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３ 年«欧洲研究»值得关注文章

经过本刊评审专家组成员投票表决ꎬ «欧洲研究» 评出下列五篇为 ２０２３ 年

度值得关注文章ꎮ 为推动欧洲研究学术评论的繁荣与发展ꎬ 请大家一如既往地

关注 «欧洲研究» 并提出宝贵建议ꎮ

１　 余南平、 栾心蔚: «国际政治经济竞争范式的转变: 从全球价值链到战

略价值链»ꎬ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ꎮ

推荐理由: 在颠覆性技术革新挑战传统全球价值链的组织形态、 地缘政治

的紧张局势改变全球价值链所处环境的大背景下ꎬ 文章提出了 “战略价值链”

的概念ꎬ 为理解技术和地缘政治互动下国家行为体在构建和重塑全球价值链中

的作用ꎬ 提供了更全面的分析框架ꎬ 也为新时期学界有关国际政治经济竞争范

式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考空间ꎮ

２　 丁纯、 张铭鑫、 纪昊楠: «中欧视域下的 “ 一带一路” 竞合: 演进、 成

因与对欧影响»ꎬ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ꎮ

推荐理由: 在 “一带一路” 倡议十周年之际ꎬ 文章回顾了中欧视域下 “

一带一路” 倡议在欧洲的演进历程ꎬ 梳理了各时期 “一带一路” 倡议在欧洲发

展的主要成就和挑战ꎬ 通过全面系统的实证分析ꎬ 检验了 “ 一带一路” 倡议的

对欧影响ꎬ 并提出了贸易促进效应、 投资促进效应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效应三

个解释机制ꎬ 充分证明了部分西方国家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市场开放性和债

务陷阱问题的指责不实ꎮ 而文章加强 “一带一路” 民心相通的建议在政策研究

层面亦富有启发意义ꎮ

３　 张晓通、 郝念东: « “地缘经济欧洲”: 欧盟对外经济政策调整的分析框

架»ꎬ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ꎮ

推荐理由: 作者重拾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关系这一经典的分析范式ꎬ 提出































































































































































 



“地缘经济欧洲”的概念ꎬ为欧盟的对外经济政策调整构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ꎬ

也为学界进一步深入理解欧洲一体化的不同侧面提供了新的思路ꎮ

４　 钟艺琛:«欧盟委员会的扩权与欧盟对华政策的嬗变»ꎬ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ꎮ

推荐理由:文章抓住近年来欧盟委员会权力扩张这一引起学界热议的话题ꎬ

通过扎实的文本分析、制度阐释和一线的访谈调研ꎬ深入剖析了欧盟委员会内部

的最新变化ꎬ为学界理解欧盟政治的运作提供了较为前沿的视角ꎮ 而文章有关欧

委会扩权引发的欧盟机构间竞合是促成欧盟对华政策调整的重要原因的研究发

现ꎬ有助于学界全面把握中欧关系未来走向ꎮ

５　 周弘、冯仲平、崔洪建、张健:«“中国式现代化与欧洲模式”笔谈»ꎬ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ꎮ

推荐理由: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目标ꎮ 如

何全面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ꎬ是中国国际问题学界和欧洲学界重

要的研究议题ꎮ 该笔谈立足于中国视角ꎬ从中国式现代化与欧洲模式、欧洲的战

略自主与欧洲的未来、中欧关系等多个层面ꎬ对中国式现代化与中欧关系的发展

做出了高屋建瓴的分析与阐释ꎬ于新形势下欧洲研究的学科发展而言ꎬ具有重要

的学理和现实意义ꎮ

«欧洲研究»编委会、编辑部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