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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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４ 年

度值得关注文章ꎬ 为继续推动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和欧洲研究学术评论的繁荣

与发展ꎬ 请大家一如既往关注 «欧洲研究» 并提出宝贵建议ꎮ

１　 周弘: «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欧洲研究»ꎬ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ꎮ

推荐理由: 文章以历史纵深视角ꎬ 全面分析了区域国别学视域下欧洲研究

涉猎的领域、 议题和方法ꎬ 揭示了区域与国别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ꎬ 强调多学

科交叉与历史学方法在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ꎮ 这种方法论上的自觉性体现了中

国欧洲学界长期以来的历史积淀以及对区域国别学研究特色的深入思考ꎬ 也为

中国新时期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路径ꎮ

２　 赵柯、 柯好: «欧盟凭何参与全球芯片战? ———生产性权力、 中介节点

与非对称竞争»ꎬ 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ꎮ

推荐理由: 文章聚焦欧盟参与 “芯片战” 的战略动机与实践路径ꎬ 展现了

对技术主权、 地缘经济与国际分工议题的敏锐洞察ꎮ 作者提出了 “生产性权

力” 的分析框架ꎬ 将半导体产业的竞争置于权力结构的动态互动中ꎬ 既有理论

创新ꎬ 又紧扣现实问题ꎬ 为理解欧盟的战略选择提供了新颖视角ꎬ 而文章对欧

盟半导体产业现状的细致拆解与多维分析ꎬ 体现出作者扎实的实证研究功底ꎮ

３　 丁纯、 张铭鑫、 孙露: «中欧新能源汽车产业争端: 现状、 原因和前

景»ꎬ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ꎮ

推荐理由: 文章系统梳理了当前中欧新能源汽车产业争端的现状、 深层原

因及未来合作前景ꎬ 展现了作者对国际产业竞争与中欧关系动态的深邃洞见ꎮ

该文对争端成因的多层多维剖析ꎬ 既关注宏观趋势ꎬ 又兼顾微观层面的博弈ꎬ

同时兼有数据支撑和现实政策依据ꎬ在展望未来时提出的合作路径ꎬ如技术互































































































































































 



补、动力电池溯源管理及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等ꎬ不仅切中肯綮ꎬ也体现了作者对

中欧产业协同发展前景的前瞻性思考ꎮ

４　 房乐宪、孟祥毅:«以退为进: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去激进化”趋向»ꎬ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ꎮ

推荐理由:文章阐析了右翼民粹主义研究中的新趋势ꎬ在对比“主流化” “去

极端化”“正常化”等相关概念后ꎬ选择“去激进化”作为分析框架ꎬ澄清了相关学

术话语中的模糊性ꎬ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操作化的分析基础ꎮ 而以法国国民联盟

为案例的分析ꎬ层层递进地揭示了“去激进化”的多维面向ꎬ尤其是对选举策略与

形象重塑的实证分析ꎬ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ꎬ体现了作者对欧洲政治现实的敏锐

观察ꎮ

５　 李靖堃:«英国 ２０２４ 年大选后的政治生态及其政策影响———政治冷漠化、

政党格局碎片化与外交“安全化”»ꎬ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ꎮ

推荐理由:文章深入剖析了英国 ２０２４ 年选举后政治生态的三大特征ꎬ即政治

冷漠化、政党格局碎片化与外交“安全化”ꎮ 该文通过工党得票率与议席数的不

匹配、选民流动性增强及信任度下降的多维数据ꎬ揭示了民众对传统政治的疏离ꎮ

这种从选民行为到制度后果的递进分析ꎬ既有说服力ꎬ又紧扣英国现实ꎮ 文中关

于外交“安全化”的预测ꎬ如对美、对欧和对华政策的调整评估ꎬ则被后续的现实

发展所证实ꎬ这体现了作者对于国际格局与英国国内政治互动的深刻理解ꎮ

«欧洲研究»编委会、编辑部

２０２５ 年 ２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