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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发展报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与中国欧洲学会共同合作，对每年度欧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形势作综合

分析的学术报告。 

《欧洲发展报告》共为七个部分：一、提要；二、主题报告；三、综合篇；四、专题篇；五、地区与国别篇；六、资料篇；七、后记。

《报告》每年的体例基本不变，其中既有对欧洲年度形势所做的综合分析和概括，亦有对欧洲每年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专题报告，同

时，《报告》还以一定的篇幅发表有关欧洲经济、政治与社会等方面的数据统计资料，是中国读者了解欧洲形势的重要参考书籍。 

《报告》自1997年问世以来，经过作者的不断探索努力，已形成其独特的风格。 

在每年度的《报告》中，作者通过“提要”的高度概括，对该年度的欧洲形势所做出总的评论，提要语言精炼，观点鲜明，具有导读作

用，是《报告》全书的提纲。 

《报告》的主题部分是对当前欧洲最有影响的重大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是全书的点睛之笔，亦是全书的中心。它与专题篇的各章的区别在

于，它所涉及的问题不仅限于本年度，而更具有战略性的、较长时段的视野和学理的探讨。 

《报告》综合篇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关系四章，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关系四个方面对欧洲的形势进行评论，

并对年度内发展中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作者力图从高屋建瓴的角度，以主要特征或重大的问题为纲，携领全局，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

析判断展现欧洲形势的总特点。各章行文中力求避免面面俱到的一般性叙述，强调分析与评论，突出重点，使读者能够清晰地了解欧洲形

势的总貌。 

专题篇主要是《报告》作者对年度内欧洲形势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所作的专门的、深入的分析。专题篇一般为3—5个专题，以较大篇幅对所

研究的专题进行详细分析，提出客观的判断。与综合篇不同的是，专题篇对事件的描述要求详尽具体，并在注重资料的准确和完整的基础

上，以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剖析问题，从而提出科学的判断。本篇确定中欧关系为常设专题。 

国别与地区篇是在对欧洲总体形势和专题问题的分析的基础上，对欧洲各国年度形势所做的研究，其每年涉及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欧洲联

盟、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荷比卢、北欧、南欧、中欧、东欧等国家与地区。 

资料篇分统计资料与大事记两部分。统计资料以欧洲地区为选材层面，选材领域为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关系为主。如果说前述各篇是

以文字反映欧洲，本篇则是以统计数字反映欧洲在该年度的发展状况。因此，统计数字应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准确性和可靠性，使读者

可以通过数字对欧洲有更为准确、客观的了解。大事记以从上年11月1日起至次年的10月31日为止，选材范围为发生在这一时段内欧洲及

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事件，读者可以通过大事记查找相关的信息资料。 

《欧洲发展报告》迄今已出版了7辑，《2003-2004：欧洲发展报告》的主题报告为欧美模式与欧美关系；专题报告有“宪法草案：欧盟制

宪的重大发展”、“伊拉克战争与欧洲”、“中欧关系与亚欧关系”。 

按多年形成的惯例，每年《报告》出版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都要和中国欧洲学会共同组织一次年度形势年会，与北京地区欧洲

问题、国际问题研究者们一起对本年度的欧洲和与欧洲相关的国际问题进行讨论；近几年来，欧盟驻华大使和欧盟上下两届轮值主席国的

两位驻华大使三人一起每年到会与中国学者共同讨论，更是使得欧洲年会成为北京地区最有吸引的国际问题论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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