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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08 年 10 月，四川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与欧盟 Education, Audiovisual and 

Culture Executive Agency (EACEA)签约，开始执行为期 36 个月(外加 24 个月后

续期)的让莫内首席讲座教授项目。2009 年春夏，四川大学分别与比利时根特

大学、比利时自由大学签约，开始执行欧盟伊拉斯谟中国窗口项目。在 2009

夏秋-2010 春冬之际，学校、中心已经陆续选送了四十余名本科生、研究生和

教师到欧洲合作伙伴院校进行交流学习、合作研究。第 10 期《欧洲研究论丛》

有从欧洲回来的教师、研究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也有正在欧洲学习的师生的

初步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论文从不同侧面讨论了欧盟和欧洲问题的相关内容，

涉及文化、政治、经济、历史和其它社会科学研究的相关问题，所收录的文章

基本都围绕欧洲问题、欧洲一体化研究展开，在研究的角度和内容上都有一定

新意。 

《欧洲研究论丛》作为同行学术交流的一个平台，我们欢迎各方学者来稿，

大家共同交流
*
。投稿可用电子邮件寄送： 

 escentre@scu.edu.cn  

 

 
                                         

四川大学欧洲研究中心 

                                                  2010 年 11 月 14 日 

 
                                                        
* 由于本刊仅为工作交流论文，非正式出版，受编辑力量所限，我们要求选中的每篇文稿

作者要签署《作者申明》，表明论文除参考文献提及的观点和文中加以标注的地方外，论

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成果，作者的电子邮件地址要求加附文后，文责作

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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