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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Topics

☞ SIES Co-held a Symposium on “The Impact of the 2024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 on China-EU Relations”
On October 16, 2024, a symposium on “The Impact of the 2024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 on China-EU Relations” was held in the Chinese-German Building of
Tongji University. Co-organized by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the Center for German Studies of Tongji University and the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IIS), the symposium was attended by more than
30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Tongji University, Fudan Universit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nd SIIS. Prof. Ding Chun,
President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and Prof. Zheng Chunrong,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German Studies of Tongji University, delivered opening
speeches. At the meeting, SIIS released a repor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on “The
Impact of the 2024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 on China-EU Relations”.
Participating experts discussed the impact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 on
European, German and French politics, as well as China-European, China-German
and China-French relations.

☞ SIES Co-held an Academic Seminar 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Greater BRICS Cooperation Mechanisms”
On October 21, 2024,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Russian, East European & Central Asian Studies, the Shanghai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enter for Russian Studies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o-organized a symposium 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Greater BRICS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t ECNU.

☞Hungarian Scholar Visited SIES

On October 23, 2024, Dr. Ádám Kerényi, researcher of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visited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to give a keynote speech on the Hungarian EU Presidency and its impacts, and to have
a discussion with the experts of the Institute. Participants of the meeting included Dai
Yichen, Ding Chun, Gao Xiaochuan, Hu Liyan, Jiang Yunfei, Long Jing, Song Lilei,
Song Duanyi, Xie Runxi, Yang Haifeng and Zhu Yichen.

☞ SIES Co-held the Launch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russels Effect:
How the EU Rules the World? and a Symposium on “Europe's Global Influence
and Its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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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ctober 25, 2024, the launch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russels Effect:
How the European Union Rules the World? and a symposium on “Europe's Global
Influence and Its Challenges” co-organized by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and the Center for China-Europe Relations of Fudan University were
successfully held at Fudan University. The book launch and symposium were also one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18th (2024) Academic Activity Month of the Shanghai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Associations (SSSA). The symposium brought together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II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other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discussing topics such as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soft power,
China-European relations, the E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reshaping of Europe and
the global order.

☞ SIES Hosted a Webinar on “European Perspectives on the U.S. Election
Resul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On November 4, 2024, SIES hosted a webinar on “European Perspectives on the U.S.
Election Resul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Ding Chun, Dai Yiduan, Gao Xiaochuan, Ji
Lei, Shen Yunlu, Song Lilei, Wu Huiping, Xin Hua, Xu Mingqi, Xue Sheng, Yang
Haifeng, Zhang Weiqi, Zhang Yao, Zhu Yichen and others participated in the
conference through different forms.

☞ Former Minister of Education of Serbia Visited SIES
On November 7, 2024, Prof. Zarko Obradovic, former Minister of Education, Head of
the Serbian Delegation to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 and Professor at the Faculty of Security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Belgrade,
accompanied by Li Manchang, former Ambassado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Serbia, visited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and gave a
keynote speech on the topic of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
China-Serbia Relationship” and had a discussion with experts of the SIES.
Participants of the symposium included Jian Junbo, Long Jing, Men Jing, Song Lilei,
Xia Liping, Xin Hua, Xu Mingqi, Yang Haifeng and Zhu Yichen.

☞SIES Co-held the First Guangdong-Shanghai Youth European Forum: EU and
China-EU Relations at a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On November 10, 2024, “the First Guangdong-Shanghai Youth European Forum: EU
and China-EU Relations at a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co-organized by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of Fu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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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was successfully held at the
Zhuhai Campus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Li Xiaochao, Party Secretary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made a welcome speech, and Prof. Ding Chun, President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made a concluding speech. Associate Prof. Gu Mingfei,
Assistant Prof. Xu Sangyi, Assistant Prof. Wang Zexiang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Associate Prof. Lai Xueyi of the
Guangdon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moderated the speeches and discussions of the four sessions respectively. Prof.
Ding Chun, President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of Fudan University, Zhu Yufang, Research Fellow of
the Center for German Studies of Tongji University, Wang Zexiang, Assistant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Wang Le,
Young Research Fellow of th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ung Wai-chi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of the University of Macao, Associate Prof. Yang Haifeng,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Long jing, Deputy Director of
Center of European Studies at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Dang
Heping, Assistant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Jian Junbo, Associate Prof. of the
Center for China-Europe Relations of Fudan University, Lai Xueyi, Associate Prof. of
the Guangdon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Zhu Yichen,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Consulting and Training
at SIES, Ji Lei, Associate Prof. of School of Government at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ue Sheng, Associate Researcher of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Global Governance & Area Studies a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Gu Mingfei,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Xu Sangyi, Assistant Professor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Tian Yuew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School
of Marxism at Shenzhen University delivered keynote speeches focusing on the hot
issues in the fields of European economy, European politics, China-Europe relations
and European area studies.

☞ SIES Co-held a Symposium on “Navigating the Normalization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
On November 14, 2024,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ASS) and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CIEX) Shanghai Branch co-organized a symposium on “Navigating the
Normalization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Che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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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 Junbo, Li Lifan, Ma Bin, Wang Linzhi, Yang Haifeng, Yang Zhengzhen, Zhang
Xiang and Zhu Yichen discussed how to prevent the escalation of the trade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and how China and Europe can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electric vehicle industry.

☞ SIES Co-held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a-Europe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On November 25, 2024,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the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IIS), and the Shanghai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th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FES) co-organized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a-Europe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at the Shanghai Institutes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IIS). Chen Dongxiao, President of SIIS, Benjamin
Reichenbach, Chief Representative of FES Shanghai Representative Office, and Yang
Lihua,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f Shanghai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Taiwan
Affairs Office delivered opening speeches, while Zhang Yinghong, Vice-President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of SIIS, presided over the opening ceremony. Chinese participants
came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Institut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Xiamen University,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 and other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 European participants came from 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SWP), the Institut Montaigne in Paris, 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 the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FES), and other research
institutes. German MP Nils Schmid also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Participating
scholars discussed topics such as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the mainland's policy
toward Taiwa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foreign policy of the Taiwan
region after Lai Ching-teh's assumption of power, a review of China-EU relations in
2023-2024, the impact of the U.S. elec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the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 SIES Co-held a Symposium on “China-Europe Relation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2nd Trump Administration”
On November 26, 2024,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the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IIS) and the Shanghai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th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FES) co-organized a symposium on “China-Europe
Relation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2nd Trump Administration” at the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IIS). Xu Mingqi, Honorary Presiden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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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and Benjamin Reichenbach, Chief
Representative of the Shanghai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th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FES), delivered opening speeches, while Yang Haifeng,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European Studies, presided over the opening ceremony. Ingrid
d'Hooghe, Gudrun Wacker and other experts from Europe and many scholars from
Shanghai, such as Men Jing and Wu Huiping, participated in the meeting.

☞ SIES Held a Seminar 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European Studies”
On December 10, 2024,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held a
seminar 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European Studies”. Liang Yuguo, Director
of the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Shanghai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s (SFSSA), Ding Chun, President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and Wu Zhongyong, Head of the Working Committee of the Party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delivered speeches at the
symposium. Participants discusse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studies
and reviewed the papers submitted to the Youth Forum. Liang Yuguo, Ding Chun, Wu
Zhongyong, Liu Jun, Long Jing, Wu Huiping, Xu Mingqi, Yang Haifeng, Yang Liqun,
Yu Jianhua and Zhu Yichen attended the meeting or submitted written materials to the
meeting.

☞ SIES Co-held the Launch of the "Report on the Trends of Europe-US
Relations 2024" and a Conference on “Europe-US-Russia-China Relations”
On December 12, 2024, the launch of “Report on the Trends of Europe-US Relations
2024” and a conference on “Europe-US-Russia-China Relations” were held at
Hongkou Campus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ISU). The
conference was a joint project of the Shanghai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s, organized by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Union Studies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nd the
Shanghai Association for Russian, East European & Central Asian Studie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nference, please see the overview and download the report
from the website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 SIES Co-organized Symposium on “China-Europe Relations and China's
Response amid Unprecedented Global Changes”
On December 15, 2024,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and the
Center for China-Europe Rela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Fudan
University co-organized a symposium on “China-Europe Relations and China's
Response amid Unprecedented Global Changes” in the Liberal Arts Building of
Fudan University. Prof. Ding Chun, President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and Director of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of Fudan Univers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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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er Qi Huaigao, Vice President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Fudan University, delivered speeches respectively, while Prof. Xu Mingqi, Honorary
President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and Associate Prof. Jian
Junbo, Associate Director of Center for China-Europe relation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Fudan University, and Associate Researcher Yan Shaohua
presided over the relevant parts of the meeting.
The symposium was divided into four themes, namely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Challenges of China-Europe Relations”, “Space for China-Europe Cooperation and
Adjustment of China’s Policies towards Europ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China-Europe Relations” and “Changes in Global Order, Global South and the Future
of China-EU Relations”. Participants believed that China should stabilize and
promote China-Europe relations in a positive, pragmatic and flexible way and
safeguard its c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face of Europe’s sluggish growth, the
change of EU institutions, the ongoing 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and the
change of the U.S. presidency amid unprecedented global changes and accelerated
ge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 Participants included scholars from Fudan
University,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s well as relevant leaders from Etsingshan Industry
(Shanghai Decent Investment (Group) Co., Ltd.), Yan Baohang Public Welfare
Foundation, Sensetime Auto, and GYMD Digital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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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讨

欧美关系新态势及其轨迹复杂化*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国际关系中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可能对全球产生

重大影响。美欧关系作为维护西方世界秩序的关键支柱，其动态变化不仅直接影

响大西洋两岸的社会面貌，也是衡量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演变的重要标尺。自二

战结束以来，美国与欧洲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战略利益构建了欧美同盟关系，这

种紧密关系在冷战期间达到了顶峰，构成了与苏联阵营对峙与角逐的关键力量。

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特别是冷战结束带来的国际环境深刻变革，美欧关系也

经历了多次调整和重塑。

近几年，美欧关系总体呈现出新的态势。一方面，拜登政府修复了此前特朗

普任内对美欧关系造成的损害，双方在经贸、安全、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上展现

出日益增长的合作意愿。2022 年 2 月俄乌军事冲突爆发以后，双方在一直龃龉

不断的北约军费分配问题上也渐渐达成一致，“北约从未如此团结……西方变得

空前团结”；但另一方面，美欧在经济贸易模式、内部治理原则、应对新兴技术

发展等方面的立场差异也日益凸显，这些分歧不仅考验着双方的合作基础，也为

未来的关系发展埋下了不确定因素。

2024 年是美欧双方的“选举年”，6月，欧盟选民选出了新一届的欧洲议会，

并接着组成了新的欧盟委员会；11 月，美国大选结果是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重返白宫。新一届向右转的欧洲议会，推出的冯德莱恩 2.0，遇上以 “美国优

先”起家的特朗普 2.0 无疑会让美欧关系的轨迹进一步复杂化。

首先，要理解美欧关系未来的走向，必须审视拜登政府在任期内对美欧关

系修复的成效及其限度，以及 2024 年——即拜登执政的最后一年——为这段重

要伙伴关系留下的“遗产”。自上任以来，拜登高度重视跨大西洋关系，致力于

弥合特朗普时期政策对美欧同盟造成的裂痕。他将重塑和调动这一联盟的各种举

措视为增强美国对外竞争力、恢复其全球领导地位的关键策略之一。特别是自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拜登政府通过一系列

举措显著加强了北约的实力和影响力。美国成功推动北约的扩张，并增加了军事

开支，确保驻扎在欧洲的美军人数超过 10 万人，达到了新的高峰。同时，美国

还借机削弱了俄罗斯的军事潜力和国家能力，通过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对俄

罗斯实施严厉经济制裁，美国引领西方社会将俄罗斯拖入一场代价高昂的冲突，

并破坏了欧洲与俄罗斯之间潜在的合作空间。乌克兰问题成为拜登时期美欧关系

积极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面对所谓的共同安全威胁，双方迅速协调立场，对俄

实施了联合制裁措施，并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人道主义和军事支持。这种紧密

*本文是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教授为《2024年欧美关系走向年度报告》作的序。此处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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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不仅增强了双边关系，也为应对未来挑战奠定了基础。总体而言，拜登政府

留下的美欧关系更具韧性。不难发现，进入 2024 年，由于美国和欧洲忙于内部

选举，高层领导人的互动有所减少，但负责具体事务的技术官员之间的交流却明

显增加。这表明美欧关系正逐步摆脱过去“口惠而实不至”的局面，转而建立更

加实质性和机制化的合作模式。这种依赖技术官僚的机制化合作方式，有助于增

进美欧关系的稳定性。它不仅能够有效应对短期危机，还为欧美长期战略合作打

下一定桩基。

其次，特朗普时隔四年再次入主白宫，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离任后再度

当选的总统。这一转变不仅标志着美国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也将对美欧关系产

生深远影响。相较于拜登政府强调“共同价值观”的外交政策，特朗普的新任期

预示着一种更为务实、以成本-收益为核心的互动模式，这无疑将为跨大西洋伙

伴关系带来新的冲击与不确定性。

特朗普的外交风格一向以直接和现实主义著称。他不拘泥于传统外交礼仪，

而是更注重实际利益的权衡。在处理与欧洲的关系时，特朗普可能会更加频繁地

施压，要求欧洲国家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做出让步，特别是，当他认为这些施压

行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的时候，他会坚决地实施这些施压措施。这种做法可能

加剧双方之间的摩擦，尤其是在贸易和防务开支等敏感问题上。一方面，特朗普

曾多次表达对全球贸易体系的不满，并提出对进口商品征收 10%至 20%的关税，

旨在重塑全球贸易秩序。虽然这一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中国，但欧盟显然不会被排

除在外。特朗普长期以来对美欧双边贸易逆差表示担忧，因此，新增关税和要求

欧洲与中国脱钩的压力，将使欧洲经济面临更大的挑战。特别是 2025 年 3 月，

特朗普最初提出的钢铁和铝制品的关税休战期限即将到期，届时美欧双方在这一

问题上的谈判结果将对未来的贸易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特朗普过去对

北约的批评言论让人对其新任期内对联盟的承诺充满疑虑。他曾公开质疑北约的

价值，并批评欧洲盟国未履行财政义务。尤其他在竞选期间提到，将“鼓励”俄

罗斯对未履行财政义务的北约盟友采取行动，这番言论引发了广泛担忧。如果特

朗普真的决定不遵守北约的核心集体防御条款，这将是对跨大西洋安全合作的根

本动摇。此外，他可能会提出新要求，要求北约成员国的防务支出从目前的 2%

提高到 3%以上，这对许多已经面临严峻财政压力的欧洲国家来说，将是巨大的

负担。另外，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的政策方向仍然不明朗。他的顾问团队内部存

在分歧，而特朗普本人对于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这一点，则明确表示怀疑，

并希望将俄罗斯拉回到谈判桌上。这一立场与拜登政府坚定支持乌克兰的政策形

成鲜明对比，可能导致欧洲在应对俄罗斯的压力时，失去重要的战略支撑。欧盟

对于美国政策的潜在转变并非毫无准备，但鉴于欧洲内部政治局势的脆弱性，尤

其是特朗普胜选对欧盟内部极右翼领导人的鼓舞，欧盟在应对美国政策变动时可

能面临更大的挑战。特朗普的再次当选为美欧关系注入了新的不确定因素。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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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外交策略、对贸易关系的强硬态度、对北约承诺的摇摆不定以及对乌克兰问

题的不同立场，都将考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韧性和适应能力。

第三，中国问题将继续成为美欧关系演进中的关键因素。从拜登到特朗普，

尽管美国采取的手段不同，但遏制中国的意图高度重合。而美欧在这一问题上认

识逐渐合流，双方均视中国为“竞争者”或“挑战者”。一系列应对中国的平台

和机制也应运而生，但是由于各自内部政治、经济状况的不同，美欧的对华政策

协调也面临很多问题。相较于欧盟对华的复杂态度，美国国内存在一些“中国优

先”的极端倡导者，特别是某些共和党人，将这种对印太地区的关注推向极端，

认为美国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身上，而忽略其他地区和威胁。这些美国共和

党官员，包括传统基金会“2025 计划”的作者，声称他们的“中国优先”方法

将把美国的安全、自由和繁荣置于首位，从而符合美国的利益。但这种态度显然

与关注欧洲安全的欧盟存在巨大分歧，同时欧盟本身也并不想让其华政策完全失

去弹性。11 月 23 日，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伯恩德·朗格表示布鲁塞尔与北

京即将达成一项协议，取消 10 月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加征的高额“反补贴税”。显

然，欧盟并不希望在应对中国议题上与美国达成系统性的一致。

然而，总体而言，尽管特朗普的冲击再次袭来，会给美欧关系带来很大的波

动，欧盟与美国在对华议题上也难以达成完全一致，且战略自主一直是欧盟的追

求，但是欧盟与美国始终是最亲密的盟友，其也不可能在中美之间保持等距。

在此背景下，上海欧洲学会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美欧关系的最新进展进行

了深入的分析，本报告将其汇集成册，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多维度、全方位理解

当前美欧关系复杂性的窗口。其中，徐明棋研究员分析了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

统后，可能对美欧关系在经贸、安全、地缘政治及意识形态等领域带来的深刻影

响与挑战，并探讨了欧盟为此做出的应对准备及未来双方关系发展的潜在方向。

龙静研究员总结了 2024 年欧美之间在政治和外交上的互动，描述了双方在乌克

兰危机、贸易、安全等议题上的合作与分歧，并分析了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后的形势对美欧关系未来走向的影响及欧盟的应对策略。忻华研究员深入分析了

2024 年美欧在技术竞争、经济政策协调、供应链安全及面向第三方区域的经济

外交等方面的互动，探讨了双方在人工智能、关键矿产、半导体等领域的合作与

竞争，并评估了这些动态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叶江教授回顾了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11 月初英美关系的变化，特别关注英国提前大选前后苏纳克政府与拜登

政府通过《大西洋宣言》加强合作的情况，以及斯塔默工党政府上台后的英美关

系新动向。伍慧萍教授分析了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的形势对德美关系在政

治、安全和经贸领域带来的挑战与变化，探讨了德国为应对“特朗普冲击”而在

大国互动、经济贸易政策及安全防务方面采取的调整措施，以及德国寻求实现德

美关系“再平衡”的策略。张红研究员总结了过去一年里法美互动的节奏与特征，

特别是在外交、安全防务、技术与经济等领域的双边合作的新进展，同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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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地缘经济竞争仍可能进一步加剧，同时法美对华研判存在

明显的分歧。吉磊副教授分析了近一年来美国与南欧国家在安全、经济和科技领

域的互动，强调了南欧国家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及其在对华政策上的

谨慎态度。薄燕教授与合作者探讨了 2024 年美欧在气候变化治理领域的合作进

展与分歧，特别是双方在 COP29 会议上的共识及在气候融资、减排目标等方面的

不同立场。杨海峰副研究员评估了拜登政府时期欧美之间安全与防务关系的发展，

指出尽管存在深化合作的趋势，但随着特朗普的再次当选，这种关系可能面临新

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宋黎磊教授探讨了 2024 年美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突出

了双方的经贸合作、在北约框架下的安全合作以及多边和双边层面的互动，并讨

论了特朗普当选后的影响。沈赟璐老师对过去一年里美国与北欧五国的互动进行

了总结，并整理出美国与这五国之间的经贸往来的详实数据。学者们从各个侧面

的描述无疑给我们提供了较全方位的欧美关系各方面的图景。

通过探讨美欧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挑战与机遇，我们希望能够为促进中美、

中欧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和平与发展贡献智慧与洞见。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理

解和把握美欧关系的演变趋势，对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具有不可替

代的重要性。

特朗普第二任期美欧关系前瞻*

一、特朗普 2024 年总统大选获胜后欧洲的反应与担忧

特朗普胜选后，欧盟官员和主要成员国首脑一方面纷纷对特朗普获胜表示祝

贺，另一方面也对特朗普竞选期间对欧盟的一些指责和涉欧政策予以理性回应。

目前欧盟和主要成员国处于观望和研判过程中，对于特朗普未来的对欧政策采取

了相对其第一任期时更加积极的准备和应对。

对于欧盟而言，特朗普再次上台对其政策冲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美国对于乌克兰战争的看法和支持将会发生重大变化。特朗普多次表示乌克兰战

争不应该发生，要削减甚至停止对乌克兰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他再次上台后将

向乌克兰和俄罗斯施压，促使他们停战。而欧盟委员会和多数成员国虽表示支持

停战，但是要在保证乌克兰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停战，否则，则可能鼓励俄罗斯在

未来继续动用武力改变欧洲，侵略其他欧洲国家。因此，不能让普京赢得战争仍

然是欧盟的诉求。为此，在美国大选局势明朗后，欧盟决定为乌克兰提供 350

亿欧元的贷款，而拜登政府则向乌克兰提供 200 亿美元贷款。资金来源虽然备受

争议，是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收益作为贷款的来源，但是这反映了欧盟与拜

*本文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徐明棋教授发表在《2024年欧美关

系走向年度报告》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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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政府正在布局特朗普上台后可能切断对乌克兰援助导致的不利局面。

11 月 18 日，拜登政府和欧盟主要成员国都宣布允许乌克兰使用他们援助的

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突破这个红线也是未来防止特朗普上台后全面撤销对乌克

兰的援助，使特朗普的乌克兰政策转向变得不那么容易。因此，特朗普上台后，

美欧在乌克兰危机的处理上将会发生重大的矛盾，这对于欧洲的地缘政治和安全

格局将带来重大的影响。

欧盟第二个重要的担忧是特朗普对北约的态度。虽然特朗普没有明确表示要

美国退出北约，但是特朗普对北约这一西方军事同盟的热情远远低于欧盟。特朗

普认为美国为北约负担了绝大部分开支，保护了欧洲国家安全，但是欧洲国家却

没有给予美国相应的回报。所以，在其第一任期内，特朗普就要求北约欧盟成员

将国防预算调高到 2%以上。目前，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基本都达到了这个目标，

面对乌克兰战争的安全威胁，北约甚至提出了要将国防开支进一步提高到 3%的

目标。但是特朗普要求北约成员提高国防开支的目的是要欧洲国家购买更多的美

国武器，而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法国、德国等却是要在提高国防开支时，加强和

发展欧盟自主国防工业。这些目标与特朗普的北约政策存在矛盾，未来如何演变

是值得关注的焦点。

欧盟第三个担忧是，特朗普对待欧盟的贸易投资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特朗

普宣称要对所有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增加 10%的关税，这也包括欧洲国家的商品。

美国是欧盟的第一大出口市场，2023 年，欧盟对美国出口总额为 5020 亿欧元，

进口总额为 3440 亿欧元，欧盟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 1580 亿欧元。特朗普从

其重商主义的基本信念出发，认为凡是对美国有贸易顺差的国家都赚取了

美国的好处，必须要用高关税来取得平衡。由于欧盟对美国的市场依赖度

高，高关税将会打击欧盟的出口，损害欧盟的经济，因此，欧盟目前已经

在研究如何对美国的保护主义高关税进行回应。未来美欧贸易战的可能似

乎无法排除。而在拜登政府期间，为拉拢欧盟在对华遏制上与美国一致行

动，拜登政府搁置了美欧之间在飞机、钢铁、铝等产品上的贸易争端，缓

征了反倾销税。而这些争端随着特朗普上台将会重新被激活。

二、美欧关系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将经历深层刻调整

1. 特朗普再次上台后，其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对主导欧盟主流的自由主

义意识形态形成冲击，加剧欧盟的右转，激励极右翼的政治力量在欧洲国家崛

起。欧盟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色谱仍然是传统自由主义，中右和中左政党在大多数

国家执政。在今年的欧洲议会大选中，虽然极右翼的政党获得了进展，但是以德

国基民盟为核心的人民党团获得 189 席，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获得了 135

席，秉持自由主义理念的中间派政党仍然占主导。中左翼和中右翼虽然在一些政

策上存在差异，比如中左翼更加关注劳工的待遇和社会公平，中右翼则更加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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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利益，将经济增长看更重要；但是两者在低碳环保、加强欧盟的地位推

动一体化发展、移民和难民政策、维护欧盟边界安全、应对乌克兰危机、维护美

欧大西洋盟友关系、应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崛起等方面几乎雷同。这也是中右翼

的德国基民盟社民盟与社会民主党曾于 2013 年组成大联盟政府长期执政长达 8

年，在重大政策上能够妥协一致的原因。在当前欧盟经济的长期低迷和面临各种

外部挑战的背景下，保护主义和排外情绪在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得以扩展，以

反对移民、布鲁塞尔权力扩张和激进的碳减排等诉求为口号的极右翼政党近年来

在意大利、奥地利、法国、德国等国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梅洛尼领导的极

右翼的意大利兄弟党 2022 年在选举中获胜并牵头执政，奥地利极右翼自由党在

今年的大选中获得了 29%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有望获得组阁权。德国的选择

党和法国的国民联盟等极右翼政党在地方选举中也不断斩获，在 2024 年的欧洲

议会选举中也增加了不少席位。欧盟的政治图谱右转正在成为大家关注的现象。

特朗普胜选后，欧洲的极右翼政党得到了极大激励，一方面对特朗普表示祝

贺，期望特朗普上台后在欧盟内部的政治议题上获得其政治支持；另一方面则制

定了更积极的宣传和竞选策略，以便在欧洲推进各自的保守主义思想和政治议题。

被列为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匈牙利领导人欧尔班更是欢欣鼓舞，表示要加强与特朗

普合作，在美欧之间建立交流的桥梁。而特朗普也对欧洲的保守派表示赞赏，期

望欧洲右翼保守势力在政治上与其建立跨大西洋的呼应关系。特朗普放松政府管

制的政策也会对欧盟试图增加权力、增加监管的倾向造成冲击，令欧盟内部更多

国家抵御布鲁塞尔的权力扩张。

2. 美国国内的社会经济政策改弦易辙将会对欧盟主要国家的内部政策产

生冲击和影响。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首先会重新实施严苛的移民政策，甚至

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这对欧盟内部主流的政党而言是难以接受的，尤其是特朗

普对伊斯兰国家非法移民的限制和遣返，会被欧盟主流的媒体和政党批评为违反

人权。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实施的遣返移民政策遭受美国民主党批评，谴责其造成

家庭分裂，在欧洲也得到了强烈反响。预计这一问题仍会使特朗普与不少欧盟成

员国的自由主义政党发生不快，成为互相批评的对象。

特朗普已明确表示不再支持电动汽车补贴，不赞成激进的能源转型。而且，

特朗普承诺大力支持美国的传统石化能源产业，加大页岩油气的开发并降低能源

价格，使美国成为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大国。这对于一心致力于应对气候变

化，推动能源转型的欧盟而言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放弃石化能源是欧盟绝大多数

中左和中右政党的共识，已经成为目前欧洲政治正确原则，欧洲民众也几乎在长

期的自由主义媒体的宣传下接受了这一原则。尽管目前能源转型面临困难，欧盟

的产业界更是饱受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之苦，但是反对能源转型也只是少数极右

翼政党的呼声，而且更多只是在激进转型与缓慢转型之间的差异。欧盟与特朗普

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上的分歧，将成为美欧关系未来一个重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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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将会减税并且削减政府的开支，同时也会大幅度减少政府对经济

活动的干预和规制。目前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领导的政府效率部正在着手规划削

减政府各个部门的开支并且大幅度减少政府的规制。尽管媒体对于马斯克夸口削

减 2万亿美元政府开支的目标持怀疑态度，但是削减政府的各种规制是特朗普第

二任期的既定目标。这就导致美国企业在市场竞争和经营上获得更多的空间和能

力，而美国向来是国内法规至上的国家，双方之间可能产生美国企业经营遭遇欧

盟规制的矛盾。在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下，美欧可能在反企业垄断、反

不当竞争等问题上与欧盟的监管者产生冲突。特朗普已经表态，他将会保护美国

企业免于受到不合理的惩罚。而目前对美国互联网巨头采取最多措施的主要是欧

盟，苹果、Meta 被欧盟处以巨额罚款。马斯克的 X 平台也遭受了欧盟审查，如

被确定违反欧盟《数字服务法》，将被征收全球年营业额 6%的巨额罚款。未来，

特朗普政府在保护美国企业的利益上，与欧盟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将会大幅上升。

3. 美欧在贸易投资上的摩擦将会增加。特朗普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贸易

政策在第一任期内就造成了美欧在欧盟出口的钢铝产品和波音空客飞机补贴问

题上的贸易争端，双方曾经各自加征对方出口商品的关税，无法达成妥协。直到

特朗普下台后，这些贸易争端在拜登政府拉拢欧盟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背景

下，采取了双方搁置争议暂缓加征关税的政策，回避了双方的矛盾。目前，特朗

普已经宣布他再次上台后将对欧盟的进口商品加征 10%的关税，这导致欧盟领导

人强烈回应，宣布将采取措施保护欧盟的利益。在美欧贸易中，尽管欧盟有顺差，

但欧盟对美进口总额在 2023 年也达到了 3440 亿欧元。如欧盟采取报复措施，对

于双方的不利影响将十分重大。因此，日前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发话，要欧盟认

真对待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不是要针锋相对与美国打贸易战，而是要加大对美国

的进口，与特朗普达成妥协。这个观点可能会成为未来欧盟在美欧贸易争端上的

解决思路。

美欧之间的双向投资一直是维系美欧大西洋关系的重要纽带。根据美国经济

研究局的数据，截至 2023 年，欧盟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存量达到了 3.46 万亿美元，

而美国在欧盟的直接投资存量更是高达 3.96 万亿美元。这说明，双方高水平经

济开放度使得美欧跨国公司都将对方视为重要的市场，都高度依赖对方的生产体

系和供应链，美欧之间的经济联系紧密度超过美欧之外任何经济体。近两年，由

于新冠疫情的冲击以及美欧去全球化的一些政策举措，导致全球直接投资有所收

缩，从2021年的 1.5万亿美元下降至2022年的 1.25万亿，2023年更是降至1.07

万亿美元。受美欧本身经济增长乏力的影响，双方的直接投资也有所下降，但是，

美欧仍然是各自最大投资来源国，近两年各自对对方投资都占到全部外资来源的

30%以上。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相互投资格局虽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不会发生

逆转，但特朗普对美国企业到海外投资的不满以及鼓励外资到美国投资的态度，

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欧跨国公司的投资布局。欧盟原来跟随美国出台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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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审查机制，限制了一些跨国公司在欧盟的投资机会，而这些情况会在特朗普吸

引外资政策的背景下显得更加不利。美欧在投资政策上的协调将会变得困难，而

且在对外资企业的监管政策上，可能会与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发生冲突。

4. 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将冲击欧盟的对外政策，削弱欧盟的内部团结。特朗

普一直对拜登政府的乌克兰、中东、俄罗斯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再次入主白宫

后将会采取众多不同的政策。他对乌克兰危机的态度已经引起了欧盟的担忧，欧

盟已经采取行动防范特朗普抛弃乌克兰。在中东问题上，特朗普亲以态度比拜登

政府更加激进，这与欧盟总体上施压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尽早结束加沙和黎巴

嫩军事行动的政策相去甚远。如果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采取更加偏袒以色列的

政策，欧盟与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分歧也将会加大。特朗普秉持与普京对话的态

度也与欧盟目前不愿意与普京对话的政策相左，这也将给欧盟的对外政策带来困

难。但在欧盟内部，一些中东欧国家，比如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等在乌克兰

危机、对俄关系上持有与特朗普类似的看法与诉求，但由于这些国家在欧盟内部

属于少数派，对布鲁塞尔的政策影响力极为有限。特朗普再次上台后，这些欧盟

内部的不同声音将会变得响亮，从而导致欧盟内部在对外政策上难以协调，欧盟

内部团结将会受到更大冲击。

特朗普在对待北约问题上的态度也将会对欧盟的外交政策产生冲击。特朗普

不仅要求欧盟提高国防开支，而且要为北约做更多的财政贡献，购买更多的美国

武器。欧盟成员国不得不加大国防预算，同时产生了加快构建欧盟自主的共同防

御力量和国防工业体系的迫切需求。如果中长期内欧盟真的构建了一定规模的自

主防务力量，建立较完整的国防供应体系，那么欧盟对北约和美国的依赖程度将

会降低，欧盟在区域安全和全球战略上也就不会处处以美国马首是瞻，法国一直

试图建立的战略自主就会逐步实现，美欧中长期关系将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5. 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等问题上的冲突会强化。欧盟目前已经对特

朗普可能退出巴黎协定、不再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表示担忧，并且试图团结

更多的国家继续维护联合国框架下的应对气候变化公约。美欧在这个领域内的相

互博弈会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激化。

在 WTO 改革问题上，欧盟与拜登政府曾达成了一些共识，以改革补贴规制和

重新界定发展中国家和相关的优惠待遇为核心来推进 WTO 的重塑和改革。然而，

特朗普认为WTO妨碍了美国实施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政策，要完全边缘化WTO。

在其第一任期内美国拒绝聘选WTO上诉机制法官导致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停摆，

在其第二任期内，美国甚至可能拒绝选任 WTO 总干事，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导致

WTO 的功能无法运转。在其他全球治理平台的对话和合作机制上，比如 G20、APEC

等，特朗普也会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参与，不再愿意承担国际责任，而是从狭隘

的美国利益出发来对待全球治理问题。特朗普会更加倾向于用美国的实力来对不

愿意听从美国意愿的国家进行单方面施压和制裁，全球治理规则体系将会遭到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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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而这是欧盟不愿意看到的，欧盟不具备美国的强硬实力，因而更愿意在多边

体系中发挥其软实力，用规则束缚国际社会行为体，从而实现自身利益。

在 IMF 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特朗普也可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和稳

定全球市场的努力设置更多障碍，如这些机构的工作被特朗普认为有碍于美国的

经济增长和就业，特朗普可能会使用美国在这些机构的否决权。例如，在金融稳

定理事会对全球体系重要性银行的监管、管控跨境资金流动和反洗钱监控、全球

央行合作进行金融危机救助和预防、私人加密货币和央行数字货币政策协调等议

题上，特朗普政府可能不会愿意承担任何责任，而在这些领域欧盟更倾向于开展

国际合作。因此，美欧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关系将变得复杂，将给全球治理带来更

多的挑战。

三、美欧大西洋盟友关系仍然会得到维持

尽管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美欧关系将经历更多的挑战和调整，欧美的传统

盟友关系将经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这一联盟关系对于双方都极其重要，因此

并不会出现大的倒退。由于美国总体政治经济实力远超欧盟，最终欧盟及其主要

成员国，包括德国法国以及其他主要成员，都会通过妥协来适应特朗普的基本政

策和要求，欧美仍将在其他各种国际政治事件和重大问题上协调并维持一致。拉

加德呼吁欧盟购买美国更多的能源和商品来与特朗普达成妥协便反映了这种心

态和未来美欧关系的发展趋势。

在一些地缘政治热点博弈问题上，比如，在有关中国南海、东海和台湾问题

以及对华贸易问题上，美欧仍然会保持相当高度的一致性。在压制发展中国家开

放市场、接受更多美欧商品进口等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与欧盟大多数成员国也有

重要的共同利益，会采取共同行动和政策。这一点我们仍需要有清醒认知。

美欧盟友关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和规则建立的重要基础。尽管特

朗普保守主义理念和政策与自由主义的理念和政策有重大的差别，但仍然属于基

本的西方民主制度下的两大派别，不会脱离基本的窠臼。尽管自由派危言耸听地

将特朗普描绘成独裁者，但特朗普无法长期执政，也无法摆脱美国国会的监督。

而美国经济界、媒体、非政府组织、民间与欧洲国家的历史渊源和宗教联系根深

蒂固，盟友关系的建立并非哪个党派或个人能够逆转。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

上台后美欧大西洋盟友关系破裂甚至崩塌是不现实的。然而，美欧盟友关系会出

现裂缝，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裂缝来改善与欧盟的合作，共同维护现行国际体系的

稳定，拓展中欧共同利益。而且，中国与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的关系也同样既

存在更严峻的挑战，也同时会有合作空间和可能。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也已经可

以使得我们在三边关系中伺机而动，掌握博弈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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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2024 年欧洲议会选举对中欧关系的影响”研讨会综述

2024 年 10 月 16 日，“2024 年欧洲议会选举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在同济大学

中德大楼举行。此次会议由上海欧洲学会、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和上海国际问

题研究院共同主办。来自同济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单位的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研讨。

本次会议共分为四个单元，分别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2024 年欧洲议会选举

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中英文报告发布、欧洲议会选举对欧洲政坛和中欧关系的影

响、欧洲议会选举对德国政坛和中德关系的影响以及欧洲议会选举对法国政坛和

中法关系的影响。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教授主持了本次研讨会的开幕式。同济

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发表致辞，感谢并欢迎各位老师参加研讨会。

他指出，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对新一届欧盟机构战略议程产生影响，欧盟内部力量

的变化也对中欧关系有所影响。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主任丁纯教授在致辞中指出，目前全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形

势处在重塑过程中。在此背景下的欧洲议会选举带来了一系列的新动态。他认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关于欧洲议会选举对中欧关系影响的中英双语报告是一次

突破，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内容，并期待与会学者对欧洲议会选举及其对中欧、中

德、中法关系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

第一单元

本单元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教授主持，主题是上海国际问

题研究院“2024 年欧洲议会选举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中英文报告发布。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张迎红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欧洲议会

选举对中欧关系的影响。首先，欧洲议会选举呈现往右转趋势，但三大中间派人

民党、社民党和自由党仍共同占据了欧洲议会一半的席位，因此欧洲议会在普通

议题方面变化不大。第二，新一届欧洲议会会继续维持上一届议会对华强硬的立

场。第三，冯德莱恩新成立的欧委会在涉台问题上也会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冯德

莱恩在 7月 18 日欧洲议会首次全体大会上发布施政纲领，强调印太是他们未来

的一个关键地区，明确提出通过亚太地区的联盟关系来阻止中国针对台湾的单方

面军事行动。这意味着欧委会在涉台问题上会给欧洲议会较大的支持。第四，欧

洲议会未来仍然会进一步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包括对华新能源汽车采取贸易

保护政策。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智库发展与科研管理处科长黄文婷围绕欧洲议会和法

国议会选举对法国政坛和中法关系的影响这一主题进行发言。首先对选举中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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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的情况作了梳理。法国参与欧洲议会选举前已有民调显示极右翼政党会获得

较多的席位，最终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预测。关于各政党的竞选纲领，在俄乌冲

突方面，各党派就如何支持乌克兰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对巴以冲突的看法存在分

歧；在贸易方面，法国主要政党提出保守的贸易保护主张。欧洲议会选举后，马

克龙解散法国国民议会，最终导致议会席位的三分格局。这一结果会对马克龙领

导的法国带来不利影响。此外，在涉华方面，未来法国政党对华政策主要体现在

三个方面：一是放大意识形态；二是加剧经济摩擦和竞争；三是在热点议题立场

分歧背景下，或将利用俄乌冲突对华实施连带制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蒋尊泽的发言题目是欧洲议

会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影响。总体而言，中欧经贸关系出现了一个从压舱石到风险

源的变化，中欧关系越来越从以合作追求绝对利益为主，变成竞争相对利益。首

先，欧洲议会在经贸方面的权限来自《里斯本条约》。在经贸关系中，欧洲议会

在扮演强硬角色以便更好讨价还价的同时，与欧盟整体对华战略基本上保持同频。

其次，上一届欧洲议会的特征主要呈现两个特点。一是推动中欧经贸关系与人权

和新疆问题进行议题联系，使得谈判和决策易陷入僵局。二是打着贸易公平的旗

号阻碍中欧关系的发展。最后，关于新一届欧洲议会在对华经贸问题上的态度，

主要有三点判断。一是经贸关系的影响逐渐在地缘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二是由

于冯德莱恩成功实现连任并巩固了自身的地位，欧盟去风险化趋势仍会延续。三

是极右翼内部存在分裂，且本身持反全球化态度，在中欧经贸问题上的态度仍待

观察。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副主任童立群围绕欧洲议会涉台新动向

进行发言。台欧关系问题较为复杂。与美国不同，欧洲复杂的政治情况给赖清德

当局很多游说的机会。从历史上看，欧洲议会与台湾的关系由来已久。之前就曾

有欧洲议员窜访台湾，但自蔡英文时期以来，欧洲议会挺台友台达到巅峰状态。

目前欧洲议会涉台态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欧洲议会在涉台问题上具有明显

抱团倾向，在决议案的数量和内容上有质的飞跃。2022 年，欧洲议会出台台海

形势决议案，而此前涉台决议案通常被放在经贸决议案或对华决议案中。蔡英文

双十讲话的内容得到欧洲议会的采用。二是欧洲议员窜访台湾越来越官方化，且

态度高调。三是欧洲议员通过联署等形式在国际组织声援台湾，形成巨大的舆论

压力。四是欧洲议会将对台经贸协议视为重点，做了大量工作，这也将成为赖清

德当局推动的重点。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政党与政治研究中心秘书长、台港澳研究所港澳

室主任张建的发言主题是欧洲议会涉港涉疆新动向。中欧之间人权议题扩大的重

要节点是 2019 年。2019 年，香港修例风波和新疆教培事件扩大，加之欧洲跟随

美国对华遏制政策，使得人权议题在上一届欧洲议会中得到凸显。上一届欧洲议

会议员通过法案和决议案引导舆论，抹黑新疆和香港的国际形象。美欧采取的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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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式调查对中国收购的海外企业造成较大影响。关于新一届欧洲议会在人权议题

上的趋向，尽管这两年新疆议题的关注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新一届欧洲议会议

员中仍有个别议员对该议题有不同观点。

第二单元

本单元由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博士主持，主题是欧洲议会选举对欧洲

政坛和中欧关系的影响。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的发言主题是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战

略议程及中欧关系走向。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注重欧洲自身竞争力的提升，并提出

多方面的举措。在数字方面，欧盟希望通过数字技术来缩小创新差距，在新一轮

由人工智能引发的数字革命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并要确保软实力落地，推

广欧盟在数字领域的规范和标准。在工业和经济低碳发展、绿色转型方面，提出

清洁工业协议，加速工业去碳化的立法，建立工业清洁技术开发生产和销售的主

导市场，推进循环经济法。在投资方面，加强对可持续竞争力的投资，设立相应

的欧洲竞争力的基金。关于欧盟提升竞争力对欧盟对华政策的影响，基于中欧关

系的主流是竞争这一认知，欧盟在经贸领域加强对华“去风险”，在基础设施方

面用全球门户计划对冲“一带一路”倡议，在关键原材料和关键的技术和供应链

方面进一步强调和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合作，寻找替代方案。对欧投资仍存在风

险，不一定能解决中欧竞争的问题。中欧贸易压舱石的风险有所增加。

复旦大学中欧研究中心副主任简军波副教授围绕欧洲议会选举与欧洲政党

格局变化分析这一主题进行发言。二战结束以来，欧洲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意

识形态立场没有太大变化。从 2010 年代开始，欧洲意识形态的表达形式和细分

内涵发生变化。从形式上看，在过去，欧洲人的观念中确定性大于怀疑主义，而

现在是怀疑主义大于确定性，欧洲公民等意识形态概念受到怀疑或是否认。从内

涵上看，欧洲意识形态的底层内涵不变，但在细分层面上的内容发生变化，身份

政治、保守主义兴起。欧洲意识形态的转变存在社会土壤，一是移民导致的文化

冲突、身份认同问题，二是中左翼、中右翼政党对经济下行无能为力。在未来，

基于欧洲经济竞争力下降的现实基础，欧洲政治极化会成为一种长期客观的趋势，

中欧关系的摩擦和矛盾也会越来越深刻。

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严少华的发言主题是欧洲议会选举及

其对欧盟与中欧关系的影响。新一届欧委会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欧委会专员

权力被相对地削弱，同时冯德莱恩的权威和对欧委会的控制力得到加强。第二，

从欧委会专员的分配情况看，中东欧成员国在外交和防务领域中的影响力和话语

权大大提升。第三，极右翼影响上升，具有极右翼政党背景的人选进入到冯德莱

恩的内阁中。基于这些特点，法德在欧盟中的影响力受到削弱，冯德莱恩的影响

力增强。在对中欧关系的影响方面，冯德莱恩的连任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欧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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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政策具有连续性，并且有所加强。

第三单元

本单元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张迎红教授主持，主题为欧

洲议会选举对德国政坛和中德关系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孟虹的发言主题是欧洲大选右翼

化、政党碎片化和极端化的成因及其对中德关系的影响。此次欧洲议会选举呈现

出三个特点：欧洲国家对于选举的重视有所提升；欧洲议会的功能实际上得到了

扩大；欧盟国家内部对选举制度的认知差异性较大。欧洲选举的结果表明，欧盟

政治碎片化、极端化加剧，并造成了部分国家国内政治的震荡。欧洲大选对中欧

关系发展产生了多元化的影响。一是在乌克兰战争的阴影下，欧盟可能会加快“去

风险”。二是“中国威胁论”加强了中欧的博弈。三是议会辩论的议题化导向、

网络和实况转播等技术会直接影响中国形象的塑造。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教授的发言主题是左翼力量在欧洲议

会中的表现与影响。左翼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虽表现不佳，但表现出新的发展

动向，并且出现了局部的上升动力。社民党、绿党等德国左翼政党在选举中表现

不佳，而新成立不久的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取得了 6.2%的支持率。德

国左翼政党在东部三个州的得票率也较低。左翼阵营内部出现分化，原因在于：

一是时代转折背景下，德国面临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挑战，德国社会趋于

保守，整体右转。二是欧洲议会中主导议题发生变化，气候保护作为绿党的优势

议题让位其他紧迫的现实性问题，不再具有优势。选民更关注移民、难民问题。

三是政党策略问题。左翼政党仍固守理想化政策，相反，新成立的 BSW 在议题、

纲领方面具有创新。关于左翼政党分化对中德关系带来的影响，在明年德国中右

翼政党有很大可能上台的情况下，中德关系会受到负面影响。但德国对华政策仍

具备一定的两面性。一方面，延续“去风险”趋势，另一方面，德国对华政策仍

有务实一面。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胡子南围绕欧洲碎片化的政党格局对中德经

贸关系的影响进行发言。在新冠疫情、俄乌战争、能源危机、通胀、移民危机的

背景下，欧洲议会选举的结果表现为中间派力量萎缩，政党格局碎片化更加明显，

极右翼政党持续攀升，对欧洲政治生态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对中德经贸关系的影

响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党立场分歧、政策调整更加频繁、利益集团

的干扰和欧盟层面的协调困难可能导致中德双边关系的不确定性。二是强化保护

主义政策。三是在能源、科技和制造业领域寻求供应链的“去风险”。四是移民

问题导致德国社会负面情绪加剧，可能对外资产生抵制情绪。但总体而言，德国

企业的务实态度以及中德在绿色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仍然可能会成为平衡复

杂局面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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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徐明棋的发言主题是欧洲议会选举结果与欧盟政治

结构的变化趋势及对中欧关系的影响。欧洲议会选举结果表明，右翼政治势力的

民意支持进一步增强，左翼力量有所下降。右翼势力的增长会导致欧洲保护主义

倾向的加强，但对欧洲一体化的推进不会有太大影响。外交方面，在对待大西洋

盟友关系、乌克兰战争问题上，欧盟内部会出现更多分化。从选举视角看，未来

欧洲议会的作用会不断增长，成为欧盟治理中的重要力量，但要成为决定性力量

还有距离，欧盟将继续由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主导。在此背景下，中欧关系

难以有重大的改变，双方之间仍会有摩擦，但需要预防中欧关系的进一步冷淡。

第四单元

本单元由复旦大学中欧研究中心副主任简军波副教授主持，主题是欧洲议会

选举对法国政坛和中法关系的影响。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朔教授的发言主题是当前法国政治走向与

马克龙的选择。目前法国政治变化有三个方面。第一，法国传统政党格局发生变

化，表现出“三足鼎立”的格局。共和党和社会党两个传统大党的影响力下降，

马克龙的中间派力量正在被削弱，极左和极右力量得到较多支持。第二，法国政

治分水岭发生变化，右翼和极右翼的“媾和”打破了法国长期以来对极右翼的禁

忌。第三，法国出现一种新型的“共治”。与传统的共治不同，目前法国总统的

权威及其执政联盟的根基受到削弱，不得不与其他联盟合作。此次议会选举是一

场经过计划的冒险，目前来看，结果对马克龙有利。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臧术美副教授围绕当前欧洲议会格局与

法国政治变局的互动关系进行发言。一方面，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对法国国民议

会的解散起到导火索的作用，但由于欧洲议会一直以来存在“民主赤字”的现象，

民众对欧洲议会选举和国内选举的重视程度不同，欧洲议会对法国国民议会选举

的影响有限。另一方面，法国内部政治的变局也对欧洲议会造成影响。欧洲议会

选举和法国国民议会选举都是国内矛盾的外在表现和结果，具有一致性。但从结

果上看，两场选举具有不一致性。首先，以勒庞为代表的极右翼在欧洲议会选举

中获得明显胜利，但在国内国民议会选举中屈居第三，这种不一致性是因为法国

民众对待两场选举的心理不一样，对国内选举比对欧洲议会选举有着更高的审慎

性。其次，左翼联盟在欧洲议会获得的席位下降，但在法国国内获得了第一。在

马克龙两届任期中，法国极右翼势力得到明显的提升，背后的原因值得思考。

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副研究员薛晟的发言主题是欧洲议会选举后的法国

政治生态转型。首先，从欧洲议会选举的结果来看，极右翼进一步崛起。但这一

崛起体现的是法国民众对欧洲和对法国在欧盟中角色的期待，并非对国内政治的

期待，因此欧洲议会选举和法国立法选举的结果存在一定差距。第二，法国国民

议会呈三极化局面。马克龙中间派团结了传统的左翼和右翼。左翼内部，不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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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选举时的分裂，出现了一定的妥协。极右翼方面，国民联盟占据大部分席

位，但极右翼内部存在分裂。第三，尽管议会出现三极化局面，马克龙在外交领

域仍会扮演重要角色。最后，法国政局现状反映的是法国政治制度顶层设计的问

题，但最终是进行改良还是走向“第六共和国”还有待观察。

最后，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徐明棋作会议总结。他指出，本次研讨会涉及

欧洲议会选举的情况、主要国家国内政党的变化以及欧洲议会的未来走向等主题，

各位专家学者的讨论非常具有价值。他对与会专家学者表示感谢，并希望能继续

保持这类的交流与合作。会议圆满结束。（林娴徽整理）

《布鲁塞尔效应：欧盟如何统治全球？》中文译本发布会

暨“欧洲全球影响力及其挑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4 年 10 月 25 日，由上海欧洲学会和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共同举

办的《布鲁塞尔效应：欧盟如何统治全球？》中文译本发布会暨“欧洲全球影响

力及其挑战”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成功举办。此次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也是上

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十八届（2024）学会学术活动月的活动之一。本次研讨

会汇集了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

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

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欧洲一体化和软实力、中欧关系、欧盟对

外政策、欧洲与全球秩序重塑等议题展开讨论。

《布鲁塞尔效应：欧盟如何统治全球？》中文译本发布会

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博士主持新书发布会环节。

上海人民出版社国政编辑室主任史美林编辑首先介绍了译本的组织翻译和

编辑过程。她指出，上海人民出版社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就开始专注于世界政治

类书籍的编辑出版，《布鲁塞尔效应：欧盟如何统治全球？》一书所属的《欧盟

与世界丛书》就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优秀丛书。简军波和宋卫清两位老师在

《布鲁塞尔效应》一书的译校过程中，进行了多轮打磨和审校，最终呈现出了一

本准确好读、充满专业知识的理论书籍。责编王琪老师同样完成了大量工作，保

证了本书高质量和及时的出版。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简军波副研究员作为

《布鲁塞尔效应》译者代表介绍译本内容。简军波副研究员首先对参与《布鲁塞

尔效应》出版工作的编辑老师表示感谢。他介绍了书中“布鲁塞尔效应”的核心

观点，包括监管工具、监管意愿、庞大的市场、生产的非弹性以及生产技术经济

和法律层面的不可分割性等五个产生“布鲁塞尔效应”的条件，辨析了法律上和

事实上的“布鲁塞尔效应”。同时，简军波副研究员也提醒我们关注“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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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这一概念对中国完善监管标准和扩大软实力上的借鉴意义。

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徐明棋教授作为

《欧盟与世界丛书》主编代表致辞。徐明棋教授表达了对丛书作者、译者、编辑

以及上海市社联对丛书出版工作长期支持的感谢。他指出，欧盟长期以来的制定

规则和标准的能力依然存在，因此即使如今中美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欧盟作为一

个重要的行为体依然不应该被忽略。徐明棋教授表示，“布鲁塞尔效应”取得一

定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有效地平衡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以及资本与被资本

所雇佣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但是欧盟正在面临多重挑战，能否保持影响力值得

进一步观察。

“欧洲全球影响力及其挑战”研讨会第一阶段

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博士主持第一阶段研讨会。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严少华青年副研究员提出，原

作标题中“Rules” 一词既能指代统治，又有规则的含义，在标题中意指“通过

规则来统治”，因此也可以考虑翻译成“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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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欧洲

在资本主义时代和工业时代对人类的贡献保持着相对领先的地位，虽然如今出现

了很多关于欧洲硬实力的质疑，但其长期以来形成的探索先进理念的能力和惯性

不会轻易改变。即使欧洲暂时遇到了挫折，依然不能完全否认欧洲秉持的观念及

其对此持续思辨的追求。

华东理工大学欧洲研究所所长杨逢珉教授以欧盟对华反补贴调查为例，讨论

了欧盟如何在现实案例中制定并输出标准和规则。杨逢珉教授肯定了欧盟发挥

“布鲁塞尔效应”的能力，同时指出欧洲正在对华贸易中施加这一效应。一方面

中国有必要规范生产和销售流程以达到欧盟标准，另一方面欧洲也必须要努力加

强对中国的理解。

华东师范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门镜教授认为，所谓“布鲁塞尔效应”就是

欧盟将不断发展的一套法律制度体系辐射到全球的过程。她指出，我们应该清晰

认知欧盟作为一个地区组织的法规政策的制定程序及其复杂性，以及在不同成员

国内具体落实效果的差异。中国拥有集中强大力量的优势，我们应该在透彻研究

欧盟法案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制度规范，与欧洲国家进行平等的沟通。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张迎红研究员指出，选择遵守何种标

准的问题实质上就是权力的问题。当中国的产品进入欧洲市场时，供求关系决定

了中国需要遵守欧洲制定的标准，反之亦然。

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研究负责人胡春春副教授

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德国绿党提出的环保、人权和和平的叙事成功辐射到

全欧洲，但是这种进步主义的理念似乎在近两年明显受挫，年轻一代选民正在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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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绿党。通往现代性的道路常常伴随着强制性的手段，这种“晚期现代性社会的

悖论”提醒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欧盟规范性力量的垂范作用。

“欧洲全球影响力及其挑战”研讨会第二阶段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简军波副研究员主持第

二阶段研讨会。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张迎红研究员表示，欧盟内部在对华

电动汽车加征关税方面存在分歧，德国和瑞典等国相关产业也因为加征关税而受

到冲击，导致法案出台背后的内部沟通成本和利益博弈更加复杂。张迎红研究员

指出，未来的中欧贸易争端可能不止局限于电动汽车领域，双方在电池回收、碳

关税等很多议题上也许都会摩擦不断。

华东师范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门镜教授认为欧盟一直强调中欧在电动汽

车加征关税上的争端是非政治化的，但这一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导致的经济

问题”，欧盟此举背后的根本动机在于保护其未来的关键产业。欧盟对于电动汽

车行业的支持，不仅是为了推动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产业政

策保持其在全球汽车制造业中的竞争优势。

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徐明棋教授指出，

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力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应当把握窗口期。未来欧

洲可能会出于产业链安全、产能过剩和劳动力就业等方面的考虑，进一步与中国

讨价还价。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李明明副教授表示，最近几年欧盟越发强

调自己要成为地缘政治力量，这也使得欧盟在处理中欧经贸关系时，不再像以前

那样主要依靠市场或世贸（WTO）规则来处理问题，而是越来越多地追随美国，

从政治角度来解决问题，用安全等名义来处理相关问题和争端，这对中欧关系的

未来发展将会产生长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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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中高度

肯定此次会议形式创新、交流充分、观点辩证。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尽管双方存

在竞争，合作仍然应该是中欧关系的主旋律。绿色经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离不

开双方共同努力。未来，中欧应加强政策沟通，通过建设性对话解决经贸摩擦，

共同推动全球电动汽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宋端仪整理）

“第一届粤沪青年欧洲论坛：时代转折时期的欧盟与中欧关

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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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1 月 10 日，由上海欧洲学会、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中山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山大学欧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一届粤沪青年欧洲论坛：

时代转折时期的欧盟与中欧关系”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海琴六号楼成

功举办。来自中山大学、澳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深圳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政法大

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欧洲学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齐聚珠海，就欧洲政

治经济、中欧关系、欧洲区域国别研究等热点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会议伊始，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李晓超发表欢迎致辞。在致辞中，

李书记回顾了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历史沿革、研究特色与未来办学规划，

对首届“粤沪青年欧洲论坛”的召开表达了诚挚的祝福，并对远道而来的各位专

家学者表达了感谢与欢迎，期待各位专家学者未来就欧洲问题进行更多交流讨论。

第一环节：欧洲经济研究

本环节由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谷名飞副教授担任主持人。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教授以《俄乌冲突

以来欧洲经济表现、原因及前景》为题，指出欧盟面临 GDP 增速复苏乏力、进出

口模式受冲击、欧元区投资信心不足、区域内不均衡发展等问题。在缓慢复苏的

态势下，欧盟经济未来仍将面临挑战。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朱宇方研究员以《德

国制造业的新挑战与中德合作前景》为题，指出德国当前面临能源价格上涨、劳

动力短缺和生产率问题等一系列挑战，中德需要加强科技创新领域的经贸合作以

应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促进共同长期增长。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泽相助

理教授以《欧盟第二碳市场：前景与展望》为题，指出了欧盟在提升竞争力与应

对气候变化之间的优先级冲突。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青年研究员王

玏以《欧盟经济政策“政治化”的成因、表现及影响》为题，指出欧盟经济政策

的“政治化”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政治化”具体表现为欧盟决策机制的变

化、政策目标的多元化及政策工具选择的多样性，这将导致欧盟在应对内外部挑

战时面临更多困难。

讨论环节，学者们针对欧洲经济的现状及发展前景进行了讨论。丁纯教授认

为目前欧洲经济存在较多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破局。朱宇方教授分析了

德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指出德国作为一个经济区位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正大幅下降。

第二环节：欧洲政治研究

本环节由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徐桑奕助理教授担任主持人。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宋卫清副教授以《欧盟的全球监管权力及其局限：关

于“布鲁塞尔”效应的一些思考》为题，指出在满足“布鲁塞尔”效应的五个条

件中，消费者市场大且统一、监管能力较强、足够的推行意愿三点对全球监管权

力至关重要。地缘政治的挑战与全球化的碎片发展等问题对“布鲁塞尔”效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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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作用带来很大挑战。上海欧洲学会杨海峰秘书长以《欧美防务产业关系走向及

其对华影响》为题，指出欧美防务产业发展的三大趋势：欧盟防务产业的“欧洲

化”，美国防务产业的“现代化”与北约防务产业的“标准化”，各产业存在“自

主发展”和“相互补充”两大发展现象。未来欧美防务产业中“自主发展”的一

面将更加突出、而“相互补充”的一面则存在更多不确定性。上海国际问题研究

院欧洲研究中心龙静副主任以《大变局时代中东欧国家的外交战略选择》为题，

指出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在政策方面的差异性。中东欧国家在欧盟制定对外战略时

话语权提升，更多基于热点事件的推动而非自身实力的积累，且仅限欧盟东扩与

防务安全等议题，具有局限性。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党和苹助理

教授以《从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责调查指令>看欧盟全球治理的新特征》为题

进，指出欧盟域外管辖的范围扩大到了价值链与活动链的相关环节，相关法案中

合法性的建构掩盖了重要的法律论述，在推动法律发展的同时却有可能让其偏离

法律的原则。

讨论环节，学者们就“布鲁塞尔效应的影响”、“欧盟防务市场的发展”、“中

国与中东欧乃至欧盟的关系”以及“欧盟域外管辖变化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探讨，

并就欧盟与美国在防务市场上的合作与矛盾、阿拉伯世界对投资欧洲的看法、特

朗普上台后美欧未来在经济领域的矛盾等多个问题交换了意见。

第三环节：中欧关系研究

本环节由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泽相助理教授担任主持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简军波副主任以《中国该如何处

理欧洲？基于国际秩序转变的视角》为题，指出在当前地缘政治竞争及国际秩序

经济政治转型过程中，西方国家的主导优势正在流失和削弱。未来中国对欧的战

略目标、政策及实施手段都需要进一步明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

究院赖雪仪副教授以《同声共气还是同床异梦？中国欧盟间的相互认知》为题，

指出欧盟贴文中自身形象是正面积极的，中国则较中立被动，这与中国贴文输出

中的形象叙事不同。上海欧洲学会咨询部祝轶晨主任以《立陶宛对华政策转向及

未来发展》为题，分析了影响当前立-中关系的五个重要因素：立陶宛国内政党

更迭、立中对俄乌冲突的立场、美国“胡萝卜加大棒”策略、立中贸易的不利作

用及立陶宛“大国梦”的夸大作用。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吉磊副教授以《规

则之争与欧洲对“一带一路”的回应》为题，指出欧洲对待“一带一路”经历了

“相对冷淡”、“谨慎合作”到“竞合关系并存”三个阶段，在此过程中欧洲在互

联互通领域关于规则的观点逐渐变化，中西方分别推崇以国际法和规则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

第四环节：欧洲区域国别研究

本环节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赖雪仪副教授担任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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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薛晟副研究员以《两次选举中展

现出的法国国内思潮变化》为题，指出法国将长期陷入左中右三极相互纠缠斗争

的态势中：传统政党不断衰弱，极右翼“进一步崛起”，但社会层面“标签化”

的问题仍存；左翼在组建选举团队中展现团结，但仍有内部矛盾、呈现与右翼不

同的“民粹化”；中间派保持强势，法国政治传统的制衡理念依然存在。中山大

学国际关系学院谷名飞副教授以《法国国内政局变化趋势及其欧洲影响》为题，

指出法国社会整体右倾，但中左中右基本盘仍在，各方都以 2027 年总统大选为

目标；法国社会反建制不满情绪的上升使极右翼仍有上台可能性。中山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徐桑奕助理教授以《近代英国太平洋政策的特点与限制》为题，指出英

国太平洋政策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有限度的干预；二是英国官方受到具有殖民倾

向的个人推动“不情愿”地下场；三是各方自诩为人道主义者，占据道德高点干

预太平洋事务。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田粤皖助理教授以《浅析欧洲科技一体

化中的政策协调机制》为题，指出欧洲科技政策一体化具有三个发展阶段，由欧

洲一体化战略目标、维持科技优势、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挑战等因素推动。欧洲科

技一体化具有“框架化”和“再框架化”的特点，受“社会挑战”和“技术主权”

两大框架影响，日益凸显其政治性。

讨论环节，杨海峰秘书长、简军波副教授、吉磊副教授聚焦国际法中的秩序

和规范问题，讨论了西方规范输出以及对“规则”的不同定义。同时，由法国政

局青年化延伸到西方民调真实性等议题，丁纯教授、薛晟副研究员、谷名飞副教

授等学者对欧洲各国内部政治力量博弈与未来影响展开了热烈讨论。

在会议的最后阶段，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

纯教授发表了总结致辞。丁会长对首届“粤沪青年欧洲论坛”的顺利召开表示衷

心祝贺，并对未来开展系列研讨会的组织方式与议题进行展望，期待与会专家与

学者在粤沪高校继续就欧洲研究进行深入探讨与交流。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落下

了帷幕。（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整理）

“欧美关系走向报告 2024”发布会暨“欧美俄中关系”研讨

会综述

2024 年 12 月 12 日，上海欧洲学会、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和上海

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会议中心二楼英伦厅联合主办“欧美关

系走向报告 2024”发布会暨“欧美俄中关系”研讨会。本次会议系上海市社联

合作项目。上海欧洲研究界学者共聚一堂，针对欧美关系的新发展以及欧美俄中

关系的新格局展开深入探讨。

会议首先由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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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他指出欧美关系及其动态变化不仅直接影响大西洋两岸的社会面貌，也是衡

量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演变的重要标尺。当前欧美关系正处在一个重新的调整和

变动当中，希望今年发布的报告和这次研讨会探讨美欧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挑

战与机遇，能够为促进中美、中欧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和平与发展贡献智慧与洞见。

随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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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刘军教授发表致辞，他对报告发布会和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强调了在

当前世界动荡与变局的背景下，上海从事欧洲问题研究的学者对美欧关系、中欧

关系长期的跟踪研究、定期发布研究报告和举办研讨会，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

现实意义。

第一环节：欧美俄中在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领域的互动态势

会议的第一环节由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主持，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

究所研究员余建华进行点评。

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明棋指出，特朗普的当选

将对美欧关系产生冲击，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争、北约态度、贸易投资等方面，并

针对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美欧关系进行了前瞻性分析，阐述了特朗普可能的政策

走向及其对欧美关系的潜在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刘宏松教授

围绕美欧网络安全合作提出了共同威胁和价值邻近度两个核心变量，以之解释美

欧在网络犯罪、网络战、数据保护等不同网络安全子领域合作强度的差异。上海

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就欧美安全与防务关系进行了汇报，分析了拜登任期内欧

美安全与防务关系经历调适、加强、深化到迟滞的变化，并对未来特朗普任期内

的可能摩擦作了分析，对未来特朗普任期内的可能变化展开预测。上海国际问题

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龙静就政治和外交的关系进行了介绍，指出今年美欧

政治与外交关系的特点为“稳中求进”和“焦虑不安”，强调尽管美欧高层互动

减少，但技术层面磋商频繁，尤其在乌克兰战争和特朗普再选的背景下，欧盟正

试图通过多种方式寻求战略调整，并分析了美欧之间在具体议题上的互动和谈判。

华东师范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门镜教授对冷战结束至2014年以及2014年至今

的两个时间段的俄欧关系和中欧关系进行了对比，指出欧盟对俄中的目标并不相

同。欧盟两大政策目标均未完全实现，并受右翼崛起及扩张战略模糊等困境影响，

未来定位充满挑战。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忻华研究员就美欧技术与

经济关系进行了发言，指出欧洲存在竞争力焦虑、对供应链韧性的追求以及对新

型资源的聚焦，分析了美欧在技术和经济领域的互动，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

了展望。美欧之间在供应链安全和技术规范制定方面的协调持续深化，但双方竞

争力焦虑和资源安全诉求仍会影响中欧关系中的摩擦。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

关系学院青年研究员王玏探讨了欧美跨大西洋关系最新变化对全球供应链的影

响，认为全球供应链受地缘政治影响，将导致通胀压力持续存在、全球经济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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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缓。欧美在对华政策上有同化趋势，但欧洲试图在经济安全和供应链方面寻求

平衡，强调与中国保持沟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薄燕教授围绕气

候领域在报告中写到，特朗普上台后美欧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关系将有更多不确定

性，这将影响到气变领域的中美欧三边关系和全球气变治理的大多边进程。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余建华研究员对第一部分的报告进行点评，

认为相关发言和报告本身，体现出了研究的成熟性、议题的多元性、内容的前沿

性、分析研判的辩证性和成果的可拓展性。并指出报告内容多元，涵盖欧美、俄

中关系的多个领域，具有强烈的前沿性和时代性，特别是对特朗普 2.0 时代的影

响作出深入研判，分析辩证务实，展现了对欧美合作与矛盾的全面把握。

第二环节：欧美俄中竞争变局中的美国与欧洲主要大国和次区域关系

会议的第二部分由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忻华主持，上海欧洲学

会名誉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明棋点评。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叶江教授指出英国工党对特朗普态度的转变，显示了英

国外交的务实和灵活性，同时稳固了英美特殊关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

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宋黎磊教授分析了美国与中东欧的经贸合作和北约框架下

的关系，并指出美国支持中东欧地区内的次区域合作组织加强合作，而中东欧国

家密切关注美国大选并强化跨大西洋关系。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吉磊副教

授讨论了美国对南欧的战略拉拢和施压，以及南欧国家在中美欧三边关系中的平

衡难度。美渲染中国威胁致南欧部分国家“去风险”，使南欧在中美欧三边关系

中平衡难度加大，经贸、外交领域矛盾与协调并存。上海外国语大学荷兰语专业

负责人陈琰璟提到荷兰新内阁的政策变化，包括移民管控和对华强硬立场，以及

在贸易政策尤其关税政策上和特朗普政府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上海外国语大学瑞

典语专业负责人沈赟璐强调特朗普上台增北欧俄乌冲突焦虑，北欧各国军事合作

强化同时关注大国动态，其立场与战略调整将重塑北欧地缘安全及外交格局，波

及区域国际关系稳定。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教授分析了特朗普回

归对德国，包括中欧经贸合作和政治互信的潜在影响。特朗普将把欧洲视为经济

领域的对手，为此德国将受到首当其冲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

院张红副研究员讨论了法美合作的深化与分歧，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和印太事务上

的立场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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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

了特朗普上台将对美欧气候变化和能源环境治理合作造成干扰，然而美欧合作受

政治经济干扰，绿色贸易壁垒威胁中国，中欧携手或主导全球气候治理变革，引

领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明棋在点评和总结发言中

指出，特朗普上台后，美欧之间会维持既有合作，但又有矛盾和冲突。在矛盾延

伸的过程中，美国始终处于引导地位，这符合美欧关系的大格局。中国应紧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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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动态，拓展中欧合作空间，在全球舞台上塑造有利态势。

本次会议为参会各界人士搭建了一个深入交流的框架，加深了对美欧关系及

其在全球战略中所呈现的新动向的认识。与会专家们深刻剖析了美欧关系的复杂

性及其演进趋势，对于促进中欧合作、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完善全球治理亦具有

重要意义。来自上海市社联、上海欧洲学会、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同济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

沪上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以及来自《解放日报》、《文汇报》、

《新民晚报》和澎湃新闻网等沪上媒体的代表共 40 多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上海

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研究助理王耀辉、肖晓、杨韦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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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2024 年 10 月 16 日，“2024 年欧洲议会选举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学术研讨

会在同济大学中德大楼举办。会议由上海欧洲学会、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和上

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

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 30 余名专家学者参会。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

纯教授、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致开幕辞。会上，上海国际问题

研究院发布“2024 年欧洲议会选举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中英文报告。参会专家

围绕欧洲议会选举对欧洲、德国及法国政坛以及中欧、中德及中法关系的影响进

行了研讨。（会议情况详见综述）

＊2024 年 10 月 21 日，上海欧洲学会、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上海

市国际关系学会和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在华师大合作举办“大金砖合作”

机制的机遇与挑战学术研讨会。

＊2024年10月23日，匈牙利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科雷尼博士（Ádám Kerényi）
到访学会，就匈牙利担任欧盟担任轮值主席国及其影响做主题报告并与学会专家

座谈。丁纯会长代表学会对科雷尼博士的来访表示欢迎。科雷尼博士围绕当前欧

盟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后的优先关注、下一主席国任

期上匈牙利对亚太及中国的目标、中匈政经关系等议题与参会学者进行了交流。

他指出匈牙利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面对的是欧洲经济、移民、地缘冲突等一系列

问题，其在轮值主席国任上将重点关注恢复欧洲经济增长、缓解通货膨胀、加强

经贸合作、支持绿色转型等关键议题，着力塑造欧洲具有凝聚力的未来。与会学

者就中国投资匈牙利的成效与不足、下一阶段中匈合作的聚焦重点、匈牙利对于

欧盟加征中国电动汽车关税的看法、欧盟内部法德作用的变化及匈牙利的影响等

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参加座谈会的有戴轶尘、丁纯、高晓川、胡丽燕、姜云飞、

龙静、宋黎磊、宋端仪、谢润熙、杨海峰和祝轶晨等。

＊2024 年 10 月 25 日，由上海欧洲学会和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共同

举办《布鲁塞尔效应：欧盟如何统治全球？》中文译本发布会暨“欧洲全球影响

力及其挑战”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成功举办。此次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也是上

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十八届（2024）学会学术活动月的活动之一。本次研讨

会汇集了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

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

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欧洲一体化和软实力、中欧关系、欧盟对

外政策、欧洲与全球秩序重塑等议题展开讨论。（会议情况详见综述）

＊2024 年 11 月 4 日，学会举办“欧洲对美大选结果及其影响的看法”视频

会议。丁纯、戴轶尘、高晓川、吉磊、沈赟璐、宋黎磊、伍慧萍、忻华、徐明棋、

薛晟、杨海峰、张维琪、张耀、祝轶晨等通过不同形式参加了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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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1 月 7 日，塞尔维亚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团团长、前教育

部长，贝尔格莱德大学安全学院教授塞尔维亚扎尔科·奥布拉多维奇教授（Zarko

Obradovic）在中国前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满长陪同下到访学会，就“中塞关系和

一带一路的机遇挑战”作主题报告并与学会专家座谈。参加座谈会的还有简军波、

龙静、门镜、宋黎磊、夏立平、忻华、徐明棋、杨海峰、祝轶晨等。

＊2024 年 11 月 10 日，由上海欧洲学会、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中

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山大学欧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一届粤沪青年欧洲论

坛：时代转折时期的欧盟与中欧关系”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成功举办。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李晓超作欢迎致辞，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

教授作总结致辞。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谷名飞副教授、徐桑奕助理教授、王泽

相助理教授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赖雪仪副教授分别主持四

个环节的发言与讨论。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

教授，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朱宇方研究员，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泽相助理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王玏青年研究员，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

院宋卫清副教授，上海欧洲学会杨海峰秘书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

心龙静副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党和苹助理教授，复旦大学

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简军波副主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

略研究院赖雪仪副教授，上海欧洲学会咨询部祝轶晨主任，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

理学院吉磊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薛晟副研究员，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谷名飞副教授，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徐桑奕助理教授，

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田粤皖助理教授围绕欧洲经济、欧洲政治、中欧关系、

欧洲区域国别研究等领域的热点问题作主题发言。（会议情况详见综述）

＊2024 年 11 月 14 日，上海欧洲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国际经济交

流中心上海分中心合作举办“领航中欧贸易投资正常化”座谈会。陈诚、简军波、

李立凡、马斌、王麟志、杨海峰、杨峥臻、张翔、祝轶晨等围绕如何防范中欧贸

易争端的升级以及中欧如何共同推动全球电动汽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

开研讨。

＊2024 年 11 月 25 日，上海欧洲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德国艾伯特

基金会上海代表处在上海国研院联合举办“中欧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国际研讨会。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朗杰明

(Benjamin Reichenbach)、上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阳礼华分别致

开幕辞，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张迎红主

持开幕式。中方与会者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现代关系研究院、

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欧洲学会

等高校和研究机构。欧方与会者来自德国国际安全事务研究所、巴黎蒙田研究所、

匈牙利布达佩斯科文努斯大学、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香港浸会大学、德国艾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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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基金会等研究机构。德国议员尼尔斯•施密特（Nils Schmid）也参加了会议。

与会学者就两岸关系与大陆对台政策、赖清德上台后台湾地区政治经济形势与对

外政策、2023-2024 年中欧关系回顾、美国大选对国际秩序和两岸关系的影响、

对中国关系及两岸关系的政策建议等议题进行了研讨。

＊2024 年 11 月 26 日，上海欧洲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德国艾伯特

基金会上海代表处在学会合作举办“特朗普第二任期背景下的中欧关系”座谈会。

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徐明棋、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朗杰明

(Benjamin Reichenbach)致开幕辞，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主持开幕式。来

自欧洲的高英丽（Ingrid d’Hooghe）、华玉洁（Gudrun Wacker）等多位专家与

沪上的门镜、伍慧萍等多位学者参加此次会议。

＊2024 年 12 月 10 日，学会举办“欧洲研究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海市

社联学会处处长梁玉国、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和党工组组长兼副会长吴忠勇作

会议致辞。与会者就欧洲研究高质量发展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青年论坛征文

来稿进行了评审。梁玉国、丁纯、吴忠勇、刘军、龙静、伍慧萍、徐明棋、杨海

峰、杨立群、余建华、祝轶晨等参加会议或向会议提交了书面材料。

＊2024 年 12 月 12 日，“欧美关系走向报告 2024”发布会暨“欧美俄中关系”

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举行。本次会议系上海市社联合作项目，由上

海欧洲学会、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和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合作主

办。（会议情况详见综述，报告可在学会网站下载）

＊2024 年 12 月 15 日，上海欧洲学会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

研究中心在复旦大学文科楼共同举办“百年变局下的中欧关系及中国应对”学术

研讨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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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复旦大

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祁怀高研究员分别致辞，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上海

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徐明棋教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

副主任简军波副教授、严少华青年副研究员主持会议相关环节。研讨会分为四个

主题，分别是“地缘政治竞争与中欧关系挑战”、“中欧合作空间与对欧政策调整”、

“中东欧与中欧关系”和“全球秩序变迁、全球南方与中欧关系未来”。与会者

认为，目前正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欧洲正加速地缘政治转型，面对其内部经济

增长乏力、欧盟机构换届、俄乌冲突持续和美国总统更替之际，其对华政策正日

趋复杂化，中国应以积极、务实、灵活方式稳定和促进中欧关系继续发展，维护

国家核心利益。与会者包括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

海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以及来自青山实业（上海鼎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闫宝航公益基金会、商汤绝影、广域铭岛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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