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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Topics 
 

☞  Xu Mingqi: Huge Potential and Promising Prospects in China-EU Trade and 

Investment 

 

☞ Jiang Yunfei: Triple Dilemmas Facing the UK’s Economy Since PM Sunak Took 

Office 

 

☞ A Summary of the Online Launch of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Trend of Europe-

US Relations 2022” and the Webinar on Europe-US-Russia-China Relationship 

 

☞ SIES Held a Symposium 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Cooperation 

with China 

On the morning of September 22nd, 2022,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held an online symposium 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cooperation with China. The participants were Dai Yichen, Gao Xiaochuan, Hu Liyan, 

Liao Jia, Qiu Qiang, Shang Yuhong, Song Lilei, Xu Mingqi, Yang Haifeng, and Zhang Juan. 

 

☞ SIES Held a Symposium on the Situation in Europe and Germany’s China Policy 

On the morning of October 15th, 2022,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held an online symposium on the situation in Europe and Germany’s China 

Policy. The participants were Ding Chun, Guo Xiao, Long Jing, Wu Huiping, Xin Hua, Xu 

Mingqi, Yang Haifeng, Zhang Ji, and Zheng Chunrong. 

 

☞ SIES Held a Symposium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UK 

On the afternoon of October 21st, 2022,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held a symposium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UK. The participants were Chen Qi, Jian 

Junbo, Jiang Yunfei, Li Guanjie, Wang Zikui, Xu Mingqi, Yang Haifeng, and Zhu Lianbi. 

 

☞ SIES Co-held a Webinar on the Writing of Report on the Trend of Europe-US 

Relations 

On the afternoon of October 28th, 2022,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and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Union Studies a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jointly held a webinar on the writing of report on the Trend of Europe-US 

Relations. The participants were Dai Qixiu, Ding Chun, Ji Lei, Long Jing, Song Lilei, Shen 

Yunlu, Wu Huiping, Xu Mingqi, Xin Hua, Yang Haifeng, Ye Jiang, Zang Shumei, Zheng 

Chun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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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ES Held a Webinar on Europe and US Policies towards Middle East 

On the morning of November 19th, 2022, the SIES held a webinar on Europe and US 

Policies towards Middle East. The participants were Xin Hua, Xu Mingqi, Yang Haifeng, 

Yu Jianhua, Zhang Chuchu, and Zhou Yiqi. 

 

☞ SIES Jointly Sponsored the Online Launch of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Trend of 

Europe-US Relations 2022” and the Webinar on Europe-US-Russia-China 

Relationship 

On the afternoon of November 19th, 2022, the Online Launch of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Trend of Europe-US Relations 2022” and the Webinar on Europe-US-Russia-

China Relationship were jointly sponsored by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and the Center for China-Europe Rela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the Fudan University. This event of launch and webinar was 

part of the 2022 Important Academic Events of the Shanghai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There were more than 30 scholars participated in this event. 

 

☞ SIES Jointly Sponsored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a's Common 

Prosperity Policy 

On the afternoons of November 23rd and 24th,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hanghai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and Friedrich-Ebert-

Stiftung Shanghai jointly sponsored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a's Common 

Prosperity Policy. Mr. Wang Zhan, President of Shanghai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and Mr. René Bormann, FES Shanghai Chief Representative 

delivered welcoming remarks. Prof. Xu Mingqi, President of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made the concluding remarks. During this two half-day online and 

offline conference, more than 20 Chinese and German/European scholars discussed 

the important social and economic questions from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and how to strengthen and promote the common prosperity with its 

relevant vital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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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讨 

 

中欧贸易投资潜力巨大发展前景乐观 

徐明棋 

一、中欧经贸联系不断加深，合作共赢的基础不断巩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与欧盟成员国的经贸关系在比较优势和互利共赢的基础

上迅速发展，进入 21 世纪后更是飞速提升。双边贸易额从 2001 年的 766.3 亿美

元增长至 2021 年的 8281.1 亿美元，20 年间增长了 10.8 倍，欧盟自从 2004 年以

来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在 2020 年跃居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贸易不断增长的同时，欧盟成员国的对华投资也快速增长，根据欧盟的统

计数据，欧盟对华投资 2004 年只有 38.6 亿欧元，2012 年跳跃至 155.2 亿欧元，

2013 年曾经达到顶峰的 214 亿欧元，随后一直保持在每年 100 亿欧元以上。只

是在新冠疫情冲击下，2019 和 2020 年出现了明显的收缩，但是到了 2021 年已

经开始明显复苏。截至 2020 年，欧盟 27 个成员国累计在华投资存量额净值超过

了 2012 亿欧元。中国企业从 2013 年开始也不断地走出去投资，欧洲是中国企业

投资的重点地区。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13 年开始，中国企业在欧盟成员

国的投资平均每年维持 100 亿美元左右，截至 2020 年底，中国在欧盟的直接投

资存量达到了 830 亿美元，比 2019 年底的 930 亿美元似乎有所减少，但可能主

要是因为欧元汇率大幅度下跌导致的统计上的变动。总体上，双方的投资关系在

不断加深，双方的经济互补性和互利共赢的性质越来越明显。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3 年中欧确立战略伙伴关系，2014 年，中欧又

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确立了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

关系。中欧领导人更是频繁互访和会见，中欧关系呈现不断向好的势头。 

二、中欧全面投资协议暂搁浅但中欧经贸互利共赢基本性质未变 

2020 年新冠疫情严重冲击欧洲后，经济面临的困难使得欧洲一部分人的对

中国的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加上美国组建的所谓“民主国家联盟”，将欧洲对

俄罗斯的不满延伸至对中国的不信任上，中欧关系经历了一些波折。中欧好不容

 
徐明棋，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本文系发表于《投资上海》2022 年第 3

期同名文章的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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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过 7 年谈判达成的全面投资协议在欧洲议会搁浅。 

欧洲企业界在这样的背景下也有一些困惑，加上与中国企业进行贸易投资活

动时面临着更多的国际竞争等因素，近两年不少中欧经贸合作项目遭受了欧洲媒

体等的质疑，欧盟机构和一些成员国政府也在重新定位中欧合作伙伴关系。 

尽管存在上述不利影响，中欧经贸互利共赢的基本性质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欧洲经济界并不希望与中国脱钩，继续与中国发展贸易投资关系是绝大多数欧洲

企业的诉求。德国企业界已经对德国政府收紧对华投资项目的担保提出了不少反

对意见，一些德国有影响的企业宣布继续将增加在中国投资。 

三、欧洲面临的经济困难在客观上需要双方加强经济合作 

目前，由于欧洲经济面临严重通货膨胀冲击，俄乌战争带来的能源危机更是

令欧盟经济雪上加霜，欧洲陷入“滞涨”的可能性在增加，这将可能会进一步影

响欧盟的对外政策，致使其在不少问题上更加难以保持内部的一致性，尤其是在

涉及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之间的矛盾上，成员国的分歧加大，难以协同。而且经

济陷入滞涨，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福利将受到影响，在移民、难民、税收等敏

感议题上的分歧加大，左和右的政治图谱极端化倾向更加严重，民众的极端化情

绪和民粹主义思潮进一步加剧。这也将会使一些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受冲击，政府

的更迭变得频繁。 

所有上述的这些因素都可能在短期内对中欧关系将会带来更加严峻的冲击，

但是同时也可能为中欧克服意识形态歧见，寻求改善经济关系和增加共同经济利

益提供新机遇。因为中国的大市场和经济发展相对乐观的前景对于欧盟成员国摆

脱经济困境具有重要的意义，欧洲企业界也希望继续在中国投资和经营。据欧盟

中国商会 2022 年 6 月 20 日的公布的调研，受访的欧盟在华企业三分之二 2021

年在华经营利润上升，只有 11.9%的企业有转移投资的想法。2021 年和 2022 年

上半年，欧盟企业在华投资都是呈增长态势，并未被疫情冲击和地缘政治因素干

扰而下降。 

中欧经济界和有远见的领导人需要从长远的共同利益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角度出发，放弃意识形态偏见和地缘政治上零和博弈的思维，增加理解，求同存

异，拓展共同利益，在世界经济面临衰退的挑战面前，争取以更加紧密的贸易投

资联系，释放中欧之间存在的比较利益。我们应该通过加强与欧洲国家民间的交

流，增加理解，化解偏见。中国目前正在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提高对外开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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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双循环新互动发展格局正在形成，欧洲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和营商机会将会进

一步增加。期望欧洲的政治领导人能够客观地看待中国对欧洲的投资，消除非理

性的国家安全担忧和泛化倾向，促进中欧的贸易和双向投资，更好地实现各自的

比较利益。  

四、上海在中欧贸易投资合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上海在中欧贸易投资中具有重要战略枢纽地位。欧盟是上海最大的贸易伙伴，

2021 年，上海与欧洲贸易在全球贸易受疫情冲击的背景下快速增长，上海与欧

盟双边贸易额达到 8069.3 亿元，占上海总贸易量的 19.9%，增长率 25.2%。今年

1-7 月份，上海与欧盟的贸易维持了高速增长，贸易额达到 4515.8 亿元人民币。

较去年同期增长 26%，这说明了双方的比较利益基础深厚。随着中国市场进一步

开放，上海自贸区建设和上海进口商品博览会提供的贸易增长机会将会进一步推

动上海与欧洲国家的贸易增长，欧洲企业对上海和中国的市场的看重程度也会进

一步提升。 

上海也是欧洲企业投资的重点地区，仅仅德法意三国企业在 2020 年底上海

的投资累计额已经达到了 98.51 亿美元，是该三国在华投资总额的 16.7%，欧盟

投资企业在华总部多数设立在上海。2021 年，欧洲国家对上海投资新设企业 1104

家，同比增长 3.3%，其中欧盟（不含英国）投资企业 721 家，同比增长了 22.2%。

随着上海经济在疫情冲击后复苏，上海市场和营商环境的吸引力重新受到外商的

青睐。2022 年 1-7 月份，上海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42.94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6.1%，外资企业撤离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上海是中国的开放门户，是国际经济、贸易、航运、金融和科技创新中心，

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上海拉开帷幕，临港特殊功能新片区正在试验很多自由

贸易港的政策，到 2035 年将建成一个崭新的经济功能完备和社会生活设施完善

的滨海新城。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上海制度型对外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各项

优化营商环境的制度系统集成度提高，外商企业在上海的商机将大幅度增加，欧

洲企业在上海的发展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2022 年第五届上海进口博览会的参

展企业和展览面积继续保持增长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与世界、与欧洲的经

贸联系并没有受到地缘政治环境变化的破坏，截至今年 8 月初，签约展览面积已

占规划面积的 85%以上，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签约 270 多家，已有 50 多

个国家确认以线上参展的形式参加国家展。上海进口博览会构建的“连接全球、



欧洲观察|2022.04                                                        - 6 - 

  

买卖全球、服务全球”的网络枢纽功能将得到进一步夯实。 

与此同时，上海的企业也会更多地走出去增加对外投资，对欧盟成员国的投

资也将会有明显的增长。上海企业非金融性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2020 年达到 1364

亿美元，占整个中国省级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的 15.5%，如果算上中央所属企业

对外投资的规模作为基数，上海非金融性对外投资的规模也占到总数 6%。上海

的企业是对外投资的重要力量，在对欧洲的投资中，上海企业也走在前列，是中

国和欧盟之间重要联系桥梁。当欧盟议会以及一些成员国政府在政治上处于犹疑

不决，试图疏远与中国的关系时，企业之间，地方政府之间的贸易投资桥梁作用

将变得日益重要。期望欧洲企业在上海的投资更加成功，欧洲国家对于来自中国

和上海企业投资不再以带有政治色彩的眼镜进行审视。中欧贸易投资合作将能够

给双方带来更多的经济福利。（完） 

 

苏纳克上任几天错误成堆？英国经济面临三重困境 

姜云飞* 

11 月 5 日，数千人云集英国首都伦敦市中心，抗议生活成本过高，并要求立

即举行大选。有抗议者向媒体表示，他们希望英国首相苏纳克和保守党政府下台。

而《卫报》11 月 1 日一篇题为《苏纳克上台才几天，错误就已堆积如山》的评论

称，尽管苏纳克向英国许诺了一个“乐观的新时代”，但从他上任第一周的表现

来看，最糟糕的情况还在后头。 

国内外观察人士及苏纳克本人在他就职时指出，苏纳克政府的核心议程是稳

定经济。然而，尽管金融市场的动荡得以暂时平息，但苏纳克政府想要恢复英国

经济的稳定增长并非易事，因为当前的英国经济正面临三重困境。 

经济增长低迷，财政政策却不得不紧缩 

英国经济的长期低迷趋势在英国统计局的数据中有迹可循。从年度数据来看，

英国的经济低迷始于脱离欧盟和疫情暴发的 2020 年，经济衰退幅度高达 11%，

不仅为英国近 300 年历史之最，也在同年 G7 成员国中表现最差。虽然 2021 年

实现 7.5%的增长，但英国经济仍未能恢复至 2019 年底的水平。 

 
*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发表于 2022 年 11 月 9 日，是上海欧洲学会与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外交学人”合作推出的“欧洲观察室”专栏的第 3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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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包括高盛、英国央行在内的多个机构对英国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期都较

为悲观。从季度数据来看，英国 2022 年第二季度实现环比增长 0.2%，但这是自

2021 年第二季度实现复苏后的最低增速，经济减速的趋势明显。从月度数据来

看，英国 6 月的 GDP 已经收缩 0.6%，虽然 7 月取得 0.1%的增长，但 8 月再次

下降 0.3%，经济之低迷一目了然。 

按照经济学理论，经济低迷时需要扩张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但前首相特

拉斯的减税预算案引起的市场震动说明，英国目前不仅无法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

反而需要削减政府开支，也就是说紧缩财政政策。出现这一困境的原因在于英国

政府高企的债务规模，但这并非长期积累所致。实际上，英国自 2016 年以来财

政状况一直较为稳健，财政赤字占 GDP 的规模一直低于 5%，直到 2021 年才陡

升至 15%。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在 2016-2020 年间都保持在 85%以下，但 2021

年却一举达到 103.6%。 

这一变化主要由新冠疫情下政府的大规模支持所致，2020-2021 年间，时任

英国财政大臣的苏纳克出台的财政支持规模高达 3440 亿英镑，远远超过了特拉

斯 450 亿英镑的迷你预算规模。因此，即使当前英国经济低迷趋势明显，但为了

稳定金融市场对英国政府债券的信心，苏纳克政府却不得不紧缩财政，而这也意

味着对经济的进一步打击。 

通胀率高企，但货币政策大幅加息存在阻力 

自 2021 年 5 月超过 2%的目标值后，英国 CPI（消费者价格指数）增长率一

路攀升，至 2022 年 7 月同比涨幅达到 10.1%的历史高位，虽然 8 月略有下降，

但 9 月再次回升至 10.1%。而包含了自有住房居住费用的 CPIH 统计指标，其增

长率也于 9 月达到 8.8%的高位。英国历史上最近一次经历如此高通胀是在上世

纪 80 年代末，当时的经济困境尤其高通胀最终部分导致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于

1990 年黯然下台。导致英国此轮通胀的原因被普遍认为是俄乌军事冲突引起的

能源价格上涨，及由此引起的食品、服务等价格上升。 

按照经济学理论，抑制通胀率快速上升的有效途径是紧缩货币政策。然而，

虽然英国的通胀严重程度已经超过美国，但其加息力度却明显低于美联储。疫情

后，英国央行最早开始加息但幅度较小，在 2021 年底加息 15 个基点后，于 2022

年 2 月、3 月、5 月、6 月分别加息 25 个基点，后于 8 月、9 月分别加息 50 个基

点，七次加息 215 个基点，基准利率升至 2.25%。美联储开启加息晚于英国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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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加息幅度迅速提升，自今年 3 月起 5 次共加息 300 个基点，基准利率达 3.00%-

3.25%区间。甚至欧洲央行的加息步伐都显示出后来居上之势，自 7 月起 3 次加

息 200 基点。 

英国加息的阻力主要来自对经济的担忧。英国经济走势不及美国，因此在加

息路径上谨小慎微。同时，英国央行的独立性受损，在特拉斯引起债市波动时又

不得不出手干预，买入政府债券的同时释放流动性，与紧缩政策相矛盾。在这一

点上，欧洲央行独立性更强，其政策不会受到欧元区个别政府的直接影响。苏纳

克政府推迟公布财政计划，被市场部分解读为重塑央行独立性。但如果英国央行

加大加息力度，对当前低迷的英国经济而言无疑又是雪上加霜。 

英镑汇率走软，但贸易逆差现状难以改善 

观察近十年的汇率走势可以发现，英镑存在长期贬值趋势，其兑美元汇率从

2012 年初的 1.55 波动贬值至 2022 年 10 月底的 1.16，期间最高为 2014 年 7 月

的 1.72，最低为 2022 年 9 月的 1.04。尤其是 2016 年 6 月脱欧公投以来，英镑的

汇率一直在 1.30 左右的低位徘徊。就今年而言，英镑年初的汇率为 1.35，贬值

幅度达 14%。 

英镑近期的大幅贬值主要是因为特拉斯迷你预算引起的外汇市场震动，其次

是因为加息步伐慢于美元。但从长期来看，英镑贬值存在三个成因，一是经济走

势下行，货币反映一国经济实力，英镑币值也反映了英国国力的减弱。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英国作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的地位今年可能被印

度取代。二是货币超发，虽然英国已开始紧缩货币政策，但其在国际金融危机期

间的量化宽松尚未完全退出之时，又在新冠疫情期间再次放松银根，货币超发局

面仍未改变。三是贸易逆差，世贸组织（WTO）数据显示，英国货物贸易逆差自

2014 年起逐渐扩大，2021 年超过 2200 亿美元规模。 

显然，苏纳克政府短期内既难以扭转经济走势，也无法迅速紧缩货币政策。

最可行的就是增加出口改善贸易赤字。英国 2021 年的前五大出口市场中，欧盟

国家占据四席，总量上远远超过处于首位的美国。但是英欧关系自 2021 年下半

年以来出现障碍，双方围绕脱欧中的《北爱尔兰议定书》、海峡群岛捕鱼权等问

题摩擦不断。苏纳克在就职演说中承诺要控制英国的边界，这将限制其改善英欧

关系的途径和程度。因此英国短期内难以改善贸易逆差高企的现状，英镑要走出

疲软存在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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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交织的三重困境，不仅是对苏纳克任期的考验，也是对英国保守党政府

的考验。苏纳克政府能否通过考验，且看近日的货币政策决议和财政报告出台后

拭目以待。（完） 

 

学术交流 

 

“欧美关系走向报告”发布会暨欧美俄中关系研讨会综述 

2022 年 11 月 19 日下午，上海欧洲学会、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和

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合作举办“欧美关系走向报告”发布暨欧美俄中关系

线上研讨会。本次会议系“上海市社联第十六届（2022）学会学术活动月”项目。

沪上近 30位专家学者与会。 

一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忻华研究员主持致辞环节。上海欧洲学会

会长徐明棋研究员表示，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的发展

战略机遇仍然存在，但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这对每个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

者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我们学会全面掌握未来变革的核心内容，深刻分析对中

国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关系。上海欧洲学会组织撰写和发布《欧美关系走向

（2022）》报告正是这样一种努力，尝试准确认知欧美关系的性质和变化，这对

我们把握世界格局的演变和走向具有重要意义。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

刘军教授表示，二十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各国面临的

变化和挑战前所未有，和平、安全、发展和治理赤字严重。上海地区的国际问题

研究学者不仅要用中国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也要用中国方案解决世界问题。上

海欧洲学会发布《欧美关系走向（2022）》等一系列研究报告，通过有组织的科

研活动参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值得肯定和推广。 

二 

上海欧洲学会监事曹子衡博士和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秘书长姜睿博

士主持了《欧美关系走向报告（2022）》的发布和讨论。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忻华研究员就欧美经济与科技关系指出，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尤其是 2022 年初以来，美欧之间呈现出相互靠拢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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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高层会谈的频率逐渐增加，双方决策层的战略意向与决策节奏更趋协调。然

而美欧之间自特朗普时期就已存在的矛盾并未根本改观。尤其是在在经济领域，

美欧矛盾较深，在尖端技术和对外金融领域甚至可以说矛盾大于共识。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龙静博士就欧美政治与外交关系

指出，美欧之间在近两年时间里，围绕“修复”和“拓展”两大任务，频繁展开

政治与外交互动。拜登政府对此前特朗普时期有损跨大西洋关系的一系列政治与

外交行为采取了纠偏举措，进而希望借此回归国际事务核心领导者的地位。欧盟

希望新的跨大西洋关系能够更大地体现出平衡、规制和团结等特征。美欧在政治

与外交领域的互动，将在未来呈现出博弈、妥协和合作交替发生、日趋频繁的发

展态势。 

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博士就欧美安全与防务关系指出，随着拜登政府

上台执政，欧美关系整体回暖，双方的安全与防务关系更是明显提升。欧美都在

积极发展安全和防务力量，并高度重视对方的作用，双方试图构建起一种更加互

利互补的安防关系。但欧美在安全与防务的力量上存在显而易见的差距，在意图

上存在无法忽视的差异。欧美安防战略和政策强调对手和对抗，增加了现有问题

和冲突进一步发展成为持续或升级的危机的可能性。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叶江研究员围绕英美关系指出，虽然英美之间矛盾依然

存在，但双方关系日趋紧密，彰显了英国在跨大西洋联盟中的特殊性。英美关系

中的价值观因素更为强烈，引领着美欧跨大西洋联盟发展趋势。《新大西洋宪章》

对当前形势下跨大西洋的英美同盟关系乃至美欧同盟关系具有相当重大的作用

与影响。当前英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加强了美国在整个跨大西洋联盟中的领导力。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教授围绕德美关系指出，拜登政府上台

以来，德美关系既明显转圜，又延续了部分疏离态势。面对俄乌冲突带来的挑战，

德美在政治领域加强政策协调，在防务领域强化战略配合，在经贸领域拉紧利益

纽带，在气候保护和能源领域则显露一定分歧。在当前欧洲和全球变局下，德美

关系经历调整转变日趋复杂，德美盟友关系的合作基础仍旧稳固，同时又存在现

实利益分歧和博弈。德美在对华政策上同样存在分歧，其对华定位的差异加大中

美欧三边互动的不确定性。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臧术美副研究员围绕法美关系指出，拜登

上台以来的法美关系处于总体向好的阶段，虽遇一些挫折，但很快得到修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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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短期还是长期来看，法国推动欧洲战略自主的过程都将步履艰难，法美关系、

欧美关系中“依赖”与“独立”之间的双重性与矛盾性将持续存在。法国和欧洲

国家在法美关系、欧美关系中的相对独立性，为进一步优化和提升中法、中欧关

系提供了空间。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宋黎磊教授就中东欧国

家与美国关系指出，2022 年 3 月俄乌冲突的爆发是美国与中东欧国家加强合作

的一个转折，拜登政府强调应维护大西洋两岸国家的团结与统一，以及在俄罗斯

威胁下作为盟友采取联合行动。能源与防务安全作为美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主

要议题再次凸显。中东欧国家政府都在外交中继续强调北约和跨大西洋纽带的重

要地位。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吉磊副研究员就南欧国家与美国关系指出，俄乌

冲突加剧了欧对美安全和能源依赖，南欧各国也重申了对大西洋主义的忠诚，处

于地缘政治更前沿的意大利和希腊与美国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中美竞争

的挤压之下，南欧国家在技术、投资和政治等方面受到美国越来越大的施压。希

腊和葡萄牙等小国较意大利等大国有着较大的灵活性，但对华合作也遇到更多困

难。 

上海外国语大学瑞典语专业负责人沈贇璐博士就北欧国家与美国关系指出，

挪威经济上独立自主，但安全与防务依赖北约和美国。芬兰在对美和对俄关系上

长期保持中立原则。丹麦相较挪威和芬兰，对美国的贸易依赖程度较高。瑞典对

拜登政府较有信心，亲美立场较为坚定。在俄乌危机爆发后，瑞典和芬兰提出加

入北约，并和美国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三方合作关系，重点合作领域包括防务政策

对话和演习合作等方面。 

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刘军教授在点评中指出，欧美经济与科技关

系这篇报告分析了双方的战略共识、联动和态势，通过丰富的材料提炼出了双边

之间开展小集团式协作的新现象。欧美政治与外交关系这篇报告在长期研究的基

础上通过学理化的分析，借助修复、拓展、平衡、规制、团结、博弈、妥协和合

作等一系列关键词概括出了双方关系的特征。欧美安全与防务关系这篇报告概括

了双方关系的现状和特点，并从基础、保障、动力三方面的分析形成结论，观点

明确、层次清晰。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戴启秀教授在点评中指出，英法德与美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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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三个不变，即这些国家对标美国没有变，并且会因为俄乌冲突更加靠拢；

坚持政治正确没有变，德国的价值观外交比较明显；对北约的认同没有变，尽管

法国作为核大国在北约的框架内正在追求战略自主。同时，双方关系存在几大变

量，比如美国对外关系的主导因素变化会带来一系列变化，欧洲三大国利益诉求

不一，国内政治生态发生变化，也都会影响其与美国的关系。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戴炳然教授在点评中指出，中美关系以

及俄乌冲突对中东欧、北欧还有南欧这三个板块与美国的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东欧板块因为安全和经济的双重诉求与美国关系存在走近趋势。南欧板块与美

国的关系注重实用主义，而北欧可以说是价值板块，其与美关系更多出于价值观

考量。 

三 

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博士主持了关于欧美俄中关系的发言与讨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吴莼思研究员在关于美中关系的

发言中认为，中美领导人在 G20 巴厘岛峰会期间进行的会晤具有非常重大的意

义，大概会开启双方新一轮的互动和较量。中美较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或可维持

在相对稳定的范围之内。中美领导人都认为稳定的中美关系非常重要。中美双方

团队都希望重启一些机制化的交流。但从长期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较量是常态，

要靠中国的智慧来管理好中美关系的发展。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简军波副研究员在关于

中欧关系的发言中认为，历史上，中国把欧洲定位为第二世界，在这样一个现实

主义的定位基础上与其发展关系，为反帝、反霸等战略目标服务。现今，对欧洲

具有现实意义的定位可能是把它作为促进国际多极化的力量或伙伴，中欧间在战

略上互不反对，进而相向或结伴而行，可以实现战略扶持。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万青松副研究员在关于俄中关系的发言中认

为，乌克兰危机使得中俄各自为两国合作划出了底线。中方的底线是联合国宪章

所确立的宗旨和原则，俄方的底线则是中方能保持中立和理解。乌克兰危机还进

一步明确了中俄关系无上限的内涵，即合作、争取和平、维护安全和反对霸权的

无上限。在上述底线和无上限的框架内，强化内生动力将会更好地促进中俄关系

的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王玏博士在关于俄美关系的发言中认为，俄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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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要达到类似正常的水平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从俄罗斯角度看，美国是俄罗

斯面临全球挑战的主要根源。对于美国而言，俄罗斯是威胁欧洲稳定的一股力量，

需要通过各种制裁来降低俄罗斯的全球影响力。不过，美国似乎倾向于接受俄罗

斯在欧洲以外诸多区域的某些利益。不信任或者敌意使双方可能存在的合作充满

了挑战。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在点评中指出，世界在进入 21 世

纪特别是第二个十年以后，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全球化负面影响，从和平与发展越

来越多地走向地缘政治，同时各国国内矛盾和冲突加剧，美欧内部极化现象值得

关注。美欧做出的一种主要回应是采取与价值观相应的小团体多边主义。我们需

要以我为主地去塑造相对有利的环境。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在点评中指出，中美较量成为新常态，

未来十年是关键。中方对战略框架的理解更加积极，可以拓展合作空间，而美方

更多理解为一种托底，暂不希望发生对抗。中欧关系的独立价值值得研究，但需

要避免一厢情愿地把欧盟作为一个完全的独立行为体。除了双边关系，还可进一

步研究欧美俄中四方战略互动，包括在 G20等国际机制内的互动，以及它们对国

际格局的发展如何考虑，包括对多极化等议题的考虑。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叶江研究员在点评中指出，英国在脱欧后其与美国的关

系更加成为一组相对独立的大国关系，而法德尽管都是欧盟成员，其双边关系也

是一组重要的大国关系。大国关系中利益至上，同时价值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考量。 

华东师范大学前副校长范军教授在讨论中提出，中国要能够改善与美国欧洲

的关系，最核心的就是在亚洲要站住脚，只要中国在亚洲站住脚了，亚洲的价值

观、亚洲人的思维方式达成共识了，中国和亚洲就能在世界上站住脚，就会逐渐

同美国欧洲改善关系。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研究员在会议总结中指出，在外部动荡变革的环境

当中，我们自己的战略选择到底是什么非常重要。战略自主性和战略空间本质上

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包括欧美关系在内的各种各样关系，这些关系在动荡复杂的

历史转折点如何影响我们，以及我们如何处理这些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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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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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 2022 年 9 月 22 日上午，上海欧洲学会举办中东欧国家对华合作线上研

讨会。戴轶尘、高晓川、胡丽燕、简军波、廖佳、邱强、尚宇红、宋黎磊、徐明

棋、杨海峰、张娟等参加会议。 

＊ 2022 年 10 月 15 日上午，上海欧洲学会举办德国和欧洲形势线上研讨

会。丁纯、郭枭、龙静、伍慧萍、忻华、徐明棋、杨海峰、张骥、郑春荣等参加

会议。 

＊ 2022年 10月 21日下午，上海欧洲学会举办英国形势座谈会。陈琦、简

军波、姜云飞、李冠杰、王子夔、徐明棋、杨海峰、朱联璧等参加会议。 

＊ 2022年 10月 28日，上海欧洲学会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合作

举办《欧美关系走向报告（2022）》推进会。戴启秀、丁纯、吉磊、龙静、宋黎

磊、沈赟璐、伍慧萍、徐明棋、忻华、杨海峰、叶江、臧术美、郑春荣等参加会

议。 

＊ 2022 年 11 月 19 日上午，上海欧洲学会举办欧美对中东政策线上座谈

会。忻华、徐明棋、杨海峰、余建华、张楚楚、周亦奇等参加会议。 

＊ 2022年 11月 19日下午，上海欧洲学会、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

和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合作举办《欧美关系走向报告（2022）》发布会暨

欧美俄中关系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系“上海市社联第十六届（2022）学会学术活

动月”项目。30多位专家学者与媒体人士参加了此次会议。（详见本期综述） 

＊ 2022 年 11 月 23 日和 24 日，上海欧洲学会、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

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在上海国际贵都大酒店合作举办“中国共同富裕政策的发展路

径”国际研讨会。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王战、艾伯特基金会上海代表处

首席代表雷伯曼、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为会议致辞和总结。本次线上线下结

合的研讨会邀请到了 20多位中欧（德）学者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探讨中欧（德）

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如何加强和推动共同富裕及其相关的核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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