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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2013 年 9 月 22 日德国完成了第 18 届联邦议院选举，默克尔领导的联

盟党蝉联议会第一大党，她将继续领导新一届联邦政府。经历了 2007 年 9 月因

见达赖而造成中德关系冷冻 4个月的教训，特别是在欧债危机中德国政府深知中

国经济发展及中德经贸关系对德国乃至欧盟经济的重要作用，因此，新任期里，

默克尔将愈加重视和维护对华关系。 

本文作者刘立群，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国内知名德国问题研究

专家。 

 

默克尔会继续重视对华关系 
刘立群  

  

无论对中国、对德国还是对中德关系来说，2013年都是重要一

年：中国新一届政府于 3 月诞生，德国于 9 月 22 日第 18 届联邦议

院选举后也即将产生新政府。此次大选中联盟党（基民盟和基社盟）

获 41.5%选票，默克尔第三次出任德国总理毫无悬念。李克强总理 9

月 23 日即电话祝贺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蝉联议会第一大党，强调中

国政府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重视发展同德国的关系，愿与德方

共同培育好中德友谊之树，使其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李克强担

任中国总理后第一个出访的欧盟国家就是德国，显示出对发展中德关

系的突出重视。在解决光伏争端问题上，德国在欧盟内发挥了积极作

用，使争端获较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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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组阁的最大可能是黑红大联合政府即联盟党与社民党联合

执政。第 16届联邦议院时期即 2005-2009 年就是大联合政府，所

以组阁后可望较快磨合。不过社民党对那次联合执政心有余悸，认为

处于强势的联盟党常迫使社民党迁就让步，功劳往往归联盟党，失误

却归咎于社民党，所以不愿重蹈覆辙，而要在增税、最低工资等议题

上显示更加强势，非但组阁谈判会需时日，未来 4年联合执政也不会

一帆风顺，但在关键时刻会相互让步。大联合政府将会出现两大党在

联邦议院和参议院都占多数的局面，这对推动改革十分有利。 

社民党领导人施泰因迈尔目前陷入博士论文“抄袭门”，若能闯

过此门，则可能再度出任外交部长。他在 2005-2009 年任外长期间

对中国相当友好，较好处理了 2007 年 9 月默克尔见达赖而造成中德

关系冷冻 4个月，使中德关系重新走上正轨。这也成为社民党发挥其

特殊作用的一个亮点。当然，经历了此次教训，特别是在欧债危机中

默克尔及德国政府深知中国经济发展及中德经贸关系对德国乃至欧

盟经济的重要作用，因此愈加重视和维护对华关系。 

近几年中德经贸与德美经贸不相上下，中国可望成为德在欧盟外

最大贸易伙伴，例如 2009 年来中国从德进口小轿车和越野车数量远

超其他西方国家，仅 2011 年就达 16.82 万辆，占进口车 34.10%。

中国拉动德国出口客观上对德国及欧盟克服欧债危机做出一定贡献，

良好的经济形势为联盟党获最多票数奠定了关键基础。在德国新政府

诞生后，中国有可能成为默克尔出访的第一个欧盟外国家。去年纪念

中德建交 40 周年，今明两年为中德语言年。中德关系整体呈稳步上

升态势。 

无论与谁联合执政，德新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仍是与欧盟成员国

一道克服已持续 4年的欧债危机。欧债危机最困难时期现已过去，但

潜在风险依然存在，欧元区改革的阵痛远未结束，去年 11 月默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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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说解决欧债危机至少还需 5 年。德国在欧债危机中起到关键作用，

这不仅因德国经济实力最强，而且因德国在施罗德政府时期便进行了

艰难的改革，使德国经济竞争力明显提升，施罗德本人却因触动选民

利益引发不满而于 2005 年提前下台。随后上台的默克尔黑红政府继

承了施罗德改革遗产并获得明显红利，客观上为应对欧债危机做好准

备。默克尔第二任期黑黄政府 2009 年上台伊始即爆发欧债危机，新

政府谨慎应对，整个过程如过山车般惊心动魄，4年后终于交上一份

较满意答卷，默克尔因此获得基民盟 20 年来最高票数并得以组建第

三任政府。 

默克尔执政风格的突出特点是稳健，无论面对多大难题，她都不

急不躁甚至宁可慢半拍，在充分思考酝酿、看准之后才出手，并较巧

妙处理德自身利益与欧盟整体利益及倒逼南欧国家加速改革之间的

复杂关系，未出现重大失误，使德国民众获较大安定感，甚至赢得“妈

咪”的美称，在欧盟范围内也获得较多好评。 

德新政府诞生后默克尔率先出访的国家按惯例依旧是法国。德法

作为欧盟主要发动机优势互补：法国政治优势突出，德国则经济优势

明显；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法国心有余而力不足，德国则力有余而

心不足。德国新政府由社民党人任外长与同为社会党人的法国总统奥

朗德会有较多默契，对加强德法合作、克服欧债危机等难题更加有利，

此外对改善与俄罗斯关系也较为有利。 

德国不仅与法国充当欧盟发动机和领头羊，而且是欧盟的模范生

和样板，在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等许多领域走在欧盟前列。中国改革开

放 35 年来也向德国学习借鉴了许多经验和制度建设做法。中德之间

的法制国家对话、人权对话等不仅加深两国相互了解和理解，而且交

流学习了治国理政经验。在发展中欧关系中德国也起到领头羊作用，

中国与德国及欧盟都有广阔发展合作空间并可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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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用。 

顺便指出，美国从 10 月 1 日起再次出现因两党恶斗而使政府关

门的尴尬局面，这与美国彻底三权分立和两党对立格局有关，而德国

及欧洲所有国家都是政府与议会密不可分即立法权与行政权并未截

然分开，由多数党组成政府并在议会中占多数，不会出现反对党占上

风或与执政党分庭抗礼的局面，因此政府关门在德国完全不可想象，

此外还与德国各党政策差异不太大乃至有所趋同有关。这样的政治体

制及务实理性的风格理念显然比美国更胜一筹。 

（本文曾在 10 月 14 日出版《环球》杂志 2013 年第 20 期发

表，发表时对原文略作了修改。这里，我们刊登的是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