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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大选及新政府内政外交展望”研讨会综述 

◎ “德国大选对中欧关系影响”研讨会综述 

◎ 学会举办中美欧关系座谈会 

◎ 学会合作举办欧盟对主要大国和地区政策报告写作推进视频会议 

◎ 学会合作举办“德国大选对中欧关系影响”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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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Topics 
 

☞ A Summary of the Conference on “The Germany’s General Election and the 

New Government’s Domestic Policy and Foreign Policy” 
 

☞ A Summary of the Symposium on “The Influence of Germany’s General 

Election on the China-Europe Relations” 
 

☞ SIES Co-holds a Webinar on the Writing of Report on EU’s Policy towards 
Major Countries and Regions 
On the afternoon of September 28, 2021, the SIES and the Center for China-Europe Relations at 
Fudan University jointly held a Webinar on the writing of Report on EU’s Policy towards Major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participants included: Cao Ziheng, Jian Junbo, Long Jing, Lou 
Xiangfei, Ma Bin, Song Lilei, Sun Beiyun, Xin Hua, Xu Mingqi, Yan Shaohua, Yang Haifeng, 
Zhang Chuchu, Zou Zhiqiang． 

 

☞ SIES Holds the 11th Shanghai Youth Forum for European Studies 
On the afternoon of September 28, 2021, SIES held a symposium of China-Europe-US Relations. 
Cao Ziheng, Li Guanjie, Xin Hua, Xu Mingqi, Yang Haifeng and Zhang Ji attended this 
symposium. 
 

☞ SIES Co-sponsors the Symposium on “The Influence of Germany’s General 

Election on the China-Europe Relations” 
On October 15, 2021,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sponsored and operated 
the “Symposium on the Influence of Germany’s General Election on the China-Europe Relation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IIS) and the Center for 
German Studies of the Tongji University. Over 20 scholars of European and German studies 
participated in this symposium, who were from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Tongji Universit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d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nd other academic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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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编者按：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已于 2021年 9月 26日结束，社会民主党以微弱优势

领先，联盟党排名第二。在此之前，上海欧洲学会与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上

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数次合作举办研讨会，对德国大选及新政府内政外交、德国

大选对中欧关系影响等进行分析与展望。与会学者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当然，

由于是展望，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判断不见得与大选结果或新政府实际推出的政策

完全一致，但却较为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大选前德国的政经形势，也对我们更好

地理解德国复杂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帮助。本期学术交流栏目刊登的即为 2021 年

5月 21日的“德国大选及新政府内政外交展望”研讨会综述和 10月 15日的“德

国大选对中欧关系影响”研讨会综述。 

 

“德国大选及新政府内政外交展望”研讨会综述 

2021年 5月 21日，上海欧洲学会与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

研究中心、《德国研究》编辑部在同济大学合作举办“德国大选及新政府内政外

交展望”学术研讨会。上海欧洲学会徐明棋会长做开幕致辞，同济大学德国研究

中心郑春荣主任做会议总结。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和监事曹子衡分别主持

了“大选研判及德国内政走势”、“德国外交及中德、中欧关系走势”两个单元

的发言与讨论。来自京沪两地的 20 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会议。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德国未来的走向，对整个欧洲

的未来发展，以及中德甚至更广义的中欧关系未来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德国

内部的政治格局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体西欧国家的政治图谱的变化，

从德国的政治发展的走势我们也可以反推发现整体的欧洲未来的发展方向。从德

国的社会当中也可以看到很多迹象，比如说趋向于更保守，对环境问题更加关注，

更加积极推进对外关系中的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努力，并把它当成政治正确的一

种方向。相应的，就是举环保绿色发展大旗的绿党政治势力不断加强，另外就是

右翼甚至极右翼势力的壮大。在整个欧洲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发展。因此，未来德

国在 9月份的大选，对中德关系和中欧关系都有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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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国大选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谈到，今年联邦选举的主要议题是抗

疫复苏，以及应对气候变化。虽然也有新疆问题的辩论，但是从以往德国议会选

举的经验看，一般不会把外交和对华政策作为选举的主要或重要议题。现在各个

政党都提出了总理候选人，总理候选人效应出来以后，可以看到绿党候选人是有

加分的。绿党参政执政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目前，基民盟基社盟的支持率很稳定，

在民调中领先。可以看到，第一大党的争夺将更为激烈。德国谁会成为第一大党，

取决于德国民众求稳还是求变的心理。随着疫苗的加速，德国民众的求稳心理有

所回复。根据目前的民调和各党的表态，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组阁可能性。虽然不

能完全排除绿党的胜选，但个人觉得更有可能的还是联合。从民众的期待来讲，

德国民众现在更期待的也是黑绿联盟，但是讲的更多的是基民盟基社盟领导下的

黑绿联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博士后玄理主要谈大选背景下德国政党格局的新动

向。他认为，与 2017 年大选相比，今年大选的变化首先是新冠疫情催生议题的

重构。议题选择性一直是预测大选的风向标。大选前哪个议题的重要性高，这个

议题上占绝对优势的政党就很有可能在大选中获得成功。我们可以从 2017 年民

调数据看到选择党的崛起，当时移民和恐怖主义关注度非常高。现在，环境议题

显著上升，移民议题显著下降，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现在德国绿党的崛起和选

择党的下滑。 

第二点变化是目前政党格局不确定性加剧。目前这种不确定性更多的直接原

因就是近期联盟党的变化，联盟党已经进入后默克尔时代。过去联盟党也遇到这

样那样的波折，但靠着默克尔的声望和作用使联盟党在两次大选中胜选。后默克

尔时代，这种容错能力却是降低的，这种情况下联盟党犯了一个个的错误，成为

联盟党民调下降的一个原因。当然，联盟党成为第一大党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

主要是它在抗疫主战场做得更好。民众现在最关心的还是疫情。现在离大选还有

4个月，联盟党还有时间可以扭转这个不利的局面，一旦不久的将来疫苗接种率

上来，感染率下来，社会充分开放、恢复经成为德国的主旋律，联盟党肯定有反

超的机会。 

第三个变化就是绿党的强势崛起。为什么绿党势头这么猛烈？首先是绿色政

治更加顺应德国的趋势。疫情前如此，疫情后也是如此。第二就是绿党逐渐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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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单一议题党的标签，他们的政策纲领更加注重实用主义的倾向。今年绿党推出

了自己竞选纲领的草案，从中可以看到，除了气候议题之外，他们关注的议题进

一步的扩充，比如坚决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这个纲领不只一次地提出，他们不

仅仅是德国的政党，还是欧洲的政党。在这些纲领里面充分展现了绿党成为主流

政党的特点。 

德国政局虽然出现这么多的变化，但有两个基本的趋势没有改变，一个就是

主流政党的走弱。社民党在这次选举中可能会创选票的历史新低。2021 年，无

论是荷兰大选，还是英国、德国选举，都看不到左翼复苏的迹象。它面临的问题

跟欧洲的左翼政党很像，其两大核心选民一个是传统的工人阶级，另一个是受教

育比较高的中坚力量，这两大选民被绿党瓜分殆尽，它又提不出一个更好的理念，

所以说它是比较困难的。如果再提不出新的纲领，法国社会党的今天就是他们的

明天。第二个是六党格局碎片化趋势进一步固化。根据现在的民调，两大主流政

党加起来超过 40%，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也意味着未来组阁的谈判非常困难。

这时候小党的议员就非常重要。由于看到社民党最近一些挫折，这些小党还愿不

愿意参加政府，还有待观察。组阁谈判将是一个旷日持久的现象，而这对于急需

恢复经济的德国来看是不利的局面。 

中国社科院中德合作中心杨解朴主任谈到，对未来新的联合政府的总理和政

府的判断。从目前形势看，联盟党和绿党支持率比较接近，无论哪个党获胜，未

来无论哪个党执掌政府，都将是弱势的总理和弱势的政府。两党的竞争和博弈相

当的激烈，所以在联合组阁之后，他们能够组成一个强势的总理或政府的可能性

都很小，相对于默克尔执政 16年的情况来说都是弱势的。 

二、德国经济等政策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主要谈默克尔时代德国经济发展

评述及大选后的展望。他认为，总体来讲德国的经济表现跟欧元区是同步的，而

且好于欧元区。德国由于其本身产业链的核心位置，失业率情况比欧元区的平均

情况要好。从通胀的情况来看，除了最近由于疫情的原因，以及通货膨胀相关指

数计算的调整，总体来讲德国通胀率是不高的，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它都受制于所

谓的通胀紧缩的压力。从进出口来讲，德国一直保持了比较好的表现。从财政赤

字来看，德国在整个欧元区当中是比较好的，公共债务也是这样的情况。总体来

讲，从默克尔执政到现在为止宏观表现是比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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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应对欧债危机可以对德国经济政策有个比较全面和具体的观察。危机前更

多的持续了施罗德相关的改革，推进了财政的巩固、福利的改制，以及推动整个

投资的改善。这个投资是多元的，不仅是对企业或是基础设施，还包括对科研、

交通、家庭都有相关的推动。危机中，对内主要是执行所谓债务刹车，第二是全

力保障就业，比如灵活就业、短时工或是用工银行等等。有一些是承前启后的，

有的是慢慢变成欧盟的一个共同性的措施。对外则越来越多的把目光投向新兴的

经济体，不仅仅是关注欧盟区内的贸易。德国在整个危机应对当中起到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某种意义来讲是中流砥柱的作用，起着刹车和油门的作用，比如，推

动建立相关的财政救助，尤其是救助以希腊为首的问题国家，建立了 ESM稳定救

助机制。将巩固财政的举措制度化，包括推动银行业联盟和资本联盟，主要是银

行业联盟，后续同意包括量化宽松等。在这个当中，德国都起到了一个非常突出

的作用，本身在推，然后在欧盟层面上又联合法国、意大利等等往前推。总体来

讲，这些是积极的，使危机得以一定程度上的消除。 

从发展趋势讲，德国经济包括产业链、产业结构，在整个欧洲或是全球的地

位都比较稳固。从这个意义来讲，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因大选而出现一个转折性

的变动。各个政党对环保等等都有相应的共识。随着疫情被控制，德国经济的持

续发展可期，尤其是在所谓第二波危机以后，曾经出现过一个非常快速的强烈反

弹。疫苗的接种率上升以后，德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应该还是可期的。 

德国经济存在以下几个隐忧。一是它是比较强的外向型经济，受制于外部的

影响会很大。通过疫情从供应链、产业链的问题上已经明显暴露出了这个问题。

二是它相应的支柱产业会受到比较重的冲击，尤其是汽车和机械制造。这里有两

方面原因。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力上升，这些经济体与德国

产业差距缩小，同时它跟美国物联网的发展差距又在拉大。虽然德国推出类似短

时工这样的举措，能够缓解一些经济问题，但也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僵尸企业或

是整个成本的上升，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另外一方面，比如说高等教育

中出现的一些情况，越来越多的人对理工兴趣的下跌，以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

动力的空缺，高技能人才一度的缺失等等，都会对它长期未来的发展产生一定的

影响。这些隐忧能否解决，可能要取决于今后新政府到底是怎么组成的，新政府

相关政策会直接影响到这些问题的发展趋势。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朱宇方博士主要从全球供应链角度看德国未来经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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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她指出，《供应链法》之所以比较敏感，它涉及到全球价值链，涉及到国

际经贸合作，也涉及到政治对于企业决策的干预。德国《供应链法》的最根本的

一个立法基础是 2011年联合国的工商指导原则，德国 2016年对这个原则进行了

一个落地，拿出来一个德国经济与人权国家行动计划。这两样东西根本的特点就

是他们都是自愿性的，企业自愿对自己的供应链进行审查。2020 年，德国经济

部做了一个民调，结果是只有 13 到 17%的企业做了这件事，这个比例是非常低

的。现在《供应链法》还没有通过，但是这个草案是要把它变成强制性的，这是

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 

按照目前的草案，它所涉及的企业是从大企业开始，也就是从 2023 年开始

员工数超过 3000人的企业，目前德国有 600多家，要求他们实施《供应链法》，

对自己的供应链进行审核。德国政府提出来这一点是想从大企业向小企业溢出，

就是说让它的下游、上游的企业也能够对于人权审查今后有所进步。德国的《供

应链法》只涉及到直接业务领域和直接供应商，对于间接的供应商只有一个间接

的溢出效应。 

这个法律在执行层面是比较温和的，如果发现供应链上有问题，法案没有规

定民事责任而是罚款，没有业务退出的强制要求。具体的罚款数额现在还没有确

定，还在讨价还价当中。 

欧盟会在今年也将拿出一个《供应链法》的法律草案。欧盟目前的讨论比德

国现在拿出来的法案要严格的多。首先它就是把尽职调查的业务扩展到间接的环

节和非直接供应商，也就是说，它深度和广度要大很多，而且会考虑企业的民事

责任和刑事责任，会对存在问题的环节的产品禁止进口。欧盟现在仍然在讨论的

过程当中，完全有可能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讨价还价以后拿出来的方案也不会像现

在这么严苛，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温和。 

德国经济研究所对《供应链法》的看法相对比较负面，他们认为这可能会使

德国企业的竞争地位恶化，会影响到德国的产业链构成。《供应链法》一定程度

上发挥了一个非关税壁垒的作用，提高了产品半成品的成本和进口的难度，这对

于企业的经营来说肯定也是不利的。第二，它会影响德国企业供应链分散化的布

局。在遭遇到新冠疫情的冲击以后，德国企业也在思考如何应对未来的风险的冲

击。德国企业现在更加倾向于未来进一步分散自己的供应链，而不是把供应链搬

到离自己更近的地方或是更加集中。德国企业现在的供应链环节的布局更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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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德国周边的欧盟国家。如果受到新冠疫情这样的风险冲击，就会使得供应

链的环节一锅端。所以德国企业现在普遍显示出未来有可能会把像新冠疫情这样

的区域性的普遍性的冲击考虑进去，尽可能地分散他们的供应链。但是现在《供

应链法》又使德国企业对实施这种分散化的方式重新考虑，因为越分散他们尽职

调查成本越高。 

人权审查从政府转移到企业层面，也引起争议，企业是无法承担政府的职能

的。这种政治责任企业是无力承担也不愿意承担的。但是，政治对于经济的这种

干预不管是德国还是欧盟层面，它们的影响都在越来越大，这是我们必须要看到

的一个趋势。 

此外，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俞宙明博士分析了大选后德国新政府科研创新

政策展望和中德合作的前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郭婧博士分析了大选背景下

的德国教育领域新动向。 

三、德国外交与对华政策 

郑春荣教授认为，德国新政府外交方面总体上仍然会延续 2013 年提出的积

极有为外交，在国际事务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绿党近年来希望推动德国在世界

政治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绿党在竞选的草案当中也表示，

要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可以用军事力量，在国际事务上也是有诉求的。德法之间

的力量对比会发生一些推移。德国大选以后有一个窗口，德国领导人刚刚选出来，

还没有很大的威信，有利于马克龙在法国谋求领导角色。不过也有德国专家认为，

在法国 2022 年的大选中，虽然马克龙可能会胜选，但是右翼民粹势力对马克龙

的牵制会更大。 

关于中德中欧关系，总体上无论德国新政府组阁形式如何，中德的负面因素

都会上升。中德之间不仅仅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绿党说要对中国采取更多

强硬的态度，但是无论他现在怎么表态，关键是执政后怎么做，这就是现在说的

和未来执政真正做的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无论新政府如何

组阁，都需要在对华合作与竞争、对话与强硬之间找到平衡点。绿党也表示跟中

国脱钩不是正确的选项。新政府也会谋求塑造欧盟共同的对华政策，在欧盟对华

的三重定位当中，竞争者和对手的权重会上升。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中国其

实做了尽可能的妥协，默克尔为什么反复强调它的重要意义包括里程碑的意义，

说明这对欧方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协定冷冻在这里也不是坏事，何况要推也推



欧洲观察|2021.05                                                          - 8 -  

  

不动。所以欧方现在把中欧投资协定作为一个政策工具，欧盟的新贸易战略提到

了要把中欧投资协定作为一个应对中国的政策工具。 

最后，新政府也会加强和美国的政策沟通与协调。虽然德国表示要追求欧盟

战略自主，但其动力在拜登上台之后在衰减。德国将价值观嵌入到双边贸易当中。

德美在对华战略上尤其在劳工和环境等领域会携手。不过德国也不可能处处追随

美国全面的跟中国脱钩或是全面的遏制中国，因为他们知道跟中国有合作点。关

键问题是合作与竞争这两者之间怎么平衡。新政府上台之后会有一些动荡期，我

们对此要有心理准备。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崔洪建所长主要谈中美欧三角和两边关系中的

德国。他指出，近阶段以来，德国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下不断在政治上显示和美国

的一致性。在联合国还有其他场合，德美联手在人权等问题上跟我们斗的很厉害。

多边场合的中德关系似乎和双边场合的中德关系有点背道而驰。 

首先，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对德国在对华对美关系上的选择进行分析。第一，

对于德国来说，中美分别代表着增量和存量。中国是德国的新兴市场，否则默克

尔也不会这么积极地推动投资协议谈判了。换句话说，在德国看来，中国市场的

剩余价值还很大，随着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经济消费层级的稳步扩大，在未来维

系德国的制造业，不仅是传统制造业，尤其是给德国的新兴产业提供更大的市场

动力方面，中国还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近两年我们看到德国在印度方向做了

不少的动作，甚至一定程度上想要把印度塑造成中国的替代品，但实际上对于印

度本身的市场总量，对于印度的开放程度，德国心里是有数的，短期内不会达到

像中国这样的规模。所以对德国来说，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存量加增量的位置，就

是已经有这么大的共同利益了，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德国经济的一部分存量，而且

同时还有增量。美国代表着一个存量，这个存量就是德美之间已经根深蒂固、相

互依赖程度很深的经贸、投资领域，包括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关系。安全领域相对

来说是中德关系的薄弱环节。我们知道，除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分歧以外，在安

全领域中德几乎没有交集。这就导致如果德国要在中美之间找一个平衡的话，德

国是很愿意做这种领域或议题上的划分的。比如说在政治安全领域，它摆脱不了

美国，所以它就要更多地依靠美国；在经贸领域则希望中美通吃，既维持和美国

的存量又在中国的增量方面多做一些文章。这样一种判断，可以帮助我们来看接

下来德国在中美之间的基本态势是什么样的。第二，德国人怎么维持这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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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把握这个节奏。德国想要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中

美之间的竞争关系是有一定的可控性的，不是上升到一个失控或是全面对抗的程

度。因为到那个程度的话，对德国来说是没有可选的。我们看到德国近期在经济

上强调一种既保护又开放的状态。无论是《供应链法》，还是对 5G 的一些立法

和规定，可以看出德国就是在谋求一种平衡。这个平衡过程当中的节奏和能力就

很重要。接下来的阶段里德国进一步向美国靠拢，在政治人权上给我们施压是可

以预期的。对我们的考验就是，我们有没有一套比较成熟地去管控中德中欧之间

关系的办法，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与已经变化的德国和欧洲相处的一个方法，而且

对我们在中美竞争对手这样一个新模式里是有利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考验。 

第三，对德国来说，现在短时间内还不足以形成一个所谓的中美欧三角。尽管德

国和欧洲寻求战略自主，形成所谓的三角是德国和欧洲的长期目标，但是短期内

实际上仍然是一个中美双边的状态。德国并不愿意看到一个所谓的新冷战的出现，

因为这就意味着德国在增量和存量当中要做取舍。但是它的能力又跟不上，不足

以影响中美避免走上两极对抗的态势，所以这对德国和中德中欧关系来说就是一

个非常煎熬的状态。 

其次，接下来一段时期，决定德国在中美之间怎么平衡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因

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德国作为长期以来坚持地缘经济导向，强调以经济手段或是

政治手段解决冲突的这样一个国家，现在遇上了地缘竞争加剧的背景，那么在这

从地缘经济向地缘政治转型的过程当中德国怎么保持平衡。德国完全转向一个地

缘政治玩家有很多短板，它的政策工具和手段的取舍和复杂的程度会比别的欧洲

国家更大。第二个因素涉及到德国内政。我们看到默克尔及其之前时期的德国的

对外政策决策的核心原则是有一条主线的，即避免德国再次成为欧洲的一个问题

中心，或是避免欧洲再次成为给世界制造麻烦的地区。但现在这个逻辑可能会发

生变化，变成欧洲或德国怎么样去帮助欧洲或借助欧洲能够进一步确立它在未来

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这种历史性的使命的变化，接下来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德国

的外交包括德国参与大国竞争博弈时候的自身定位和选择。 

再次，我们接下来要对中德中欧关系有一个长期平衡的考虑。第一，我们处

理中欧中德关系时以合作为主流，但是欧洲方面并不愿意接受我们这样的设定，

他们想在所谓的竞争态势下抓住议题设置的主动性。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能

够重新和德国欧洲寻求一种共识，大家仍然可以强调合作与公平，但是重心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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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到管控分歧和竞争的角度。这样一来的话，双方可以重新找到一个继续能够

合作的空间和路径。第二，在处理德国和欧洲的问题时，我们一定程度上有一种

倾向，觉得美国是一切矛盾的源头，而且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说，纲举目张，只

要抓住一个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就可以相应解决。这种思路在处理现在比较复杂

的国际关系的时候，长期来说是适用的，但是短期在一些局部问题上未必适用。

我们要认真看待德国和欧洲自身的变化，同时也要客观看待我们自身的变化。我

们要在我们的历史出发点、现在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及未来愿意给这个世界提供什

么，包括我们能够给德国和欧洲带去的利益的可持续性或是合作的可持续方面给

德国欧洲作出更好的解读、与对方进行更好的沟通，只有这样，双方才可以在保

持一定的政治互信的基础上维护对我们相对有利的格局，而不是一方面我们反对

陷入冷战或是反对搞对抗，另一方面我们政策选择的空间越来越窄越来越小。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伍慧萍教授主要谈德国政府印太政策。她指出，德国

在去年 9月出台印太战略，最主要是针对和遏制中国提出来的。德国步其他西方

国家后尘出台印太战略，反映了中美博弈达到的一种程度。相对而言，德国作为

域外国家，缺乏介入印太地区事务的正当性，而且在印太的军事动作也主要是试

探性和象征性的刷存在感，避免自己在大国印太博弈当中被边缘化。虽然德国印

太战略当中提出要尽量通过多元化以减少对华依赖，但是实际上中国在德国的印

太战略中分量很重、作用很大。 

首先，德国提出印太战略主要有三方面的背景和意图。第一，今年 4 月德国

外长马斯发表了一篇文章，充分展示了印太和亚洲对德国的重要性。马斯文章描

述了三个亚洲，地缘亚洲、全球挑战的亚洲和政治亚洲。在近年来地缘政治和中

美战略博弈的整体大背景下，德国人欧洲人的地缘政治意识在不断增强。抢占未

来地缘政治空间，成为德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印太在未来地缘政治当中的重

要性，包括经济增长潜力、作为国际贸易海洋通道的重要性，促使德国要出台印

太战略。第二，要减少对华单边依赖。新冠疫情使德国人欧洲人充分意识到，供

应链、人才、贸易各个领域都存在严重对华单向依赖的情况。德国政府提出印太

战略一个重要的考虑是通过经贸伙伴多元化来减少对华依赖。第三，人权价值观

是德国印太战略的一个重要考量。与美国的印太战略类似，着眼点是对现有国际

秩序的维护和强化，把印太战略作为对华遏制战略的一部分，德国印太战略提出

的七个建构领域之一就是支持人权和法治国家，而且无论是在战略文件当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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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后来的各种现实政治表现，都可以看到德国选择优先跟印太地区的所谓民主国

家和价值观伙伴开展合作。 

其次，德国在出台印太战略后动作频频。第一，德国通过政界包括智库、媒

体给自己的印太战略造势，而且联合法国、英国一起推动欧盟在今年 4月中旬也

推出了印太战略，确立了一些原则方向。第二，积极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的政策

合作。去年年底，德国防长与日本、澳大利亚防长举行视频会议，增强在印太地

区的战略存在，发展志同道合的伙伴。今年 3月，德日签署《情报保护协定》，

在经费、情报共享、网络安全等等敏感领域开展合作。今年 4月，德日首次举行

外长和防长的 2+2会谈，在网络安全、经费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也约定在一些

尖端高科技领域开展合作。日本和印度成为德国目前印太战略当中非常重要的地

区支点国家，同时印尼也是德国重点合作的一个对象。第三，加强扩展经贸领域

的合作网络。第四，德国积极地在各个领域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今年 8

月德国将要派遣护卫队去印太巡航半年时间，到防印太港口，开展联合军演。明

年德国空军将和澳大利亚开展军队调遣方面的训练。 

再次，德国的印太战略相对其他欧洲国家的印太战略有两个不同的特点。一

是比较注重多边机构和合作伙伴多元化。二是合作范围比较宽泛，包括政治、经

济、经贸、能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人文交流、文化教育等等。 

最后，德国实施印太战略存在一定阻力。一是多元化面临现实阻力。一些印

太国家在环境、保护主义、劳动力素质、还有与欧洲在贸易基本政策或贸易关系

上有比较多的分歧，要想从综合管理水平、营商环境、政策连贯性等方面找个一

个与中国体量相当的替代国家相当不容易。二是德国军事势力相对薄弱，没有强

大的远距离军事投放能力，而且德国国内也有反对德国在印太开展军事计划的声

音。 

徐明棋研究员主要谈德国大选后的中德关系。他指出，第一，绿党在大选中

获胜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的可能性不能忽视。从 4月份到现在，绿党的民调稳步上

升。如果它是第一大党，根据德国相关法律，就是由其首先出面组阁。绿党在未

来德国政治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二，绿党的崛起不仅仅是在德国，在整个西欧也看到这样的趋势。最近英

国地方选举显示民众对传统政党及其政治纲领和执政表现越来越不满。这和整体

的社会经济状况越来越不令人满意很有关系。德国执政大联盟之所以能够维持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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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长时间，基本上是因为德国整体经济在所有的欧盟成员国当中表现不错，一直

维持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增长势头，竞争力相对较强。所以相比其他国家，德国民

众对现状比较满足。不过，这次疫情冲击使德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受到重创，

而且德国政府在应对疫情初期较为有力，但后来也出现不少问题，并不比其他几

个欧洲国家强到哪里去。所以民众对现有的政治集团产生了一种不满的情绪。这

种不满情绪不是针对某个政治家的，所以说以政治家排位来看，默克尔在民调当

中仍然排在很前面，民众对默克尔还是有高度的认同。但是以默克尔为代表的老

一届政治家，从整体上来讲，在民众心目当中已经产生了疲劳，民众感觉需要有

新的政治力量。绿党总理候选人贝尔伯克给绿党在未来的选举当中应该是是加分

的。我们不能小看这样的“政治素人”。从她对自己的政治纲领以及对很多问题

的表态可以看出，现在的绿党已经不是原来的绿党，只是对现有体制进行批评、

没有对各种治理问题的主见，而是在一系列的内政外交上都有很明确的表述。这

种表述特别符合 40岁以下年轻人的心态，她本人 40岁出头的年龄也是具有号召

力的。 

第三，这一代新的政治领导人总体来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比较深。

绿党现在逐步在往原来民主党中左的基本纲领转，很多政治纲领是传统民主党的

政治纲领，原来支持民主党的人会越来越多地支持绿党。 

第四，绿党的政治纲领一定会在外交上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会进一

步强调和美国搞好外交关系。绿党仍然相信大西洋联盟是处理现在欧洲面临各种

挑战的基础，尤其是应对中国的崛起。所以我们不能盲目的乐观，认为德国大选

之后的对外政策还是跟默克尔时期基本上一样，不会有重大的变化，而可能会有

比较大的变化。与其他政党相比，绿党对中国问题相对直言不讳，即使在执政以

后可能也不会在具体政策的言语上进行修正。绿党信奉环保等基本理念，会遵循

自由主义市场的基本原理，但也更重视平等、劳工条件、对富人征税等等。在这

样的情况下，德国与中国既有很多合作空间，也会提出更多的挑战。 

上海外国语大学王志强教授主要谈德国大选及其对中德关系的影响。基于中

国快速发展和经济能力的提升，德国对华政策在2021年大选之后会有新的变化，

形成跨越党派的对华政策。第一会更加关注和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面对中国快

速发展，德国越来越感到中国的多维度挑战。新政府将采取新的合作形式，在技

术敏感领域加强政策，同时也会更加关注中国在德国以及中东欧地区投资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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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方向。二是更加强调西方政治价值。三是同中国谨慎发展双边关系。中德

关系面临政治正确的挑战。新政府依然会跟中国发展关系，主要是促进经济合作。

四是新一届政府对华政策会凸显参与联合的执政党的倾向。联盟党执政的话，其

会延续发展默克尔时期的对华政策，但在某些领域会采取更加谨慎的政策。其他

政党执政的话，比如社会民主党年轻政治精英会凸显政治不同性，绿党除了人权

还会强调绿色理念、气候保护、环境保护，自民党虽然有其政治正确意识，但是

会强调市场经济模式和发展理念，促进和中国经济的合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李超副研究员主要谈绿党特色外交和中德关系前

景。他认为，绿党是价值观比较浓厚的政党，默克尔主政下的德国政策打一个务

实的标签，而绿党如果执政，可能会给德国政策带来不一样的特色，对中德合作

而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首先，绿党价值体系当中有以下几个方面尤为重要，可能投射到它外交绿色

领域。第一，绿党是以生态、环保、气候起家的，这也是它在外交上的诉求。它

在减排方面提出 2030 年较 2019 年减排 70%，而默克尔政府减排的目标是 55%、

同时在 2038 年脱煤。绿党这一激进的主张会影响整个外交，比如绿党主张尽快

引入绿色的边境税、维护巴黎协定。碳中和代表一种科技力量重构未来的格局，

气候外交必然影响到更广泛的外交竞合关系，这一点尤为值得关注。第二，人权

问题是绿党另外一个核心问题。绿党的竞选纲领处处体现了人权和民主的词汇，

支持人权相关的活动，维护少数族权的权益，还有像惩治发动战争者等一些细节

问题。对于移难民问题，绿党也是很大程度上从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视角

出发，认为政治庇护非常重要。第三，与人权相关的还有民主和西方制度的问题，

而这凸显了东西方的对立。绿党支持多边主义，但它所强调的多边主义也是经过

选择的多边主义，就像德国和欧盟经常批评中国是选择性多边主义的逻辑是一样

的。绿党所支持的多边主义也是必须要基于西方民主制度规则下的多边主义而不

是其他的规则。比如说绿党认为，如果人权遭受到严重的侵犯，那么安理会在此

问题上就不能进行否决。绿党一再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它所坚持推动的国

际机构改革的方式依然是回归西方大国主导下的秩序。第四，绿党还有一个与生

俱来的价值观就是和平反战。绿党反对北约军事打击的属性，强调的是危机预防

而不是军事打击。所以有一些比较激进的绿党党员提出脱离北约。绿党执政或入

阁后会在增加经费开支上设置很大的障碍。第五，绿党认为跨大西洋联盟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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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交支柱之一。在特朗普下台后，绿党更多强调跨大西洋关系当中的价值观联

盟的特色，要与盟国一起维护西方制度，推广西方的民主，协调应对中国和俄罗

斯的挑战。绿党反华反俄的姿态比较高。绿党支持俄罗斯民主化运动，其实就是

支持反政府的民间行动，这和德国政府迄今为止的态度相反。绿党明确反对修建

北溪油气管道，认为这在地缘政治方面是有害的。第六，绿党上下对中国的总基

调非常负面。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之前是绿党的主席，对我们发表了一

些不好的言论。绿党人权事务发言人也是如此。贝尔伯克在最近采访中谈到中国，

主题是对话与强硬，认为德中欧中更多的是制度之争，对新疆问题、华为问题都

有所涉及。 

其次，绿党一旦入阁，中德合作肯定会遭受一些冲击，但是不会发生逆转。

绿党已经在野 16 年，如果一旦入阁，其身份发生转变以后肯定不适应，就像默

克尔刚刚上任的时候也曾经一段时间奉行价值观外交。对于绿党入阁，我们应该

有一定的心理预期。不过一个党在野和执政看问题的角度还是不一样的，总体来

说绿党上台并不能改变中德之间相互交融的利益关系。就算对华强硬，绿党也会

有一定的限度和底线，对中德关系的冲击不会一直持续下去。这种情况下，德国

政府换届以后，如果中德合作能更多聚焦于一些双方都特别重视的领域，或者从

双方观念上有契合点的这些领域入手，会使双边关系得到一定的缓冲。最显著的

就是气候变化和环保相关议题。无论是绿党还是其他的党派，乃至美国都承认中

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绿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张特别

激进，可能会要求中国承担超出我们自身能力范围的责任。双方可以开展对话，

可以推动中德在环保科技、电动汽车等领域实现一些突破。 

再次，在一些关乎全球性利益的问题上，绿党有不少的理念主张和中国比较

一致，反而和美国有一些差距。最主要的就是和平主义和反战主张。在和平安全

方面，中国和德国可以共同倡导一些东西。绿党坚定反核，在核裁军方面我们可

能会面临来自绿党的压力，但在核废料处理上可以对话与合作。此外还有移民安

置、生物多样性、减排等问题上的合作。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外交学系系主任张骥研究员

主要谈双期叠加的法国大选及其对法德关系、中欧关系的影响。法国在 2022 年

迎来总统大选，其还会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我们分析法国和欧盟对华政策需要

转变思维，不能说合作伙伴关系就一定是要以合作为主要方面。欧方对中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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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位有三个层面。就法国来讲，在气候变化和全球治理问题上，当然是对中国

有一些合作的需求。但是在经济领域，在推动欧盟投资审查等方面，法国和德国

实际上都冲在前面。这个领域将来可能是竞争为主导。第三个层面，马克龙讲战

略自主，是同时针对中美的。我们要有思想准备，中欧之间在人权和意识形态领

域的分歧是一个长期问题。 

此外，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陈弢副研究员分析了德美关系调整及双方在印

太地区的合作与矛盾。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胡子南助理教授分析了 2020 年以

来英法德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的新趋势。（杨海峰，上海欧洲学会） 

 

 

“德国大选对中欧关系影响”研讨会综述 

2021年 9月 26日，德国举行联邦议院选举，德国和欧盟将正式开启“后默

克尔时代”，这一变化将对中欧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为此，上海欧洲学会和上海

国际问题研究院、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于 10月 15日联合举办“德国大选对中

欧关系影响”会议。来自上海欧洲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同济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学术机构的 16 位研究欧洲和德国问题专家出席会

议。会议分两个议程，第一议程为“德国大选后的组阁动向及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龙静博士主持；第二议程为“德国大

选与欧盟未来发展动向”，由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博士主持。 

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从德国经济视角看德国大选。他认为，

从目前德国经济而言在逐渐向好，今年 9月失业率在持续下降，这意味着从 2020

年以来就业相对比较糟糕的情况已经在逐渐转好。从物价而言，通胀最近持续上

涨，与整个世界主要大的经济体情况一致。 从公共债务来讲，因为要应对疫情，

出现了债务的上涨和财政赤字上涨的情况，这与德国秉持财政纪律的原则相左。

从供应链角度看，德国与其他大的经济体一样，普遍出现原材料的短缺和相关的

交付瓶颈，供应链问题成为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问题。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博士后玄理就“大选背景下的德国政党格局的变化与

影响”发表观点。他认为，德国大选出现以下特征：第一，这次德国大选出现大

党不大、小党不小的政党碎片化的格局。第二，左右政治钟摆的回调。这次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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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党是最大的输家，德国现在的政治光谱也跟目前的欧洲一样，也是微微地向

左偏移。德国跟欧洲许多国家相似，这些主流的左翼政党基本上都是以历史最差

或者比较差的得票率胜选，所以只能组成左翼联盟执政。第三，出现选民的一个

代际裂痕，新世代选民在大选中呈现重要性。德国现在比较落后的数字化水平发

展不顺，主流政党迟迟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去解决这些问题，这都导致了年轻选

民转而投向小党，这也是两大政党在 30 岁以下的选民的得票率第一次被小党所

反超。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教授戴启秀对“德国政治生态”进行分析。她

认为，传统政党进入了转型时期，不转型马上就散掉和消失。现在联盟党进入反

思和转型，以前不转型，现在逼着它转型，如果转型成功，在下一次大选中还是

有希望获胜。绿党和自民党基本上实现了年轻化转型，其党主席都在 40岁左右，

新的议员也都年轻化，无论从政党纲领还是领导人的年龄都实现转型。超越党派

纷争，是未来德国多党执政的要求。每个党在其特点、诉求之间都有矛盾和对冲

的地方，但是现在各党首也都表达，构建一个多党联合的稳定权力结构，是其第

一目标，联合政党应以德国国家利益为重，超越党派纷争。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门镜教授就“默

克尔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发表观点。她认为，默克尔她虽然是德国的领导人，但

在中欧关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起到了中欧关系稳定者的作用。刚上任时，她

采取对华强硬立场，但 2008 年之后，她对华态度发生明显变化，以经济合作为

重点，而且在她的对外政策当中，很明显地表现在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也决

定了她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她的调停下，解决了中欧太阳能面板争端，而且在

2014年的时候，德国和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这么多年下来，从 2008年以

后基本上她维持了跟中国接触性的政策，而且她在欧盟之内，应该说是维护跟中

国的接触性原则这一派当中的领导人，虽然这一派目前面对批评的声音是越来越

大，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她的政策一直承袭下来，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默

克尔离任之后，中德、中欧关系会呈现什么样的趋势，目前仍不太明朗。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就“德国大选后的组阁动向、对华

政策走向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做了发言。他认为，目前而言，“交通灯”（社

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合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对于社民党来讲，虽然党的主

席都是偏左的，总理候选人偏右保守一点，但是党内还是相对比较团结，大家一



欧洲观察|2021.05                                                          - 17 -  

  

致的目标要把总理大位拿下来。对于这样一个“交通灯”的联合政府，还是比较

弱势的政府。比如说，这个交通灯在联邦议院是多数，但在联邦参议院中不可能

是多数，所以未来的“交通灯”联合政府执政，由于联邦参议院不具有多数，对

它的立法和行动能力还是有牵制。受到牵制的不仅是参议院，还有联合政府内部

的党派之间的差异和社民党内部的差异。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朱宇方讲师就“德国和欧盟的技术主权”发表观点。

她认为，关于技术主权这个问题，在德国和欧洲学术界和政界的话语层面存在差

异。具体可以分经济主权、创新主权和技术主权这三个层次的话语构建。关于华

为的 5G技术，德国一些技术和专业研究所把华为的 5G技术从“技术主权”的一

系列标准进行判定，结论是华为的 5G 技术并不会损害欧洲的技术主权，欧洲完

全应该可以接纳华为来为欧洲提供 5G。在经济界和企业界也持同样的观点，但

是政治界则把华为技术视为一个典型的、非常敏感的技术的案例来提出来。因此，

技术界、企业界和政治界对华为的技术判断是完全不同的。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胡子南老师，就“欧盟制定对华政策工具箱，以及

中资企业“走出去”问题”提出观点。他认为，欧盟已经构建了一整套针对中国

企业投资的反制工具箱，具体包括外资审查机制、外国政府补贴审查机制、将人

权问题纳入军民两用物品出口管制中、人权纳入供应链法、反垄断法等。为此，

中国的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在欧洲投资将面临很大的问题，可能面临这些机制

的审查，这将对中欧的经济和科技合作，尤其是中国“十四五”规划要集中攻克

“卡脖子”的技术，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张迎红研究员，就今年 9月份欧洲议

会发布了一个“新欧中战略报告”进行分析。她认为，欧洲议会的报告对中国的

政策趋向更加强硬，其对华批评和质疑已经涉及到人权、台海、供应链、“一带

一路”等我核心和重要领域，欧洲议会的一些提法已经开始踩踏和触碰我们政策

底线。欧盟对华总体取向强硬立场既有对我国快速崛起担忧的一面，具有它一定

的内生和自主性，又有跟随美国，强化和助推西方集团构建对华包围圈的一面，

具有外生性和追随性的一面。欧盟及德国等国家，将人权纳入供应链已经成为不

争的事实，这将对我国实施“双循环”战略产生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叶江研究员就“中欧双方对中欧关系的定

义的差异”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欧洲议会出台的新报告，就是更进一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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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中欧双方对战略伙伴关系的不同定义。实际上中欧战略伙伴关系 2003 年就启

动，到现在为止，中欧双方都基本上还是认为是战略伙伴，这个基调没有改变，

而且发展到了 2014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是，2016年开始，欧盟已经开始

对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有一种不同的看法，到 2019 年在“欧盟—中国战略展望”

报告中，欧方正式将中欧关系界定为三重或四重关系，即合作伙伴、谈判伙伴、

技术竞争者和制度对手，9月份欧洲议会的新欧中战略文件，又将中欧关系的竞

争和对手方面不断推进和升级，虽然目前欧洲议会出台的报告，还没有形成委员

会层面的政策，未来委员会的政策文件可能在口气上会有所缓解，但是强硬态度

已经成为欧方对华的总体趋势。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陈弢副研究员就“德国在美法外交争端中的立场及

应对”进行发言。他指出，美法之间的争端具有全球性，首先，体现在印太地区，

即美英澳同盟和法澳潜艇事件；其次是欧洲地区，今年 9月中旬，法国开始跟希

腊谈军事同盟，直接对付北约；最后是非洲的马里问题，美国要帮助法国解决马

里问题，双方还将讨价还价，因此，美法外交具有全球性意义，对国际事务的影

响具有长期性。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忻华研究员就“美欧跨大西洋关系和

欧洲战略自主”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现在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欧洲未来的产业发

展的两大方面，一个是数字化，一个是绿色化。数字化的方向，美欧之间的竞争

会更多，不管美欧之间如何强调合作，实际上在数字化的层面，美欧之间的共同

利益并不多，他们所谓的合作主要停留在口号。在具体项目、具体的技术标准和

行业规范的制定这方面，双方实质性合作的利益基础是并不牢固的，更多的是竞

争。在绿色经济、绿色新政这个方面，美欧之间的认同或者说相互之间的合作可

能会多一点。但是即使在这个领域，在碳中和、碳排放税、碳交易这方面美欧也

会有不同的看法，尤其在绿色经济的战略层面，美欧之间的竞争同样会非常激烈。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研究员在对“中欧关系”的总结发言中指出，第一，

我们需要从更加深刻的社会经济以及制度层面来理解欧洲的现状以及未来的走

势，包括它的发展方向，然后看待欧洲面临的各种挑战问题，也需要更加客观认

识到欧盟具有什么样的能力会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二，我们不能忽视欧洲的软实

力，欧洲在软实力方面，即它制造议题方面、营造政治正确的国际舆论方面的实

力还是很强的，甚至强于美国；第三，中欧关系中我们应该坚持求同存异，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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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中欧双方的“异”的方面更多地突出出来，我们尽量通过扩大共同利益中

“同”的这一面，把“异”的这一面逐步地化解。（张迎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

院欧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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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 2021年 9月 28日下午，学会举办中美欧关系座谈会。曹子衡、李冠杰、

忻华、徐明棋、杨海峰、张骥等参加。 

＊ 2021年 9月 28日下午，上海欧洲学会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

关系研究中心合作举办欧盟对主要大国和地区政策报告写作推进视频会议。曹子

衡、简军波、龙静、楼项飞、马斌、宋黎磊、孙贝芸、忻华、徐明棋、严少华、

杨海峰、张楚楚、邹志强等参加会议。 

＊ 2021年 10月 15日，上海欧洲学会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同济大学德

国研究中心在国研院联合举办“德国大选对中欧关系影响”研讨会。来自上海欧

洲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

语大学等学术机构的近 20位研究欧洲和德国问题专家参加会议。（详见本期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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