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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变局时代的欧盟与中欧关系”国际研讨会综述

◎ 第十八届“中欧关系与欧洲涉台动向”国际研讨会综述

◎ “五大倡议下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化与发展”跨学会研讨会综述

◎ 《欧美关系走向报告 2023》发布会暨“美欧跨大西洋关系影响下的欧美中俄关

系”研讨会综述

◎ 智库报告编译：导弹、威慑与军备控制：欧洲新时代的选择

◎ 智库报告编译：战略相互依存：欧洲在中等强国世界中的新做法

◎ 学会合作举办“国际大变局下的中欧关系：现状、挑战与前景”研讨会

◎ 学会合作举办“德国对华战略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学术研讨会

◎ 丁纯会长在上海市社联 2023 年秋季会长论坛做演讲

◎ 学会合作举办“大变局时代的欧盟与中欧关系”国际研讨会

◎ 学会合作举办第十八届“中欧关系与欧洲涉台动向”研讨会

◎ 学会合作举办“中欧经贸关系”国际研讨会

◎ 学会合作举办“五大倡议下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化与发展”跨学会研讨会

◎ 学会合作举办《欧美关系走向报告 2023》发布会暨“美欧跨大西洋关系影响下

的欧美中俄关系”研讨会

◎ 学会合作举办“欧洲和德国：价值抑或权力？”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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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Topics
☞ SIES Co-held a Conference on "China-EU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Changes: Status Quo,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On October 9, 2023,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and the
Center for China-Europe Relations of Fudan University jointly held a conference on
"China-EU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Changes: Status Quo,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at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of Fudan University. The discussion
focused on the dilemma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of China-EU relations, and the prospects of cooperation in China-EU
relations. More than 20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the SIES, Fudan Universit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ongji Universit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nd other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universities attended the meeting, as well as former officials from
embassies and consulates abroad attended the meeting.

☞ SIES Co-held a Conference on "Germany's Strategy towards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Sino-European Relations"
On October 14, 2023, the academic conference on "Germany's Strategy towards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Sino-European Relations", sponsored by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German Studies Center of Tongji University and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 held at Tongji University. The
conference focused on the theme of "Germany's Strategy towards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Sino-European Relations" and comprised four units: Perceived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Germany and Europe o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Germany and
Europe in the Areas of Markets, Digital Technology, Green Initiatives and Technology;
The Influence of Germany's "China Strategy" Document on Sino-German Relations.
The Impact of Germany's Strategy towards China and Sino-German Relations on
Sino-European Relations, as well as the Quadrilateral Relations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Russia. In addition, experts engaged in open discussions on topics
such a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ore than 30 experts, scholars and postgraduates from S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Tongji University
attended the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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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ident Ding Chun Delivered a Keynote Speech in President Forum in Autumn
2023

☞ SIES Co-held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U in the Era of Great
Transformation and the Future of China-Europe Relations"
On October 26, 2023,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and the
Center for China-Europe Relations of Fudan University jointly held a conference on
"the EU in the Era of Great Transformation and the Future of China-Europe Relations"
at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of Fudan University. This conference is one of the
academic activities of "The 17th (2023) Academic Activity Month of Shanghai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Nearly 30 experts and scholars attended
the meeting, including Chinese scholars from the SIES, Fudan University,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cau and
European scholars from Hungary, Serbia, Czech, Romania, Croatia, Slovenia and other
countries. (See the summary for details)

☞ SIES Co-held an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China-EU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On the afternoon of October 27, 2023,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of Fudan Universit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Studies Branch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European Studies jointly held an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China-EU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t Fudan
University. Francoise Nicolas, 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Asian and Indo-Pacific Studies
at the 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FRI), and Daniel Gros,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or European Policymaking at Bocconi University in Italy, Ding Chun,
president of the SIES and other dozens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Europe and
China participated in the meeting online and offline.

☞ SIES Co-held the 18th Conference on "China-Europe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On November 5-7, 2023, the 18th Conference on "China-Europe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was co-hosted by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Friedrich-Ebert-Stiftung Shanghai
Representative Office. The conference is consisted of five parts: Cross-Straits
Relations and the Mainland's Taiwan Policy, Europe's position on Taiwan, Taiwan
Leadership Election in 2024 and Its Foreign Policy, Review and Prospect of China-EU
Relation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More than 30 scholars from Germany,
France, Poland, Hungary, the United Kingdom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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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domestic scholars participated online and offline. (See the summary for details)

☞ SIES Co-held an Inter-association Conference on "Deepening and Develop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nder the Five Major Initiatives"
On the afternoon of November 8, 2023, a conference on "Deepening and Developing
the Belt and Road under the Five Major Initiatives" was held i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ponsored by the Shanghai Institute of Russian, Eastern European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 and co-sponsored by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and the Shanghai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of. Liu Jun,
president of the Shanghai Association of Russian, Eastern European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 and vice president of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d Prof. Ding Chun, president of the SIES and director of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of Fudan University, delivered opening speeches
successively. Prof. Yu Jianhua, vice president of the SIES and senior researcher of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made a summary of the meeting. The
conference is one of the cooperative inter-association academic activities of
Shanghai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in 2023. Experts, scholars and
graduate students from Fudan Universit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See the summary for details)

☞ SIES Co-held the Launch of "Annual Report on the Trend of Europe-US Relations
2023" and the Conference on "EU-US-China-Russia Relati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On December 1, 2023, the launch of "Annual Report on the Trend of Europe-US
Relations 2023" and the conference on "EU-US-China-Russia Relati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was held i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The Report on the Trend of EU-US Relations 2023 was co-authored by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and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Union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This conference is a cooperative
project of academic organizations affiliated to Shanghai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for the year 2023, which is co-sponsored by the SIES and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Union Studies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Professor Jiang
Feng, Secretary of the Party Committee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nd Professor Ding Chun, President of the SIES, delivered the opening speech, and
Professor Yang Fengmin, Supervisor of the SIES an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de the
conclusion of the meeting. More than 50 experts, scholars and postgraduate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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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S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Fudan Universit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other universities and think tanks attended the seminar. (Details of the
conference can be found in the summary. The full report is available for download at
www.sies.org.cn.)

☞ SIES Co-held a Conference on "Europe and Germany: Value or Power "
On December 8, 2023,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and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o-held a conference on "Europe and Germany:
Value or Power ". Prof. Ding Chun, President of the SIES, Prof. Jiang Feng, Secretary of
the Party Committee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nd some other
experts attended the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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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大变局时代的欧盟与中欧关系”国际研讨会综述

2023 年 10 月 26 日，上海欧洲学会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

中心在该校美研中心合作主办“大变局时代的欧盟与中欧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

本次会议系“上海市社联第十七届（2023）学会学术活动月”项目。来自上海欧

洲学会、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澳门大学的中方学者，以

及来自匈牙利、塞尔维亚、捷克、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国的欧方

学者近 30 人应邀参会。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教授在致辞中提出欧洲正面临三大挑

战，一是内部不同利益和决策考虑，二是如何在美国约束下实现战略自主，三是

正确认知与中国的伙伴与竞争关系，中国主要是欧洲不可或缺的伙伴。我们可从

三个维度把握中欧关系，一是要扩大共同面，管理好差异点；二是要注意来自第

三方的影响，比如中美战略竞争、俄乌冲突等带来的复杂影响；三是加强在气候

变化等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通过再联系、再调整和再启动，中欧关系可获得新

发展。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在致辞中指出世

界正面临地缘政治等诸多挑战，欧洲相继提出“三重定位”对华战略和“去风险”

战略，如何应对中欧关系呈现出的新变化，从而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

致远，需要学者深入地面对面探讨。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简军波副

教授亦作致辞并主持上述环节和主旨发言。

匈牙利约翰·冯·诺依曼大学校长、匈牙利经济部前国务秘书奇兹马迪亚

（Attila Norbert Csizmadia）教授在主旨发言中指出，在考虑地缘政治时不仅

要重视政治学，也要注重地理的视角。尤其是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应当结合

地理的角度，摆脱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尝试将不同主体放到地图中心，结

合多个经济指标进行多角度的理解。亚洲在过去一段时期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

最大的贡献，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在亚洲。在当前这个充满扩散且网络化的时代，

理解互联互通不仅要关注其经济含义，也要关注人文交流、城市化、数字、绿色

等种种联系。例如，理解当代的边境已经不是从长度的视角，而是关注网络、管

道、铁路和高速公路的跨境联系。由此，他赞赏“一带一路”取得的辉煌成果，

包括六大经济走廊的韧性。

丁纯教授在关于中欧经贸关系的发言中指出中欧货物和服务贸易持续发展，

也逐渐呈现出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的特点。中欧投资在经历快速增长

后一度出现下降的趋势，但今年上半年呈现了复苏。当前，中欧经贸关系面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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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问题政治化、“去风险”等挑战，但前景谨慎乐观，双边竞争不应被夸大，双

方应当求同存异。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教授认为德国的中国战略

体现了对华三重定位，指导思想是“去风险”，竞争色彩加重。德国对华战略的

调整对双方在经济、技术、教育等领域的合作都有影响，双方需要重建互信，实

现双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严少华青年副研究员认为“去风险”作为欧

盟的政治发明，已在内部形成较大共识。但这一概念本身存在风险。一方面，“去

风险”概念将造成一种视中国为威胁的心理印象。另一方面，“去风险”概念也

可能滑向保护主义，引发贸易摩擦，甚至外溢为实质上的“脱钩”，对中欧关系

产生负面影响。

捷克西波西米亚大学 Petr Drulák 教授认为中东欧国家处在欧洲的“半边缘”

圈层，西方经济模式的局限性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问题，因此这些国家

向东寻找经贸机会。中东欧国家在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面临内部发展水平不一、

技术优势和资源不足、对欧盟政策影响力有限、美国和欧盟施压等问题，这也限

制了中国与中东欧经贸合作的成果。中东欧国家应该要加强内部合作，以更独立

的姿态加强与中国的经贸联系。首都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副教授，克罗地亚

萨格勒布经济管理学院 CroAsia 研究所创办人之一白伊维（Ivica Bakota）指出，

欧洲小国在欧洲和中欧关系中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但是这些国家也有自己的经

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关切。整体来看，欧洲小国在中欧关系中能起到“去极化”

的作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政治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Dragana Mitrović
教授指出，一些中东国家欢迎中国的投资和合作，因为这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发展

基础设施和经济的机会，但也有一些国家提出需要对中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

影响力的增强进行讨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张迎红研究员认为相

关变化和差异反映了复杂而多样的趋势，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任重道远。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龙静副主任指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充满

了危机和挑战，欧盟一次次从危机中崛起，变得更加强大。欧盟在外交政策领域，

比如在应对俄乌冲突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更统一的立场和更高效的决策。在欧洲

危机的背景下，中东欧国家的重要性逐渐增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欧

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宋黎磊教授认为在俄乌冲突等冲击后，“脑死亡”的北约再度

被激活，新老欧洲国家对欧盟战略自主的贡献度出现明显分流。罗马尼亚外交学

院院长 Liliana Popescu-Bîrlan 教授认为俄乌冲突对欧洲和中欧关系产生了巨

大的冲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周亦奇副研究员指出欧盟成员国在哈马斯-以色

列冲突上呈现干预和平衡两种走向，即一种是加强与美国协调，采取谨慎的干预

主义，另一种则是采取更平衡的态度，反对单方面军事解决、支持多边主义。但

是欧盟缺乏撬动局势的杠杆和观念吸引力，在中东热点问题上作用有限。澳门大

学社会科学学院政府与行政学系系主任宋卫清副教授指出，欧盟“印太”战略实

质是国际地缘政治竞争的产物。内部，欧盟在处理“印太”事务时意见和立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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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统一，未能就“印太”战略各事务议程做出优先排序。外部，欧盟印太“伙伴”

不仅在处理地区事务上具有不同意愿与途径，且在回应欧盟要求上力有不逮。欧

盟大概率会在处理“印太”战略具体事务时遭遇强大阻力。简军波副教授指出欧

盟正在通过《后科托努协定》与非加太国家关系正常化、深化邻国政策和地区政

策、开展自由贸易谈判、建设更多统一政策工具等方式加强与全球南方的联系。

会上，还有学者围绕俄乌冲突与制裁、媒体与非政府行为体的作用、包容性

知识经济、中国在电动汽车和电池生产的对欧直接投资、西班牙作为轮值主席推

动欧盟开放性战略自主等议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上海欧洲学会）

第十八届“中欧关系与欧洲涉台动向”国际研讨会综述

2023 年 11 月 6 日，第十八届“中欧关系与欧洲涉台动向”国际研讨会在上

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11 月 7 日，本次会议边会——“中欧关系”座谈会在

上海欧洲学会举行。会议由上海欧洲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德国艾伯特基

金会上海代表处联合举办。本次会议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资助，

被列为“上海智库论坛”项目。来自中国和欧洲三十多位欧洲问题、台湾问题和

中欧关系的学者、政府部门官员、立法机构成员参加会议。

在 11 月 6 日会议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李开盛、德国艾伯特基金

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朗杰明(Benjiamin Reichenbach)、上海市人民政府台湾

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阳礼华、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教授分别致开幕辞。

会议就两岸关系与大陆对台政策、欧洲对台湾地区的立场、2024 年台湾地区

领导人选举及其对外政策、中欧关系回顾与展望、政策建议五大专题进行研讨。

参加会议并做专题发言和评论的欧方嘉宾有欧洲议会议员瑞内·哈帕斯

（René Repasi）（线上）、德国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华玉洁

博士(Gudrun Wacker)、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荣誉教授高敬文

（Jean-Pierre Cabestan）、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员诗丽娜

（Justyna Szczudlik）、匈牙利布达佩斯科文努斯大学助理教授托马斯·马图

拉（Tamás MATURA）、英国边山大学国际商业学教授克里斯托弗·邓特

（Christopher Dent）、法国蒙田研究所亚洲部主任杜懋之（Mathieu Duchâtel）

（线上）、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研究员林小仙（Angela Stanzel）（线上）

等。

其中，欧洲议会议员瑞内·哈帕斯提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讲话当中

讲到了去风险而不是脱钩，把中国定义为是一个伙伴、竞争者和对手。为什么欧

洲对中国会有这一认知，主要有以下背景因素：首先是疫情，疫情对全球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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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全球供应链中断，也进一步暴露了欧盟内部市场对全球供

应链的依赖。对于欧洲国家而言意味着必须要与时俱进，随着格局的改变而改变。

其次，欧洲国家对地缘政治因素的考虑优先于对双边经贸关系的考虑。地缘

政治经济因素成为了非常主导的因素，很多欧洲国家开始以地缘政治因素为先、

经贸关系为次。

再次，俄乌冲突的影响。欧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立场，尤其是欧洲大陆遭

到了俄乌战争的重大冲击，这个因素对欧洲的外交政策绝对不能低估。过去几十

年当中欧盟一直认为俄罗斯更多的是友好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但是，乌克兰危

机是自二战以来第一次欧洲大陆国家遭到了外敌袭击，也影响到了整个欧洲大陆

的格局，从而也影响到了欧洲发展的基石。

最后是依赖的问题。俄乌冲突使欧洲认识到在经济和资源方面对外国过度依

赖是危险的，欧洲希望重新审视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包括对中国的经贸关系

依赖和对关键原材料的依赖，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战略自主能力。全球经济关系

需要更加多元化，这样欧洲经济才会有更大的战略自主权。冯德莱恩主席提出了

所谓的去风险的模式，而不是脱钩的模式。欧洲不会想要隔断和中国的经贸关系，

但是欧盟希望能够进一步多元化供应链，关键原材料供给也能够更多地多元化，

从而分散风险。欧洲一直在秉持非常高的制造标准，同时也明确供应链要跟上高

生产标准，专门发布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和强迫劳动禁令，更多的是

希望能够为欧洲工人、劳动参与者创造更多收入，提高消费能力。欧洲对境外投

资者的要求和国内投资者的要求其实是一样的，达到欧洲的生产标准包括环保标

准、工资标准、环境保护和劳动力使用标准等。欧洲希望通过这些措施保证战略

自主权，能够自主地决定欧洲在全球的定位和立场。对外自主权的基础就是国内

市场的实力。

德国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华玉洁从欧洲学者视角，提出促

进中欧关系的几点建议：首先，作为欧洲学者，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教育欧洲民

众。欧洲的多数媒体、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对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的认知存在偏

差，欧洲学者需要教育民众，让民众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

而不是一味跟风。中国大陆以更加积极和优惠的条件来吸引更多的来自台湾的学

者、学生、律师等精英人士到大陆发展，推动台湾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更多强调

的是人文交流。中国大陆这些对台积极因素和利好政策是欧洲方面经常忽略的。

其次，不能低估欧盟内部机制的运作，不要简单地认为欧洲就是盲从美国，

是美国的追随者，不是这样的。欧洲也一直在努力地实现战略自主权，这不能说

欧洲强调战略自主权就会和美国拉开距离，欧洲所谓的战略自主性只是为了消除

来自外部的威胁，从而更好地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是说要靠近哪一方或

者脱离哪一方。如果只是简单地认为欧洲是盲从美国的，那你和欧洲的对话显然

就不会有真正的认知，这显然不是欧洲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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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很多机会寻求欧盟与中国的合作，比如在非洲发展方面的合作。欧

洲长期以来一直低估了南北关系的重要性。俄乌冲突对全球南方国家也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欧洲学者不应该老是在强调以法治、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法律或者志同

道合。国与国之间可以在这些问题上有相同的看法，也可以同时在另一些问题上

有不同的看法，即使对俄乌冲突有不同的认知，也不影响国家对其他问题上达成

共识，国家之间对一些问题的共识或分歧，取决于我们所生活的制度和文化背景。

巴西、印度、南非等作为民主国家，它们对俄乌冲突的应对和立场也与欧洲国家

明显不同。欧盟和中国之间即便制度不同也还是可以找到很多的共同点。在欧盟

的工作议程当中全球挑战总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气候变化方面的挑战，这是中

欧关注的重点，也是寻求合作的起点。

参加会议并做专题发言和评论的国内学者包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

院长张健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崔洪建教授、华中师范

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周志怀教授（线上）、厦门大学台湾研

究院院长李鹏教授（线上）、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李秘研究员等。

其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张健从一个中国学者的视角对中欧关

系提出几点看法和观察：

第一，今年以来中欧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是积极的变化。首先交

流明显增多，特别是面对面的交流，欧洲很多领导人访问了中国，中国领导人也

访问了欧洲。在政府官员层面之外还有学者层面的交流、民间的交流，也都明显

增多，包括今天会议中欧学者之间的对话。另外中欧和欧洲很多国家都有意愿去

改善双边的关系，寻求合作。过去几年中欧双方学者之间都有共同的感觉，即中

欧关系出现很多问题，未来发展也有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和方面，甚至有更坏的可

能。但是今年以来中欧之间的发展呈现出更加积极的因素，双边经贸量也在继续

增长。今年 11 月 3 日，中国德国领导人之间举行了一次视频会议，双方也都表

达了对未来加强双方之间对话交流寻求一些领域的合作，都表达了这些愿望和期

待。虽然还是有很多问题，但是方向还是对的。

第二，虽然有这些好的发展方向，但是中欧关系中的一些问题仍然是存在的，

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其中就包括价值观问题；经贸摩擦，如欧盟对中国的电动车

补贴调查等；美国因素在中欧关系中还是非常突出；疫情后遗症；俄乌冲突对中

欧关系的影响等这些因素和问题相互叠加，让过去中欧关系中的一些老的问题更

难以解决，反而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

第三，欧洲对华看法、认知这方面出现了三个不好的趋向。一，所谓虚假信

息的问题。中欧双方都在指责对方发布虚假信息。二是欧盟对华三重定位现在开

始慢慢转向二重定位甚至一重定位，即从伙伴、竞争和对手的三重定位更加向竞

争甚至对手的定位发展。在这个认知下也会产生很多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信任问

题，欧方缺少信任问题。更多的是防范中国，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欧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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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中方看来的的确确这些问题在发展之中。三是欧洲对华政

策出现新的趋向，几个泛化的问题，包括中欧关系的政治化或者泛政治化、安全

化或者泛安全化、美国化，很多事情更加向美国靠拢。政治化，把问题放在制度

竞争的背景下，谈价值观谈得很多，谈国家治理模式的差别。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严安林关于如何发展好中欧关系，提出

了三点思考和建议：

第一，中国和欧洲国家或者欧盟国家都应该彼此提升对方在自身发展战略中

的正面定位，既要明确对方在自身发展战略当中的正向定位，也应该将对方的发

展看作是自身发展的机会，将对方的发展绝对不要看成是自身发展的威胁，当然

也需要不断强化彼此之间的沟通、对话、交流和合作。

第二，中欧应该始终坚持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处理好涉台政策。我们要正确认识和看待台湾政治局势发展中的演变包括趋势。

今天我们讨论了台湾 2024 年二合一选举，无论选举结果如何，我不太同意“唱

衰”国民党，国民党固然有很多问题，但是国民党还是除了民进党第二大台湾政

治力量，白色力量要取代国民党不具备这个条件，尤其在台湾社会政党政治、政

治轮替已经是常态的情况下。

第三，欧洲国家一定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发展和台湾地区的关系。关键是

要遵循一个中国的原则。尤其是我们看到包括俄乌冲突以后其实对于外溢的影响

非常显现，包括美国的台海政策，俄乌冲突使美西方将台海问题与乌克兰问题相

挂钩，促使美国加紧武装台湾。欧洲也开始密切关注台海局势，关注两岸关系的

发展，甚至欧洲非常在意台湾的民主体制能不能保持的问题，这个方面大可以放

心，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迄今为止还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大政方针在这

里，而且大陆所谓武力的方式只是反独，这是最基本的。不存在两岸关系的发展

让台湾所谓民主体制会消失的问题，事实上值得强调的是民进党发展到现在是不

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蔡英文上台以后台湾所谓民主自由的体制其实已经发生

了变化，蔡英文上台以后对台湾社会民主体制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关于促进中欧关系的政

策建议，提出了三个观点：

第一，中欧关系要取得稳定的甚至发展的状态。需要基于变化的环境和相互

认知重新找到共识。首先前提是认为我们需要共识。

第二，中欧有能力达成共识。我们看到过去 40 多年必须承认中欧关系给双

方带来了好处，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达成共识的努力呢，只不过现在对我们来说最

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就彼此的变化、环境的变化重新对接。比如说我们可以直言

不讳地告诉对方哪些变化在我看来是难以接受的，哪些变化我们是可以让它成为

未来关系基础的。只有这样双方才足够坦诚，足够体现出维护这一对关系的努力。

比如在应对俄乌冲突时，中欧的共识是不能使用核武器和核威慑，这是中德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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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会晤时已经达成的共识；在看待巴以冲突时，避免人道主义灾难和推动中东和

解进程，也是中欧双方的共识。中欧在气候变化等涉及人类共同命运方面都具有

共识。在这些共识方面，中欧完全可以互信并开展合作。

第三，要基于维护而且促进共同利益来找到管控中欧之间分歧的办法。我一

直有一种观点，前 40 年中欧更多做的是和气生财。但是现在这个阶段都在讲安

全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要调整，我们的共同利益是什么，除了做生意之外，我们要

解决的就是地缘政治因素上升的情况下能不能从共同富裕走向共同强大。如果双

方都接受对方能强大的现实，再看现在的分歧，可能有些分歧就不是分歧了，有

些矛盾就自然不是矛盾了。

此外，来自上海市台办研究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上海欧洲学会的专家

出席会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严安林研究员作会议总结。

在 11 月 7 日“中欧关系”会议上，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徐明棋、上海国

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张迎红、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

朗杰明先生作会议致辞。欧方学者与来自上海欧洲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学者就乌克兰危机对中欧关系的影

响、南海问题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中欧就“去风险化”的理解、本届欧盟委员会

的政治遗产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张迎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五大倡议下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化与发展”

跨学会研讨会综述

2023年 11 月 8 日，由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主办、上海欧洲学会和上

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协办的“‘五大倡议’下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化与发展”研

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该会议为上海市社联 2023年跨学会学术活动合作项

目之一，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同济大学、上海

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参加。

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刘军，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先后致辞。上海

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研究员姜睿

主持开幕式。刘军在致辞中希望三家学会继续保持密切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强

调在面向“一带一路”新的黄金十年转折点上，三家学会联手从学理上探讨“一

带一路”深化与发展的问题，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丁纯在致辞中指出，在当前地

缘政治因素多变影响下，三个学会之间继续保持跨学会融通研究具有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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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部分的学术报告环节，丁纯会长，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军梅，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上海国际问题研

究院科研处副处长毛瑞鹏分别作题为《中欧视域下的一带一路竞合》、《俄乌冲

突背景下的俄罗斯数字经济：制裁冲击与战略调整》和《联合国与推动落实中国

的全球倡议》的演讲。

丁纯认为，欧洲民众对华看法并没有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有所改善，

美国因素的负面影响也持续存在，但“一带一路”在欧洲的合作基础仍然存在，

尤其是对于西北欧正在开拓的第三方市场合作而言，提供了相应的投资机会。

刘军梅表示，无论是俄乌的军事冲突、还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集体制裁，数

字技术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既是地面军事行动的有力支撑和有效手段，

也是舆论战、认知战和经济制裁的关键因素。中国在“一带一路”不断推进的过

程中，要加强跟俄罗斯在数字经济和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同时也要注意合作中存

在的竞争。

毛瑞鹏认为，在大国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应积极推动联合国与“一带一

路”倡议共建：一是要通过可持续的援助项目和活动形式，使全球倡议的成果得

到落实；二是巩固合作网络，加强发展伙伴关系建设；三是努力把全球倡议建设

成为一个凝聚共识的国际合作平台。

在第二部分的学术报告环节，上海东方研究院理事、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

系学院欧洲中心副主任宋黎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

助理封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俞海杰分别作题为《欧盟互联互通战

略新进展与中欧一带一路合作》、《“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的上海角色》和《“一

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土耳其的战略对接与合作：进展、挑战和前景》的报告。

宋黎磊认为，“全球门户”计划和“一带一路”倡议在对接方面具有一定的

合作潜力，双方在政策目标角度都是“软连通”跟“硬连通”，既有硬件设施的

考虑，也有人文交流、文化沟通这些软性的协调，未来“一带一路”和“全球门

户”会呈现复杂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封帅提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已成为上海的一个新兴板块，上海是

“一带一路”建设稳固的桥头堡、双循环的枢纽，未来上海要以东南亚地区为海

外投资贸易的根本，然后再以欧洲及其他地区为主要发展目标。

俞海杰提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土深化战略对接合作可以从五个方面出

发：一是加强共识建设，化解经济合作的政治障碍；二是加强发展规划和合作机

制的深度对接，实现优势互补；三是加强具体合作领域障碍的协调解决，提升对

接合作质量；四是创新合作模式、加强在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对接；五是互学共建

探索经济转型之路，共同构建新国际秩序。

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建华作会议总结，他阐述了

“五大倡议”的历史背景、现实意义、内涵逻辑与发展前景，指出“五大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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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这一主导理念为基础，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国际

合作平台，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三大抓手，为全球

治理提供新思路。他谈到，三个学会的专家学者所作的六个学术报告紧扣主题、

视角多元、论述系统、内容丰实、分析辩证，诸多观点见解颇具建设性与启迪性，

反映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界为新时代中国更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建言献策

的服务意识与现实情怀。（上海市社联学会处）

《欧美关系走向报告 2023》发布会

暨“美欧跨大西洋关系影响下的欧美中俄关系”研讨会综述

2023 年 12 月 1 日，《欧美关系走向报告 2023》发布会暨“美欧跨大西洋关

系影响下的欧美中俄关系”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欧美关系走向报告

2023》由上海欧洲学会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合作组织撰写并发布。本

次会议系上海市社联所属学术团体 2023 年度活动合作项目，由上海外国语大学

欧盟研究中心和上海欧洲学会联合主办。上海欧洲研究界济济一堂，北京的学者

也加入进来，共同归纳过去一年里美欧关系的起伏变化，研讨当前俄乌冲突和中

美竞争影响下的中美欧俄四边关系的新态势，为国内学术界和战略研究界更精准

地把握和研判当前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贡献了新知识和新观点。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教授和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教授做了开场

致辞。姜锋教授谈到，当前区域国别研究正在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新增长点，

能够为国家重大战略决策提供新知识和新观念，而对欧洲和美欧关系的研究是其

中重要组成部分。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教授指出，自从 2010 年前后奥巴马提

出“重返亚太”的战略后，美欧之间的裂痕在持续加深。虽然美主欧从的格局没

有变，拜登政府上任后也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美欧战略协作，但美欧的分歧和矛盾

越来越多，值得仔细研讨。

会议一共分为三场。第一场围绕美欧在科技、经济、能源和气候治理领域的

互动展开研讨。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首

先做主旨演讲。他归纳了欧洲经济走势，指出当前欧洲经济持续低迷，正处于衰

退的边缘，谈到欧洲各国为应对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危机和持续通胀，连续实施

加息等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了消费需求和经济活力，加剧了衰退。接下来，上

海欧洲学会监事、华东理工大学欧洲研究所所长杨逢珉教授发表主旨演讲，分析

中欧经贸关系走向。她指出：中欧相距遥远，不存在直接的地缘政治矛盾，且双

方经济依然存在一定的互补性，而当前中国企业对欧盟的投资额是对北美投资额

的近 5倍，显示出对欧洲的巨大热情，可见目前中欧经贸合作依然拥有良好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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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和相当大的空间。

随后年度报告的各位作者做了主题发言。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上海社会

科学院的徐明棋教授认为：当前“去风险”已成为整个西方应对中国崛起的共识，

欧洲追随美国实施更加详细的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政策，建设“友岸产业链”，

意图重组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但是美欧差异明显，欧洲无法像美国那样实施“小

院高墙”战略，我们可以对美欧分别开展工作。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

任忻华研究员指出：当前美欧都认为“后冷战时代”已经终结，“新冷战”正在

启动，因而联手制订和实施针对中国的科技与经济遏制政策，彼此越来越“同频

共振”，政策越来越“泛安全化”，更加聚焦于“去风险”协作，并联手加紧在

中国周边和全球南方开展经济外交，以便与中国争夺影响力和话语权。上海国际

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创新研究所所长于宏源研究员认为，美国正在推动美欧资

源与能源一体化，通过产业链重组、矿产开发合作、调整相关市场的分布、掌控

关键性产品定价权、建立资源-金融联动体系等方式，构建双方在资源和能源领

域的战略协作。复旦大学的薄燕教授分析了美欧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关系。她谈到：

气候变化治理成为当前美欧合作的核心议题之一，双方在“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

会”等平台上密切磋商，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拓展；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

案》补贴本国电动车和清洁能源等产业，迫使欧洲在今年出台《净零排放绿色新

政产业计划》；今后双方在气候变化治理的有些领域会加强合作，而在另一些领

域会出现更多的矛盾。最后，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教授对第一场做了点评，指

出美欧在双边经贸、能源合作和对华关系等领域的矛盾值得深入研究。

会议的第二场聚焦于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领域的美欧互动。上海社会科学院

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资深专家余建华研究员首先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中美欧俄

四方共同影响着全球南方的发展走向，而当前美国的意向是要遏制中国，所以才

会出现从“亚太再平衡”到“印太战略”的战略演进，而阿以冲突表明中东也是

中美俄欧四方博弈的重要场所，美国在中东扶持以色列等国家，构建盟友-伙伴

体系，而欧洲也因反恐和难民潮等问题不得不在中东开展博弈。第二位主旨演讲

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张迎红研究员，她指出：当前欧盟和

北约将中俄视作共同的威胁，并与中国周边的亚太国家开展密切联络，尤其关注

外太空竞争、海洋争端和“经济胁迫”等“混合威胁”；随着双边合作的加强，

美国实际上在强化对欧洲的控制，削弱了欧盟的“战略自主”。第三位主旨演讲

者是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的简军波副研究员，他指出：美欧位于现代国际

体系的核心圈，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拥有技术、市场、制造业和金融四个领域的

优势，因而共同主张推进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目前欧洲对全球南方积极推进的自

由贸易协定谈判，是新殖民主义手段，全球南方应该联合起来，破除以新殖民主

义为核心的现代国际经济秩序。

随后是年度报告的作者做主题发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叶江教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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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英美双方都有意向，希望超越 19 世纪的权力政治的理念，将美英跨大西洋

联盟长久维持下去，甚至可能引领美国与整个欧洲的关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

心的张杨老师代表伍慧萍教授发言，分析当前的德美关系。他指出：过去一年间

德美双方在战略、防务、经贸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都在持续深化和加强，但德美

间固有的矛盾没有解决，特朗普时期确立的美国对欧盟的惩罚性关税依然如故，

德美双方对全球化的看法也存在差异。华东师范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门镜教授

和该中心的邵孟浩博士总结了法美关系的走势，两位指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法国着力加强了与美国和北约的战略合作，致力于与美国联手推进对乌克兰的军

援，在新兴科技、供应链安全、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合作也在增多；但法美裂痕依

然存在，涉及双方经济利益和战略认知等多方面的分歧。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

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龙静博士梳理了过去一年里的美欧政治与外交互动，她指出：

当前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使欧洲周边的地缘战略环境进一步碎片化，欧洲希望美

国的政策能够保持稳定，持续下去，因而借助 G7、G20 和北约峰会等国际多边场

合与美国频繁互动；而美国执意通过《通胀削减法案》推进产业战略，造成欧洲

产业空心化；明年欧盟和美国都将举行大选，未来美欧矛盾可能激化。上海欧洲

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博士则归纳了美欧安全与防务合作的新动向，认为美欧双方通

过系列峰会、行政安排和军事援乌提升了安防合作的战略共识、制度框架和行动

能力，随着欧洲力推防务产业一体化、美国在军事援乌上党争加剧，今后双方可

能面临更多无法忽视的挑战。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刘作奎研究

员做了点评，指出这一场各位学者的发言体现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令人印

象深刻。

会议的第三场集中研讨欧洲各个次区域与美国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

研究所副所长刘作奎研究员首先做了主旨演讲，分析当前美国与中东欧之间的关

系。他提出了当前欧洲政治生态“中东欧化”的命题，认为中东欧在历史上一直

被视为大国地缘竞争的“战略跳板”或“桥头堡”，而现在美国依靠战略安全合

作牢牢把控着中东欧，使其成为美国分化和弱化欧洲的抓手和棋子。他还指出，

中东欧移民族裔群体在美国对欧决策具有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随后上海对外经

贸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尚宇红教授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2017 年以后美

国重返中东欧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双方合作愈加密切，截至 2022 年，美国在中

东欧的总投资额是中国的 11 倍，再加上 2022 年俄乌冲突的爆发，致使中国与中

东欧的合作机制受到严重伤害；不过中国面向中东欧的贸易与投资仍在稳步前行，

但美国针对中国与中东欧合作关系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

接下来年度报告的各位作者发言。同济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的宋黎磊教授指出：

由于俄乌冲突的延宕，中东欧在整个欧洲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现在欧洲内外都在

热议，未来中东欧是否会成为继法德之后的“欧洲第三极”；随着美国对中东欧

的影响乃至操控的增强，未来美国在此区域针对中国的地缘战略竞争将增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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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在美国、欧盟和中国之间摇摆，需要我们加强人文交流等多方面的工作。华

东政法大学吉磊副教授谈到：国际冲突的增多使南欧加深了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同时南欧也在与美国加紧互动，以共同应对科技和经济层面的国际战略竞争；在

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等国，激进右翼政党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甚至组阁执政，

为中美欧三方博弈的未来走向增添了变数，也使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受到新的

压力。上海外国语大学瑞典语专业负责人沈赟璐老师分析了美国与北欧关系的走

向，指出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给北欧及相邻区域的地缘政治格局带来深刻

的冲击，北欧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正在重新定位和全面升级，但中国与北欧的经贸

关系仍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上海外国语大学荷兰语负责人陈琰璟老师归纳了过

去一年间比荷卢地区与美国的关系，着重分析了荷兰与美国关系的走向。他指出：

荷兰坚定支持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希望战后能大举投资乌

克兰；2023 年荷兰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最终同意加入对华芯片禁运，并加入美国

组建的“关键性原材料”的全球供应链架构，对中荷关系产生不利影响，但荷兰

其实不希望在中美之间明确地选边站队。最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

心主任张迎红老师做了点评，指出从上述次区域的动向，可以看出整个欧洲确实

是在向美国不断靠拢。

上海欧洲学会监事、华东理工大学欧洲研究所所长杨逢珉教授对会议进行了

总结。她指出：欧洲一方面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同盟协作，另一方面仍愿意与中国

保持良好的经贸关系，我们应全力确保贸易与投资等领域的合作成为中欧关系的

压舱石，防止双方的意识形态分歧出现激化或扩散到其他领域，同时我们也需要

理解欧洲合理的安全关切，完善双边关系的风险管控机制。

上海市社联学会处领导也参加了此次会议。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政法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上

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沪上知名高校和智库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共 50 多人到会参

加研讨。来自《新民晚报》、《文汇报》、澎湃新闻网等媒体的人士，以及来自

北京的国际组织的代表，旁听了本次会议。（忻华，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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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报告编译

导弹、威慑与军备控制：欧洲新时代的选择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在 2023年 9月发布了由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

政策研究员 Camille Grand 撰写的报告《导弹、威慑与军备控制：欧洲新时代的

选择》（Missiles, Deterrence and Arms Control: Options for a New Era in Europe）。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标志着冷战后欧洲地区包容性泛欧安全架构、独特的

军控框架和所谓的“和平红利”时代已彻底结束。新的安全环境要求北约盟国必

须加强联盟的威慑和防御能力。报告旨在重新思考军备控制的潜在作用，扫清欧

洲未来在军备控制谈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障碍，为北约的威慑和防御机制提出新

战略蓝图。

报告指出，自冷战结束，欧洲进入到以军备控制和国防开支削减为特征的时

期，在此期间，美国在西欧前沿部署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数量大幅减少，俄罗

斯和美欧似乎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和平共处共识。但好景不长，2019年，美正式

退出与俄签订的《中导条约》，俄亦不甘示弱，宣布开发一系列新型导弹和运载

工具，旨在规避和穿透美导弹防御系统，双方剑拔弩张，军备竞赛一触即发，欧

洲迈入威慑的新时代。

鉴于俄越来越依赖其导弹和核力量而非常规能力，北约应尽快制定相应的防

御措施，报告从三个角度给出相关建议。首先，在常规能力方面，北约目前的装

备储备有限且老化，武器库亟待更迭。北约需重建弹药和备件库存，对后勤进行

再投资并重新考虑其国防工业要求和战略等任务。此外，为了实现北约 2022年
的战略构想，同时执行多项任务，联合军队的战备水平也有待提高，具体可以通

过定期联合训练和多国演习，重建联盟在欧洲与俄罗斯进行高强度冲突的能力，

尤其是常规精确打击能力。目前，北约部分国家认为俄在乌克兰遭受的人员和装

备损失使其常规能力雪上加霜，北约应将精力投入到发生危机时迅速加强东欧有

限前沿存在的能力。其次，在导弹方面，北约应同意在欧洲部署以前不符合《中

导条约》的导弹，以便为北约提供类似于俄开发和部署的系统，补充北约现有和

正在开发的海基和空基精确打击能力，威慑俄罗斯。第三，在核力量方面，尽管

欧洲拥有核导弹基地，但北约内部尚未就核态势达成共识。总之，目前北约的做

法侧重于加强不对称和多层次的反应能力，发展更有能力的常规部队，包括获得

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并大幅扩大其防空和导弹防御能力，同时保持其核威慑力，

在北约导弹、威慑与军备控制方面，报告给出了以下建议。首先，在空中防

卫部分，目前对导弹防御重振旗鼓为时已晚。从短期考虑，加强导弹建设并不需

要被列为优先事项。目前对地对空拦截弹的关注仅仅强调主动防御，而忽视了被

动防御，诸如目标强化、探测和预警系统、联盟敌情监侦能力和旨在摧毁敌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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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纵深打击能力。在后《中导条约》时代，北约应在集体防御规划的框架内重

建其老化甚至过时的防空系统，改进空中指挥与控制的集成和互操作性，升级成

员国的战斗机和支援空中平台，以更好地保卫北约的集体空域。其次，就欧洲当

前的政治和安全环境而言，很难落实重大军控举措。政策制定者应当认识到，以

欧洲为中心的安全和军备控制已一去不返。在中美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美对地

缘政治安全的偏向日益亚太化，因此阻止和扭转安全架构的瓦解对未来的和平建

设至关重要。为了将军备控制重新引入欧洲安全对话，政策制定者应当认识到军

备控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改善安全的手段，任何建议的措施最终都应服务于

这一目的，并根据替代路径进行判断。政策制定者还应该认识到，军备控制和透

明度措施的成功落地并不需要相互信任和信心，相反，它们是在相互不信任的各

方之间建立合规性和可预测性的一种手段，以在长期内建立信任和信心。因此，

确保遵守协议的强有力的核查制度至关重要。军控措施旨在维护稳定和预防冲突，

重点关注最不稳定的系统，并时刻考虑地区（欧洲）和全球安全之间的动态关系。

综上所述，欧洲是时候开启军备控制新篇章，在 1979 年双轨决策先例的基

础上正式制定连贯的防御和威慑战略。短期内，北约可以依靠其现有的常规能力，

保持空中和海上领域优势，同时在加强常规精确打击能力和综合防空和导弹防御

系统态势方面的平衡，向俄表明其在各个领域反击的意愿和能力。与此同时，欧

洲仍应就恢复适当透明度和核查措施进行对话方面持开放态度，俄罗斯不必成为

欧洲志同道合的友好民主国家，但通过军备控制可以确保俄与欧洲共存的理性。

作者：Camille Grand
发布时间：2023年 9月
资料来源：Missiles, Deterrence and Arms Control: Options for a New Era in

Europe | IISS
智库来源：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

战略相互依存：欧洲在中等强国世界中的新做法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简称 ECFR）
在 2023 年 10 月发布了由 ECFR 的政策研究员阿斯利·艾登塔斯巴斯（Asli
Aydıntaşbaş）领衔的 8人团队撰写的报告《战略相互依存：欧洲在中等强国世界

中的新做法》（Strategic interdependence: Europe’s new approach in a world of
middle powers）。

报告指出，如今的中美两国没有冷战期间美苏两极的全球影响力，双方的实

力差距也没有美苏两极那么大。在此背景下，中等强国拥有更多的能动性，它们

https://ecfr.eu/publication/strategic-interdependence-europes-new-approach-in-a-world-of-middle-powers/
https://ecfr.eu/publication/strategic-interdependence-europes-new-approach-in-a-world-of-middle-p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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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利用中美竞争来为自己谋得利益，还致力于挑战这一全球格局，共同塑造出

了一个更多以交易式外交政策为特点的碎片化世界。而欧洲国家尚未做好准备，

它们需要思考的早已不是在中美之间站队，而是通过分析中等强国的行为和优先

事项，制定出欧洲如何在这种新兴的世界秩序中捍卫利益的战略。在这个新的、

更加分散的世界秩序中，欧洲需要一项强调与美国之外的国家开展联系的战略。

这一战略不应将欧盟定义为对美国或中国的盟友或对手，而应使欧洲在明确了解

自己利益和价值观的基础上，酌情与其他参与者合作和竞争。从本质上讲，这要

求欧洲学习中等强国的做法。

报告指出，理解即将到来的世界秩序的先决条件是彻底了解它所依赖的众多

中等强国行为者。作者首先对“中等强国”这一概念做出了范围界定，包括印度、

巴西、沙特阿拉伯、日本、哈萨克斯坦、南非和土耳其等。虽然没有一个共同的

特征来定义这个群体，但它们共同选择了一种旨在最大化本国主权和利益而不是

跟从任何特定意识形态的外交政策，甚至为了追求提高本国独立性的目标，选择

使用截然不同的策略。而如今的欧洲仍然遵循着美国建立在自由主义价值观基础

上的基于规则的秩序理念，进而定义它们与其他大国的交往。这种基于价值观而

非利益的取向让欧洲面临挑战，在移民和碳定价等领域追求价值观和追求利益的

政策往往是相悖的。

报告基于欧洲国家的普遍利益和价值观，将众多中等国家划分为四类群体，

分别是“和平保卫者”（the peace preservationists）、“美国对冲取利者”（the America
hedgers）、“后殖民梦想家”（the post-colonial dreamers）和“多元开放者”（the
polyamorous powers）。第一，ECFR 所谓“和平保护者”是指在印太这一中美

系统性竞争最明显的地区中的中等强国，包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

等。它们一方面通过与美国紧密结盟来遏制中国的崛起，试图维持美国领导的秩

序以确保它们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意识到它们的企业在经济和技术关系中高度依

赖中国作为市场和供应链的一部分。这些“和平保卫者”一直在调整它们的政策，

以维持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和平秩序，避免出现混乱。第二，“美国对冲取利者”

是指传统上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但现在正试图通过与新的伙伴接触来对冲对美

国的过度依赖的国家，尤指拉丁美洲和海湾地区的国家。这些国家倾向于实行“积

极的不结盟”，寻求保持其战略独立性，避免选边站队。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都

认同西方的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但它们并没有像日本和韩国那样

始终如一地与西方结盟。这些国家正在努力确保他们不再需要忍受美国把决定强

加给他们的规则，因此要与被视为国家主权支持者的中国维护关系，在关键全球

参与者之间进行交易对冲。第三，“后殖民梦想家”包括非洲和中亚的前殖民地，

它们试图通过与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建立关系来摆脱前殖民者的枷锁。为了提高对

未来危机的自给自足能力，它们需要在吸引新赞助人的同时保留现有赞助人。与

“美国对冲取利者”相比，这些国家缺乏直接挑战它们以前的赞助人的实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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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方面致力于在主要的多边全球治理机构中增加代表性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它

们也一直在寻求更普遍的国际伙伴关系多样化，使其外交政策选择多样化，其总

体目标是巩固其独立和主权。第四，与“美国对冲取利者”和“后殖民梦想家”

不同，“多元开放者”并没有试图反对任何特定的国家以捍卫自己的主权。作为

具有明确上升轨迹的大国，它们对自己在下一个全球秩序中的地位有足够的信心，

很乐意与各种伙伴建立合作关系。土耳其、印度等国都坚信自己是或未来将是世

界格局的“一极”，并希望这一自我认知得到所有国家的认可和支持。

通过分析各类中等强国的外交战略选择，作者认为欧洲未来应选择“战略相

互依存”（strategic interdependence）路线来处理对外关系。战略相互依存是战

略自主与在反华议题上与美国完全结盟之间的中间道路，它主张在移民、技术或

贸易领域建立对“依赖武器化”的复原力，但反对脱钩。这意味着欧洲能够通过

与关键参与者建立关系来维护其能动性，即欧洲保留了在挑战其利益和价值观时

挺身而出的权力。作者提出，战略相互依存应建立在三个关键原则之上：（1）
欧洲国家应该达成这样一样共识：脱钩不仅是不现实的还会损害欧洲的利益；（2）
为政治共存和竞争的世界做好准备，不是要在全世界实现民主，而是要让欧洲民

主国家在世界上安全；（3）欧洲应该开始寻找合作伙伴来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而不是试图维护旧的秩序。欧洲必须意识到，要想解决全球问题并促进自己的利

益，就必须与非西方参与者进行建设性的接触，中等国家的外交智慧或许能为欧

洲指明方向。

作者：Asli Aydıntaşbaş等
发布时间：2023年 10月
资料来源：Strategic interdependence: Europe’s new approach in a world of

middle powers | ECFR
智库来源：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

https://ecfr.eu/publication/strategic-interdependence-europes-new-approach-in-a-world-of-middle-powers/
https://ecfr.eu/publication/strategic-interdependence-europes-new-approach-in-a-world-of-middle-p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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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 2023 年 10 月 9 日，上海欧洲学会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

研究中心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共同举办“国际大变局下的中欧关系：现状、

挑战与前景”研讨会。与会学者就欧洲一体化的困境、中欧关系的现状与挑战以

及中欧关系的合作前景等议题展开讨论。来自上海欧洲学会、复旦大学、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

国政法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前驻外使领馆官员等 20 多人参加了

此次会议。（详见综述）

＊ 2023 年 10 月 14 日，上海欧洲学会、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上海国际

问题研究院在同济大学共同举办“德国对华战略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学术研

讨会。本次会议围绕“德国对华战略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这一主题展开，会

议设置了四个研讨单元，包括中德、中欧关于当前国际格局的主要认知共同点和

分歧；中德、中欧在市场、数字、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和竞争；德国“中国

战略”文件对中德关系的影响；德国对华战略及中德关系对中欧关系、中美欧俄

四边关系的影响。此外，与会专家就中美关系、技术变革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等话

题进行了自由交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

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欧洲学会、同济大学等科研机构的三十余名专家及师生

与会。

＊ 2023 年 10 月 20 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十七届学会学术活动月

开幕式暨秋季会长论坛在沪举行。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为松出席会议

并讲话。市社联学会管理处处长梁玉国主持会议。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教授做

题为“中欧关系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的演讲。市社联所属学术团体负责人、

专家学者代表和社联机关党员干部等 150 余人与会。

＊ 2023 年 10 月 26 日，上海欧洲学会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

研究中心在该校美研中心合作主办“大变局时代的欧盟与中欧关系”国际学术研

讨会。本次会议系“上海市社联第十七届（2023）学会学术活动月”项目。来自

上海欧洲学会、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澳门大学的中方学

者，以及来自匈牙利、塞尔维亚、捷克、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国

的欧方学者近 30 人应邀参会。（详见综述）

＊ 2023 年 10 月 27 日下午，上海欧洲学会与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中国欧洲学会欧盟研究分会在复旦大学合作举办“中欧经贸关系”国际研讨会。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亚洲与印太研究中心主任弗朗索瓦•尼古拉

（Françoise Nicolas）、意大利博科尼大学欧洲决策研究所所长丹尼尔•格罗斯

（Daniel Gros）、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等欧中数十位专家学者参加此次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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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相结合的会议。

＊ 2023 年 11 月 5-7 日，上海欧洲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德国艾伯

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联合举办第十八届“中欧关系与欧洲涉台动向”研讨会。会

议由“两岸关系与大陆对台政策”、“欧洲对台湾地区的立场”、“2024 年台

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及其对外政策”、“中欧关系回顾与展望”、“政策建议”五

部分组成。来自德国、法国、波兰、匈牙利、英国等欧洲国家以及国内学者共计

30 多位以线上和线下形式参会。（详见综述）

＊ 2023 年 11 月 8 日下午，由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主办，上海欧洲

学会和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协办的“‘五大倡议’下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化与

发展”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华东师范

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刘军，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

究中心主任丁纯先后致辞。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建华

作会议总结。该会议为上海市社联 2023 年跨学会学术活动合作项目之一。来自

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同济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的

专家学者及研究生参加本次会议。（详见综述）

＊ 2023 年 12 月 1 日，《欧美关系走向报告 2023》发布会暨“美欧跨大西

洋关系影响下的欧美中俄关系”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欧美关系走向

报告 2023》由上海欧洲学会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合作组织撰写并发

布。本次会议系上海市社联所属学术团体 2023 年度活动合作项目，由上海欧洲

学会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教

授和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教授做开场致辞，上海欧洲学会监事、华东理工大学

欧洲研究所所长杨逢珉教授作会议总结。报告作者以及来自上海市社联、上海欧

洲学会、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沪上高校和智库的专家

学者和研究生共 50 多人到会参加研讨。（会议情况详见综述，报告可在学会网

站下载）

＊ 2023 年 12 月 8 日下午，上海欧洲学会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合作举办“欧

洲和德国：价值抑或权力？”研讨会。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上海外国语大学

党委书记姜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复旦大学历史系

教授李宏图、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欧洲研究》副主编张海洋、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文明研究负责人胡春春等

约 20 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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