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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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 年

度值得关注文章ꎮ 本着继续推动欧洲学科领域学术评论发展的初衷ꎬ 请大家一

如既往地关注 «欧洲研究» 并提出宝贵建议ꎮ

１　 林德山: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渗透与欧洲危机”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ꎮ

推荐理由: 在欧洲面临多重危机、 民粹主义挑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ꎬ 此文

以冷静的笔触ꎬ 分析了当前欧洲政治和社会危机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新自

由主义的政治渗透ꎮ 文章继承了国内学术界的批判传统ꎬ 通过观念、 制度和政

策行为体等多个视角的综合考察ꎬ 系统回溯了新自由主义如何以渐进形式在欧

洲主流政党的共同助推下ꎬ 借助于应对危机的改革和欧洲一体化的建设ꎬ 通过

制度化的方式渗透到了欧洲政治中ꎮ 在此基础上ꎬ 该文深刻剖析了新自由主义

引发的欧洲社会失衡、 民主制度侵蚀和社会关系的极化ꎮ 文章层次分明ꎬ 逻辑

清晰ꎬ 选题切中要害ꎬ 是学理性批判研究的佳作ꎮ

２　 程卫东: “多元法律秩序与欧盟法治的局限性”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ꎮ

推荐理由: 文章从欧盟法与成员国法之间复杂的二元结构关系入手ꎬ 剖析

了欧盟法治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长期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多元法律秩序下欧

盟法治的局限性ꎮ 文章逻辑严谨ꎬ 结构合理ꎬ 资料翔实ꎬ 精准地把握了欧盟和

成员国法治的特点ꎮ 文字平实ꎬ 娓娓道来ꎬ 但提出的问题发人深省ꎬ 彰显了作

者驾驭欧盟法研究的能力ꎬ 为学界观察欧洲一体化背景下欧盟法治的未来发展ꎬ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ꎮ

３ 　 胡建国: “欧盟是否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 的影响因素及对策”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ꎮ

推荐理由: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满１５年ꎬ欧盟是否如期给予中国“市































































































































































 


场经济地位”的相关讨论再度升温ꎮ 文章聚焦学界和政策界的关切ꎬ对相关法律

条款分析到位ꎬ 亦深入细致地研讨了可能存在的法律争论空间ꎮ 后续的政策讨

论全面、具体ꎬ并辅以扎实的案例支撑ꎮ 在此基础上ꎬ文章提出的对策建议言之有

物ꎬ针对性强ꎬ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ꎮ

４ 　 张晓通、解楠楠:“联系权力:欧盟的权力性质及其权力战略”ꎬ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ꎮ

推荐理由: 欧盟的权力性质问题是欧洲学界长期以来的讨论热点ꎮ 文章通

过细致的文献梳理ꎬ指出了既有理论可能存在的片面性ꎬ独辟蹊径地提出了“联

系权力”这一新的假设ꎬ并通过翔实的案例研究ꎬ为该观点提供了较为有力的论

据支撑ꎬ不失为对欧盟权力性质问题进行理论探讨而做的一次建设性尝试ꎮ 该文

在新视角下对欧盟外交行为的分析ꎬ同样具有较高的对策参考价值ꎮ

５　 贾文华:“ 从‘单民’到‘多民’的欧盟民主赤字之争———合法性输入与输

出的二维考察”ꎬ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推荐理由:在全面梳理欧洲理论界 ２０ 年来有关欧盟“民主赤字”问题的研究

成果后ꎬ文章进一步还原了“民主赤字”大讨论的过程与情势ꎬ揭示了相关争论所

立足的本源性问题ꎬ并通过引入新的理论视角和各主流学派间的细致比较ꎬ为学

界厘清这一持续逾 ２０ 年的学术争论提供了一个简明而有效的认知框架ꎮ 文章结

构清晰ꎬ材料翔实ꎬ既客观全面地反映了近年来欧洲理论界在欧盟民主研究领域

的最新进展ꎬ又对相关理论的内在缺陷进行了深入中肯的评析ꎬ体现了作者欧盟

民主研究较为深厚的理论功底ꎮ

«欧洲研究»编委会、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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