的旅游产品。纳尔

班托夫也认为，保加利亚游客仍然是国内旅

游业的重要支柱，未来的主要任务在于改进

服务和提高价格竞争力，以稳固这一基础。

总体而言，保加利亚旅游业已具备多

样化的资源优势。从滑雪到水疗，从自然

风光、文化历史到地道美食，业界预计，在

全面加入申根区的新机遇下，保加利亚有

望在未来几年内跻身欧洲最具吸引力的旅

游目的地之一。

保加利亚拥抱申根新机遇遇

□ 蔡 淳

在 斯 里 兰

卡这方水土，播

撒 几 捧 种 子 ，借

助 优 越 的 水 热 和

光照条件，作物便可

快速生长。

“斯里兰卡拥有独

特的自然禀赋，有 100 多

种可食用水果作物，为何

收成总是不理想？”斯里兰

卡马坎杜拉可持续农业与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达莎妮·贾亚

曼纳多年来心存困惑。

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与斯里

兰卡南南合作项目 2023 年启动后，

中国热带农业专家纷纷入驻斯里兰

卡试验田，为这里原本管理粗放的

果园带来了新气象。

2024 年末，斯里兰卡西北省马

坎杜拉中国技术试验田里的菠萝

和香蕉，经过一年蛰伏与生长，终

于进入挂果期。在 33 摄氏度的高

温 里 ，中 国 热 带 农 业 科 学 院 专 家

赵增贤指导当地农技人员学习果

实套袋技术。

菠萝株矮、香蕉树高。赵增贤

时而弯腰俯首、时而爬梯登高，烈日

的灼烧常让他睁不开眼。

“为什么给果实套袋？我们

从来没想过要这么做。”当地农技

人员问。

“将果实与外界隔离，可以

有效预防病虫害，减少化学农

药的使用，避免阳光和雨水对

果实造成损伤，也能防止孔雀、

松鼠等野生动物啃食。这有助

于提升果实风味，并且保持果

面光洁美观、色泽均匀，提高收

益。”赵增贤耐心解释道。

斯里兰卡水果产量低、品质

欠佳，归根结底是因为现代种植管

理技术缺乏普及推广。由于当地从未采用过类似的套袋技

术，这片试验田里的数千个果实袋，是中国专家们特意从国

内背来的。

“行李箱一小半是个人物品，一大半装着袋子。用我们

的技术和果袋做示范，才能达到最好效果。”他们笑着说。

地 不 欺 人 。 第 一 批 采 用 中 国 种 植 管 理 技 术 的 芒 果

园 产 量 相 比 之 前 提 升 了 50% ，菠 萝 预 计 增 产 3 倍 以 上 ，

香蕉的品质和产量也明显提升。越来越多农户从起初

的 怀 疑 到 逐 渐 信 服 ，再 到 后 来 主 动 把 中 国 专 家 请 到 自

家田间地头。

试验田 10 公里开外，农民里尚·普尔纳刚种了 5 亩菠

萝苗。“起高垄是为了防止雨季时作物根系淹水，铺设水

肥系统是要精准滴灌、节约成本，密集种植提高单位面积

产量，覆盖地膜可以减少杂草、防止水肥流失⋯⋯这些都

有助于降低成本、提高产量。”说起中国专家传授的知识，

普尔纳如数家珍。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斯里兰卡代表处官员卡皮拉·穆纳

辛哈说，中国专家的贡献非常值得赞赏。“中国专家扎根田

间地头，实实在在地传授适应当地需求的农业技术。他们

的到来为斯里兰卡农民带来了新希望。”

“我们团队的专家来自香蕉、芒果、菠萝等热带作物领

域。他们各有所长，涵盖种苗培育、栽培管理、病虫害防控、

水肥管理、良好农业规范、农产品加工、农业经济等领域，为

当地农技人员和农户进行全流程技术指导。希望丰收增产

不断成为当地百姓可触可感的现实。”合作项目中国专家组

组长孙德权说。

在 这 座 南 亚 岛 屿 的 果 园 里 ，果 实 与 希 望 ，一 同 向 阳

生长。 （据新华社电）

果实与希望一同向阳生长

陈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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