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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Topics
☞The 8th Shanghai Youth Forum on European Studies Was Held
On the morning of Nov. 20th, the 8th Shanghai Youth Forum of European Studies and the awarding

ceremony of 2016 Shanghai excellent papers of youth in European studies was held at the Shangha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The meeting was presided by Dr. Yang Haifeng, vice secretary general of
SIES. Nearly 70 young scholars and 10 experts from local universities were present. In the meeting, Dr.
Cao Ziheng, secretary general of SIES, briefed about the examination of excellent youth papers in
European studies this year and announced the winners. Then the leaders including Wu Yikang, Dai Bingran,
Xu Mingqi, Chen Zhimin, Ye Jiang and Zhang Zuqian gave certificates and awards to the winners.
After the ceremony, there held a youth forum on “Interpretation on EU Global Strategy”. Dr. Yang gave

an introduction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study first. Then, 4 scholars, including Xin Hua, Jian Junbo, Dai
Yichen and Long Jing, expressed views from angles. Winners Fan Yiyang and Li Jiadong had a discussion
at the meeting.

☞Workshop on Brexit and Future of EU Was Held
On the afternoon of Nov. 20th, 2016 annual meeting of SIES and a workshop on Brexit and future of EU

were held in the Shangha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meeting was presided by Yang Fengmin,
Zhang Yinghong, Dai Bingran. Chen Dongxiao, President of siis, and Xu Mingqi ,President of SIES,
delivered a welcome speech respectively. Nearly 70 members and young scholars were present.
First, the meeting heard 2016 annual report of SIES from Secretary General Cao Ziheng. Then, the

meeting conducted a deep discussion on “Brexit and Future of EU”.

☞An Polish official Talked about “16+1” and China-Europe relations
On December 28th, Mr. Wojciech Kusak, the second secretary from the Politics Department of the Polish

Embassy in Beijing, visited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and exchanged ideas with
Shanghai scholars of European studies.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meeting include: Prof. Xu Mingqi, Prof. Wu
Yikang, Prof. Dai Bingran, Prof. Cui Hongwi, Prof. Song Lilei, Prof. Xin Hua, SIES Secretary-general Cao
Ziheng, Ms. Ye Yuming, and SIES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Yang Haifeng.
Mr. Wojciech Kusak told Shanghai scholars that he is the first staff member of the Polish Embassy in

Beijing who is specially in charge of the affairs related to the “16+1” affairs. He emphasized that Poland is
an important partner of China.
Mr. Wojciech Kusak pointed out that the whol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E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ub-regions: 1) The V4 Group. It consists of relatively advanced economies that enjoy some kind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technology and quality of labor force. 2) The Balkan countries in the Southeast
Europe. These countries were seriously damaged by past wars in 1990s, so they have a need of more
investment on infrastructure. 3) The Baltic countries. They hope to connect the European continental lines
of logistics with the northern navigation lines, so as to bring into full play their advantages that they enjoy
as navigational and transportation hubs. Some people in the West Europe who views the “16+1”
mechanism as an arrangement dividing the European Union, but they do not know tha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16+1”, some countries that seldom get in touch with each other in the past, such as Baltic
countries in the northeast and Balkan countries in southeast, begin to contact each other, which is really a
remarkable achievement for European connectivity.
However, the “16+1” mechanism is confronted with two serious challenges: 1) The issues related to the

geopolitical or territorial security.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s the eastern borderland of the Europ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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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 Some of them are EU member states, but some are not. So they have different concerns and
considerations. For example, the Montenegro is concerned with the southward orientation of the EU, while
Poland cares more about Russia’s policy towards the East Europe. 2) On the governmental level, politicians
and officials have done a lot for the progress of “16+1”, but it may not be easy for businessmen to
participate into this mechanism. The Polish businessmen and entrepreneurs may have some
misunderstandings on China. Therefore, future efforts should be focused on the people-to-people and
business-to-business exchanges, which should play an active role and promote the bilateral political
cooperation more effectively.
Mr. Wojciech Kusak made profound discussions and exchanges with the Shanghai s holars on the

following issues: the challenges and risks confronting the “16+1” mechanism, the China-Poland relations,
and the U.S.-Europe relations after the inauguration of Donald Trump.

☞The Report on National Governance Index of EU released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29th, the press conference for the launching of 2016 Report on National

Governance Index of EU was held in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of the Fudan
University. This conference was jointly sponsored by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of Fudan University, the Political Science Institute of th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and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The Report on National Governance Index of EU is the latest academic research achievement on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governance of EU member states, which is the outcome of a research project jointly
conducted by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of Fudan University and the Political
Science Institute of th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This research project was funded by the
“Pinnacl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Plan”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The scholars working for
this project took all the 28 member states of EU as the target of their observation, collected a vast quantity
of statistical data from the websit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World Bank, and national governments of
EU member states, and established a quantified evaluation system that is strictly based on mathematical
concentration, statistical relevance,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so as to indicate the quality and conditions
of governance in various EU member states, diagnose the differences of governance between these
countries, and look for viable solutions to build a balanced internal governance for EU.
After the launching of this report,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conference, who were colleagues of European

studies in Shanghai, also made some discussions and prospect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s and future trends of
the Europe.

☞European News (2016.12.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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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第八届上海欧洲研究青年论坛纪要
2016 年 11 月 20 日，第八届上海欧洲研究青年论坛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上海

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 70 名青年学者和近 10 位专家教授与会。论坛首先举行了 2016 年

度上海欧洲研究优秀青年论文颁奖仪式，接着以“欧盟全球战略文件解读”为主题进行了学

术交流研讨，部分获奖论文作者也交流了其获奖论文。会议由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杨海峰

博士主持，上海欧洲学会前会长伍贻康、名誉会长戴炳然、会长徐明棋、副会长陈志敏、叶

江等出席了论坛活动。

一、2016年度上海欧洲研究优秀青年论文评选的情况

副会长兼秘书长曹子衡博士首先介绍了 2016 年度欧洲研究优秀青年论文的征文和评奖

情况。他指出，此次优秀青年论文评选活动得到了青年学者们的积极响应，学会不仅收到了

上海本地的大量投稿，也收到了来自山东、北京等外地青年学者的投稿，投稿中还有英文论

文。学会秘书处筛选出符合评选条件的 34 篇论文交专家进行初审，同时进行防抄袭查重，

由此评出 20 篇入围论文，最后经专家组集体讨论，评定二等奖 4 名，三等奖 6 名。一等奖

空缺。上海欧洲学会的前会长伍贻康、名誉会长戴炳然、会长徐明棋、副会长陈志敏、叶江

等，向获奖青年学者颁发了证书和奖金。

与往年相比，本年度参评的青年论文，不仅数量有所增加，而且总体水平也在提高。

与会专家对青年学者的研究选题和成果水平给予了高度肯定，同时勉励青年学者加强论文的

学理性，提高理论深度和数据精度，在深厚积累的基础上将自己的论文做成传世精品。专家

们指出，此次没有评出一等奖，体现的是学会对评选工作的认真负责和精益求精。

二、关于“欧盟全球战略”课题组的研究情况

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杨海峰博士介绍了“欧盟全球战略”课题组。他指出，由于近年

来欧盟遭遇内外多重危机，欧盟决策层大幅调整了对欧盟外部环境的认知，欧盟外交政策与

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出面，牵头组织欧盟各决策机构和智库，经过数年的调研，于

2016 年 6 月 28 日推出了“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这是欧盟对外战略的最新的

纲领性文件，欧盟关于此文件的咨询、研讨与决策过程，能够反映出欧盟对外决策机制的结

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从 2016 年年初开始，学会联络复旦大学、同济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科院等沪上知名高校和智库的多位青年学者，

组成“欧盟全球战略课题组”，对欧盟关于全球战略的决策进程展开紧密观察，对欧洲战略

研究界有关全球战略的政策辩论进行追踪分析，对欧盟全球战略的文本作出了详细解读，并

进而归纳出欧盟评估与认知其外部环境的观念特征，及其对外决策的特点与规律。课题组进

行了分工，每位成员根据自身的学术积累和研究专长，选定一个专题，开展详细的研究，并

在 6-7 月间提交了 3000-6000 字不等的分析报告。杨海峰博士在汇集和总结各位成员的分析

报告的基础上，撰写了课题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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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年论坛的主题发言

获奖论文作者、同济大学的范一杨以奥地利自由党为例，分析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

党的发展条件。他提出，凯斯穆德的政党理论，可以为分析当前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提供

分析框架。该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借助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视角，着眼于全球化带

来的经济与社会的剧烈变迁，阐述新政党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机制。范一杨运用这一理论，

对奥地利自由党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对比了德国与奥地利在二战后的政治文化

的差异，阐述了奥地利右翼民粹政党的历史源头和群众基础，探讨了奥地利自由党这一具有

代表意义的右翼民粹政党的政治纲领的文化脉络，分析了该党在当前乌克兰危机和难民潮的

冲击下得以迅速发展的社会认知基础，并总结该党对奥地利政治力量结构的影响。

复旦大学的李嘉东以难民危机为例，分析了国际政治中的社会化媒体的影响力。他首先

辨析了社会化媒体和社交媒体这两个概念的差异，概括了社会化媒体对社会舆论和政治运作

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对国家形象塑造和国际事务合作发挥的“平台性质”的作用。随后，他

深入分析了在 2014-2016 年的难民潮中，社会化媒体与大众舆论、社会政治的实际运作和欧

盟主要成员国决策层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德国为例，追溯了德国社会大众和决策层在难民

问题上的观念建构和政治决策的进程，分析了社会化媒体在其中发挥影响的机制，并总结了

社会化媒体影响政治决策的优势与局限。

随后，“欧盟全球战略课题组”的四位成员作了发言。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的

忻华老师分析了欧盟全球战略的理念体系的演进过程。他指出，从最初的政策设想到最后的

正式文件出台，欧盟全球战略的概念体系经历了一个逐步成型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欧盟决

策层和欧洲战略研究界密切观察外部环境的演变，针对各类议题展开密切的政策讨论，形成

了一系列文献，推出了许多应对具体问题的带有局部性和短期性特征的战略、路线与政策方

案，为后来形成全球战略积累了理论基础，塑造了观念架构，提供了形成全球战略的概念素

材，其中有三条演变脉络，既勾勒出了全球战略的观念体系的基本架构，也能反映出欧盟对

外决策的关注领域的层级结构，这三条脉络就是：对“欧盟安全战略”文件的修订，对“欧

盟内部安全战略”文件的修订，对特定领域和区域国别的安全战略的制订与决策。忻华老师

进而阐述了这三条脉络的相关文献与观念建构，并探讨了欧盟全球战略中可能与“一带一路”

倡议对接的政策架构。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简军波副教授阐述了当前欧盟对非洲的战略。他首先回顾

了冷战时期欧盟对非洲的援助，及其对当时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两大潮流

的影响。他指出，冷战时期欧盟对非洲的援助，以 1970-1980 年代的洛美协定为基本框架，

造成了非洲对欧洲的经济依赖，形成了单一经济的依赖型贸易，而在冷战后的最初十年，由

于经济总量小而且市场狭小，非洲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新兴经济

体的进入，非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非洲内部则因受到全球化的影响而出现种族屠杀、部

族民主化等剧烈变化。欧洲在此背景下不得不根据世贸组织的精神，改变洛美协定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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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欧盟与非洲仍处在艰难的谈判进程中，尚未确立新的双边经济关系的框架。

上海社科院的戴轶尘老师阐述了“欧盟全球战略的务实调整及其限度”的问题。她认为，

欧盟应对外界危机与变化的反应速度非常慢，现在的“全球战略”是欧盟在经历了重重危机

的漫长过程之后才作出的反应。在 2003 年，由于欧盟东扩方兴未艾，而且伊拉克战争的爆

发导致欧盟内部出现新欧洲与老欧洲的严重对立，为了协调两者间的矛盾，欧盟才出台了“欧

洲安全战略”文件，2008-2009 年，战略安全形势的巨变已渐露端倪，但欧盟尚未作出回应。

2011-2013 年，阿拉伯之春爆发，而欧债危机也愈演愈烈，法国与德国之间针对如何应对利

比亚危机而出现严重分歧，不愿出面牵头发起关于修订安全战略的工作，欧盟的二线成员国，

如瑞典、波兰等发起了修订欧盟对外战略的倡议，关于全球战略的政策设想才浮出水面。当

前欧盟全球战略的指导性原则是：有原则的务实主义，即欧盟要同时增强自身的硬实力与软

实力，并且欧盟将周边的范围扩展至 16 国，还提出了“周边的周边”的概念，这是其变化

之处。欧盟虽然降低了影响全球事务的抱负，但仍忽视其成员国层面的变局，空谈多，行动

少。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龙静老师则集中阐述了“欧盟全球战略中的中国”这一问题。她

谈到，欧盟全球战略在对影响欧洲安全的各地区的优先性排序中，中国排在第三位，即排在

欧洲内部和周边之后，属于欧盟希望建立的合作型地区秩序的一部分。欧盟既要从中国获取

经济利益，又想对中国推行欧盟主张的价值观、道德规范和国际秩序，而并未将中国视为可

以开展安全合作的盟友，而是将中国视为可能影响乃至扰乱欧盟推崇的国际秩序的对象，这

体现出欧盟对华战略的两面性。欧盟在推出全球战略之前，在 6 月 22 日推出了“对华战略

要素”的文件，2016 年年初欧盟驻中国商会也发布了中国投资环境报告，对中国持较为负

面的态度，欧盟此前对“16+1”机制也持抵触的态度，这三者是相互关联的。当然，自 2016

年以来，欧盟转变了态度，表示愿意参与“16+1”机制。当前还有两个问题与欧盟全球战略

相关，影响着欧盟对华关系的发展，即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和南海仲裁案。对前者，欧盟内部

的态度相当一致，反对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体，而对后者，欧盟内部存在分歧，同时也受到

美国的压力。

四、专家点评与总结

上海欧洲学会前会长伍贻康教授指出：首先，此次优秀论文评选，令人印象深刻。参

评论文选题多样化，其前沿性和学理性比历次都要强，论文的学术水准有了明显的提高。由

此可见，欧洲研究的青年队伍发展的不错，上海的欧洲研究可谓后继有人。其次，青年论坛

的水准一次比一次提高。早期的几届青年论坛，议题广泛，并未集中到专门的问题上，也未

考虑研究的前沿性。而此次论坛，集中围绕当前欧盟最突出和最前沿的问题，即欧盟全球战

略的问题开展密集的专门讨论，聚焦度大幅增强，讨论的深度与精度也得到很大提高。再次，

希望大家密切关注当前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一新形势带来的新变局。有人担心美欧关系会

出现疏离，但今后欧盟的战略自主性会加强，欧盟、英国、美国三方之间的互动将会呈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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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为欧洲研究界的学者带来了新的机会。

伍贻康教授表示，他不是欧洲一体化的悲观论者，欧洲一体化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

程，现在欧洲如此复杂多变的形势，既带来了危机，也意味着变革的机会。欧盟的问题在于，

与时俱进做得不够，陶醉于欧洲过去的成就，未能及时作出审慎的战略判断和冷静的回忆反

省。他勉励欧洲研究界的青年学者，冷静观察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欧洲形势，再接再厉，

取得更丰硕的研究成果。

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戴炳然教授表示，此次参评论文对当前欧洲热点的把握比较精

准。欧洲长期处于危机状态，其政治思潮必然会出现变化，而当今信息化的时代，新型媒体

必然会引领舆论，启发新思潮。青年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作出了颇有见地的新研究。而到

了明年，美国特朗普上台，德国、法国和荷兰都将举行大选，欧洲将会更加热闹，形势的变

化也将更加跌宕起伏，希望青年学者用心做文章，拿出更好的精品参加明年的论文评选。他

同时还谈到，欧盟全球战略文件究竟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尚不确定；欧盟的文牍主义很厉害，

文件多而实效少，因而不太看好欧盟全球战略文件，但这一文件必会付诸实践，也反映了欧

洲战略思想的演变，因而值得研究。

最后，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教授对此次年度优秀论文评选和青年论坛进行了总结。

他表示，各位青年学者对论文评选和青年论坛的踊跃参与，既显示出学会在上海欧洲研究界

的凝聚力与号召力，也反映出上海欧洲研究后继有人，兴旺发达。举办青年论坛的主要目的，

就是继续保持和发扬上海欧洲研究的优势，提升欧洲研究青年学者的水平，希望各单位的学

术前辈能够给予青年一代更多的指导，也希望青年学者们能在欧洲研究领域取得更大的成

绩。（忻华、曹子衡整理）

2016年上海欧洲学会学术年会纪要
2016 年 11 月 20 日下午，2016 年度上海欧洲学会年会暨“英国脱欧与欧盟未来”学术

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副会长兼秘书长曹子衡所作的学

会 2016 年度工作报告。随后，会议以“英国脱欧与欧盟未来”为主题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

讨。副会长杨逢珉、国研院欧中心主任张迎红、名誉会长戴炳然先后主持了会议。国研院院

长陈东晓教授、学会会长徐明棋教授分别致辞。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商学院、上海社

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沪上知名高校和智库的约 70 位会员和青年学者参加了会

议。

一、2016年上海欧洲研究界的活动情况的总结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教授和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教授首先致辞。陈东

晓教授指出，当前特朗普当选表明国际社会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如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全

球化的关系、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关系、推动全球化的动力来源的变化，等等，值得深入

探讨，倘若当前许多国家的内部治理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则全球化很难继续推进。他期待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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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研究界对这些问题提出真知灼见。徐明棋教授则指出，2016 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不论

美国研究还是欧洲研究，都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用传统的研究路径和分析方法难以解释

这些问题，这一方面丰富了欧洲问题研究，使之有了更多的研究的空间，也对我们的研究提

出了很多挑战，需要有新的方法，新的理论高度，来探索事务发展过程的新趋势。

秘书长曹子衡博士代表学会秘书处向大会汇报了学会一年来的工作。2016 年，学会共

举办了 29 次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对外交流活动 19 次，接待了来自英、德、波兰、捷克、斯

洛伐克和塞尔维亚等欧洲国家和欧盟的决策层人士和智库学者 20 余人次。学会与其他机构

联合举办了 5次大型研讨会，其中全国性会议 1次。围绕英国脱欧等形势重大变化，学会举

办了 4次内部研讨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 9份专题报告上报决策部门，获得了不少好评。

学会积极探索了整合青年学者的研究力量的形式，使青年学者对学会工作的参与度和贡献率

得到明显提高。“欧盟全球战略青年课题组”的活动，得到了青年学者和学界前辈的肯定。

此外，学会还创立了微信公众号，开展了媒体推广活动。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曹子衡博士的工作报告。

二、学术交流：欧盟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刘军教授在题为“当前欧盟面临的多重危机及其对欧

美和欧俄关系的影响”的发言中指出，现在欧洲面临着包括难民潮、恐怖袭击、英国脱欧、

主权债务和乌克兰问题在内的一系列危机。在这些危机中，主权债务危机是欧洲自身的发展

模式造成的，必将造成欧洲影响力的急剧下降；而如何应对乌克兰危机的问题导致欧盟与美

国之间产生分歧，欧洲已经骑虎难下；难民危机是欧洲干预中东的产物，欧洲可谓自食其果，

美国接受的叙利亚难民总数不到进入欧洲的总数的千分之一，难民的涌入急剧扰乱了欧洲的

秩序，同时也使欧洲的安全形势恶化，恐怖袭击的危险愈加严重；英国脱欧则使欧盟面临生

存危机。刘军教授认为，特朗普上台后会进一步疏远欧洲，损害跨大西洋关系。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所主任郑春荣教授围绕“英国脱欧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影

响”这一主题发言指出，在安全政策上，英国一直以跨大西洋关系为导向，法国一直强调欧

洲安全与防务的独立性，而德国则介于两者之间。英国一直在阻挠欧洲共同防务的推进，英

国脱欧后，欧洲防务合作反而可能会加强。当前特朗普上台在即，德国和欧盟不得不做好准

备，应对美国收缩带来的变化，中东欧国家一直希望得到美国的保护，而现在德国希望将其

拉进自己的怀抱。郑春荣教授认为，今后欧洲共同防务如何发展，尚难定论，但欧洲大陆主

要国家，尤其是法、德两国，一定会向着这一方向迈进。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强晓云研究员从俄罗斯的视角出发，分析了英国脱欧对俄欧关

系的影响。她指出，民意调查的数据显示，俄罗斯对欧洲的认同感过去曾经很强，但近年来

不断下降，1999 年有 67%的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应该加入欧盟，直到 2011-2012 年仍有 55%

的俄罗斯人仍然认为应该加入欧盟，但到了 2008 年只有 22%左右的俄罗斯人认为自己是欧

洲人；1998 年 60%多的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与美国和欧盟等西方世界的关系是友善的，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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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多的俄罗斯人则认为俄与西方的关系不好。俄罗斯的政治精英认为，英国脱欧会削弱

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但不会导致俄欧关系马上缓和。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的李冠杰博士围绕“英国脱欧公投的民主危机与未来的

英欧关系模式”这一主题，发言认为，英国脱欧是由保守党推动的；在公投前，难民潮和债

务危机等一系列因素已经急剧地撼动了英国的内部秩序，特别是难民潮的冲击尤其强烈，

2016 年 6 月的脱欧公投的投票率为 70%多，表明英国国内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苏格兰和爱

尔兰主张留欧，而英格兰和威尔士主张脱欧，脱欧公投之后，苏格兰分裂势力在增强。他谈

到，脱欧后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也许可以参考挪威、瑞士和加拿大与欧盟的关系。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杨成老师以“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及其对俄欧关系的

影响”为题，发言指出，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开始采取转向东方的战略，但这并非什么新思

想，俄罗斯在不同时期，通过不同的话语，早就提出过这个设想；俄罗斯所说的东方，包括

中亚、伊朗、土耳其等地，与中国关于“东方”的概念是不同的；俄罗斯一直在东西方之间

腾挪，但其作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的属性从未改变过，而其转向东方的内容则一直在变化。

杨成老师认为，当前俄罗斯转向东方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是以政治短期理性取代了经济理性，

俄在经济上其实无力东顾，他与挪威智库的合作量化研究显示，俄罗斯要到 2030 年才可能

在东西方之间达到平衡。他进而提出：中俄关系从来都不是俄罗斯对外关系的重点，俄对外

关系里排在第一位的是欧洲，第二位是前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第三位是美国，第四位才是

中国；俄罗斯目前感到转向东方是失败的，中国对俄口惠而实不至，令俄相当不满，因而普

京目前提出了“大欧亚伙伴关系”，在议程设置、话语权和影响力等方面与中国的“一带一

路”计划展开了竞争。

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提出，应该思考三点问题：1.英国脱欧和特朗普

当选是今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其形成机制尚有待深入探讨。2.英国脱欧实际上将欧盟面临

的一系列危机串了起来，学者们应思考，欧洲未来中短期的形势发展的路径选择将会是怎样

的。3.特朗普当选后，世界范围内的反一体化、反全球化和反世界主义的力量会向什么方向

发展，有待分析。上海社科院的伍贻康教授认为英国脱欧仍存在很大变数，英国议会与内阁

在争夺主导权，直至 2017 年 3 月英国都未必能启动脱欧谈判。

三、学术交流：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中欧关系

复旦大学的陈玉刚教授以“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与欧盟的挑战”为题发言

认为，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中东北非地缘政治带已经碎片化，而乌克兰危机则将俄罗斯推向

地缘政治竞争者的位置，极大地影响了欧盟周边的地缘政治格局；难民危机是对欧洲推崇的

社会价值的重大挑战，可谓史无前例；而英国脱欧则是对欧洲一体化的运行方向的挑战。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张永安教授认为，英国脱欧表明欧洲一体化正在务实前行。他提

出，欧洲一体化的唯一入口是经济联盟，这句话直至今日都未过时；欧盟过去巨大的凝聚力，

源于经济一体化产生的巨大利益，今后欧盟若要继续维持其一体化的势头，就必须不断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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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能为其成员国分享的经济利益。张永安教授进而指出，2003-2004 年以来，欧盟过度扩张，

反而阻碍了欧洲一体化的深入，今后欧盟将会更专注于改善成员国的外部经济环境，深化和

巩固一体化的制度基础，拓展一体化的经济潜力。欧盟可能会趋于保守。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教授认为，今后欧盟将更加内向化，更

加注重防守和务实，更加强调独立于美国的自立，也更难与外界合作。他进而提出了欧盟对

华决策的三个心结和中国处理对欧关系的六个努力方向。三个心结是：1.中欧相互开放市场

的过程中，双方是否利益对等的心结。欧盟认为中国仍不愿向欧洲投资者充分打开大门。2.

中国与欧盟力量对比失衡的心结。欧盟对中国的崛起很不适应，其全球战略也含有抵消中国

力量的意图。3.欧盟被迫实施的务实主义与其过去的规范主义与理想主义惯性相冲突的心

结。六个努力方向是：1.中国应制定更具战略性的对欧政策，欧盟仍是中国可借以制衡美国

的重要力量。2.中国应借助更加透明的统计数据，让欧盟知晓自己已从对华经济关系中获取

了相当多的利益。3.应推行更具引领性的双边或多边对等经济开放。4.应实施更加协调的同

级别对接，例如与欧盟内部次区域层面的行为体进行对接。5.如果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实施收

缩，则中欧之间应开展更紧密的全球合作。6.应开展更具建构性的双边交流，特别是中国的

智库和民间学者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的忻华老师结合英国脱欧的大背景，分析了欧盟关于“中

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决策动向。他指出，欧盟决策层和战略研究界对《中国入世议定书》

第十五条一直存在与中国立场相反的解读，而当前有四项战略性因素制约着欧盟对此问题的

决策，即：欧盟借助贸易实现全球治理的理想主义愿景，美欧跨大西洋关系的失衡，欧盟经

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双重打击下增长缓慢、低迷不振的形势，欧盟内部激进

民粹主义力量和相关利益集团的制约。忻华老师认为，当前欧盟一方面通过欧洲议会和“欧

洲经济与社会委员会”等机构明确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则着手构建新一

代贸易保护机制，大幅强化对具有国有经济背景的进口产品的抵制，至今已实施了两轮政策

修订，形势对中国相当不利；要探究其决策根源，就必须详细分析欧盟及其成员国两个层面

的利益集团政治的运作机制。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简军波副教授从“非典型性国际关系建构”的理论视角出

发，阐述了对当前中欧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典型性国际关系不同，中国

与欧盟的关系实际上包括中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两个层面的双边关系；欧盟具有复合型的主

权结构，构筑于条约基础之上，与其他现代国际组织没有本质的区别，是伪装的后现代结构；

所以中欧关系存在着三项结构性矛盾：功能性差距、钟摆性原则和取代困境。他感到，欧盟

的复合型主权结构，似乎没有超越现代性的逻辑。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那传林老师从波兰的视角对俄欧关系作了补充论

述。上海社科院的伍贻康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的戴启秀教授对欧盟的主权

结构与现代性逻辑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即使在欧洲这样一体化已经达到很高水准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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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民族国家仍将长期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复旦大学的张骥博士谈到了“再国家化”的趋

势和地缘政治的回归。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张耀研究员则认为特朗普当选不会给美国的

外交政策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忻华、曹子衡整理）

简讯

＊ 12月 16日，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所研究员徐明棋应邀赴哈萨

斯坦给总统行政管理学院给哈中央各部委经济官员就政府在金融中心建议中的作用进行讲

学。

＊ 12月 23日下午，上海市社联举行 2016年度学术团体负责人暨党建工作会议。来自

社联所属学会及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的 200余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

联党组书记燕爽出席会议并讲话。燕爽向与会学术团体负责人传达了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并结合群团改革精神和巡视整改要求，对进一步做

好学术团体工作提出要求。市社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解超通报了 2016年社联主要工作

及社联巡视整改工作情况。市社联学会处处长王克梅主持会议。

＊ 12月 28日下午，波兰驻华大使馆政治处二等秘书沃铁克(Wojciech Kusak)访问学会，

就 16+1与中欧合作问题与徐明棋、伍贻康、戴炳然、崔宏伟、宋黎磊、忻华、曹子衡、叶

雨茗、杨海峰等座谈交流。

沃介绍说，波是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第一个在驻华使馆里安排专人负责 16+1事务。

沃指出，中东欧国家可分三个次区域，一是 V4国家，经济相对发达，技术和劳动力相

对优势，二是巴尔干南欧国家，过去的战争破坏，使他们更需要基础设施投资，三是波罗的

海国家，他们希望将物流与北方航线连接起来，发挥其枢纽优势。西欧有人说中国用 16+1

机制分化欧盟，却不知道，它取得了一个成绩，就是使这个地区原本不会有联系的国家之间

开始打交道。

但 16+1面临着 2个严重的挑战，一是地缘政治或者说领土安全问题。中东欧是欧盟的

东部边界，因有的是欧盟成员，有的不是，所以不同国家的考虑不同，如黑山关心欧盟的南

下动向，而波兰关心俄罗斯对东欧的政策。二是 16+1机制在政府层面做了很多，但要想让

该地区的工商界加入这个机制并不容易。波企业家对中国的意图就有很多误解。所以，工商

界间、人民间的交流应发挥作用，它能极大地推动政治上的合作。

围绕 16+1机制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及中波关系、波对特朗普上台后的欧美关系等，与会

者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讨论。

＊ 12月 29日下午，欧盟国家治理现状与趋势研讨会暨《欧盟国家治理指数报告》发

布会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举行。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

院、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和上海欧洲学会联合举办。

《欧盟国家治理指数报告》由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携手开展的一项有关欧盟国家治理现状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得到了上海市高峰学科建

设计划的资助。《欧盟国家治理指数》以欧盟 28 个成员国为考察对象，通过采集联合国、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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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银行、各国政府公开网站等渠道的统计数据，建立了一个遵循集合性、相关性、层次性和

整体性分析的量化评价系统，旨在直观地展现欧盟各国的治理质量和状况，诊断治理状况的

国别差异，为均衡欧盟内部治理寻找解决方法。

除本报告发布之外，本次会议还邀请了上海欧洲学界的各位同仁，在岁末年终之际研讨

欧盟国家目前的治理现状，并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

欧洲动态 （2016年 12月 1日—31日）

中欧关系

 中新网12月12日，据商务部网站消息，12月12日，中国就美国、欧盟对华反倾

销“替代国”做法，先后提出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请求，正式启动世贸组织争端

解决程序。新闻发言人指出，中方此前已在多双边场合与相关世贸组织成员认真沟通，敦促

其善意履行义务，按期终止反倾销“替代国”做法。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欧盟迄今没有

履行义务。

 欧洲时报12月14日，12月13日欧盟成员国同意改革一项规定，今后将可能对包

括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就在前一天，中国就市场经济地位起诉美国和

欧盟。据路透社报道，经过三年的谈判，欧盟28个成员国多数代表通过一项新规定：如果出

口商本国的原材料价格被人为压低，那么他们出口到欧盟的产品将可被征收更高的惩罚性关

税。

 新华社12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9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来华进行正

式访问的挪威外交大臣布伦德。李克强表示，挪威是较早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中挪关

系发展的历史表明，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切实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是增强政治

互信、促进双边关系顺利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两国外长就双边关系正常化达成共识。中方赞

赏挪威新一届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致力于改善和发展对华关系的诚意，愿同挪方共同努

力，翻开中挪关系新的一页，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李克强指出，中挪经济互补

性强，互利合作基础深厚，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挪方就签署双边自贸协定进行谈判，共同发

出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明确信号。密切人文交往，夯实两国关系发展与合作的民意

基础。深化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合作，推动中国同北欧国家以及欧洲关系的发展。欢迎挪方

继续扩大对华投资，在节能环保、科技研发等领域加强合作。布伦德表示，挪中关系实现正

常化具有历史性意义，向国际社会发出了积极信息。挪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尊重中方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挪方愿抓住两国关系正常化契机，加强高

层交往，推进双边自贸协定谈判，拓展在水电、海上油气开发以及投资等领域的互利合作，

共同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

 中新社12月20日，英国首相梅20日在伦敦会见了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

梅请杨洁篪转达对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的良好祝愿。梅表示，英国视中国为重要战略伙

伴，两国互利合作前景广阔。英方期待同中方保持高层密切交往势头，加强双边各领域务实

合作，促进全球自由贸易，同各国一起协力应对气候变化等共同面临的挑战。 当日，杨洁

篪还会见了英国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就双边关系发展及有关领域合

作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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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12月20日，第八次中英战略对话20日在伦敦举行，国务委员杨洁篪与英

国外交大臣约翰逊共同主持。杨洁篪强调，双方应以明年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45周年为

契机，密切双方高层及各层级交往，推动投资、贸易、金融、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等各领域

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果，推进人文交流与合作，加强在多边框架内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

沟通协调，做面向未来、互尊互信、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协调共进的战略伙伴。约翰逊表

示，英国坚定致力于发展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共同打造英中关系“黄金时代”。英方愿

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推进经贸、投资、航空、基础设施等各领域合作，共同应对国际社会

面临的重大挑战，在全球热点问题上加强协调。

 欧洲时报12月21日，法国外交部20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时表示，法

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且这一立场“始终如一、毫不含糊”。

 新华社12月24日，挪威外交大臣博尔格·布伦德24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说，挪方充分尊重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高度重视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坚定

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布伦德对19日访华期

间受到中国政府的热情欢迎和款待深表感谢。“在我访问北京期间，我们得以宣布挪中政治

和外交关系实现全面正常化，我对此感到高兴，”布伦德说，“关系实现正常化是通过长期外

交努力恢复两国互信的结果。此次访问本身也体现了两国声明中关于合作与相互尊重的积极

含义。”布伦德表示，挪中两国的友好关系基于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而联合声明将成为重

建和发展这种友好关系的基础。

 欧洲时报12月30日，据中国国家铁路局网站消息，中国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

公司（简称中车株机）日前和捷克私营铁路公司里奥快铁在布拉格签约，捷方宣布购买中方

三个动车组，交易金额超过2000万欧元。这标志着中国动车首次打入欧盟市场。《回声报》

本周也报道中国政府宣布捷克共和国决定购买中国三辆高铁，第一辆将于2018年交付。这是

在欧盟拿下的第一个订单，无疑只是中国列车输出的开始。

欧洲政治外交

 中新网12月1日，据香港《文汇报》报道，欧盟委员会11月30日公布近10多年来

最大规模国防计划，包括设立每年50亿欧元的欧洲国防基金，协助成员国共同采购直升机或

无人机等可共享军备。计划还提出放宽现有限制，容许动用欧盟预算及欧洲投资银行的资金，

投资军事研究。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多次要求北约盟国增加军费，分析认为，此次

计划是要向特朗普传递信息--欧洲能够自己保护自己。为了强化欧洲反恐能力及边境防御，

欧盟委员会还提出一系列新措施，目的在于提升欧洲海陆空和太空作战能力，加强网络安全

与情报收集的投资。欧盟的计划包括增加跨境国防采购、统一军事设备，以及将太空探索成

果实践于国防用途等。军事研究将增至逾7亿 计划提出在2020年之前，将每年国防军事研究

投资从现时2500万欧元增至9000万欧元，并从2020年开始增至5亿欧元。欧洲议会已通过一

份9000万欧元的2017年至2019年先导计划，如有需要，欧盟委员会可在2021年至2027年拨出

35亿欧元作为国防预算。

 新华社12月6日，北约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成员国外长会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

滕贝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约成员国外长就加强北约与欧盟合作的40多项提议达成一

致。北约在会后发布公报说，斯托尔滕贝格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共同提

出42条提议，内容包括：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混合战争威胁；提升后勤支持和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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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中海等地区协作开展军事行动；在防务能力建设方面相互协调；共同支持格鲁吉亚、摩

尔多瓦、乌克兰等周边地区国家的稳定等。斯托尔滕贝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洲和北美

的安全相互关联，强大的北约和欧盟对彼此都有利。在面临网络攻击、恐怖主义威胁的新安

全环境下，北约和欧盟都无法独自应对这些威胁和安全挑战，加强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欧洲时报12月14日，12月13日，在德国首都柏林，法国总统奥朗德与德国总理

默克尔出席新闻发布会。双方在会谈中表示，如果俄罗斯方面不遵守明斯克协议，那么双方

支持延长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默克尔在柏林向记者表示：“明斯克进程进展缓慢，因此必

须再次延长制裁俄罗斯的有效期。”欧盟最后一次是延长到2017年1月底。

 中新网12月16日，据外媒报道，消息人士称，欧盟领导人15日在布鲁塞尔峰会

上达成共识，决定将对俄罗斯的制裁延长6个月，这一决定将在未来几天内正式通过。

 中新社12月20日，经过一年多的“持久战”，欧盟委员会12月20日终于同意进一

步加强对枪支的管理以防范恐袭。欧盟关于枪支管理的法规条例是在上世纪90年代通过的，

相关的内容与规定明显滞后于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法国首都巴黎去年接连发生恐袭，比利时

首都布鲁塞尔等地今年又接连发生枪击恐袭，欧盟内部要求加强枪支管理的呼声日益高涨。

欧盟委员会披露的相关信息显示，欧盟将加强枪支的可跟踪管理，厂商及政府将就枪支的信

息设立数据库，随时掌控枪支的使用信息。同时，欧盟还将进一步加强对枪支拆卸程序的管

理，防止可疑分子利用拆卸过程中的漏洞使枪支流入非法分子之手。根据欧盟的规程，欧盟

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枪支管理的规定将在欧洲议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中新网12月21日，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欧盟理事会新闻处表示，欧盟关于将对

俄经济制裁延长至2017年7月31日的决议12月21日生效。

 欧洲时报12月22日，欧盟委员会12月21日宣布将采取多项举措打击恐怖主义融

资，加强欧盟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能力。据新华社报道，欧委会声明，欧盟将加强

在反洗钱、限制非法现金流动、冻结、没收非法资产方面的法律框架，确保采取强有力和协

调一致行动打击恐怖主义融资。

德国

 德国之声12月1日，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11月29日对媒体透露，该机构发现一名

内部工作人员系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并且正策划对宪法保卫局发动袭击。目前已经对这名51

岁的德国人发出了逮捕令。

 中新社12月1日，德国从12月1日起正式从中国手中接任二十国集团(G20)新一届

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11月30日已向内阁陈述了 G20的中心议题。她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

定于2017年7月7日至8日在德国汉堡举行的 G20领导人峰会将把全球经济稳定作为最主要的

议题。德国为此次担任主席国所选定的口号是“塑造一个相互连通的世界”。德国将这一年

间 G20的主要议题确定为三大支柱：确保经济稳定性、改善可持续性、负责任地发展。德国

政府表示，德国希望利用担任 G20主席国的机会，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德国政府承诺将致力

于通过提高共享全球化和世界互联互通的广度和深度，应对当前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重现的

趋势。作为每届 G20主席国工作的重头戏，德国将承办一系列二十国集团财政与金融领域高

官会议。

 中新网12月6日,据外媒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将在6日的党派大会上号召党内人

士团结起来，备战明年的德国选举；她预计这次选举“难度无与伦比”。默克尔寻求第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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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任，她必须团结自己所在的德国基督教民主党(CDU)，并力求重拾在欧洲难民危机中失去

的部分民心。

 中新网12月7日，据外媒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6日向其领导的基督民主联盟党

员讲话时，呼吁德国禁止完全遮盖面部的服装。这是默克尔首次针对这个争议性议题表明立

场，现场党员报以热烈掌声。默克尔也表示，难民必须融入德国社会。默克尔还就德国右翼

民粹主义者的崛起作出批评。在默克尔做此表态之前，一名欧盟负责难民事务的高官的女儿

在德国遭难民奸杀，引发德国民众强烈反应。

 欧洲时报12月7日，12月6日德国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CDU）选举现任主席、

联邦政府总理默克尔成功当选连任党主席，她将在2017年代表基民党参加总理大选。此次她

获得89.5%的支持率，比两年前竞选上届党大会上近97%的得票率相比，降低了7个百分点，

支持率下降，这是她担任总理11年以来竞选党主席获得的最低支持率，不少观察家认为与她

2015年开放的难民政策和无法解决当前面临的难民危机相关。此次党代会上，默克尔承认她

的移民政策导致选举失利。

 欧洲时报12月12日，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宣布参加下届总理竞选后，再度引发

众人关注。很多德国人表示，默克尔2017年竞选连任是正确的决定。德国民众仍拥护欧盟建

设联盟党和社民党共同推出的总统候选人、现任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深受民众的爱戴，82%

的被调查者支持他接替高克成为德国总统。

 中新网12月21日,据外媒报道，19日柏林市中心发生的货车冲撞人群事件震撼德

国各界。德国总理默克尔20日午间就事件发表讲话，称根据目前掌握情况，发生在柏林的血

腥案件应为一起恐怖袭击。

 中新网12月21日,据俄罗斯卫星网消息，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就柏林发生的恐

怖袭击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致电慰问，并在电文中指出，这起袭击再次表明合力反恐的必要性。

 中新网12月22日，据外媒报道，为强化国内安全，联邦德国内阁会议决定扩大

德国国内录像监视。根据相关一揽子法律草案，将允许在体育场所和购物中心等场所加强录

像监视，自动识别面部的监视也将扩大。此外，还将使用警察随身摄像机以及用于识别机动

车牌照的阅读系统。

 中新网12月31日，据外媒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本月30日在对全国发表的新年

谈话中指出，恐怖主义是德国面临的最大考验；而柏林于圣诞前夕遭攻击，默克尔也誓言推

动立法来加强安全。据报道，默克尔形容2016年给许多人“世界遭翻天覆地”的印象，她敦

促德国民众应拒绝民粹主义，并指出在因应诸多挑战的欧盟扮演领导角色，对德国有利。她

将英国脱欧比作“深切的切割”，并表示纵然欧盟“缓步且艰辛”，欧盟成员应超越自身国家

利益，聚焦共同利益。默克尔说：“是的，欧洲应聚焦在什么才是比国家更有利的事；德国

应该别去相信所谓各走各的、未来会更好这种事。”

法国

 欧洲时报12月2日，法国总统奥朗德12月1日晚突然宣布放弃竞选连任，这是第

五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奥朗德这5年，内受各党派夹击，外受民众诟病。然而，《费加

罗报》报道称，他也确实为法国劳心劳力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做出了一些政绩：促进就业、

维持公共账目稳定。奥朗德2012年当选总统时公共赤字达 GDP的5%，通过其实施的一系列

稳定政策，2017年赤字水平有望下降到 GDP 的2.7%，约是5年前一半的水平。降低失业率

是奥朗德上台之初就许下的诺言。5年期间，奥朗德采取减轻企业负担，出台促进就业措施，

强调职业培训，支持创新和未来产业，改革劳动力市场，失业率确实有略微下滑，但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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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完全改善。奥朗德执政期间扩大了享受法国社会福利人群范围，从事不稳定工作的人和

就业时间过早的人可以提前退休。2013年5月投票通过的“就业安全法案”给予所有职工辅

助医疗保险。奥朗德执政期间进行了一系列国土改革，对法国大区进行重组，从2020年起取

消省行政级。结束右派一直反对的“任期合并”制度，强调针对所有官员的透明度问题，比

如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奥朗德还推进了几项法律促进社会变革，比如同性婚姻法等。面对恐

怖主义与国际战争危机，奥朗德数次派遣军队赴各地维和，马里、中非、伊拉克和叙利亚。

2015年12月巴黎成功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并签署了约束性协议。从欧盟事务方面来看，

为让民众不再过节衣缩食的日子，奥朗德促进了紧缩政策的终结。为使希腊留在欧元区内，

他充当了默克尔和齐普拉斯间的斡旋者。他还竭力避免欧元崩盘。面对恐袭，奥朗德推出并

几次延长国家紧急状态。法国还接收了3万名难民。

 中新网12月3日，据外媒2日报道，法国总统奥朗德任内无力改善经济及降低失

业率，是自二战以来民望最低的法国总统，他日前突然宣布放弃争取连任，是1958年法国第

五共和国成立以来，首位放弃争连任的总统，令明年4月举行的总统大选增加变量。社会党

初选将于本月15日截止报名，前经济部长蒙特布格及前教育部长哈莫已宣布参加。分析认为

瓦尔斯走中间自由路线，与其他左倾参选人明显不同，他的参选有助化解左翼的矛盾，最新

民调显示有24%选民希望他成为左翼候选人。

 欧洲时报12月5日，据法新社报道，作家兼电影艺术家亚历山大·雅尔丹是最近

成立的组织“公民之家”的创建人。今年51岁的雅尔丹3日在法国新闻电台上宣布他将代表

“公民之家”参加明年的总统大选。以期“还政于民”。

 中新网12月6日，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5日正式宣布将参选

总统，并于6日递交辞呈，迫使政府进行内阁改组。6日，法国现任内政部长伯纳德·卡泽纳

夫被任命为新总理。

 中新社12月10日，法国新任总理卡泽纳夫10日宣布，鉴于国家持续面临恐怖主

义威胁，政府决定提出将目前实施的紧急状态延长至2017年7月15日的法案。

 欧洲时报12月14日，据法新社巴黎12月13日报道，新总理卡泽纳夫当天在国民

议会发表施政纲领演说，承诺要使在总理府短暂任期内的每一天都要对法国有利，以便为“未

来做准备”。这使他获得左派相当多数的信任。辩论后，议员们开始投信任票。新总理的就

职演说得到305票赞成，239票反对，10票弃权。

 欧洲时报12月19日，社会党12月17日正式批准7个人角逐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选

举，竞选活动正式开始。这7名初选候选人是瓦尔斯、蒙特布尔、阿蒙、佩永、德鲁吉、贝

纳米亚斯、皮内尔。

 欧洲时报12月22日，21日，Elabe民调所发布最新调查结果，在回答2016年最显

露头角的政治人物时，前经济部长、准备参加总统大选的马克隆位居第一，获得48%的支持

率，前总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菲永位居第二44%，并列第三的是刚刚卸任的前总理瓦尔斯

和极右派国民阵线党魁玛琳娜·勒庞，支持率均为24%。

 欧洲时报12月22日，2017年1月1日起，法国将实行许多新规。法国人的日常生

活将会有诸多变化。立法者希望通过一年以来法国“碎片式改革”的成果来进一步规范行为、

简化行政、保护以及平衡人们的权益。

 欧洲时报12月27日，据法新社巴黎12月26日报道，劳工部当天宣布，在就业中

心登记的无任何工作的 A类失业者11月在法国本土达345万，连续第3个月下降，这是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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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12月31日，据外媒报道，法国哈里斯互动民调所(Harris Interactive)近日

发布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信任前经济部长埃默曼·马克龙的法国人最多(至少41%)。据该

民调数据，相较于11月，受访者对马克龙的信任度提高了2%。同时，支持在右翼总统初选

失利的前总理阿兰•朱佩的人数减少了6%，达37%。代表右翼参选的法国前总理菲永得到31%
的支持。对现总统奥朗德的信任度达25%，比11月多出了3%。

 欧洲时报1月2日，2016年12月31日晚，法国总统奥朗德发表了5年任期最后一次

新年致辞。奥朗德提醒民众注意极右民粹势力对“正常法国”的威胁，同时隔空喊话特朗普

要遵循巴黎气候协定，并表示坚决支持欧洲一体化。此外，奥朗德也为自己的政绩辩护：“公

共账目整顿了，社会保险机构实现了收支平衡，我们的企业恢复了竞争力，新房建造达到了

纪录水平，投资重新见好”。他强调：“尤其是一年来，求业者人数终于下降”，即使“结果”

较预期“来得晚”了。奥朗德承诺将站好最后一班岗“直到任期最后一天”。

英国

 中新社12月6日，欧盟关于英国“脱欧”事务的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6日敦促英

国尽快启动“脱欧”程序。对此，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回应称，英国将按照既定时间表启动“脱

欧”程序。12月5日，英国最高法院开庭审理“脱欧”程序案，将就启动“脱欧”程序是否

需要议会批准作出终审裁决。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正在巴林访问的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表示，英国政府的目标是达成一个符合英国人民利益的脱欧协议，同时这个协议也将

是有利于欧盟的。

 欧洲时报网12月8日，英国议会下议院7日7日下午经过数小时的辩论，最终以461
票赞成、8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政府的脱欧时间表。英国政府将在明年3月底之前启动《里

斯本条约》第50条，正式向欧盟提交退出申请。

 中新网12月9日，据外媒9日报道，英国近期频频派遣官员出访多国，争取确保

英国脱欧后，其国际地位与经济联系不受影响。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政务部长安娜雷将访

问中美洲与墨西哥，重点是宣扬自由贸易。首相特雷莎•梅本周到巴林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

合作委员会首脑会议，争取与波斯湾国家打好关系；财政部长哈蒙德则出访南非、日本、韩

国。

 中新网12月16日，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英国驻欧盟大使伊万·罗杰斯

对英国政府表示，英国和欧盟间关于退欧后的贸易协议可能需要10年时间才能敲定，而且仍

可能失败。据报道，罗杰斯警告英国政府部长们，欧盟国家的共识是，达成贸易协议可能要

到本世纪20年代初期到中期。他还警告称，即使达成了协议，也可能会被其他欧盟成员国的

议会否决。

其他

 新华社12月4日，奥地利内政部4日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前绿党领导人范德贝

伦在当天奥地利重新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以明显优势击败自由党候选人霍费尔，当

选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预计将在明年1月26日正式就职。此间舆论普遍认为，有大学经济

学教授经历、72岁的范德贝伦胜出，意味着他将大体延续前总统菲舍尔的做法，并将带领奥

地利继续成为一个包容开放的、融入欧盟的国家。在今年5月22日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

票中，范德贝伦险胜霍费尔，但因为邮寄选票的信封被发现密封性存在问题，投票结果被裁

定无效，选举重新举行。

 中新社12月4日，欧洲政界人士对奥地利第二次举行的总统大选结果表示欢迎。

欧洲议会议长马丁·舒尔茨表示，范德贝伦的胜利是对民族主义以及反对欧盟、走向倒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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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一次沉重打击。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表示，在欧洲面临严峻挑战的时刻，奥地利

持续的建设性贡献对于寻找欧洲范围内的共同解决方案、维护欧洲一体化具有决定性意义。

法国总统奥朗德对范德贝伦胜选表示祝贺。他表示，奥地利人民“选择了欧洲、选择了开放”。

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说，整个欧洲“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此前，外界普遍忧虑，若霍

费尔上台，则欧洲将诞生二战后首名极右翼国家元首。不过，有关专家亦提醒，欧洲政局下

一步发展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中新网12月5日，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12月4日，意大利举行全民修宪公投。

根据出口民调显示的公投结果，民众否定了修宪提案。意大利总理伦齐宣布辞职。伦齐表示，

对于“非常明显的”挫败将负起全责，并且在当地时间5日下午，他将召集内阁，之后向总

统马塔雷拉提出辞呈。欧元兑美元在出口民调结果出炉后大幅下跌，自1.0625跌至1.0550。
报道指出，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将对欧盟带来又一重击。

 中新网12月5日，据外媒报道，意大利总理伦齐在4日的修宪公投遭遇惨败后宣

布辞职。伦齐执政仅两年半，他的辞职对欧盟来说是一大打击。欧盟受到数次危机的冲击，

目前正艰难应对席卷西方世界的极右翼力量。伦齐辞职或将为明年提前选举打开大门，并可

能使反欧元的“五星运动”党在意大利这个欧元区核心国家掌权。

 新华社12月11日，意大利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部长真蒂洛尼11日接受总统马塔雷

拉对其出任过渡政府总理的任命。他承诺尽快组建过渡政府，并把推进选举法改革作为过渡

政府首要工作。真蒂洛尼1954年生于罗马，自2014年10月起任意大利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部长。

他与伦齐关系密切，同属民主党。

 新华社12月12日，罗马尼亚中央选举办公室12日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反

对党社会民主党赢得了议会选举，重新执政已成定局。

 中新网12月13日，据外媒报道，意大利过渡政府总理真蒂洛尼12日公布了新的

内阁名单，前一届政府几乎所有部长均获留任。但曾支持前总理伦齐的一个中右翼小党表示，

该党或不会支持新政府，这让人担忧真蒂洛尼能否在议会获得多数支持。

欧洲经济欧洲经济

 中新网12月8日，据外媒报道，欧洲央行前总裁特里谢7日表示，欧元区未来虽

然将面临政治考验，但仍会保持完整。不过由于成员国之间的银行业存在差异，欧元区市场

面临分裂风险。特里谢认为，欧元区的韧性被低估。他也表示，法国、德国和荷兰明年的大

选应该不会对欧元区构成致命打击。但特里谢表示，欧元区国家对本国银行业采取了更为民

族主义的态度，这些迹象令人担心。他也指出，欧元区存在金融服务业的单一市场重新呈现

国有化的局面，称这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不仅是因为英国退欧，“还因为我们看到了重商主

义政策有卷土重来的倾向，这对全球繁荣不是好事。”

 中新社12月8日，欧洲中央银行8日宣布将原定实施至2017年3月末的资产购买计

划(即量化宽松)延长至2017年12月，且到期后可再延长。欧洲央行指出，尽管全球经济复苏

出现了轻微向好的迹象，但欧元区因结构性改革迟缓和一些领域资产负债调整等原因，未来

经济增长预计将受到抑制。继9月议息会议后，欧洲央行再度决定把欧元区三大基准利率维

持在今年3月降息以来的史上最低利率水平，即：主要再融资利率为0%、隔夜贷款利率为

0.25%、隔夜存款利率为-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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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12月22日，据外媒报道，欧洲法院21日发表的法律意见书建议，欧盟—

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EUSFTA)必须得到欧盟所有成员国的批准方能生效。这意味着，英国

在脱欧后或难以如愿在短时间内与欧盟达成新的贸易协定。英国驻欧盟大使罗杰斯就警告，

英国可能需要10年的时间才有望和欧盟达成一份新的自由贸易协定，而且还可能遭到其中一

些成员国的阻扰。

国际综合

 中新社12月12日，当地时间12日，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代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

大会厅以鼓掌方式通过决议，向即将卸任的秘书长潘基文致敬。在联合国担任十年“世界头

号外交官”后，潘基文留下最重要的两大政治遗产，即在他最后一年多任期内联合国成功达

成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正式生效。除了这两大贡献，潘基

文还在妇女平权方面成绩显著，不仅创建了联合国妇女署，更是一位自称女权主义者的秘书

长。但作一位韩国人，潘基文任内最大的遗憾恐怕就是延宕难解的朝核问题。

 中新网12月13日，综合报道，当地时间12日，葡萄牙前总理古特雷斯宣誓就任

联合国秘书长，将从明年1月1日起行使联合国秘书长职权。他誓言亲自调停各项冲突以达成

和平，并改革有71年历史的联合国，来强化功能。联合国大会12日举行全体会议，向即将在

月底卸任的潘基文秘书长致敬，同时为候任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举行宣誓仪式。

 人民网12月13日,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法国前财政部部长拉加

德(Christine Lagarde)因在“达比仲裁案”中被控“渎职”，于当地时间12月12日在巴黎出庭

受审。

 欧洲时报12月20日，共和国法庭（CJR）12月19日宣布：共和国法庭判定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女士在达比仲裁案中“玩忽职守”，但免除对她的刑罚。

 中新网12月20日，综合报道，19日，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出席活动时遭枪杀，

德国柏林一个圣诞节市场发生卡车冲撞人群事件导致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瑞士也发

生枪击案，导致3人死亡。一天内三起袭击案件连发，震动欧洲。

 新华网12月3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29日宣布，因俄罗斯涉嫌通过网络袭击干预

美国总统选举而对俄进行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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