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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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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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并提出宝贵建议ꎮ

让我们为办好 «欧洲研究» 而共同努力!

１　 “欧洲转型与世界格局” 课题组: “欧洲转型: 趋势、 危机与调整”ꎬ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ꎮ

推荐理由: 文章提出了 “欧洲转型” 这一兼具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宏大

命题ꎬ 并结合政治、 经济、 社会、 法律等多学科视角的实证观察ꎬ 全面而深入

地分析了欧洲转型的动因、 影响因素和未来趋势ꎬ 为欧洲研究学科的进一步发

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ꎮ

２　 周弘等: “欧美关系: 进展与前景”ꎬ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ꎮ

推荐理由: 在当前世界格局大变化大重组的形势下ꎬ 对欧美关系的讨论可

谓恰逢其时ꎮ 文章从经济、 贸易、 法律、 文化和国际关系等多个视角出发ꎬ 以

２０１３ 年启动的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谈判为切入点ꎬ 深入讨论

了欧美关系的走向及其对整个国际格局演变的影响ꎬ 具有较高的现实参考价值ꎮ

３　 林德山: “经济危机对欧洲政党及政党结构的影响”ꎬ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ꎮ

推荐理由: 文章全面梳理了欧洲 １１ 个国家不同类型的政党近年来在危机背

景下的选举表现ꎬ 并就危机对欧洲政党和政治生态的影响作出了扎实的分析ꎬ
体现了作者对欧洲政党研究较高的驾驭能力ꎮ































































































































































 



４　 陈志敏、彭重周:“比较欧盟成员国与中国的关系发展:一项初步的尝

试”ꎬ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ꎮ

推荐理由:文章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视角出发ꎬ结合定量和定性分析ꎬ对中国与

欧盟 ２７ 个成员国的关系发展作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和评估ꎮ 大样本的国别案例使

用有助于拓宽中欧关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ꎬ同时ꎬ文章在中欧关系的学科研究方

法上也作出了新的尝试ꎮ

５　 张海冰:“从欧债危机应对看全球经济治理的新趋势”ꎬ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ꎮ

推荐理由: 文章以小见大ꎬ通过对欧债危机的观察ꎬ对全球治理的新趋势作

出了解读ꎬ不仅拓宽了欧债危机治理经验在全球治理领域的理论价值ꎬ也为全球

治理理念的完善提供了新的思路ꎮ

«欧洲研究»编委会、编辑部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