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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人类社会政治生活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便是
人类社会政治过程的重心正在从统治走向治理，从民族国家的政府统治走向区域和全球治理。
因而，治理、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不仅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也为国际组织和政治家们所关切。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传统的经济学、政治学和一体化理论已经
越来越难以令人信服地解释欧洲联盟所发生的新变化和面临的新挑战。
为此，许多学者开始突破传统的理论框架，从治理的视角和方法来进行阐释，颇具新意和说服力，于
是，欧洲治理研究很快成为欧洲一体化和欧盟研究中一个重要而时兴的前沿研究领域。
    《治理创新：欧洲治理的历史、理论与实践》是本人近年来研究欧洲一体化与欧洲治理的一个重要
成果。
本人尝试将治理理论方法和跨学科交叉综合分析运用于欧洲一体化研究，在系统评述国际社会科学中
的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证自己关于治理的基本概念；考察19世纪欧洲出现的没有霸权的多极
治理体系和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欧洲在治理创新方面的进展，认定一体化是20世纪欧洲政治家和公民在
经过利益比较之后选择的一种有效的欧洲治理机制，欧洲一体化的演进本身就是一个治理创新和制度
转型的过程；以此为研究基点，对不同理论流派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学术解读、欧洲联盟的超国家机构
设置及其决策程序、辅助性原则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评介，并以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治理的转型为实例
。
分析了欧洲核心领域治理的具体状况，进而概括出欧洲治理的类型、治理体制的创新、欧洲网络治理
模式及其对成员国的影响等；最后，以欧洲一体化和欧洲治理为观照，论述了亚洲地区主义的特点、
成因和欧亚一体化的经验启示。
本人认为，从治理的视角研究欧洲一体化，将有利于避免以往那种认为国家至高无上、可以控制一切
社会因素的观念和各种一体化理论有关一体化是对国家的超越还是服从国家支配这样的传统争执，开
拓理解的视野与范围，也有助于证明这样一种判断：尽管成员国和各个政策领域的治理模式具有多样
性，但从总体上看，欧洲联盟正在向多层级网络治理模式转型；欧洲的网络治理模式是一种远远超出
国际组织、又不符合联邦国家思想的特殊治理体制，它以没有政府治理、多层级结构（欧盟、成员国
、地区等）、多领域多议题、各种公私行为体相互交织依赖、突破国家权力中心、共同转让共享部分
主权、彼此间进行持续不断的民主协商谈判妥协、求同存异、最大限度地增加公共利益、推进一体化
事业的深化发展为特征；欧洲治理模式的转型创新将导致传统民族国家形态、职能和国家主权的变化
，国家逐渐从自上而下的权力分配、管理者向欧盟机构的合作者转变，主权的部分转让集中并不意味
着国家单方面的丧失输出，而是一种欧洲层级上的汇合共享，可以促进成员国实际行动能力的增强和
共同利益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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