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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静：欧盟对华战略或在中欧建交 50年时“低开高走” 

◎ 严少华、宋芳 ：“美国优先”使欧盟对华政策面临地缘经济困境 

◎“深入学习贯彻上海市社联第八次代表大会精神”专题学习会综述 

◎“国际秩序变迁中的中欧关系与第三方因素”学术研讨会综述 

◎“欧洲一体化”座谈交流会综述 

◎“德国新政府成立与当下国际形势”研讨会综述 

◎“欧洲安全的未来”研讨会综述 

◎ 欧盟驻华官员到访学会 

◎ 央视海外记者访问上海欧洲学会 

◎ 学会召开新一届学术研究部工作会议 

◎ 学会举办“欧洲安全的未来”座谈会 

◎ 学会合作举办《欧洲对华政策报告（2024）》和《欧盟的大国和地区政策

（2024）》发布会暨研讨会 

◎ 比利时学者访问学会 

◎ 学会合作举办“欧洲政党及其对欧盟决策的影响”国际学术会议 

◎ 丁纯会长当选上海市社联副主席 

◎ 葡萄牙驻沪总领馆经济商务领事到访学会 

◎ 学会合作举办“中欧关系与欧盟战略自主：当前与未来”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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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Topics 

 
☞EU Official in China Visited SIES 
On March 21, 2025, Ms. Matilde Cenacchi, Policy Officer in the Trade Section, on 
behalf of the EU Delegation to China, visited SIES and had a discussion with 
President Ding Chun, Prof. Men Jing, and Associate Prof. Liao Jia on China-EU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CCTV Oversea Journalist Visited SIES 

On March 24, 2025, CCTV overseas journalist Martin Soros visited SIES to discuss 
trends in European far-right movements with members. Participants included Ding 
Chun, Hu Chunchun, Men Jing, Wang E’nuo, Wu Huiping, Yang Haifeng, and Zhu 
Yichen. 
 
☞SIES Held Department of Academic Research Work Meeting 

On April 18, 2025, SIES convened a working meeting of the Department of 
Academic Research. Attendees included President Ding Chun, Secretary-General 
Yang Haifeng,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Academic Research Xue Sheng, Director of 
Consulting & Training Department Zhu Yichen, and members Jiang Zunze, Jiang 
Yunfei, Li Guanjie, Wang Le, Yan Shaohua, Yan Xiaoxiao, among others. The 
meeting reviewed and adopted operational regulations for the new Department of 
Academic Research. Discussions focused on EU member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under Trump-era reciprocal tariffs. 
 
☞SIES Held Symposium on “The Future of Security in Europe” 
On April 27, 2025, Shanghai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SIES) organized a 
symposium titled "The Future of European Security." Keynote speakers included 
Ambassador Thomas Greminger,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Geneva Centre for 
Security Policy, and Daniel Gros, Director of the European Decision-Making Institute 
at Bocconi University. SIES President Prof. Chun Ding delivered the welcome 
remarks. Attendees also included Jean-Marc Rickli (Head of Global and Emerging 
Risks, Geneva Centre for Security Policy), Lind’a Maduz (Head of Asian Affairs, 
Geneva Centre for Security Policy), Maxime Stauffer (Co-founder & CEO of Simon 
Institute for Longterm Governance), and Dai Yichen, Jian Junbo, Jiang Tianjiao, 
Long Jing, Men Jing, Wu Huiping, Xu Mingqi, Xue Sheng, Yang Haifeng, Yang 
Zhengzhen, Yao Xu, and Zhu Yichen. 
 
☞Italian Scholar Visited S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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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pril 30, 2025, Italian scholar Marco Volpe visited SIES and exchanged views 
with SIES members on China's polar diplomatic policies. Ji Lei, Li Lifan, Wang Le, 
Yan Xiaoxiao and Zhu Yichen, among others, participated in the discussion. 
 
☞SIES Co-organized Symposium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German 
Government and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On May 7, 2025, SIES and the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jointly organized a symposium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German Government and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e symposium was 
organized in a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methods. Prof. Ding Chun, President 
of SIES, delivered the opening speech, and Prof. Jiang Feng, Chairman of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Global Governance & Area Studies and President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Area Studies, summarized the meeting. Participants also 
included Hu Chunchun, Jian Junbo, Li Guanjie, Long Jing, Wu Huiping, Xin Hua, 
Xue Sheng, Yang Haifeng, Zheng Chunrong, Zhu Yichen and Zhu Yufang. 
 
☞SIES Co-organized the Launch and Symposium of “European Policy Towards 
China Report (2024)” and “EU’s Great Powers and Regional Policies Report 
(2024)” 
On May 12, 2025, SIES and Center for China-Europe Relations of Fudan University 
jointly organized the launch and symposium of “European Policy Towards China 
Report (2024)” and “EU’s Great Powers and Regional Policies (2024)” . More than 
30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S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China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tc. participated in the symposium 
held in Fudan University. Professor Wu Xinbo,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Fudan University, and Professor Ding Chun, President of 
SIES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of Fudan University, delivered 
speeches respectively. Associate Professor Jian Junbo,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hina-Europe Relations at Fudan University, Young Associate Researcher Yan 
Shaohua and Dr. Yang Haifeng, Secretary General of SIES, hosted the conference. In 
the report release session, the authors of the chapters gave a detailed exposition 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background, main content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EU and European countries’ policies towards China in 2024. In the seminar session, 
participants discussed the topics of “How China and Europe can jointly promote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Responding to global hotspot issues such 
as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Promoting further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its challenges in the post-Russia-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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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 and so on. “Challenge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fter Russia-Ukraine 
Conflict” and other topics were discussed in depth and warmly. For many consecutive 
years, SIES and the Center for China-Europe Relations of Fudan University have 
co-organized and published the annual “European Policy Towards China Report” (8 
issues so far) and “European Union's Great Powers and Regional Policies” (4 issues 
so far), which have gained a certain degree of popularity and influence among the 
foreign affairs departments, academic institutes, the European diplomatic institutions 
in China and some European think-tanks. 
 
☞Belgian Scholar Visited SIES 
On May 29th, 2025,Klaus Welle, President of the Academic Council of the Wilfried 
Martens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in Brussels and former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visited SIES and gave a keynote speech on “European Political 
Parties and China-Europe Relations”, accompanied by Zhuang Chengzhan, 
representative of the German Konrad-Adenauer-Stiftung Shanghai Office. Ding Chun, 
Ji Lei, Jian Junbo, Menjing, Long Jing, Wu Huiping, Xu Mingqi, Yang Haifeng, Yang 
Yunzhen, Zhang Yinghong, Zhu Yichen participated in the seminar. 
 
☞SIES Co-organized 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European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ir Impact on EU Decision-Making” 
From May 30th to 31st, 2025,SIES and the European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jointly 
organized 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European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ir Impact on EU Decision-Making”. Men Jing, director of the European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d Jean Monnet Chair Professor, presided over the opening ceremony. 
Feng Shaolei, a lifetime professor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 Guanjun, the 
dean of th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d Ding Chun, the president of SIES, delivered welcoming speeches in 
turn. The conference covered seven topics ranging from historical evolution to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including “Party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Populism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 Ukraine Crisis and European Political 
Parties”, and “Towards China Policy and Strategic Autonomy”. More than 40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home and abroad participated in this conference. 
 
☞President Ding Chun Elected Vice Chairperson of Shanghai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s 
On June 3, 2025, the Shanghai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held its Eighth Congress. 
The firs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h Committee of the Shanghai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elected the new members of the presidium. Xu Jiong was elect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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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irperson of the Shanghai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and Ding Chun, the 
president of the SIES was elected as vice chairperson. 
 
☞Belgian Scholar Visited SIES 
On June 3rd, 2025, Professor Steven Van Hecke, a European politics professor from 
the University of Leuven in Belgium, visited the SIES and delivered a keynote speech 
on “European Integration”. Dai Yichen, Jiang Zunze, Men Jing, Song Lilei, Yan 
Shaohua, Yan Xiaoxiao and Zhu Yichen attended the meeting and engaged in 
exchanges. 
 
☞SIES Held a Seminar on “In-depth Study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Eighth Congress of the Shanghai Federation of Social Associations” 
On June 5, 2025, SIES held a seminar on “In-depth Study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Eighth Congress of the Shanghai Federation of Social Associations”. Prof. 
Ding Chun, Vice Chairman of Shanghai Federation of Social Associations and 
President of SIES, conveyed the main spirit of the the Eighth Congress of the 
Shanghai Federation of Social Associations, and Wu Zhongyong, Head of the Party 
Working Group and Vice President of SIES, made a work deployment. Vice President 
Shang Yuhong, Vice President Mr. Wu Huiping, Vice President Yu Jianhua, Vice 
President Zhang Yinghong, Secretary GeneralYang Haifeng, Supervisor Yang 
Fengmin, Vice Secretary General Long Jing, Vice Secretary General Song Lilei took 
part in the seminar. 
 
☞SIES Co-organized the Conference on “China-Europe Relations and Third 
Party Factors in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On June 6, 2025, an academic exchange conference on “China-Europe Relations and 
Third Party Factors in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was successfully held at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y SIES,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Center for 
China-Europe Rela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Co-organized by Shanghai Institute for Russian, East European & Central Asian 
Studies and Shangha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osted by European 
Studies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Yu Jianhua, Vice President of SIES and Director of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ided over the opening ceremony, while 
Wang Jian,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ing Chun, President of SIES, and Sun Degang, Assistant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made welcome speeches. Xu 
Mingqi, Honorary President of SIES, made a summary of the conference. The 
conference included three themes: “Prospects of Europe und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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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Russia-Ukraine Conflict”, “China-EU Relations under Trump 2.0”, and 
“China-EU Relations and the Global South”. More than 20 scholars from Fudan 
University, Tongji Universit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IE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Consul of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Portugal in 
Shanghai visited SIES 
On June 13, 2025, Luis M. M. Costa,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Consul of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Portugal in Shanghai, and Gong Qinyi, Commercial and 
Investment Officer of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Portugal in Shanghai, visited SIES to 
communicate with members of SIES on the China-Portugal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President Ding Chun met with Consul Luis M. M. Costa and Ms. Gong 
Qinyi and expressed his gratitude to the Portuguese side for inviting members of SIES 
to the National Day Reception. Long Jing, Menjing, Xin Hua, Yang Haifeng, Yang 
Zhengzhen, Zhu Yichen attended the meeting. 
 
☞SIES Co-organized the Symposium of “China-EU relations and EU strategic 
autonomy: present and future” 
On June 18, 2025, SIES and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of th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ongji University jointly organized a symposium on 
China-EU relations and EU strategic autonomy: present and future”. The seminar was 
divided into two themes, namely “China-EU relations: Present and Future” and 
“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 Professor Song Lilei,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ngji University, 
delivered a welcome speech. In the first session, Prof. Ding Chun, President of SIES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of Fudan University, presided over 
the meeting, while Prof. Martin Holl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New Zealand, Prof. Menjing,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of th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of. Xin Hua,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Union Studies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Prof. Jian Junbo,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hina-Europe Relations of Fudan 
University,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Lai Xueyi of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a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delivered keynote speeches respectively. In 
the second session, Prof. Shi Zhiyu,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ongji University, presided over the meeting, while 
Prof. Zhang Yinghong,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of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e Prof. Hu Chunchun,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 Guan Kongwen,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Benelux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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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Beijing Aeronautical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 Robert Pauls, Assistant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West Liverpool, 
Nathan Sperber, Pre-appointed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ongji University; and Ruan Gongsong, Assistant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ngji University, delivered 
keynote speeche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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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讨 
 

欧盟对华战略或在中欧建交 50年时“低开高走”* 

 
2024年 7月 10日，商务部应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申请，决定就欧盟依

据《外国补贴条例》（FSR）及其实施细则对中国企业调查中采取的相关做法进
行贸易投资壁垒调查。调查显示，欧盟的 FSR调查让中国企业遭受了直接和间
接的经济损失。其中，中企被迫放弃的投标项目价值约 76亿元人民币，而其他
受影响的项目价值超过 80亿元人民币。除此之外，相关企业因 FSR调查遭受的
投标保函损失、赔偿费用、额外支出的合规费用等合计超过亿元人民币。因此，

在 2025年 1月，商务部认定，欧盟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另外，中方在 2024
年内还对欧盟白兰地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并对欧盟猪肉、猪副产品、乳制品等

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在中欧经贸摩擦陷入升级漩涡的同时，中欧相关部门官员与技术团队一直保

持着不间断的磋商谈判，但进展迟缓。例如，在欧盟最终正式投票前，中国商务

部部长王文涛于 2024年 9月中旬访问欧盟总部，与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
员东布罗夫斯基斯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进行全面、深入、建设性的磋商。 
随后，双方技术团队就价格承诺方案进行了密集磋商。但是，尽管在一些方面取

得积极进展，但在事关中欧业界核心关切的问题上仍存重大分歧。欧盟于去年 10
月最终投票决定征税后，表示将与中方继续努力寻找与世贸组织兼容的替代解决

方案。王文涛于 2024年 10月 25日应约与东布罗夫斯基斯视频会谈，明确继续
将价格承诺作为本案的解决途径，并立即启动了下一阶段磋商；11月 2日至 7
日，中欧技术团队在北京又进行了五轮磋商，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

承诺方案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双方约定将继续以视频或其他方式进行磋

商。从双方发布的新闻稿来看，双方的分歧依然很大，距离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仍相去甚远。 
再者，欧盟将中国视为俄乌冲突中“俄罗斯支持者”的叙事方式愈演愈烈，

并转化为具体制裁举措，成为恶化中欧关系的又一重大原因。2024年 6月 24日，
欧盟宣布对俄罗斯进行第 14轮制裁，将 61家企业列入制裁名单，其中波及 19
家中国企业。欧盟声称，这些企业“支持俄罗斯军工综合体”，向俄罗斯销售了

可用于“增强俄罗斯国防和安全部门的产品和技术”；12月 16日，欧盟宣布第 15
轮对俄制裁方案，首度将 4家供应俄罗斯无人机和微电子零组件的中国企业及一
名个人列入“全面制裁”清单。 

 
*本文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龙静所作，原标题为《2024年欧盟对华政策》，为《欧洲
对华政策报告（2024）》的一章，后经编辑后发表于澎湃新闻外交学人“欧洲观察室”第 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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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新一届欧洲议会大有延续既往对华路线的态势，短短半年内给中欧关

系增添各种杂音噪声。第十届欧洲议会上台仅半年已经频频通过多项涉华决议，

开启了一系列粗暴干涉中国主权内政，破坏中欧关系的行径。新一届欧洲议会产

生后，其下设的对华关系代表团（D-CN）于 2024年 10月 3日举行了创立大会，
选举产生了代表团主席、副主席及工作组成员。2024年 10月 10日，欧洲议会
通过紧急决议，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西藏、香港、澳门和内地“侵犯人权”，

呼吁欧盟和成员国采取更多制裁措施。2024年 10月 24日，欧洲议会通过涉台
决议，恶意歪曲联合国第 2758号决议，指责中方在台海周边进行持续军事挑衅，
并对台湾不参与国际组织表达关切；11月 28日欧洲议会通过错误涉港决议，公
然干预香港国安案件审理，抹黑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诋毁香港法治和人权状

况，叫嚣对港制裁打压，威胁取消香港特殊关税待遇；12月 17日，欧洲议会发
起了关于 TikTok等社交媒体传播虚假错误信息威胁欧洲选举主权的讨论。 

 

二、影响 2024年欧盟对华战略的主要因素 
首先，欧盟方面忙于换届选举是造成高层互动减少的表层原因。2024年可

谓是欧洲大选年。新一届欧洲议会选举在 6月上旬举行，在选举结果的基础上，
新一届欧委会主席和欧委会成员先后得到提名，并获得议会审批通过。从上届欧

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于 2024年 2月 19日宣布寻求第二个五年任期，到 6月 6日欧
洲议会选举正式开始，再到 12月 1日新一届欧委会正式上任，欧盟几乎全年都
处于围绕选举和任命展开的忙碌中。尤其是寻求连任的冯德莱恩，为了筹备竞选

缺席了多场重要的国际多边会议，甚至包括北约 2024年华盛顿峰会。欧方也坦
言，2024年内未能举行第 25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主要原因正在于此。 
其次，对未来美欧关系和地区冲突前景的焦虑严重分散欧盟对华战略的关注

度。2024年 11月举行的美国选举时刻牵动欧洲盟友的神经。为了预防特朗普当
选后的一系列政策转向会给跨大西洋关系、欧洲安全架构，以及俄乌冲突的未来

前景带来巨大的变数，欧盟全年在外交领域以巩固对乌克兰的支持为首要任务。

例如，2024年 2月，欧盟不仅在欧盟领导人紧急峰会上艰难说服匈牙利，就未
来 4年向乌克兰提供 500亿欧元援助达成一致，还通过米歇尔之口喊话，希望美
国国会尽快跟上，批准对乌克兰的援助；4月，美国国会最终批准了用于援助乌
克兰的 610亿美元额外资金后，欧美之间又围绕是否没收俄罗斯海外资产用以
“补贴”乌克兰展开博弈，最终决定将俄罗斯冻结资产的利息作为担保，向乌克

兰提供 500亿美元贷款。2024年 6月 27日，欧盟与乌克兰签署联合安全协议，
承诺将在武器交付、军事训练等 9个领域向乌克兰提供支持。2024全年内，欧
盟对俄罗斯发起了第 13、14和 15次制裁，并突破性地决定将被冻结的俄罗斯海
外资产收益交给乌克兰。 
再者，俄乌冲突依然是欧盟方面对华认知偏差加剧、对华态度持续恶化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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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原因之一。俄乌冲突在 2024年进入第三个年头，延续阵地消耗、深度胶着的
态势。欧盟及部分西方国家面对“打又打不赢，停又停不了”的战事困境，将中

国作为“替罪羊”的情绪不断发酵。例如，爱沙尼亚前总理卡娅·卡拉斯出任新

一届欧盟外交政策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在面对欧洲议会的听证会上，她扬言要

让中国为“支持俄罗斯”付出“更大代价”，甚至威胁对华制裁。这样的对华态

度也加剧了中欧关系的疏离。 
此外，欧盟及主要成员国对欧洲竞争力衰落的强烈共识，构成欧方加剧对华

的防范和遏制心态又一内在动力。2024年 9月，欧委会委托前欧洲央行行长德
拉吉组织撰写的研究报告《欧洲竞争力的未来》正式发布。2024年 11月 27日，
再次当选的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面向欧洲议会的发言中表示将启动“竞争力指

南”（Competitiveness Compass）倡议，以德拉吉报告中提到的三大支柱作为主要
内容。中国不断上升的优质产能和科技水平，是促使欧盟及主要成员国认识到自

身竞争力相对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中国自然也成为了以“竞争力指南”

倡议为核心的欧盟提升竞争力战略的主要“假想敌”之一。和颇具争议的欧盟产

业政策相比，以“反倾销”“反补贴”为借口，限制以电动汽车为首的中国产品

进入欧洲市场，这样的政策手段对于欧洲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保护短期内更为

有效，但对中欧经贸关系、科技合作和人文交流而言无疑相当不利。 
 

三、2025年欧盟对华战略展望 
2025年是中欧建交 50周年的重要年份，也是特朗普第二次出任美国总统、

大幅调整美国内政外交，对国际秩序构成深刻影响的一年。但是，欧盟会否在此

时代背景下，充分利用好这一重要时间节点，调整对华战略的方向和基调，让这

一重要的双边关系不仅成为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典范，更成为在国际舞台上

对抗单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合力，值得密切观察。 
首先，美国狭隘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战略的强势回归可能促使欧方调整对华

立场，采取更加缓和与合作的态度。在 1月 20日召开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冯
德莱恩在其主题演讲中，14次提到中国，并表示“必须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

找到符合我们共同利益的解决方案”，2025年是“一个与中国接触并深化两国关
系的机会，在可能的情况下，甚至可以扩大我们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上述表态

发表在特朗普宣誓就职当天，被视为是欧盟对华战略可能出现缓和的积极信号。

但同时，欧盟于 2025年年初宣布的“竞争力指南”倡议也可能以“提升竞争力”

为口号行“保护主义”之实，对中欧经贸与投资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其次，特朗普上台后引发的俄乌冲突前景之变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复杂微妙。

短期内，欧方拉住中方积极参与乌克兰问题政治解决的诉求大幅上升。欧方尤为

担心美俄绕开自己直接进行谈判，达成不利于欧洲的政治安排。因此，寄希望于

抓住中国，确保自己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定权。中长期内，中方参与乌克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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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重建的必要性不言而喻。在 2024年 7月 4日的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上，乌克
兰总理什梅加尔表示，乌克兰的直接基础设施损失超过 1000 亿美元。乌方总计
需要重建资金约 7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5.03万亿元。如此庞大的乌克兰经济
复兴与重建计划，必然绕不开中国的援助。耐人寻味的是，在 2024年 12月的欧
盟－西巴尔干峰会上，欧盟领导人决定，在声明中排除对中国的批评，仅将指责

的矛头指向伊朗和朝鲜，也透露出对华就俄乌冲突指责降调的信号。 
再者，“特朗普 2.0”引发的全球治理之变将给中欧携手推进国际多边合作提

供有利条件。特朗普上台伊始，就宣布再次退出世卫组织。特朗普再掀“退群”

浪潮，将导致国际多边机制出现巨大的资金缺口，迫使欧盟及其成员国承担更大

国际责任。同时，特朗普政府支持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开发使用。这将严

重放缓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速度，导致减排目标难以实现。损害欧盟在气变问题

上发挥国际引领作用的雄心。在此背景下，欧盟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联手维护多

边主义，应对气变议题，推进绿色、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全球标准制订的迫切性

上升。这将为中欧关系创造更大的合作空间，也有望为其他存在分歧领域的协商

谈判提供助推力。 
 
 

“美国优先”使欧盟对华政策面临地缘经济困境* 

 

2024年是地缘政治动荡加剧、不确定性增加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欧盟对美
国的政策主要受到地缘政治形势、欧洲内部压力等关键因素的影响。在强化跨大

西洋伙伴关系与推进战略自主之间保持平衡是 2024年欧盟对美政策的主要特点。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欧盟完成了新一届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的选举，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大选中迎来了特朗普 2.0，这一系列政治变动无疑为欧美之
间的双边关系增添了更多未知与变数。 

 
一、2024年欧盟对美政策背景 

（一）地缘环境持续恶化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在 2024年并未得到缓解，反而由于冲突

的延续以及北约东扩的持续推进而加剧，甚至笼罩着“核风险”。欧盟面临着援

乌制俄的巨大压力，截至 2024年 10月 31日，尽管欧盟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 2410
亿欧元的援助，但实际拨付金额仅为 1250亿欧元。这种援助承诺与实际拨付之
间的显著差距，加之欧盟成员国同时面临提升国内防务预算的刚性需求，导致其

 
*本文为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严少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讲师宋芳所

作，原标题为《2024年欧盟的美国政策》，后经编辑后发表于澎湃新闻外交学人“欧洲观察室”第 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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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资源分配面临严峻挑战。 
此外，难民问题依旧成为困扰欧盟的一大难题。2024年，源自乌克兰、叙

利亚及其他地区的难民大量涌入欧盟成员国，其规模远超 2015年的难民危机。
尽管欧盟已实施了一系列边境管理措施，并加强了与难民源头国的合作机制，但

非法移民的数量仍然保持高位。这一状况对欧盟成员国的社会融合能力构成了严

峻考验，同时也加剧了欧盟内部围绕移民政策的政治争论与分歧。 
（二）内部压力持续增大 
在政治领域，2024年欧洲政坛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与重组。芬兰、葡萄

牙、比利时、奥地利、罗马尼亚及法国等多个成员国相继举行了各类选举。在欧

盟层面，6月欧洲议会迎来欧盟全部 27个成员国参与、五年一次的选举，中间
偏右的欧洲人民党党团和中间偏左的社民党党团尽管保持了欧洲议会第一、第二

大党团地位，但总体得票率显著下降，处于政治光谱最右端的党团席位占比大幅

增长。这些选举结果深刻揭示了欧洲选民对主流政党信任度的下降，他们转而将

摆脱当前困境的希望寄托于非主流政党身上。传统政党的影响力逐渐萎缩，而民

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对欧洲各国国内政策的影响则日益显著。在此背景下，

法国和德国在欧盟中的主导作用有所削弱，欧盟内部的权力格局呈现出多元化的

趋势，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等国的话语权在不断提升。 
在经济层面，2024年欧盟经济整体表现持续疲软，德国与法国的经济状况

不佳。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发布的 2024年秋季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全年欧盟经
济将仅增长 0.9%，而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则为 0.8%，均显示出增长乏力的态势。
具体而言，德国央行在其预测中指出，2024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预计
将出现 0.2%的负增长，凸显出德国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同时，法国央行的最
新经济展望报告也显示，2024年法国经济增长率将为 1.1%，虽保持正增长但增
速明显放缓。此外，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动向也进一步反映了欧盟经济的不确定

性和风险。2024年 12月 14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将法国的主权信用
评级下调至 Aa3，这一举动无疑对法国及整个欧盟的经济信誉和市场信心造成了
一定影响。 

 

二、2024年欧盟对美政策内涵及特征 

2024年，欧盟在应对复杂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挑战时，对美国的依赖显著加
深。这一趋势既是外部环境恶化的结果，也是欧盟内部脆弱性的体现。具体而言，

欧洲各国在防务安全领域严重依赖北约框架及美国的军事支持，缺乏独立应对安

全威胁的能力。这种依赖性迫使欧盟在对美关系中采取更为配合与协作的姿态，

以换取美国在安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支持，从而缓解其面临的多重压力。 
（一）政治安全领域：因应美国要求，提升防务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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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安全领域，2024年欧美高层互访频繁，协调对外政策。时任美国总
统拜登访问了法国和德国，欧美双方就跨大西洋安全事务等诸多议题展开了磋商，

并宣布了对乌克兰、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的多项军事和经济援助计划。同时，时

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频繁访问欧洲，就俄乌冲突、中东局势以及“印太”事务

等问题与欧洲各方进行协调。 
此外，2024年欧洲在防务开支方面实现了较大突破。2024年 3月 5日，欧

盟委员会公布《欧洲国防工业战略》（EDIS），这是欧盟首个有关欧洲国防工业
的战略，确定了明确的目标愿景和向战时国防工业状态转型的刺激举措，体现出

了一定的防务独立和战略自主色彩；6月 27日，欧洲理事会通过了《2024—2029
年战略议程》，强调要提高军费开支，并重申北约仍是其集体防御的基石，指出

“一个在安全和防务领域更加强大且能力更为突出的欧盟，将对全球及跨大西洋

安全产生积极影响，并与北约形成互补”；7月北约峰会发布的《华盛顿峰会宣
言》称，超过 2/3的盟友履行了承诺，实现了年度国防开支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
2%的目标。2024年，欧洲的北约盟国在国防方面的总投资共计 3800亿美元，这
一数额首次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 2%，标志着欧洲在防务投入方面迈出了重
要一步。 

2024年 9月 17日，新一届欧委会成员提名名单出炉，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
新设立了负责防务和太空的专员，负责加强欧盟防务产业的投资和协调问题。这

一职位目前定义模糊且权力有限，但仍然是欧洲为彰显防务自主而发出的重要信

号。随着防务投入和防务能力的增强，欧洲正在进行某种意义上的重新武装，欧

洲战略自主也开始打破传统的“禁忌”，逐渐扩展至敏感的防务领域。 
（二）经贸科技领域：策应美国行动，加强协调合作 
欧盟和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双方互为至关重要的贸

易伙伴，其相互间的投资规模远超各自在其他地区的投资总额。此外，美国已成

为推动欧盟经济发展的关键能源供应国，特别是在液化天然气（LNG）进口方面，
自乌克兰危机以来，液化天然气现已占欧洲供应量的 50%。 

2024年，欧美在经贸科技领域协调互动频繁。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及其
副手阿德耶莫，多次与欧洲各国的财政同行展开深入磋商，议题聚焦于供应链韧

性的增强、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策略，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具体而言，在

去年 1月和 4月，欧美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相继召开了其第五次与第六次
部长级会议，这些会议将讨论重心置于经济制裁的执行、出口管制的强化，以及

外资审查机制的合作之上。同时，双方还致力于在人工智能（AI）、量子技术，
以及 6G无线通信系统等前沿科技领域深化协作。在此过程中，欧美双方不仅重
申了共同推动跨大西洋地区在新兴技术与数字环境领域保持领导地位的决心，还

明确表达了促进双边贸易与投资、在经济安全领域加强合作，以及共同捍卫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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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价值观的坚定立场。 
（三）涉华问题：回应美国期待，参与“印太”事务 
2024年，欧美多次明确强调大西洋地区与“印太”区域在经济及安全领域

的密切关联，并在 2月和 9月两度举行中国问题高层对话和“印太”问题高级别

磋商，期间，欧盟与美国就各自与中国的互动情况及其双边关系的发展轨迹交换

了意见。2024年 2月 2日，欧盟举办第三届“印太”部长级论坛，落实具有“欧

盟特性”的“印太战略”；6月 13日，G7峰会在意大利召开，表示要“更加关

注印度太平洋地区”。同时，北约日益成为欧美联手介入“印太”地区的平台。

在 2024年 7月的北约峰会上，拜登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四国领导
人会谈，商议网络防御和 AI等领域的跨区域合作，这也是四国领导人连续第三
年受邀参会；10月，这四个国家又首次受邀出席北约防长会，并单独召开北约
“印太四伙伴”（IP4）会议，标志着北约“东进印太”的趋势日益显著。 

 

三、2025年欧盟对美国政策展望 

在安全领域，特朗普的重新执政与欧洲内部矛盾的叠加效应，极有可能加剧

北约及跨大西洋安全合作架构中的决策僵局风险。具体而言，特朗普第二任期预

示着北约框架下的对话范式将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传统的责任分担

（burden-sharing）议题转向更具争议性的责任转移（burden-shifting）议题。这
一转变可能促使欧洲内部加速推进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进程，以应对可能

出现的跨大西洋安全合作的不确定性。 
在经贸领域，特朗普政府潜在的保护主义政策转向已引发欧洲领导人对可能

出现的经济对抗态势的高度关注。在特朗普执政情境下，欧盟处理跨大西洋经济

关系的战略将呈现显著调整，其核心在于优先维护共同利益框架下的有限合作。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强调，欧洲需要未雨绸缪，针对可能损害其工业基础与

出口竞争力的政策转变制定应对预案，特别是要防范特朗普政府可能采取的以关

税为工具、针对欧洲主要经济体的战略性遏制措施。欧盟在经贸领域的对华“去

风险”以及对华“三重定位”是否适用于美国值得观察。 
在对华政策领域，欧洲正面临日益加剧的地缘经济困境。随着中美贸易冲突

的持续升级，欧洲陷入战略两难：其一，可能承受来自华盛顿方面的显著政治压

力，迫使其削弱与北京的战略经济联系；其二，或将面临因美国市场实施禁止性

关税而导致的贸易转移效应，即大量中国商品可能转向欧洲市场，从而对本土产

业构成潜在冲击。这种双重压力不仅考验着欧洲的战略自主性，也凸显了全球价

值链重构背景下欧洲经济安全的脆弱性。 
为应对特朗普政府可能重启的“美国优先”政策所带来的多重挑战，欧盟预

计将采取双重战略路径：一方面，欧盟将通过战略性接触的方式与特朗普政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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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互动，在维护跨大西洋关系基本框架的同时，积极探索潜在的合作空间。在此

过程中，欧盟或将通过强化其在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战略价值，以维持

与特朗普政府的建设性对话关系。另一方面，欧盟将加速推进战略自主进程，通

过实施一系列去风险政策降低对美国的依赖。这种战略调整不仅旨在增强欧洲的

抗风险能力，以缓解美国保护主义政策带来的外部冲击，同时也着眼于提升欧盟

作为全球重要行为体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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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深入学习贯彻上海市社联第八次代表大会精神” 

专题学习会综述 

 

6月 3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八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市委书记陈

吉宁在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为全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要求。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部

署，贯彻落实此次大会精神，上海欧洲学会迅速组织专题学习会，结合欧洲方向

研究特色，就如何推进欧洲研究、发挥智库作用、服务国家战略和上海发展展开

深入研讨。 

上海市社联副主席、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教授在学习会上传达了市社联第

八次代表大会主要精神。市委书记陈吉宁指出，全市社科工作者要坚决扛起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固本培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智聚力、建言

献策，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潜心问道、述学立论，为上海打造

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加快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而努力奋斗，为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

莉新，市政协主席胡文容，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市委常委赵嘉鸣、张为、华源出

席。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副主任赵川东到会致辞。代表大会由市社联党

组书记王为松主持，市社联第七届委员会主席王战代表市社联第七届委员会作工

作报告。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主席团成员，徐炯当选上海市社联主席。 

学会党工组组长、副会长吴忠勇表示，市委书记陈吉宁的讲话，充分肯定了

市社联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全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对新时代新征

程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上海欧洲学会作为全国社科联先进社

会组织，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将这一要求转化为实际行动，在

理论研究中彰显思想力量，在服务大局中体现学术价值，为上海建设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聚焦欧洲研究，服务国家对外战略 

学会监事、华东理工大学杨逢珉教授提出，陈吉宁书记强调“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联系起来”，这对上海欧洲学会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学会将立足上海国际化优势，深化对欧洲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等领域的研究，为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学会副秘书长、上

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龙静研究员认为，当前中欧关系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学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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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加强前瞻性、战略性研究，助力国家对外决策，推动构建更加稳定、互利的中

欧合作格局。 

深化理论创新，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余建华研究员表示，要贯彻落实陈吉宁书记关

于“坚持文化自信自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的

要求。学会将立足中国视角，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研究范式，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

色的欧洲研究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学会副会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尚宇红教授

提出，学会应加强比较研究，从欧洲发展经验中汲取智慧，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上

海“五个中心”建设提供借鉴。 

拓展国际交流，提升学术影响力 

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张迎红研究员提出，要积极响应陈吉宁书

记“办好高能级学术平台，开展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的号召。学会将充分发挥

上海对外开放优势，加强与欧洲智库、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举办高端国际学

术论坛，推动中欧学者对话，增强中国学术话语权。学会副秘书长、同济大学宋

黎磊教授认为，学会应依托市社联平台，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欧洲研究品牌，

助力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 

强化学术担当，打造高水平研究队伍 

学会秘书长杨海峰表示，学会要按照市委书记陈吉宁“牢牢把握‘二为’方

向、深入贯彻‘双百’方针，始终坚持‘两个结合’”的要求，突出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凝心聚力、培养欧洲研究领军人才和学术大师。学会副

会长、同济大学伍慧萍教授指出，学会将以青年培养行动计划为载体，进一步加

强青年学者培养，促进上海欧洲学界可持续发展，鼓励跨学科合作，推动形成高

质量研究成果。同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研，为国家和上海的对欧政策

提供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 

会长丁纯教授在总结时表示，市委书记陈吉宁强调全市社科工作者要坚决扛

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固本培元，成为“四为”之才，令人备受

鼓舞。学会将以此次市社联代表大会精神为指引，在市委宣传部和市社联领导下，

立足专业特色，尤其做好田野调查，加强青年学者培养，发挥智库作用，努力成

为欧洲研究的学术高地和决策参谋，为上海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为国家对外战略实施贡献智慧和力量。（上海欧洲学会祝轶晨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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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秩序变迁中的中欧关系与第三方因素” 

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5年 6月 6日，由上海欧洲学会、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

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和上

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协办，上海社科院国际所欧洲研究室承办的“国际秩序变迁中

的中欧关系与第三方因素”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来自沪上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二

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余建

华研究员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研究员在致辞中指出，

当前国际秩序正经历深刻变革，欧洲作为多极化世界的重要力量，与中国在推动

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方面具有合作潜力。第三方因素特别是美

国对中欧关系产生显著影响，建议通过充实亚欧会议等机制加强中欧第三方合作。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从三个维度评价此

次会议主题：一是第三方视角为欧洲研究提供新思路；二是美国作为“关键少数”

对中欧关系的复杂影响；三是在大国博弈背景下探索中欧务实合作路径。7月欧

盟领导人访华将为双边关系提供重要机遇。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孙

德刚教授提出跨区域比较研究的新范式，强调应从全球视角认真审视中欧关系。

应重点关注五个合作领域：全球秩序构建、全球治理、区域热点问题、新欧亚主

义联动以及中欧班列带动的新陆权主义发展。 

本次研讨会分为三个议题，分别由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

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简军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

所长、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毛瑞鹏和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教授、

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理事徐广淼主持。 

 

第一节：后俄乌冲突下的欧洲形势前瞻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教授指出，欧洲正因美欧同盟关系的不

确定性及俄乌冲突的冲击，加速推进防务自主化进程，但面临内部分歧、能力短

板和对美依赖等挑战，但最终仍可能通过渐进式路径逐步实现战略自主。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张骥教授认为，马克龙在中国周边

提出“第三条道路”表明，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和欧洲地缘政治抱负上升，中

国周边正在成为影响中欧关系的新变量，这既为周边国家提供战略回旋空间，也



欧洲观察|2025.06                                                        - 18 -

为中欧关系增添新的不确定性。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韦宗友教授指出，特朗普执着于重启美俄关系，旨

在通过缓和俄乌冲突、削弱欧洲负担、牵制中国、强化美国全球战略地位，但因

美俄互信缺失、经济脱钩、对俄制裁和中俄紧密关系等结构性障碍而前景堪忧。 

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提出，欧盟军事机动性建设作为欧洲防务自主的

关键环节，虽反映了成员国应对俄乌冲突的安全紧迫性，但暴露出基础设施不兼

容、标准不统一等系统性障碍，其发展进程将取决于冲突持续时间、美国战略调

整和资金保障等三大变量，最终走向将深刻体现欧洲一体化在防务领域的可能性

与局限性。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严骁骁指出，欧洲防

务一体化在军费不足、产业碎片化和技术依赖的困境下艰难推进，其重新武装计

划面临财政可持续性、制度障碍和指挥体系缺陷三重挑战，若美国战略收缩持续，

将不可逆转地推动欧洲走向有限度的战略自主，但这一进程可能加剧俄欧安全困

境并引发核保护伞可信性危机。 

 

第二节：特朗普 2.0下的中欧关系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

简军波提出，全球南方在中欧关系中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双方地缘政治竞争的第

三方舞台，又可能通过“代理全球化”等新型合作模式成为中欧关系的连接纽带，

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地区间主义、规则融合和真正的多边主义实现“地缘政治融

合”，而非陷入“地缘政治竞争”等零和博弈的对抗中。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青年副研究员严少华

认为，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欧洲面临一定经济冲击与贸易转移压力，但也给中

欧创造合作窗口，可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探索“小步快走”。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谢超指出，印度通过自身独立的“第三条道

路”外交战略，展现出相较于欧洲更为坚定和自信的国际姿态，尽管印欧关系在

经济与安全领域有所深化，但意识形态分歧仍是其根本性障碍。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教授徐广淼以中挪教育合作为例，提出教育

合作作为中欧关系中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实践，能够在地缘政治紧张和战略分歧加

剧的背景下，为双方保持理解、交流与协作提供一条可持续且具有缓冲功能的合

作路径。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胡丽燕认为，维谢格

拉德集团（V4）在俄乌冲突后呈现结构性分化，但这种分化正在走向重组，未来

乌克兰重建将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提供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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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中欧关系与全球南方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长毛瑞鹏指出，在全球发展合作体

系面临传统援助国战略收缩与格局重构的背景下，欧洲正通过“援助转投资”的

范式转型、道义形象维护与地缘影响力博弈的三重策略应对变局，这为中欧在可

持续发展、多边机制和创新融资等领域创造了既竞争又合作的复杂互动空间。 

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余建华认为，欧洲在中东事务中扮演着复

杂且多元的角色，其安全、经济和规范性诉求在内部存在矛盾和分化。这既影响

了中欧关系的合作空间，也加剧了竞争态势，未来中欧在中东将呈现合作与竞争

并存的复杂格局。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东亚室研究员骆永昆发现，欧洲自 2020年

以来显著加强与东南亚关系，标志着全球地缘政治变局下东南亚外交多元化发展

的重要转折，但这一进展对华既带来合作机遇，也带来更大挑战。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南亚印度洋室副研究员李因才认为，非洲安

全形势复杂恶化，域外安全力量收缩，非洲自身治理能力有限，中欧在非洲安全

合作特别是反恐、能力建设和资金支持方面存在广阔合作机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室执行副主任戴轶尘表示，欧盟推

出“全球门户”计划，试图通过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与中国“一带一路”竞争，

但在资金、执行和南方国家需求匹配上存在挑战，在全球南方与中国既存在竞争

又有互补。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王子夔指出，英国的

全球南方政策在历史遗产和中等大国定位驱动下，兼顾价值观与务实利益，以绿

色能源等领域为切入点，寻求与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对等互补合作，同时应对大国

竞争与合作的复杂挑战。 

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主持了讨论和总结环节。在讨论环节，与会专家

普遍认为，在国际秩序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中欧关系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第三

方因素既可能成为中欧关系的干扰项，也可能成为双方合作的催化剂。未来需要

加强学术研究和政策沟通，为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徐明棋研究员在总结中指出，当前国际体系呈现三大

特征，一是美国放弃公共产品供给者角色，转向“乱中牟利”；二是“南南合作”

虽在发展但缺乏稳定领导核心；三是国际规则秩序碎片化加剧。在此背景下，中

欧合作迎来机遇窗口。第三方因素是把双刃剑，未来研究应更深入区域国别分析，

为决策提供精准支撑。（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彭枭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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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一体化”座谈交流会综述 

 

2025年 6月 3日，比利时鲁汶大学（KU Leuven）欧洲政治学教授史蒂文・

范・赫克（Steven Van Hecke）来访上海欧洲学会，与徐明棋、门镜、戴轶尘、

宋黎磊、严骁骁、严少华等多位学者进行交流。徐明棋名誉会长主持会议。 

 

第一部分：赫克教授阐述“欧洲一体化” 

赫克教授系统阐述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现状挑战及未来前景。 

首先，欧洲一体化起源于二战后特殊的历史背景。1951年《巴黎条约》的

签署和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具有开创性意义，通过将煤炭和钢铁等战略产业置

于超国家机构管理之下，有效消除了法德战争的经济基础。这一制度创新为后续

一体化进程奠定了基础，随着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成立，以及

1967年三大共同体的合并，一体化范围持续扩大。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生效标志着欧洲联盟正式成立，一体化领域从经济扩展至政治、外交等多个维度。 

其次，欧元区既有成就也有困境。单一货币的实施显著促进了区内贸易和资

本流动，数据显示欧元区成立后十年间区内贸易额增长近 50%，交易成本降低

0.5%-1%。但 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暴露出欧元区制度设计的结构性缺陷，特别是

统一货币政策与分散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希腊因丧失货币主权而无法通过本币

贬值缓解债务压力，最终被迫接受外部救助，失业率飙升至 27%。这一危机不仅

重创希腊经济，更引发了对欧元区可持续性的深刻反思。 

再次，政治一体化进程呈现出明显的两重性特征。欧洲议会作为直选机构，

其立法权和监督权持续强化，在数字市场规范、气候政策等领域发挥日益重要的

作用。然而成员国在主权让渡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这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俄乌冲突期间，匈牙利等国因能源安全考量阻碍欧盟形成

统一对俄立场，凸显了决策机制的内在矛盾。 

最后，自由流动和文化认同面临新挑战。人员自由流动作为一体化的核心成

果，通过《申根协定》在 26国实现，伊拉斯谟计划每年促进上百万学生跨境交

流。但 2015年难民危机打破了原有平衡，德国等主要接收国面临就业市场压力

和社会福利负担。文化认同危机随之加剧，极右翼政党在多国选举中取得突破，

反映出欧洲社会深层次的分裂态势。 

针对上述挑战，赫克教授提出了系统性改革建议。经济领域建立真正的财政

联盟，包括设立欧洲财政部长职位；政治层面改革决策机制，在关键领域引入特

定多数表决制；社会政策方面加大移民融合投入，完善跨文化对话机制。当前国

际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欧洲一体化进程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其走向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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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第二部分：互动交流环节 

华东师范大学门镜教授对欧盟发展阶段划分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 2016年

作为第三阶段起点的界定值得商榷，强调俄乌战争背后北约东扩的地缘政治因素

不容忽视。门教授对欧盟东扩速度过快表示担忧，主张应优先深化内部整合，同

时对“欧洲生活方式”中的自由福利模式提出质疑。赫克教授回应指出，2016

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构成双重冲击，2022年俄乌战争则是更具转折意义的

事件。关于北约东扩，赫克教授认为这是中东欧国家的自主选择，反驳俄罗斯的

历史叙事。在欧盟扩大问题上，他坚持“扩大促进深化”的立场，承认现有福利

制度需要改革但整体模式仍具价值。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室戴轶尘执行副主任基于实地调研，揭

示欧盟内部东西成员国间的立场差异：法国对扩大持谨慎态度，而阿尔巴尼亚等

候选国则积极推动；在制裁匈牙利等问题上，东西欧国家分歧明显。赫克教授分

析认为，成员国立场差异受历史、地缘等多重因素影响，需通过政治协商化解矛

盾。对于英国重返问题，他预测短期难以实现正式回归，但双边合作将逐步深化，

建议欧盟采取灵活务实的扩大策略。 

同济大学宋黎磊教授就扩员优先次序提问，比较欧盟与中国战略经济模式的

差异，并探讨美国保守主义对欧洲的影响。赫克教授分析认为，黑山等小型候选

国可能率先入盟，乌克兰加入将面临更复杂评估。在战略经济方面，他指出欧盟

追求“战略自主”的核心是维护其价值体系，与中国的发展模式存在显著区别。

关于美国政治影响，赫克教授认为欧洲选民对特朗普式政策保持警惕，不会简单

效仿。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室严骁骁助理研究员聚焦核安全

议题，指出波兰等国核武装化倾向与马克龙的欧洲核保护提议形成政策张力，担

忧这可能削弱欧盟团结。赫克教授研判法国提议更多具有政治象征意义，实际核

共享机制面临法律和操作障碍，强调德国立场将起关键作用，欧盟需建立协调一

致的核政策框架。 

复旦大学严少华青年副研究员探讨欧盟未来路径选择，提出在深化一体化与

权力回撤成员国之间的战略困境。赫克教授强调欧盟应充分发挥统一市场和地缘

优势，以政治魄力推进制度改革，认为重新国有化在实践中面临成员国一致同意

的程序障碍，一体化进程虽遇阻力但历史趋势不可逆转。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欧盟在扩员步伐、内部整合、安全架构等关键议题上仍

面临深刻分歧，需要平衡成员国差异与整体发展需求。（上海欧洲学会实习生李

弘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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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新政府成立与当下国际形势”研讨会综述 

 

2025年 5月 7日，即德国新政府成立次日，由上海欧洲学会与上海外国语

大学欧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德国新政府成立与当下国际形势研讨会”成功召开。

此次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吸引了来自中德两国高校与科研机构的

5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研讨。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副院长、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发表开幕致辞，指出正值欧洲局势深刻

变革之际，德国新政府的成立将面临政党碎片化加剧、东西部政治差异扩大、政

治极化趋势上升等新特点。 

 

会议第一单元由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主持，讨论主题为德国新政府

的成立和德国当下形势。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教授系统分析了德国新政府在内政与

外交两方面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与政策走向。其指出，默茨未能在总理选举首轮中

当选反映出执政联盟内部存在明显分歧，尤其是联盟党内部对默茨在政策和部长

席位分配中向社民党过度妥协的不满，构成了新政府“侮辱性极强”的不利开局。

这一事件折射出德国政党体系的不稳定加剧，主流政党共识正在削弱，政党内部

和议会间分歧扩大，进一步削弱总理权威并加剧经济界的不安。同时，德国政治

碎片化、极化趋势显著，选择党已被正式定性为极右翼政党，在东部选区的强势

表现显示其影响力正持续扩大。默茨政府的执政表现将直接影响选择党未来是否

能打破德国政治禁忌、成为主流力量。在政策前瞻方面，新政府明确强调“德国

的责任”，表现出其在内政与外交上寻求发挥领导作用的雄心，这一届政府虽面

临巨大压力，但也蕴藏重塑德国领导力的关键机遇。 

丁纯教授围绕德国新政府的组阁结构、内外挑战及对华政策前景进行了系统

梳理与分析。尽管联盟党在选举中得票领先，但为达成联合执政，对社民党作出

了较大让步，不仅在部长席位上分配接近，还将副总理兼财长及国防部长等关键

职位让给社民党，突显联盟党内部的妥协取向。默茨政府面临多重挑战。在国内

方面，德国政坛受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崛起冲击，政治生态愈发极化；难民管理和

经济复苏亦为棘手议题。德国经济在疫情与俄乌战争后持续疲软，加之联邦与地

方政策分歧明显，政府执政前景充满不确定。在国际方面，默茨政府在欧美关系

不稳、美方施压增强的背景下，需在“亲美倾向”与“捍卫自身利益”之间寻求

平衡。在对华政策上，联合执政协议虽强调“去风险”，但在经贸关系层面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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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持续合作的现实考量。德国尤其重视中德关系，未来双边合作可聚焦“绿色

与数字转型”这一新增长点。最后，尽管联盟党主导的对华外交可能更趋谨慎与

务实，中德关系仍面临美方制衡、中欧结构性分歧等不稳定因素，能否抓住当前

战略契机，将决定双边关系下一阶段的发展潜力。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朱宇方以财政与经济政策为切入点，聚焦新政

府的政策主张与制度结构重组。默茨第二轮才当选总理虽未造成实质性政治危机，

但显著削弱了新政府的形象与威信，也加剧了人们对德国政坛碎片化的担忧。这

种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可能对未来财政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产生直接影响。朱宇

方研究员还分析了新联合执政协议中体现出的三大政策倾向：一是为企业和农业

减税，强化联盟党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二是针对中低收入群体加大财政支持，

如加班免税、退休返岗激励，体现社民党的社会保障导向；三是推动未来经济发

展，如降低电价、支持人工智能和国防科技等新领域。尽管政府提出 5000亿欧

元的专项资金计划、突破“债务刹车”机制以促进基础设施投资，但财政资源、

产能、人力与行政执行力的现实制约将成为关键障碍。联盟党与社民党在税收政

策上理念分歧明显，这可能引发未来预算谈判中的执政摩擦。整体而言，财政可

持续性与政策协调能力，将是新政府成败的关键考验。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研究所执行所长胡春春副教授对德国新政府的内外政

治情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德国当前正承受经济困境、社会分裂与安全焦虑三重压

力：经济增长乏力、企业投资信心不足；社会因移民、能源、性别等议题而分裂，

特别在东西部选区中表现出极端对立；安全政策面临内外交织的挑战，德国既缺

乏共识，又受限于国内政治惯性与外部战略环境。胡春春教授将默茨的政治风格

总结为“立场转变与分裂性言论”，指出其在移民、与选择党关系、外交政策等

关键议题上多次前后反复，既分裂党内，也削弱了公众与国际社会对其政策立场

的信任。他质疑默茨是否具备引导德国走出困境的稳定能力，认为其政治策略虽

然善于操控舆论，但欠缺持续性和清晰性。尽管默茨在竞选时提出“历史断裂”

（Epochenbruch）的外交新框架，声称要彻底重塑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但在

联合执政协议中，其对多边主义、跨大西洋关系及对华战略仍延续前政府与绿党

的表述。最后，默茨的对华政策目前言辞强硬但行动尚未明朗，未来是否真能实

现战略转变，仍需时间观察。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研究所智库研究负责人、英国研究中心李冠杰助理研

究员从英国视角出发，分析了英国对德国新政府的立场与关注重点。在英国脱欧

后“全球战略”重构背景下，英德防务合作显著加强，特别是在联合研发战机和

签署防务协定等方面，体现出英国试图在美国主导秩序下通过加强与德国等战败

国的合作提升自身影响力。德国与英国国内政治面临相似挑战，均出现右翼民粹

力量上升的趋势。德国的选择党与英国的改革党虽发展迅速，但英国凭借小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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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有效限制了民粹政党进入核心权力结构。两国未来可能在如何应对民粹主义问

题上加强交流。在经贸与防务方面，英国有意将德国作为重启与欧盟关系的关键

支点。英国智库报告指出，英方希望在欧盟防务基金使用及对乌援助等议题上与

德国达成协调。最后，英德对华政策趋于一致，英国试图与德国、法国共同推动

对华政策协调，强化战略一致性。这一趋势可能对中欧关系带来挑战，中国应密

切关注英德在对华战略上的联动和政策走向。 

 

会议第二单元由李冠杰主持，讨论主题为欧盟与欧洲主要国家对德国新政

府的反应。 

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简军波副教授围绕“德法轴心”对欧洲一体

化的重要意义展开深入剖析。德法合作是欧盟的“权力脊柱”，既提供政策主心

骨，也承担制度运行的功能性推动力和成员国团结的核心动因。当前默茨与马克

龙之间良好关系及两党意识形态的相近，虽为重建轴心提供有利条件，但结构性

与功能性挑战更为严峻。功能性上，德法在防务、能源、核能、与拉美自贸协定

等领域分歧仍存，虽非致命，但掣肘合作效率。结构性上，德国面临内部极右崛

起、政府稳定性差等问题，法国则因国民联盟上升、马克龙即将卸任而陷入不确

定，内政困境削弱两国对欧盟事务的关注与推动力。当前欧盟正陷入“团结的悖

论”——要团结则推动力减弱，不团结则一体化停滞。德法轴心若要维持其领导

地位，需在加强欧盟理事会功能的同时，限制欧盟委员会的权力膨胀，并共同提

出有效政策理念，持续提供“公共产品”，承担起资源与责任。单靠两位领导人

良好的私人关系难以支撑德法轴心的持久运转，其未来发展虽存希望，但面临诸

多现实限制。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忻华研究员分析了当前德国与欧盟面对

特朗普政府破坏性政策时的应对策略。首先，特朗普政策的核心在于“砸烂旧世

界，建设新世界”，意在解构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特别是在中美关系和世贸组织

架构上进行彻底清算，这给欧洲带来极大冲击。针对这种局面，欧盟和德国的回

应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新产业战略，欧盟推动从成员国向欧盟层面集中

产业政策与资源，重点发展清洁产业、人工智能和汽车产业，以增强整体竞争力。

第二是技术与供应链的地缘政治战略，欧盟提出“去风险”理念，强调供应链安

全，通过产业战略、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贸易保护四大措施，来应对外部压力，

尤其是对美国和中国的复杂态势做出调整。第三是安全战略层面，欧盟和德国对

俄乌冲突及特朗普与普京关系的忧虑促使其警醒并试图加强安全应对，但实际行

动尚有限，存在观望态度。第四是中美双重压力下，欧盟试图在两大强权之间保

持平衡，德国与欧盟在对中美战略上虽有共识，但因德国政府不稳定，难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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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对华政策，未来走向尚不明朗。最后，欧盟和德国内部的政治矛盾和极右翼

压力将继续消耗其精力，制约对外政策的连贯性与主动性，目前只能“走一步看

一步”，需持续观察未来发展。 

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国和法语国家研究中心薛晟副研究员从法国视角分析了

德国新政府成立后的法德关系与中欧关系走向。法国将默茨视为一位经济自由主

义者与社会保守主义者，担忧这一“左右共治”组合可能重蹈法国历史上因左右

共治导致的政治削弱之路。法国高度关注新政府是否会改变德国对欧盟的政策走

向，并密切观察默茨与马克龙的会晤，特别是在防务、贸易等领域能否形成统一

的欧洲立场以应对特朗普等全球不确定因素。法德在诸如能源、南方共同市场等

议题上立场分歧明显，近年来法国更主动试图在“没有德国”的情况下塑造欧盟

领导力，如 AI峰会与人才峰会的缺席反映出德方外交主动性不足。在中欧关系

方面，尽管面临制度性对立与美方施压，但中欧仍有回暖空间。鉴于欧盟战略自

主目标普遍设定至 2030年，中欧关系在特朗普任期内或存缓和窗口。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龙静聚焦德国新政府在地区与国

际层面的战略影响，尤其在欧洲权力架构中的角色定位。默茨首轮投票未通过反

映出联盟内部存在分歧，虽不影响最终当选，但也预示着执政道路将充满挑战。

不过，当前德国面临内外多重危机，反而可能成为推动改革的动力。她特别强调

德国在欧洲安全合作机制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未来或将与法国、波兰、英国和意

大利共同构建一个核心安全架构，德国在其中的角色值得持续观察。此外，德国

正在欧盟多个领域改革中居于关键位置，包括竞争力战略、数字、能源、数据与

投资等联盟建设。虽然德国人在欧盟机构中地位突出，但默茨与冯德莱恩之间的

政策分歧可能成为权力博弈的新焦点。在中欧关系方面，德国的务实风格或将推

动中德经贸合作，帮助缓解其国内经济困境，同时巩固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力。

此外，德国对美、对俄政策尚不明确，是未来需重点关注的外交走向。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围绕默茨政府的执政前景、欧盟领导

力重塑以及德中关系展开分析。默茨第一轮未能当选暴露出联盟党内部对联合执

政协议不满，反映其党内沟通不足。这一事件虽不会导致政治危机，却为新政府

的稳定与默茨个人执政风格敲响了警钟，显示出联盟党未来仍存内部分裂的风险。

默茨试图加强与法国、波兰等国的协调，恢复德国在欧洲安全、防务等领域的主

导地位。然而，德法间结构性矛盾仍存，如防务债券、武器采购与核共享等议题

上分歧明显，法德“共同领导”虽可期，实质合作仍需突破障碍。在外交方面，

默茨政府对“全球南方”展现出空前重视，弱化价值观输出，强化务实合作，并

提出设立“南北委员会”，意图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此举虽聚焦多边合

作，但仍带有遏制中俄的战略目标，对中德关系构成挑战。中德关系将呈“两面

性”发展：在政治与制度层面对抗持续，德国仍坚持“中国是制度性对手”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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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但在经贸与非敏感领域，双方出于务实利益，合作空间依然存在。默茨的重

商背景或使德中关系在竞争中维持务实合作底色。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上海市区域国别学会会长姜锋教

授作会议总结。其指出德国当前政治局势“扑朔迷离”，反映了欧洲乃至全球动

荡、变化与结构性不信任成为常态的现实。“变动、斗争、防范、合作”是当前

德国乃至欧洲国家对内对外的应对逻辑，当前各国政府均在不稳定中寻求最低限

度的稳定，而德国这次总理选举的戏剧性正是这一乱世常态的缩影。德法之间因

互不信任而合作困难，德俄关系在新政府对俄“敌对”立场下更趋冷淡。而在全

球南方问题上，德国新政府虽减少价值观外交色彩，强调与南方国家的合作，但

其出发点更多是对中国与俄罗斯的地缘竞争，并非真正“为了南方而去南方”。

在对华政策上，几届德国政府都处于经济现实主义与意识形态理想主义之间的拉

扯，默茨团队秉持“民主—非民主”二元秩序观，这种思维惯性将持续影响其对

华态度，造成政策执行上的两面性。中方需对此变化保持警觉，并在应对中德关

系新阶段中主动调整战略布局，把握变局中的新机遇。 

此次会议通过多维度的对话呈现了德国新政府的复杂面貌及其对欧洲未来

走向的影响，为理解新时期的德国政治和中德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与会学者普

遍认为，在全球化逆流、地缘冲突加剧的时代背景下，德国能否实现“欧洲领导

力”的愿景，既取决于其内政改革的成效，更有赖于对中欧、欧美关系的智慧处

理。（上海欧洲学会实习生王耀辉整理） 

 

“欧洲安全的未来”研讨会综述 

 

2025年 4月 27日上午，上海欧洲学会成功举办“欧洲安全的未来”专题研

讨会。会议由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主持并致

开幕辞。丁纯教授指出，在当前俄乌冲突持续的国际背景下，中外专家学者围绕

欧洲安全秩序建构的深入研讨，对于准确研判国际局势发展和推动中欧关系建设

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外方学者观点 

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主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前秘书长托马斯·格雷明

格大使对欧洲安全秩序重建的路径展开思考，系统阐述了欧洲安全重建的六大核

心要素：一是需要明确识别欧洲安全格局中的三大主要冲突线：俄乌冲突、俄欧

矛盾以及俄美对抗。这些不同层级的争端需要通过差异化的政治进程予以解决，

并充分动员各利益攸关方参与协商谈判；二是应当秉持长期战略视角，采用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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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的战略方法，精准把握关键利益相关方的核心诉求，审慎评估各方的安全

感知；三是建立多层次信任措施。可通过军事、人道主义、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

信心建设机制，如战俘交换、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等具体举措，促进政治环境的稳

定；四是俄乌冲突的缓解需要达成技术完备的停火协议。可借鉴历史经验，制定

操作性强的停火安排，并配套框架性协议，明确未来冲突解决的指导原则，包括

安全保障机制、领土争议处理、战争赔偿、制裁解除及战争罪追责等关键要素；

五是缓和俄美紧张关系需重启双边战略稳定对话，重点围绕核武器管控、高超音

速武器限制、外层空间利用、网络安全及新兴技术治理等关键领域展开磋商；六

是构建多边参与机制。信任重建需要全面恢复各类对话渠道，包括非正式交流平

台和正式外交磋商机制。同时应重视降低军事风险，如重建北约-俄罗斯理事会，

提升军事透明度，推进军备控制进程等。此外，经济复苏在欧洲安全重建中具有

重要作用，建议将俄罗斯逐步重新纳入国际经济体系，重点关注能源安全和关键

基础设施保护。同时需要充分考虑非欧洲行为体在未来欧洲安全秩序中的角色定

位，以及美国在该体系中的特殊作用。 

意大利博科尼大学欧洲决策研究所所长丹尼尔·格罗斯教授重点分析了欧

洲内部经济安全与中欧经济联系的互动关系：在欧洲经济安全方面，欧盟应当超

越双边贸易逆差的局限，从整体视角审视贸易平衡问题。数据显示，欧盟整体对

华保持贸易顺差，成员国层面的逆差主要反映区域内的产业分工与平衡。以荷兰

为例，资源禀赋优势可能导致制造业比重下降；在中欧经济关系方面，中国在电

动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值得关注。欧洲政策制定者应当客观看待中国在某

些技术领域的进步，聚焦自身在定制化产品等领域的比较优势。针对中欧贸易摩

擦，如反补贴调查等争端，建议双方秉持专业态度，在技术层面寻求解决方案，

避免问题政治化。中国的产业技术升级是国际竞争的正常现象，应当理性看待。 

二、中方学者观点 

丁纯教授指出，欧洲需要形成更加清晰的安全架构认知。中国在乌克兰问题

上的立场始终遵循联合国宪章精神，坚定维护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期待欧盟内

部加强协调，制定切实可行的和平方案。同时强调中欧经济合作潜力巨大，双方

应当加强协作，共同抵制保护主义倾向。 

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徐明棋研究员强

调，欧洲安全必须建立在战略自主基础之上。缺乏独立防务能力的欧洲难以确保

自身安全。从长远发展来看，欧洲需要与俄罗斯构建建设性关系，俄罗斯仍将是

影响欧洲安全格局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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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期间，与会的中方学者还就欧洲安全架构演变、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等

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外学者通过充分交流，在多个领域达成重要共识，为后

续学术研究与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上海欧洲学会实习生王耀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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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 2025年 3月 21日，欧盟驻华代表团贸易处政策官员沈曼蒂女士（Matilde 

Cenacchi）到访学会，与丁纯会长、门镜教授、廖佳副教授等就中欧经贸关系进

行座谈。 

＊ 2025年 3月 24日下午，中央广播电视台海外记者马丁·索罗斯（Martin 

Soros），就欧洲极右翼发展趋势与学会成员进行交流。丁纯、伍慧萍、门镜、王

婀娜、胡春春、杨海峰、祝轶晨等参加座谈交流。 

＊ 2025年 4月 18日下午，上海欧洲学会召开新一届学术研究部工作会议。

会长丁纯、秘书长杨海峰、学术研究部主任薛晟、咨询培训部主任祝轶晨、学术

研究部成员姜云飞、王玏、严少华、李冠杰、严骁骁、蒋尊泽等参加会议。会议

讨论并通过了新一届学术研究部运作章程。与会人员围绕特朗普对等关税下欧盟

及其成员国对华关系进行了形势探讨。 

＊ 2025年 4月 27日，上海欧洲学会举办“欧洲安全的未来”座谈会。日内

瓦安全政策中心执行主任托马斯·格雷明格大使（Amb. Thomas Greminger）和意

大利博科尼大学欧洲决策研究所所长丹尼尔·格罗斯（Daniel Gros）作主旨发

言，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教授作欢迎致辞。参加会议的人员还有日内瓦安全政

策中心全球和新兴风险项目负责人让-马克·利克里（Jean-Marc Rickli）、日内

瓦安全政策中心亚洲项目经理琳达·马杜兹（Linda Maduz）、西蒙长期治理研究

所联合创始人兼联合首席执行官马克西姆·斯陶弗（Maxime Stauffer），以及戴

轶尘、简军波、江天骄、龙静、门镜、伍慧萍、徐明棋、薛晟、杨海峰、杨峥臻、

姚旭、祝轶晨等。 

＊ 2025年 4月 30日下午，意大利访问学者 Marco Volpe到访学会，就中国

极地外交政策与学会成员进行交流。李立凡、严骁骁、吉磊、王玏、祝轶晨等参

加座谈交流。 

＊ 2025年 5月 7日，上海欧洲学会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研究所联合举办

“德国新政府成立与当下国际形势”研讨会。本次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教授作开幕致辞，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

事长、上海市区域国别学会会长姜锋教授作会议总结。与会者还包括胡春春、简

军波、李冠杰、龙静、伍慧萍、忻华、薛晟、杨海峰、郑春荣、祝轶晨、朱宇方

等。 

＊ 2025年 5月 12日，上海欧洲学会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

究中心合作举办《欧洲对华政策报告（2024）》和《欧盟的大国和地区政策报告

（2024）》发布会暨研讨会。来自上海欧洲学会、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防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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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 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此次在复旦大学文科楼举

行的会议。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教授，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复旦

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分别致辞。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简军波副教授、严少华青年副研究员和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博士主持本次

会议。在报告发布环节，各章节作者就欧盟及欧洲国家的 2024年对华政策内外

背景、主要内容和未来发展趋势做了详细阐述。在研讨环节，与会者就“中国和

欧洲如何共同推动全球经贸自由化”“应对俄乌冲突等全球热点问题”“推动中

欧进一步合作与后俄乌冲突的欧洲一体化及其挑战”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

讨论。上海欧洲学会和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已连续多年共同组织撰写和发

布年度《欧洲对华政策报告》（至今共 8期）和《欧盟的大国与地区政策》（至今

共 4期），在我对外部门、学术机构、欧洲驻华外交机构和欧洲部分智库中产生

了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 

＊ 2025年 5月 29日，布鲁塞尔马腾斯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前秘

书长克劳斯·韦勒（Klaus Welle）访问上海欧洲学会，围绕“欧洲政党与中欧

关系”作主旨演讲，德国阿登纳基金会驻上海办公室代表庄呈展研究员陪同。丁

纯、吉磊、简军波、门镜、龙静、伍慧萍、徐明棋、杨海峰、杨云珍、张迎红、

祝轶晨等参加座谈交流。 

＊ 2025年 5月 30至 31日，上海欧洲学会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

学院欧洲研究中心合作举办“欧洲政党及其对欧盟决策的影响”国际学术会议。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让·莫内讲席教授”门

镜主持开幕式，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

院院长吴冠军教授、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教授依次致欢迎辞。会议涵盖了“欧

洲议会中的政党政治”、“民粹主义与欧洲一体化”、“乌克兰危机与欧洲政党”、

“对华政策与战略自主”等从历史演变到当代挑战的七个专题。来自国内外 4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此次研讨会。 

＊ 2025年 6月 3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举行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海

市社联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主席团成员，徐炯当选上海

市社联主席，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等当选上海市社联副主席。 

＊ 2025年 6月 3日，比利时鲁汶大学欧洲政治学教授范赫克（Steven Van 

Hecke）访问学会，围绕“欧洲一体化”作主旨演讲。戴轶尘、蒋尊泽、门镜、

宋黎磊、严少华、严骁骁、祝轶晨等参加会议交流。 

＊ 2025年 6月 5日，上海欧洲学会举办“深入学习贯彻上海市社联第八次

代表大会精神”专题研讨会。上海市社联副主席、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教授传

达了市社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主要精神，学会党工组组长兼副会长吴忠勇作工作部

署。尚宇红副会长、伍慧萍副会长、余建华副会长、张迎红副会长、杨海峰秘书

长、杨逢珉监事、龙静副秘书长、宋黎磊副秘书长等参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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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 6月 6日，由上海欧洲学会、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复旦

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合作主办，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和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协办，上海社科院国际所欧洲研究室承办的“国际秩序变迁

中的中欧关系与第三方因素”学术交流会在上海社科院成功举行。上海欧洲学会

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余建华研究员主持开幕式，上海社会

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教授和复旦大学

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孙德刚教授作欢迎致辞，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徐明棋

教授作会议总结。学术交流会包括“后俄乌冲突下的欧洲形势前瞻”、“特朗普

2.0下的中欧关系”、“中欧关系与全球南方” 三个主题。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欧洲学会等单

位的 20多位学者参加此次会议。 

＊ 2025年 6月 13日，葡萄牙驻沪总领馆经济商务领事陆叶斯（Luis M. 

M. Costa）和商务投资官员龚沁伊到访学会，就中葡经贸关系与学会成员进行交

流。丁纯会长会见陆叶斯领事和龚沁伊女士，对葡方邀请学会成员参加国庆招待

会表示感谢。龙静、门镜、忻华、杨海峰、杨峥臻、祝轶晨等参加会见交流。 

＊ 2025年 6月 18日，上海欧洲学会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欧洲研

究中心合作举办“中欧关系与欧盟战略自主：当前与未来”研讨会。研讨会分为

两个主题，分别是“中欧关系：当前与未来”、“欧洲战略自主”。同济大学政治

与国际关系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宋黎磊教授致欢迎辞。在第一环节中，上海欧

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主持会议，新西兰坎特伯

雷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 Martin Holland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

任门镜教授、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

忻华教授、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简军波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欧洲

研究中心赖雪仪副教授分别作主旨发言。第二环节中，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

学院特聘教授石之瑜主持会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张迎红研

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研究所执行所长胡春春副教授、北京航空大学比荷卢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关孔文副教授、西交利物浦大学国际关系 Robert Pauls助理

副教授、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预聘副教授 Nathan Sperber、同济大学政

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阮功松助理副教授分别作主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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