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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联盟与中欧关系的发展回顾与前瞻——庆祝上海欧洲学会成立 30 周年

大会”综述 

◎ 上海欧洲学会 2021 年年会暨“欧洲联盟与中欧关系的发展回顾与前瞻”学术研

讨会综述 

◎ 智库报告编译：战略指南针：欧盟安全与防务的新方位？ 

◎ 学会举办“欧洲联盟与中欧关系的发展回顾与前瞻——庆祝上海欧洲学会成立

30 周年大会” 

◎ 学会举办 2021 年年会暨“欧洲联盟与中欧关系的发展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 

◎ 学会举办“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及其影响”座谈会 

◎ 学会联合举办“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走向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学术研讨会 

◎ 学会召开领导层与党工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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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Topics 
 

☞A Summary of the Conference for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A Summary of 2021 SIES Annual Conference and “The Symposium of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China-Europe Relations” 
 

☞ Think tank Report Digest: Strategic Compass: New bearings for EU security and 
defence? 
 

☞SIES Organized “the Conference for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and the Symposium of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China-Europe Relations” 

On December 11th, 2021, “the Conference for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and the Symposium of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China-Europe Relations” 
was held in th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This conference and symposium were 
part of the 2021 Important Academic Events of the Shanghai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They were hosted by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organized by the Center of European Studies and the Institute for Russian and 
Eurasian Studies of th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d jointly sponsored by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Union Studies of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pening addresses were made by Mr. Wang Zhan, Chairman of the Shanghai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Mr. Feng Zhongping,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European Studies, Mr. Chen Dongxiao, President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Mr. Feng Shaolei,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Russian Studies of th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Mr. Zhou Aoying, Vice President 
of th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d Mr. XU Mingqi, President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The opening ceremony was presided over by Mr. Wu 
Guanjun, Dean of th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fter the opening ceremony, keynote speeches were made by Mr. 
Wu Yikang,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Mr. Dai 
Bingran, Honorary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of the Fudan 
University, Mr. Feng Zhongping, Director of the European Studies Institut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European Studies, and Mr. Jiang Feng,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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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of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The session of keynote 
speeches was presided over by Mr. Cao Ziheng, supervisor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Over 90 professors, scholars, Ph.D. candidates,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s took part in this conference and symposium. 
 

☞ SIES Held 2021 Annual Conference and “The Symposium of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China-Europe Relations”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11th, 2021, the 2021 SIES Annual Conference and 

“the Symposium of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China-Europe Relations” were held in th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part of 
the 2021 Important Academic Events of the Shanghai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this conference and symposium were hosted by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organized by the Center of European Studies and the Institute for 
Russian and Eurasian Studies of th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d jointly 
sponsored by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Union Studies of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Prof. Men Jing,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of th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ided over the session of annual working report 
presentations of SIES. During this session, addresses were presented by Prof. Xu 
Mingqi, President of the SIES and Prof. Liu Jun, Deputy Dean of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Then Dr. Yang Haifeng,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SIES presented the working report and financial statement 
on behalf of the Council of SIES. Dr. Cao Ziheng, Supervisor of the SIES, presented a 

supervisor’s working report. It was decided on this conference that the 7th 
assembly of all members of the SIES would be held on a specific da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of the SIES and the regulations of the Shanghai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After the presentations of working reports were two 
sessions of academic discussions anchored by Prof. Yang Fengmin,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of th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rofessor Ye Jiang, who is from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Keynote presentations were made by Prof. Ding 
Chun, Dr. Wang Le, Prof. Zhang Yinghong, Prof. Yu Nanping, Prof. Zheng Chunrong, 
Prof. Xin Hua, Prof. Xu Mingqi, Prof. Men Jing, Associate Prof. Hu Chunchun, and Prof. 
Shang Yuhong. Their presentations were commented by Prof. Fan Jun, former Vice 
President of th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d Prof. Wu Yikang, who is from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SIES Held a Discussion Meeting on “the French Presidency of the Europ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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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afternoon of January 5th, 2022, the SIES held a discussion meeting on “the 

French Presidency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and Its Influence”. This meeting was 
participated in by Dr. Cao Ziheng, Prof. Men Jing, Prof. Wu Yikang, Prof. Xin Hua, Prof. 
Xu Mingqi, Dr. Xue Sheng, Dr. Yang Haifeng, Prof. Zhang Ji, and Prof. Zheng Chunrong. 
 

☞ SIES Sponsored “the Symposium on the Trend of the Policy of Germany’s New 

Government towards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China-Europe Relations” 

On January 8th, 2022, the “Symposium on the Trend of the Policy of Germany’s 

New Government towards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China-Europe Relations” 
was held in Shanghai. It was jointly hosted and sponsored by the SIES, the Center for 
German Studies of the Tongji University, and the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of. Zheng Chunrong,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German Studies of the 
Tongji University presided over the opening session. SIES President Xu Mingqi made 
an opening address, while Mr. Shi Mingde,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Germany, 
presented a keynote speech. Academic discussions were made both online and 
offline by over 30 scholars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including Prof. Feng Zhongping, 
who is chairing the European Studies Institut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SIES Held a Joint Meeting of Leadership and Party Working Group 
On the afternoon of January 26th, 2022, the SIES organized a joint meeting of 
leadership and party working group. This meeting was participated in by SIES 
President Xu Mingqi, Vice Presidents Yang Fengmin and Ye Jiang, Secretary-general 
Yang Haifeng, Deputy Secretaries-general Dai Qixiu, Shang Yuhong, and Zhang 
Yinghong. Former SIES President Wu Yikang, Honorary President Dai Bingran, and 
Supervisor Cao Ziheng also took part in this meeting. On the meeting, the 2021 
working report of SIES was presented and deliberated. Also, the plans of the major 
work of 2022 were discussed. It was agreed that the change of SIES executive offices 
to new term shall be carried forward steadily. It was also agreed in the meeting that 
academic meetings shall be sponsored and organized in 2022 on topics related to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UK and China-Germany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China-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ooperation 
Mechanism, the French general election, and the change of the focus of European 
Union. Participants also held discussions on how to foste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scholars of Europe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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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欧洲联盟与中欧关系的发展回顾与前瞻 

——庆祝上海欧洲学会成立 30周年大会”综述 

2021 年 12 月 11 日上午，“欧洲联盟与中欧关系的发展回顾与前瞻——庆

祝上海欧洲学会成立 30 周年大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上海欧洲

学会主办，华东师范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与欧亚研究院、华

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承办，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联合承办。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王战、中国欧洲学会会长冯仲平、上海国际问

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

副校长周傲英、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分别致辞。王战主席等对上海欧洲学会

成立 30 周年表示衷心祝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吴冠军主持

致辞环节。 

王战主席肯定了上海欧洲学会取得的成绩，认为学会在整个社联学会队伍中

比较出类拔萃，相信在学会推动下能孕育出欧洲学界的大师。上海欧洲学会的研

究当前正是大好机遇，关键是怎么抓准题目。当前欧洲研究需要关注大国关系的

议题，还要关注欧盟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特别是进行第三方合作的可能性。

王战主席希望上海欧洲学会在建党百年、“十四五”开局年之后能够推出更多的

学术成果。 

冯仲平会长认为上海长期以来就是中国欧洲研究的先锋队、主力军，上海欧

洲学会为推动上海各高校、智库、研究机构合作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希望上海

欧洲学会和中国欧洲学会、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等国内其他欧洲研究机构在今后进

一步加强合作，共同推动中国的欧洲研究取得新的成绩。 

陈东晓院长指出，上海欧洲学会既是应时而生，三十年来把脉欧洲问题、聚

焦中欧关系，成绩斐然，又是厚积薄发，三十年来对我国欧洲研究的发展作出了

独特而重要的贡献，成为全国欧洲研究中独树一帜的上海品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在加速发展，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需要我们一是更多地关注研究推动

中欧关系以运筹塑造中国发展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二是研究欧洲在世界经济日

益区域化、全球治理日益板块化和丛林化的过程当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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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欧洲未来对于世界范围内各种政治思潮和制度变迁所产生的影响。 

冯绍雷主任表示很荣幸参与了上海欧洲学会创办的工作，感谢学会前辈对自

己学术上的支持。他非常认同伍贻康前会长曾经讲过的观点，中国的欧洲学界要

立足于本土，要在本国研究的基础上去观察世界，也就是说把国际研究跟中国的

国情、中国的需要相互结合起来。欧洲研究还要尽可能实现各学科交叉和多国别

策应，这样才能使我们对研究对象有更好的理解、真正有所斩获。 

周傲英副校长指出，三十年来上海欧洲学会几代学人呕心沥血、潜心学术，

为上海欧洲研究的发展壮大贡献了青春、智慧，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欧盟作为欧

亚大陆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其外交战略自主与对华政策的走向非常值得我们进一

步关注。 

徐明棋会长表示，上海欧洲学会有决心站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点上，为中国

欧洲研究以至中国的全面崛起、中国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大征程当中，贡

献我们更多的力量。 

上海欧洲学会前会长伍贻康，上海欧洲学会前会长、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

中心名誉主任戴炳然，中国欧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

平，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以及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总经济师罗志松进行

了主旨发言。上海欧洲学会监事曹子衡主持主旨发言环节。 

伍贻康前会长表示自己对上海欧洲学会非常有感情，亲手参与和目睹了学会

的发展壮大。欧洲一体化为人类历史提供了一个制度创新。不过现在欧盟有边缘

化的危险存在，甚至其整体发展在趋弱，出现了战略性萎缩的情况。欧盟从一体

化的高潮已经进入了一个磨合转型的新阶段。但是不管如何，欧洲一体化不会垮。 

戴炳然前会长指出欧盟现在首先需要考虑解决如何防卫新冠病毒发展、内部

经济复苏、内部关系调整等急迫问题。我们今后研究的一个重心应该是密切关注

欧洲以及中欧关系的发展，防止中欧关系恶化。 

冯仲平会长认为欧洲对当下世界的判断，可以总结为“三个更加”——世界

更加相互依赖；更加复杂、脆弱；也更加充满了竞争。世界变化之大、欧洲变化

之大，也迫使欧洲需要不断地去调整，艰难地去适应。从经济上看，欧洲正经历

十年来第三次经济危机。从政治上看，欧洲政治碎片化趋势凸显，传统主流政党

影响力下降，民粹势力崛起。从社会角度看，欧洲社会正处于一个焦虑时期。贫

富分化，身份认同等问题十分尖锐，这也是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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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扬的重要原因。虽然挑战巨大，欧洲一体化处于停滞期，但并不意味着欧盟走

向终结。英国“脱欧”只是个特例，欧盟成员国仍然希望有一个超国家机构代表

他们在国际上发挥作用，在世界舞台上集中体现实力。欧洲正在进行经济和外交

的双转型。经济上的转型，既是为了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更是从长远着眼提高

欧洲国际竞争力。而在对外政策方面，欧洲也在思考，在一个巨变的世界面前，

自身究竟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进行重新定位。 

姜锋书记祝贺学会在三十年中取得的成绩，特别是推动了上海乃至全国欧洲

研究领域的一种合作前进，促进了上海和全国的学界、智库界的协同合作。对中

欧关系不仅要“回头看”，关注双边关系的历史积淀，从“眼前看”，关注双方

交流的物质、社会基础，更要向“未来看”，加强中欧在绿色能源、数字经济领

域的合作，创造相互学习的新形态。与中美关系相比，中欧是一种建设性的竞争

关系。今后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中欧关系的互补、转型互动和新动力这三大问题。 

罗志松总经济师以大量实务数据展现了中欧经贸关系在中欧双边关系中的

关键作用，期待上海欧洲学界今后能否更加重视跳出欧洲研究欧洲、多做一些欧

洲国别分析、加强研究如何保护中国企业在欧洲和海外的利益。 

本次会议系上海市社联 2021 年度学会重大学术活动合作项目。来自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国欧洲学会、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

际问题研究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理

工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政法学院、上

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欧洲学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近 90 人在现场或

以视频的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杨海峰，上海欧洲学会。相关发言内容根据会

议记录整理而成，未经发言人本人复核确认。） 

 

上海欧洲学会 2021 年年会 

暨“欧洲联盟与中欧关系的发展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1年 12月 11日下午，上海欧洲学会 2021年年会暨“欧洲联盟与中欧关

系的发展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系上海市社联

2021 年度学会重大学术活动合作项目，由上海欧洲学会主办，华东师范大学欧

洲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与欧亚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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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承办，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联合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

欧洲学会、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政

法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上海欧洲学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近 90 人在现场或以视频的方式参加

了本次会议。 

华东师范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门镜教授主持学会工作报告环节。上海欧洲

学会会长徐明棋研究员和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刘军教授分

别致辞。徐会长对华师大承办此次会议表示感谢。刘院长表示很荣幸能承办上海

欧洲学会成立 30周年庆祝大会暨 2021年年会。学会走过了奋斗的也是成功的三

十年，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他相信学会未来三十年还有更深厚的潜力可挖。

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博士作理事会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上海欧洲学会监

事曹子衡博士作监事工作报告。会议决定将按照学会章程和社联规定择期召开第

七次会员大会。 

华东理工大学欧洲研究所所长杨逢珉教授主持了主题为“踯躅不前还是螺旋

上升？——欧洲联盟的发展回顾与前瞻”的第一阶段研讨。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副院长丁纯教

授在题为“欧盟产业政策：历史与现状”的发言中从历史演变、定位成因、现状

与前景三方面分析了欧盟的产业政策。欧盟因为理念的原因，习惯于水平发展产

业政策，但在外部竞争的情况下，其也进行了产业政策的垂直发展。欧盟垂直产

业政策经历了打造赢家、扶持输家以及目前应对挑战、追求战略自主的三个阶段。

美欧在产业政策上的合作或联手不可避免，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是比较明

显的例子。 

华东师范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王玏博士在题为“欧盟数字转型：动力、

进程与影响”的发言中认为，欧盟数字转型的动力从短期看是要增加欧洲韧性，

长期看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从内部看是在数字领域打破壁垒，外部看则是旨

在制定自己的标准和规则。欧盟数字化转型将会对欧洲一体化起到推动作用。欧

盟成员国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形成一种合力。欧盟希望在数字领域具有一定竞争

力，同时保持自己的行动力和独立性。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张迎红研究员在题为“欧盟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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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的最新发展”的发言中介绍欧盟在 2020年 12月发布了《可持续和智能交通

战略》，一是配合欧盟绿色新政，二是促进交通运输的可持续性和韧性。欧盟交

通运输战略有促进人员、商品、服务三大流通，减少碳排放，捍卫单一市场和推

动高端制造业发展四个目标。欧盟提出通过绿色、智慧、韧性到 2050 年实现零

排放、零拥堵、零死亡的“三零目标”。欧盟交通战略希望把欧盟更有机地结合

起来，重新构建欧洲一体化，同时将绿色、数字和韧性作为国际互联互通的新标

准。 

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基地/余南平工作室首席专家余南平教授在题为

“欧洲强化经济主权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分析”的发言中指出，欧洲选择性的经

济主权行为是其在全球市场竞争中能力弱化后的战略焦虑表现。从商品贸易为主

导的价值链来看，欧盟已经在开始做产业链的脱钩。从数字经济的价值链来看，

欧盟提出了反经济胁迫草案，通过实施贸易配额等方式来强化自身经济主权。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在题为

“德法大选及其对欧盟发展走向的影响”的发言中介绍德国新一届“红绿灯”政

府后上台后提出推行积极有为的外交，特别强调要以欧洲整体利益为依据制定德

国的政策，包括在欧盟框架内继续保持对中国的三重定位。至于法国大选，马克

龙获胜的可能性会更多一点。法德中心的共同领导作用需要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实

现。深化欧洲一体化没有法德轴心不行，但是光有法德轴心也不够。多速欧洲灵

活一体化或者意愿者联盟，可能是一体化无奈但可行的方案。 

在这一阶段的点评与讨论环节，华师大前副校长范军教授在点评中指出，欧

洲的发展正处于“奇点”状态，是中国需要争取的中间力量。中欧关系其实是一

个时空概念，既要放在中美关系这个空间框架中看，又要放到未来三十年的时间

里看。只有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期才能更好地迎接“奇点”的到来，也才

能在未来更好地发展中欧关系。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余建华研究员

在交流时指出欧盟对中东等邻近区域的外交出现失序和弱化的现象，希望未来十

年中欧能在中东地区实现共赢局面。余南平教授在讨论中认为中欧在参与第三方

市场时容易出现竞争关系。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叶江研究员主持了题为“全面战略伙伴还

是三重定位？——中欧关系的发展回顾与前瞻”的第二阶段研讨。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忻华研究员在题为“美欧战略竞合关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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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的发言中指出，美国和欧盟有各自的经济民族主义

的政策架构，该政策架构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美欧处理对方关系的走向和节奏。

美国经济民族主义很重要的表现是脱钩战略，而欧洲经济民族主义的重要表现则

是在经济领域的战略自主，也就是对外推行贸易保护和产业政策。美欧在技术和

产业领域的竞争相对来说最为激烈，因此针对中国的协调也更少。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徐明棋研究员在题为“欧

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与中欧货币金融合作”的发言中指出，欧洲货币联盟的诞生就

是试图独立于美国发挥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当中的影响力。虽然欧元作为国际储

备货币的比重远不及美元，但其作为第二大国际货币的地位已经很难撼动。在欧

洲努力减少对美元支付体系依赖的背景下，中欧货币金融合作有着非常广阔的空

间。 

华东师范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门镜教授在题为“应对气候变化：中欧的责

任与利益”的发言中指出，目前中欧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是主流，但是竞争不

可回避，从中长期看更是如此。中欧间在气候变化领域已经有很多的机制框架安

排。但欧盟态度强硬地认为中国现在就应该被当成发达国家对待，在气候变化领

域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欧盟试图通过制定气候变化相关的法律获得收益，依靠

多边机制和法律法规施加影响力。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研究特色研究生班负

责人胡春春副教授在题为“在德语语境下诠释中国的思考”发言中指出中国与德

国乃至欧洲的交流需要各自的文化移情。德国和欧洲认识中国首先要理解中国的

思想史，接受中国有一个内部的视角，要把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放在世界图景下

进行解释。中国的现代性经验必然也是世界现代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尚宇红研究员在题为“中国-中东欧

国家经贸合作机制建立 10 周年回顾：中东欧国家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绩效分析—

成绩、问题与对策”的发言中指出，中东欧国家和中国在贸易获得感上存在不对

等的现象，中东欧国家在中国获得的市场份额比在美日韩等一些主要经济体获得

的份额要低。中东欧国家出口中国的农产品比重相对较高，不过存在国家间不均

衡的情况。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应该进一步下沉到企业层面和地方层面。 

在这一阶段的点评与讨论环节，上海社科院伍贻康研究员在点评中指出，中

美俄欧关系是当今多极化、全球化和世界历史发展中最核心的关系。对中国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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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是不可或缺的有独特地位的重要一极，中欧的合作协调和相互呼应具有很大

潜力。门镜教授在交流中指出，欧盟推动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决心很大，

但难度也很大，可对其在 2023年和 2026年的目标作进一步观察。尚宇红研究员

就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提出，我们可对中东欧有竞争力的产品进行梳

理，做到心中有数，条件合适的话大企业可去中东欧组货，帮助中东欧国家提高

其渠道竞争力。 

会议最后，徐明棋会长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我们需要重视欧洲的软实力。地

球村正变得越来越小，中欧各方的利益交织在一起，我们必须寻找出共同的价值

观和利益，推动相互合作。上海欧洲学界是一个共同体，有义务和雄心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自己的贡献。（杨海峰，上海欧洲学会。相关发言内容根据会

议记录整理而成，未经发言人本人复核确认。） 

 

 

智库报告编译 

 

战略指南针：欧盟安全与防务的新方位？ 

 

欧盟安全研究所（EUISS）在 2021 年 12 月发布了由该所所长 Gustav 

Lindstrom和安全防务问题专家 Daniel Fiott领衔的 11人团队撰写的《战略指

南针：欧盟安全与防务的新方位？》（Strategic Compass: New bearings for EU 

security and defence?）夏绿蒂报告（CHAILLOT PAPER）。夏绿蒂报告是该所

自 1991年推出的旗舰报告，《新方位》是该系列的第 171份。 

《新方位》报告指出，欧盟正在制定的《战略指南针》集合了战略和行动计

划的双重特点，旨在通过对欧盟战略环境的说明，并定义未来十年需要实现的关

键成果以为欧盟 2030 年的安全和防务工作指明方向。欧盟对外行动署和欧盟成

员国在从 2021 年 2 月到 10 月的“对话阶段”里对“危机管理”、“复原力”、

“能力”和“伙伴关系”这四个“篮子”进行了反思。《新方位》报告也主要围

绕这四个问题分为四章开展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四章的内容都是基于参与这一

报告项目的 11位作者的回复产生的。在准备每一章时，这 11位作者都被要求完

成一份包含 20 个结构化问题的定性问卷。对这些回答的比较构成了每个章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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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趋同点和分歧点的基础。除了这 11位作者外，欧盟安全研究所还在 2021

年 2月对来自欧盟智库和大学的 120多名个人进行了匿名调查。为了避免任何制

度偏见，没有对政府或欧盟官员进行调查。这些调查结果也都体现在了报告之中。 

报告指出，在危机管理方面，未来十年欧盟最需要关注的地理区域是中东北

非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其次是东欧地区和印度-太平洋地区。调查受访

者普遍认为目前的危机管理的军事计划和执行结构不太适合应对欧盟在未来

5-10 年将面临的威胁和挑战。约三分之一的调查受访者认为目前的危机管理的

民事计划和执行结构是较为合适的。展望未来，更大的灵活性意味着改进的机会。

可以采取此类措施的例子包括尝试使用欧盟条约第 44 条，考虑对某些民事任务

进行“扩展”授权，以及进一步利用新设立的欧洲和平基金提供的机会。 

在复原力方面，有几项任务被认为是未来 5-10 年最紧迫的任务。最受关注

的领域（达到高度重要性和中等重要性）包括应对混合威胁、网络防御、关键基

础设施保护、反恐、公共卫生援助、边境管理，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安全影

响等。为了提升复原力，欧盟可以采取超越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更广阔视野。

这将有助于更好地应对来自海洋、太空和网络环境等战略领域的威胁。一个可以

挖掘潜力的地方是运用好现有的概念，如将“协同海上存在”机制的概念运用到

印太等新的地区。同样，对第 42.7条（共同防御条款）和第 222条（团结条款）

的潜在适用性也需要进行更多思考。超过 90%的受访者同意，欧盟应准备好在援

引这些条款后对相关成员国给予支持。 

在能力方面，报告认识到欧盟成员国将继续面临大量的民用和军用能力缺口。

为了开发满足其在安全和防务方面雄心水平所需的全方位能力，《战略指南针》

可能需要新提出一些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之外的能力。未来 5-10 年内，可能为

欧盟提供最大效用的特定能力包括空中能力（飞行器、战略运输、运输机）、推

动能力（太空、网络、训练）和海军能力（护卫舰、潜艇和无人驾驶工具）。在

相关影响区域，欧盟成员国可能需要加强其在海上和太空的存在。在太空方面，

如果没有天基设施的现代化和保护，欧盟开展军事行动、监控武器贩运、侦查非

法海上活动以及观察太空环境和气候变化的能力就有受到损害的风险。 

在伙伴关系方面，《战略指南针》提供了一个重新评估欧盟在安全和防务方

面对伙伴关系看法的机会。调查受访者认为最重要的是“更紧密地与北约、联合

国、非盟和东盟等国际组织发挥伙伴关系”（92%的受访者认为具有高度/中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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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和“运用伙伴关系支持次区域安全一体化”（83%的受访者认为具有高度/

中等重要性）。总的来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战略竞争会影响伙伴关系，因此会

更少从交易角度来看待伙伴关系，而更看重伙伴之间是否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或者

至少是一致的利益。因此，《战略指南针》为伙伴关系概念化的凝练和进一步发

展提供了机会，这里的伙伴关系包含了与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

门实体等非国家行为者的关系。 

报告指出，可以肯定的是，自 2016 年以来，欧盟在安全与防务领域有了更

大的发展势头，开发了大量新的工具。人们可能会把这种情况主要归因于从 2017

年到 2021 年跨大西洋关系陷入低谷和英国退欧等问题。就此而言，看看当前的

国际事务状况是否会对《战略指南针》中的新举措和战略前景产生重大影响将是

一件有趣的事情。现在美国即使有了新政府，但布鲁塞尔与华盛顿的关系也远没

达到乐观的程度。然而，在阿富汗撤军或“奥库斯事件”这些因素之外，看看欧

盟成员国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在欧盟框架下，更具体地说是在这样一份关于安全和

防务的文件中，设法解决与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竞争，将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作者：Daniel Fiott and Gustav Lindstrom 

发布时间：2021年 12月 

资料来源： 

https://www.iss.europa.eu/content/strategic-compass 

智库来源：欧盟安全研究所（EUISS） 

 

 

简讯 

＊ 2021年 12月 11日上午，“欧洲联盟与中欧关系的发展回顾与前瞻——

庆祝上海欧洲学会成立 30 周年大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系上海市

社联 2021 年度学会重大学术活动合作项目，由上海欧洲学会主办，华东师范大

学欧洲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与欧亚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

关系学院承办，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联合承办。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主席王战、中国欧洲学会会长冯仲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华东

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周傲英、上海欧洲学

https://www.iss.europa.eu/content/strategic-com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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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会长徐明棋分别致辞。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吴冠军主持致辞

环节。上海欧洲学会前会长伍贻康，上海欧洲学会前会长、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

究中心名誉主任戴炳然，中国欧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

仲平，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以及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总经济师罗志松进

行了主旨发言。上海欧洲学会监事曹子衡主持主旨发言环节。来自中国社会科学

院、中国欧洲学会、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

研究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理工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市商务

委员会、上海欧洲学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近 90 人在现场或以视频的

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详见本期综述） 

＊ 2021 年 12 月 11 日下午，上海欧洲学会 2021 年年会暨“欧洲联盟与中

欧关系的发展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系上海市

社联 2021 年度学会重大学术活动合作项目，由上海欧洲学会主办，华东师范大

学欧洲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与欧亚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

关系学院承办，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联合承办。华东师范大学欧洲研究

中心主任门镜教授主持学会工作报告环节。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研究员和华

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刘军教授分别致辞。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

杨海峰博士作理事会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上海欧洲学会监事曹子衡博士作监事

工作报告。会议决定将按照学会章程和社联规定择期召开第七次会员大会。华东

理工大学欧洲研究所所长杨逢珉教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叶江研

究员分别主持了两个阶段的研讨。丁纯教授、王玏博士、张迎红研究员、余南平

教授、郑春荣教授、忻华研究员、徐明棋研究员、门镜教授、胡春春副教授、尚

宇红研究员做主题发言。华师大前副校长范军教授、上海社科院伍贻康研究员做

点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欧洲学会、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社

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

国语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欧洲学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

近 90人在现场或以视频的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详见本期综述） 

＊ 2022年 1月 5日下午，上海欧洲学会举办“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及

其影响”座谈会。曹子衡、门镜、伍贻康、忻华、徐明棋、薛晟、杨海峰、张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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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春荣等参加会议。 

＊ 2022 年 1 月 8 日，“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走向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本次会议由上海欧洲学会、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上海

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主办。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主持开幕式，上海

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代表主办方致辞，中国原驻德大使史明德发表主旨演讲。中

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冯仲平所长等来自京沪两地近 30 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

线下方式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 2022 年 1 月 26 日下午，学会召开领导层（扩大）与党工组会议。会长

徐明棋，副会长杨逢珉、叶江，秘书长杨海峰，副秘书长戴启秀、尚宇红、张迎

红，前会长伍贻康、名誉会长戴炳然、监事曹子衡等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 2021

年工作报告，并对 2022 年的主要工作进行了商议。会议指出应根据章程稳步推

进换届工作。会议提出将围绕中英、中德建交 50 周年，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

10 周年，法国大选以及欧盟权力重心的变化等主题举办相关学术会议。会议还

提出学会应加强对青年学者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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