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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对华政策的“变”与“不变”

[ 作者 ] 顾俊礼 

[ 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 摘要 ] 1998年秋，德国政府发生更迭，国内有些学者曾担心德国政府更迭会导致中德关系停滞甚至倒退，但实际上，施罗德领导的红—

—绿政府着意促进对华关系的发展，使中德合作关系上了一个新台阶。2005年11月，德国政府又一次更迭，基民盟主席默克尔领导的基民

盟——基社盟、社民党大联合政府上台执政，国内有些学者认为，默克尔政府会走亲近美国，疏远俄、中的外交路线。其实，事情并不那

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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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秋，德国政府发生更迭，国内有些学者曾担心德国政府更迭会导致中德关系停滞甚至倒退，但实际上，施罗德领导的红——绿

政府着意促进对华关系的发展，使中德合作关系上了一个新台阶。2005年11月，德国政府又一次更迭，基民盟主席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

—基社盟、社民党大联合政府上台执政，国内有些学者认为，默克尔政府会走亲近美国，疏远俄、中的外交路线。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

单。德国的国家利益和外部环境，决定了德对华政策必须保持连续性。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在它所处的外交环境中，争取有利的外部环

境，以实现本国利益的政策。联邦德国从1949年5月成立到1990年10月两德统一，其外交政策实质上只是被动地适应当时处于冷战状态的

外部环境，没有多少自主行动。两德统一之后，德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德国的外交政策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承担从

统一的德国的地位及声望中产生的责任和任务”。于是，1998年，施罗德领导的红———绿政府上台执政后正式提出了外交政策“正常

化”问题。1998年11月10日，施罗德在联邦议院发表的第一个政府声明对这种“正常化”作了最权威的表述，他说：“在任何人面前都不

卑不亢，这正是一个成熟民族应有的信心，它面对历史、面对自己的责任；同时，也面对未来。”同时，德国还第一次公开宣示自己的利

益：“我们提到自己的利益并要在外交政策中得到体现。”此外，德国的政治家们和外交部还多次声明，德国要“在世界上承担更大责

任”。提出外交政策“正常化”和“在世界上承担更大责任”，是二战后德国外交政策的一次重大转折，其实质是争做世界政治大国。默

克尔政府全面继承了施罗德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联盟党和社民党在其联合执政协议中明确规定，本届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在现有基

础上做适度调整”。这明白无误地表明，默克尔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仍是外交政策“正常化”，“外交全球化”，即争做世界政治大

国。目前，德国外交政策的某些调整只是策略层面的。第一，中国是德国实现其外交战略的某种借重力量。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和核大国，它正以GDP平均年增9%的高速度迅速发展，对国际和地区事务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影响，涉及当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一切

重大问题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而德国与中国既无直接利害冲突，又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具有相同或类似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德国

为在实现其外交战略过程中从中国获得某种借鉴，继续发展德中友好合作关系，自然就成为默克尔政府合情合理的选择。第二，德国一向

实行超党派的对华政策。德国主要政党的对华政策虽有各自的特点，但基本方针一致。其朝野对华政策辩论时所表现出来的赞成或反对、

攻击或支持，往往只是表明其自身的存在价值，表明在野党在正常发挥着对执政党的制衡作用。一旦地位变化，其角色和脸谱立即改变。

这方面的事例很多。面对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所提供的巨大商机，联盟党作为一个务实的政党、一个代表经济界利益的政党，继续发展与

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只能是其优先的选择。第三，默克尔政府的组织构成也为德国对华政策保持连续性提供了组织保障。按照基本法第

65条的规定，联邦总理确定政策准则并对此承担责任，也就是说，默克尔总理确定德外交政策（包括对华政策）的准则。如今，德国绝大

多数大企业都在中国开设办事处，在中国国民经济的几乎所有领域开展着为数众多的巨大合作项目。据德方统计，德国已成为中国在全球

的第六大贸易伙伴、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05年，中德双边贸易额达611.71亿欧元，比上年增长14.44%。其中，德对华出口为212.8亿

元，增长1.35%，占德国出口总额的2.71%。2010年，中德双边贸易额达1000亿欧元的设想，可望提前实现。因此，默克尔总理作为一位负

责任的政治家不可能置德国的巨大经济利益于不顾。另外，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是执政伙伴社民党的政治家，多次访华，对中国很了

解，又曾是施罗德执政时对华政策的主要参与制定者之一。这种外交决策圈的构成，决定了谁也不会轻易改变对华政策。第四，2005年秋



德国政府的更迭，主要原因是德国内的社会经济问题、是改革问题，不是外交政策问题。总体而言，政治家们和广大选民对德国外交政策

以及对华政策，具有广泛共识，这也为默克尔政府保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提供了坚实的民意基础。当然，德国总体上保持对华政策的连续

性，并不等于不会根据客观形势和本国利益的需要，对一些具体政策作适当调整。默克尔政府在调整对美、对欧（盟）、对俄政策，力主

“平衡外交”的过程中，对华政策的调整也已凸现出来。其一，表现在取消欧盟对华武器禁运及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在解除对

华武器禁运问题上，德不但强调要与欧盟成员国协调一致，而且表示要把该问题与中国人权状况挂钩，这表明了政治立场的倒退。在市场

经济地问题上则采取了拖延策略。其二，在涉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一些问题上，如联合国改革、能源问题、伊朗核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跨国犯罪等问题上，德国近来明显过分强调其自身大国利益。这为中德双方在这些领域增进共识，扩大合作，增

加了困难。其三，随着经贸关系的继续深入和扩大，双边贸易磨擦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争论，似有上升趋势，而且可能成为双边关系中

的主要问题。其四，以默克尔为首的保守的联盟党意识形态浓重，其某些政治家在“东突”问题、“民主”和“人权”等问题上，对我一

向有偏见。默克尔总理在这类问题上对中国可能会变过去的“隐蔽外交”为“公开外交”。 2006年5月21日~23日，默克尔总理对中国进

行的“38小时旋风式”访问表明：其一，中德双边关系开始走出“纯经济模式”，双方都愿意推进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今年内要启

动副外长级战略对话，在外交政策上的合作将会加强。其二，中德在经济上签订了19项合同，决心继续推进合作的同时，双方在技术转、

资金等问题上，更实际了；另外，在知识产权保护、反盗版等问题上，都突出了坦率态度。其三，意识形态味比过去浓重。人权问题、宗

教自由问题、西藏问题、互联网审查等问题，已经并可能成为今后双边对话的重要内容。总之，气氛比较友好，情况比过去复杂。但是，

经过中德双方的共同努力，中德友好合作关系定将会在曲折中继续大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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