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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吉林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自成功竞标获得欧盟委员会“中国——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目
（EU-China European Studies CantersProgratom）”资助，2006年开始执行吉林大学的欧洲研究中心项目
以来，幸赖项目办全体成员的提醒与督促、项目学术委员会的鼓励与帮助、吉林大学主管领导的重视
和关怀、社科处的组织协调和大力支持，群策群力、披荆斩棘、融会多方资源、克服重重障碍，聚集
和培养了一个研究欧洲问题的团队、开发和建设了一套阐述欧洲问题的课程、撰写和出版了一批探索
欧洲问题的成果、组织和举办了一系列分析欧洲问题的学术活动。
在2007年这个项目结束之时，总体上圆满地完成了项目所设计的任务，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吉林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所承担的“中国一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目”的主题是“欧盟区域政策及其
对中国东北传统工业区的转型与振兴的启示”，这是一个有着鲜明特色的主题，既有着相当深厚的理
论背景，也在很大程度上着眼于欧洲联盟和中国所处的现实。
从理论的角度，它需要深入地探讨经济发展的促动因素问题，产业转型与产业聚集所导致的经济与社
会后果问题，政府规制、超国家组织的功能以及市民社会的治理问题，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协调问
题，在经济与社会秩序建构领域法律与政策的功能问题，等等。
从实践的方面，它需要具体地观察和分析欧盟在带动落后地区、特别是传统工业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
领域的各项政策及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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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吉林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自成功竞标获得欧盟委员会“中国——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目
（EU-China European Studies CantersProgratom）”资助，2006年开始执行吉林大学的欧洲研究中心项目
以来，幸赖项目办全体成员的提醒与督促、项目学术委员会的鼓励与帮助、吉林大学主管领导的重视
和关怀、社科处的组织协调和大力支持，群策群力、披荆斩棘、融会多方资源、克服重重障碍，聚集
和培养了一个研究欧洲问题的团队、开发和建设了一套阐述欧洲问题的课程、撰写和出版了一批探索
欧洲问题的成果、组织和举办了一系列分析欧洲问题的学术活动。
在2007年这个项目结束之时，总体上圆满地完成了项目所设计的任务，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吉林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所承担的“中国一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目”的主题是“欧盟区域政策及其
对中国东北传统工业区的转型与振兴的启示”，这是一个有着鲜明特色的主题，既有着相当深厚的理
论背景，也在很大程度上着眼于欧洲联盟和中国所处的现实。
从理论的角度，它需要深入地探讨经济发展的促动因素问题，产业转型与产业聚集所导致的经济与社
会后果问题，政府规制、超国家组织的功能以及市民社会的治理问题，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协调问
题，在经济与社会秩序建构领域法律与政策的功能问题，等等。
从实践的方面，它需要具体地观察和分析欧盟在带动落后地区、特别是传统工业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
领域的各项政策及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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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结论　　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困扰纷纷，相比而言，欧共体法与成员国内法
之间的关系明显更清楚和确定。
欧洲法院凭借欧共体条约授予的职权以“一元论”的模式明确了共同体法与成员国国内法的关系，建
立和发展了共同体法至上原则，为保证共同体法在效力将共同体法的地位置于高于成员国的所有法律
包括宪法。
另一方面，成员国法院是由国家建立为保证国内法的履行而设立的专门机构，因此不难理解成员国法
院经历了一个逐步接受共同体法优先原则过程。
尽管成员国法院大多依据国内宪法之原则而非欧洲法院的裁决确认了共同体法优于普通国内法的优先
地位，但在共同体法高于国家宪法上成员国法院却不同程度地显示了对宪法的尊重，即使如德国这样
事实上接受了共同体法绝对优先之地位的国家，亦是以其提供了与德国宪法相同的人权保护为据，同
时保留了如果共同体法对人权保护下降德国法院审查其是否违宪的权力。
不少成员国法院只接受了共同体法相对至上的地位，而且在未来似乎还不能看到欧洲法院所推崇的共
同体法绝对至上之原则得到成员国法院完全接受。
但是欧洲法院无意对此让步，成员国法院亦元迹象放弃对自己宪法的忠诚，因而欧洲法院坚持共同体
法绝对优先而成员国法院多数主张共同体法之相对至上的局面会在很长的时间延续。
尽管欧洲宪法条约除将共同体法优先原则扩展到欧盟法的其它支柱外，试图在强调共同体法至上的同
时尊重成员国的宪法以安慰成员国在某些主权上的放弃。
但是改革条约的出台放弃了对共同体法优先原则发展的机会，其模糊态度不仅未改变共同体法至上原
则的两面性，而且为支持了反对共同体法绝对至上原则之成员国法院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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