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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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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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绍雷: “ ‘对俄制裁案’ 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未来” ꎬ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推荐理由: 美国对俄制裁案是国际格局转型和大国关系变化背景下的一场

重要国际争端ꎮ 作为一项以小见大的案例研究ꎬ 文章的选题切中要害ꎬ 历史梳

理与现状分析结合紧密ꎮ 其呈现的美国的 “帝国忧患综合征”、 国际政治中被

忽视的 “情感因素”ꎬ 以及危机处理的 “合宜性” 等多元研究视角ꎬ 不但有利

于我们观察美俄关系中的深层次问题ꎬ 对国际政治理论层面的探讨也有启发意

义ꎮ 结论部分对美、 欧、 俄关系走向的预测ꎬ 亦有重要的对策参考价值ꎮ

２　 周琪: “欧美关系的裂痕及发展趋势”ꎬ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ꎮ

推荐理由: 文章以扎实的资料结合欧美关系历史和现实案例分析ꎬ 较为全

面地梳理了近年来影响欧美关系的重要事件ꎬ 并从国际形势的演变、 欧洲自身

的变化及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等多个视角ꎬ 分析了欧美关系恶化的根源以及未来

欧美关系的发展趋势ꎮ 作者将欧美关系的不对称和国际格局转型背景下欧美的

利益分歧作为理解双方关系裂痕的深层视角ꎬ 为欧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判断提供

了有益的参照ꎮ

３　 郑春荣、 范一杨: “重塑欧美安全关系? ———对欧盟 ‘永久结构性合

作’ 机制的解析”ꎬ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ꎮ

推荐理由: 在欧盟内外安全环境恶化、 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政府调整北

约政策的背景下ꎬ对北约与欧盟独立防务建设之间的关系讨论可谓恰逢其时ꎮ































































































































































 



文章抓住了欧盟启动“永久结构性合作”这一标志性事件ꎬ对该机制的背景、内容

和特征进行了系统梳理ꎬ指出了其与北约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双重特点ꎬ对“永久

结构性合作”在欧美安全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判断ꎮ 文章结构

清晰、论证严密、行文流畅ꎬ是政策类研究的佳作ꎮ

４　 张浚:“欧洲的国家转型及其政治图景———从欧洲民粹主义谈起”ꎬ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ꎮ

推荐理由:文章以民粹主义的兴起为切入点ꎬ通过对二战后欧洲民粹主义发

展、欧洲福利国家改革ꎬ以及欧洲“民族社团主义国家”政治生态变化三个进程的

回顾与比较ꎬ还原了欧洲传统的“社会团结”观念下的“共识政治” 和保障劳动者

权益的社会机制逐步被侵蚀的发展过程ꎬ揭示了欧洲一体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社

会保护能力下降以及劳动者的社会权益缩减现象背后的发生机制ꎮ 作者提出的

“未来应该由谁、通过什么方式来约束‘自我调节的市场’并为社会提供必要的保

护”ꎬ亦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ꎮ

５　 张晓通、赖扬敏:“历史的逻辑与欧洲的未来”ꎬ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ꎮ

推荐理由:文章以当前欧洲危机的多重性为切入点ꎬ基于“历史修复法”ꎬ对

欧洲发展史上帝国、基督教、民族国家等历史线索进行还原和提炼ꎬ并分析了历史

线索和当代危机之间的相关性ꎮ 在此基础上ꎬ通过历史比较进一步探索了共同体

这一历史线索成为欧洲历史新范式的可能性ꎮ 文章回归了“欧洲何以为欧洲”的

文明史研究传统ꎬ对当代欧洲问题研究范畴的拓展做出了有益尝试ꎬ结论部分对

欧洲未来政治图景的预测ꎬ亦有较好的学理和政策讨论价值ꎮ

«欧洲研究»编委会、编辑部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