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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课样题  

 

 

 

 

 

专    业：        欧洲学       

 

考试科目：   欧洲研究能力测试  

 

 

 

 

考生须知  

 

 

1. 本试卷共 7 页。 

2. 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试题册上无效。 

3. 答题时一律使用蓝、黑色墨水笔或圆珠笔作答，用其它笔答题

不给分。 

4. 考试时间为 3 小时，成绩满分为 1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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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项 

 

1. 本试卷仅有一种题型，即“阅读与写作题”。 

2. 请阅读试卷提供的阅读文献，并按该题所规定的主题和内容写．

一．篇．短文。 

3. 如试题要求应试者总结阅读文献中的有关内容时，不得大段照

抄原文。 

4. 受篇幅所限，所提供的阅读文献省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 

5. 阅读文献目录 

批准《里斯本条约》，开启欧盟新时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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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阅读与写作题（满分 150 分） 

阅读下列“批准《里斯本条约》，开启欧盟新时代”一文，然

后请你以“从《里斯本条约》看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冲突与协调”

为题写一篇不少于 2,000 字的短文。短文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但不．．．．．

局限于．．．以下方面： 

1. 《里斯本条约》出台过程； 

2. 《里斯本条约》的主要内容； 

3. 《里斯本条约》的意义； 

4. 《欧盟宪法条约》失败的原因； 

5. 举例说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遭遇的危机与存在的问题； 

6. 举例说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协调方式； 

7. 《里斯本条约》对欧洲一体化未来发展的影响； 

8. 你对《里斯本条约》的评价。 

 

 

阅读文献 

 

批准《里斯本条约》，开启欧盟新时代  

 

新华网北京 2009年 11月 5日电  捷克总统克劳斯 3日签署

了《里斯本条约》（下称‘里约’）。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随后

发表声明说，《里约》迄今已获得欧盟全部 27个成员国的批准，

有望于 12月 1日正式生效。 

 

扫清最后障碍  

 

克劳斯于 2009年 10 月 9日向欧盟提出了一个签约条件，要

求欧盟在《欧盟基本权利宪章》中作出特别规定，以便在《里约》

生效后，仍能确保二战后没收德国人财产的捷克贝奈斯法令继续

有效。 

 

2009年 10月 29日，欧盟轮值主席、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在

布鲁塞尔宣布，欧盟峰会同意捷克提出的条件，并表示欧盟将采

取“令捷克及其邻国都能接受的方法”。欧盟的这一决定，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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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里约》生效道路上最后一个政治障碍。 

 

由于捷克部分议员认为《里约》的个别条款违反了捷克的法

律，向捷克宪法法院提出诉讼。捷克宪法法院于 10 月 27 日着手

审理这一诉讼案。11月 3日，宪法法院作出《里约》不违背捷克

法律的裁定，并宣布这是最终决定。 

 

《里斯本条约》出台过程  

 

《里约》是在原《欧盟宪法条约》的基础上修改而成。2004

年 10 月，欧盟 25 国首脑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了《欧盟宪法条

约》。这是欧盟的首部宪法条约，旨在保证欧盟的有效运作以及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顺利发展。根据有关规定，《欧盟宪法条约》

将在所有成员国批准后，于 2006 年 11 月 1日正式生效。然而，

法国和荷兰 2005年先后在全民公决中否决了《欧盟宪法条约》，

使得这部被寄予厚望的宪法条约陷入困境。 

 

为推动欧盟制宪进程，2007 年 6月，欧盟首脑会议在布鲁塞

尔决定以一部新条约取代已经失败的《欧盟宪法条约》。根据欧

盟各国首脑达成的框架协议，新条约不是涵盖欧盟所有既有法律

的一部大法，而是对创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罗马条约》和

建立“欧洲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行修改增补的一部

普通法律。这样，新条约的重要性下降，各成员国可以通过议会

审批方式核准条约，而无需举行可能导致条约遭否的全民公决。 

 

按照各成员国讨论达成的共识，新条约删去了一切带有宪法

意味的内容，包括更改其“宪法条约”名称、省去欧盟盟旗、盟

歌等内容。同时，条约增添了一些使欧盟决策过程更透明、更民

主的条款，并照顾部分成员国意愿，增加了一些“个案处理”的

灵活规定。相比《欧盟宪法条约》，新条约内容大为简化，但仍

保留了宪法条约的实质内容。根据新条约，欧盟的决策方式和机

构设置都将进行大刀阔斧的革新，旨在让扩大后的欧盟更好地运

转。 

 

2007年 10月 19日，欧盟非正式首脑会议在葡萄牙首都里斯

本通过了欧盟新条约，即《里斯本条约》。同年 12 月 13 日，欧

盟成员国领导人在里斯本签署《里约》，随后交由各成员国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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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批准后，条约于 2009 年 1 月生效。匈牙利国会 2007 年 12

月 17日投票通过了《里约》，匈牙利因此成为首个批准该条约的

欧盟成员国。2008年 6月爱尔兰就是否接受欧盟《里约》举行全

民公投。13 日，爱尔兰选举委员会公布结果：以 53.4%的反对票

否决了《里约》，欧盟制宪进程再次受到重挫。爱尔兰公投委员

会 2009年 10 月 3日下午宣布，在 2009年 10 月 2日的全民公投

中，爱尔兰选民以 67.1%的支持票通过了旨在推动欧洲一体化进

程的《里约》。2009 年 10 月 10 日，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在

华沙正式签署《里约》。 

 

欧盟向“真正的全球性力量”迈出了重要一步  

 

随着捷克 3日签署《里约》，该条约迄今已获得欧盟全部 27

个成员国批准。欧洲媒体把这一天称为“历史性的一天”，它宣

示欧盟将迎来历史性变革，在“成为一支真正的全球性力量”的

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从 8年前欧盟决定“创建一部宪法草案条约”到如今《里约》

即将问世，其间种种曲折印证了欧洲一体化的运行轨迹：欧洲一

体化虽矛盾重重，有时甚至举步维艰，但谈判代替对抗，对话代

替对立，一体化的方向始终未变。 

 

今天的欧盟，人口近 5 亿，已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实体，是

全球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组织之一。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

谋求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舞台上有更大的发言权，正是欧盟

领导人急于制订并推行欧盟“宪法”的初衷。 

 

2008 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令欧洲民众对身受美国拖累深

感不满。为迎合民众情绪，时任欧盟轮值主席的法国总统萨科齐

呼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主张建立“新的全球金融秩序”。然而，

随着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任期届满，这场欧洲对国际政经规

则主导权的争夺不了了之。这也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欧盟在推行对

外战略时组织和制度保障不力的现实。 

 

《里约》的通过将强化欧盟的组织协同力。条约一旦生效，

欧盟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将发生重大变化。例如，欧盟将设立

常任理事会主席职位，取消目前每半年轮换一次的欧盟主席国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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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机制。常任主席负责主持欧盟会议、协调欧盟内部团结和共识

并在世界其他地区代表欧盟，堪称欧盟的“总统”。条约还将设

立欧盟“外交部长”一职，以更好地协调欧盟外交和对外援助政

策。 

 

《里约》的生效还有助于欧盟在国际舞台上推销其倡导的政

策理念、行动准则和欧洲文化等“软实力”。例如，欧盟正积极

充当全球环保“急先锋”，利用其环保技术和标准的先发优势促

使其他国家接受其制定的规则，从而达到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发

展方向的目的。 

 

《里约》的生效对“引领欧盟成为一支真正的全球性力量”

具有重要意义，对世界多极化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推进全球多

边主义是欧盟处理国际事务的主要理念。英国首相布朗 2008年推

出“全球性社会”，法国总统萨科齐提出“相对大国论”，都意

在强调各国相互依赖性，主张建立“大国合唱”，共同改造国际

社会，特别是通过改革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国际机

构，为破解全球化困境寻找答案。 

 

当然，《里约》的生效并不意味着未来欧洲一体化将一帆风

顺。事实上，在诸如欧盟是否应该继续扩大、欧盟成员国是否应

该采纳单一货币等核心问题上，条约仍采取了回避态度。不过，

这丝毫不会使欧洲偏离一体化的既定方向，相信《里约》将为欧

洲一体化揭开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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