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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默克尔时代的中德外交

孙　文　沛

[摘　要] 默克尔时代德国政府对华政策在保持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连续性的同时 ,

也出现了巨大变化。随着德美关系的改善 ,默克尔政府开始推行“价值观外交” ,对中国的崛起

进行抵制。德国政府还企图利用西藏问题压制中国改变人权政策。随着中德经贸交流的不断

扩大 ,未来中德外交必将得到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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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8月 26日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抵达北京 ,开始为期 4天的对中国的友好访问 。这也

是她作为联邦德国总理第二次访问中国 。默克尔来访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隆重接待 ,双方领导人在友好

的气氛下进行了交谈 ,并达成了一系列双边协议。然而时隔不过一个月 ,9月 23日 ,尽管遭到中国政府

及部分德国高级官员的抗议 ,默克尔仍在德国总理府会见了达赖喇嘛(她声称这是一次“私人会见”)。

这是默克尔首次在德国以总理身分会见流亡的西藏达赖喇嘛 ,也是达赖喇嘛首次在象征着德国权力中

心的总理府获得接见 。消息一出 ,中德两国舆论一片哗然。中国政府随即表示强烈抗议 ,并中断了原定

中德政府间的司法磋商。德国外交协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

时也表示 ,“默克尔不应该在总理府会见达赖喇嘛 。这件事关系到德中双方的利益 、德国的利益 ,不仅是

中国的经济 ,而且中国的合作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损害这些利益是毫无必要的 。”

作为一个欧洲大国的总理 ,默克尔的做法看上去表里不一 、出尔反尔 ,有违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

治家的形象。究其原因 ,可以引用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先生的一句精辟论断 , “历史经验表明 ,每届

联邦政府的政策取向 ,既要保持一定的政策连续性 ,又都打上新总理的个人烙印。”[ 1](第 20 页)默克尔这

种看似出尔反尔的做法 ,正是其领导的新一届德国政府对华政策连续性与曲折性的集中体现 。

一 、默克尔政府对华政策的连续性与曲折性

从德国统一至今的十几年间 ,中德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在科尔和施罗德执政时期 ,德国

政府对华政策经历了从积极改善到全面发展两个阶段 。中德两国相隔万里 ,互不接壤 ,政治上没有直接

的利害冲突 ,经济上交流则能实现双赢 。因而 ,建设稳定发展的双边关系 ,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科尔

政府曾于 1993年推出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战略” ,为改善和推动中德关系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施罗

德在其执政的 7年时间里 ,先后 6次访问中国 ,将中德关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04年 5月 ,中国

总理温家宝访德期间 ,中德发表了联合声明 ,宣布在中国与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建立具有全球

责任的伙伴关系 ,将双方各个领域的交流推向中德建交以来的最高潮 。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 ,科尔和施

罗德时代德国对华外交政策在总体上表现出实用主义的特点 ,对双方敏感的人权问题 、台湾和西藏问题

都能较为克制理性地把握 ,更加注重有利于德国国家利益的双边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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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中德关系全面发展的大局 ,符合现阶段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是任何一个明智的政治家都不会

轻易更改的。正因为如此 ,身为德国右翼政党基民盟领导人的默克尔在 2005年 10月被确定为德国新

一届大联合政府的总理后 ,随即在“施政声明”中明确表示 ,科尔和施罗德担任德国总理期间 ,德国对华

关系取得了良好发展和长足进步 ,在她领导下的新政府将继续保持德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在

2006年 5月访华期间 ,默克尔再次重申 , “德中关系基础深厚而牢固 ,两国已成为密切的合作伙伴。德

国新政府高度重视同中国的关系 ,致力于保持和发展前几届德国政府奉行的积极的对华政策 ,并将继续

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推动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
[ 2]
(第 1 版)默克尔的话绝非空洞的外交

辞令 ,这是基于德国的利益需要而得出的结论 。事实上 ,中德关系的全面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趋势 ,是不会因为某一届政府的更迭而突然中止或发生重大倒退的。

中德外交虽然延续了数十年以来良好发展的态势 ,然而默克尔上台以来对华政策相比施罗德时期所

发生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德外交并非一帆风顺 ,适时地审视这种变化对两国关系产生的影响是十

分必要的。自联邦德国建立以来 ,德美关系就一直是其外交政策的基石。寻求在北大西洋公约框架下构

建合理有益的德美关系 ,一直是历代联邦德国政治家孜孜不倦追寻的目标。事实上 ,德国对其它国家包括

中国的外交政策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对美政策的影响。出于历史的原因 ,尽管德美之间也存在不少矛盾 ,

但相对于德国与其它国家关系来说仍然要亲密得多。德国《南德意志报》外交政策版负责人约瑟夫 ·约弗

就曾撰文指出德美之间是一种“天然伙伴关系” ,德美之间有着稳定的共同利益。当德国政治走进默克尔

时代的时候 ,这种亲密关系就显得更加突出了。无论从个人喜好还是战略选择上来看 ,默克尔政府都有着

强烈的亲美倾向。默克尔是前东德统一社会党内部的“造反者” ,惯于按照西方的意识形态行事。在 1991

年苏联解体的时候 ,年仅 33岁的默克尔怀着极大的热情到达美国 ,受到了里根和老布什总统的接见。她

向来不掩饰自己强烈的亲美之情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就极力支持美国的强权政策。所以 ,在 2005年 10月

被确定为总理候选人后 ,默克尔明确表示:“我确信建立良好的跨大西洋关系是一项重要任务 ,符合德国的

利益。”
[ 1]
(第 20 页)在正式上台后 ,其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积极修复因伊战而严重受损的德美关系(前

任总理施罗德因公开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而使德美传统友好关系陷入僵局)。默克尔分别于 2006年

1月和 2007年 4月访问美国 ,并在第二次访美期间代表欧盟向布什提议建立“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 。

布什总统对默克尔的亲美态度十分欢迎 ,回应称德国是“重要盟友” 。

在此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地看到德美关系的转变对德国对华政策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 。从最近两年

的事实可以看出 ,美国和欧盟加强了在亚洲 、尤其是对华政策方面的协调 ,美欧在对华政策上的一些观点

都趋于接近 ,例如“中国威胁论” 、台湾问题等等 。这种协调当然与德美之间的合作是分不开的。默克尔政

府迫于美国的压力 ,或者是为了与布什政府保持某种程度的一致 ,在很多问题上都对中国表示出消极或者

反对的态度。例如前任总理施罗德曾经积极推动解除欧盟对华军售禁令 ,然而默克尔在 2006年 5月访华

时就明确表示“德国未来不会再单独提出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问题” 。她还提出“解禁”要与中国改善

人权状况以及台湾局势挂钩 ,这无异于干涉中国的内政 。此外 ,由于贸易摩擦的加剧 ,默克尔政府迟迟不

愿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希望迫使中国政府在中德贸易中做出种种让步。此外 ,在默克尔政府内

部还存在一种观点 ,认为欧洲和中国在经济关系上正处在逐渐从伙伴关系向竞争关系过渡阶段。根据最

新消息 ,2007年 10月 23号 ,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推出了新的“亚洲战略构想” ,声称崛起中的中国已逐渐

在能源采购 、原材料供应 、外贸 、非洲等领域乃至发展模式上成为西方的竞争对手 ,建议“德国要增强与印

度 、日本 、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的关系” ,同时要“联合欧美和亚洲的民主国家来遏制中国崛起所造成的威

胁” 。在开放市场准入 、温室气体排放 、人民币升值 、知识产权保护 、对非洲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上默克尔政

府都试图对中国施压。在这些问题背后 ,或多或少都能看见美国政府的影子 。

对于近来默克尔政府大力推行的“价值观外交”以及接见达赖事件对中德关系产生的恶劣影响 ,我

国许多舆论都将矛头指向了默克尔本人 ,似乎是默克尔的上台“带坏了一切” 。这种缺乏理性的评价是

不成熟的 ,尽管政治家的个人因素会对国家政治产生重要影响 ,但我们不能仅凭默克尔的个人经历和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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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就偏激地将其描绘为脸谱化的“极端大右派” 。德国作为一个欧洲大国 ,其任何一个外交举动都是冷

静权衡的战略考虑下的综合结果 。在此我们不妨首先回顾一下德国自统一以来的国内状况 。总体上

说 ,德国十几年来陷入了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瓶颈困境” ,具体表现为失业率长期居高不

下 、经济停滞不前 、财政不堪重负 、极端右倾势力抬头等等。17年的经济衰退和国际竞争力下降对德国

民众心理的巨大冲击是不可估量的 ,在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 ,德国国内一部分势力自然地就试图寻

找转移民众视线的目标 ,以赢得选票获取政治资源 。而一些快速发展起来的第三世界国家自然而然地

就成为了他们的替罪羊。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 2007年 GDP 可能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的事实更是强

烈刺激了德国长久以来的优越感。至此 ,我们已不难分析以默克尔为首的一帮德国政客的心态:对中国

崛起近乎本能的强烈抵制 。从根本上讲 ,默克尔政府对中国战略上的不信任来自于意识形态 、政治制度

和价值观的差异 ,这种隔阂不是共同的物质利益能够完全弥补的 。对于默克尔政府的这种消极态度以

及影响中德关系正常发展的种种不利因素 ,我们只能尽我们的所能使中国更加强大 ,同时在对外交往中

更加注重原则性和策略性 ,才能赢得包括德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尊重 。

二 、默克尔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偏见

中德外交中的西藏问题由来已久。1987年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访问中国时专程来到拉萨 ,成为第一

个出访西藏的外国领导人 ,受到了西藏人民的热烈欢迎。科尔事后表示对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十分赞赏[ 3]
(第 723 页)。1989年以后 ,两国关系恶化 ,西藏问题成为德国政府向中国施加压力的一个手

段。1996年 6月 20日联邦议院通过了所谓《改善西藏人权状况》的决议 ,无端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实

行的民族自治政策。这一事件一度使两国关系受到严重干扰 。可以看出 ,德国实质上是企图利用西藏

问题在中国打开一个缺口 ,压制中国改变国内人权政策 。可以说 ,中德交往中的西藏问题归根到底就是

人权问题 。作为一个二战后接受民主制改造较为成功的国家 ,联邦德国积极输出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

观念的立场是不容忽视的 。这也并非仅仅针对中国。或者说 ,这种将西方民主模式推向全球的普世情

结已经深深渗透到当代德国人的政治诉求中 。以自身的人权模式衡量其它国家 ,由此便出现了对它国

人权状况的攻击 ,甚至将人权与援助挂钩 ,宣扬对人权问题进行国际干涉等 。德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对

中国进行攻击 ,实质上就是不满于当代中国政府对西藏进行的统治。自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 、人民解

放军进驻西藏以后 ,西藏经历了废除农奴制 、平息 1959年叛乱 、建立自治区政府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政

治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然而 ,这一切在不少西方政治家看来 ,却

意味着西藏“民主的缺失和人权的沦丧” 。以达赖为首的一伙西藏分裂分子的宣传无疑使不少不明真相

的西方民众更加坚信西藏人民所遭受的“深重的苦难” 。笔者就曾经在“德国之声”上看到过 ,一个出逃

德国的藏民为了获取政治避难许可 ,大肆宣扬废除农奴制以后普通藏民的生活比以前更加悲惨 ,以此换

取德国人民的同情。这种混淆视听 、颠倒黑白的做法确实迷惑了不少西方民众 。

了解了上述事实以后 ,我们就不难理解此次默克尔公然在总理府接见达赖的行为了。默克尔的发

言人事后表示 ,默克尔“对达赖喇嘛这位宗教领袖表示敬意 ,并让达赖相信 ,她将支持达赖维护西藏文化

传统的努力 ,以及在寻求宗教和文化自治方面所采取的非暴力政策” 。这在实质上就是默克尔对中国人

权问题发起的又一次挑战 。桑德施奈德对此评述说 , “出于个人的政治思想和党派特征原因 ,默克尔不

会放弃在人权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这或许会对中德关系形成挑战。”
[ 4]
(第 53 页)尽管在特定的国际局

势下国家之间交往的趋势具有某种必然性 ,但我们不能忽视政治人物在其中的主观作用。如果将默克

尔与德国前任总理施罗德相对比 ,我们将发现个人的思想 、喜好甚至是偏见都能对国家关系产生重要影

响。默克尔出生于一个新教牧师家庭 , “宗教情结”比较浓厚 ,对那些貌似追求“种族独立和认同的宗教

人士”怀有盲目的同情心
[ 5]
(第 4 版)。早在 2005年 ,她就作为反对党领袖(基民盟主席)和达赖喇嘛见过

面 ,并声称要会见任何“宗教领袖” 。另一方面 ,默克尔曾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东德生活过几十年 ,她后来

在公开演讲中形容“像章鱼一样想彻底吞噬我们的民主德国制度” ,可见她对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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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恶痛绝 。问题在于她延续了对东德社会主义的看法并将其应用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 ,当然也包括中

国。如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 ,默克尔不能深入理解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所走的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 ,而

是将中国等同于苏联和东欧国家一样来看待。从两年来的中德关系发展我们不难看出 , 默克尔的这

种偏见甚至是执拗已经给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带来了消极影响 。

我们当然也不能忽视此次事件的另一个主角 ———西藏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对于长期流亡国

外的达赖喇嘛 ,中国政府早有定论:达赖不是单纯的宗教人士 ,而是披着宗教的外衣 ,长期从事分裂祖

国 、破坏民族团结活动的政治流亡者。然而以笔者所见 ,在许多西方民众的心中 ,达赖反而是一个“神圣

和智慧的化身” 。2003年 6月 ,德国外长菲舍尔接见了达赖 ,一夜之间小城美因茨的所有公交站点都换

上了达赖的大幅画像(当时笔者正求学于美因茨大学),路过行人无不驻足观望 ,可见达赖在德国世俗社

会中的影响力。深究起来 ,无非藏传佛教的神秘性和达赖集团的蛊惑宣传迷惑了人们的视线。在基督

教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 ,藏传佛教作为一种新鲜事物无疑激发起了民众的好奇心 。而达赖更是将自

己伪装成一个慈悲为怀的宗教领袖和充满智慧的智者 ,在宗教的幌子下四处宣传来骗取人民的信任。

近些年来 ,达赖宣扬已经放弃了西藏独立的要求 ,转而寻求“藏人治藏 ,高度自治” ,并称这是为了保存西

藏的生态和文化完整 。这种变相的分裂要求虽然遭到中国政府理所当然的拒绝 ,却博取了不少西方民

众甚至是政治家的同情。另一方面 ,由于达赖喇嘛在民众心目中树立起了“良好形象” ,不少政治家常常

刻意寻求接见达赖来拉拢民望 ,为自己的政治形象加分。此次默克尔接见达赖虽然遭到中国政府的巨

大压力 ,但却会改善她一直以来在德国民众心中冷酷不苟言笑的形象 ,两相比较她更乐于获取民心 。

谈到中德在西藏问题上的纠葛 ,我们还应该更深层次地发掘西方人的社会文化视野中西藏的分量 ,

我们称之为西方人对西藏的“香格里拉情结” 。虽然西方人心灵中的理想国度“香格里拉”早已被证明是

在云南省的迪庆 ,但在西方特定的社会文化中 , “香格里拉”就是西藏。在西方人心目中 ,西藏地处世界

屋脊 ,因为遥远的距离和独特的文化而愈加神秘。西藏因为地处内陆 ,较晚受到现代化和现代文明的影

响 ,成为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古代文明和古代宗教的一块“活化石” 。一个“纯洁无瑕”的西藏成为很多西

方人的一种精神寄托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 ,当中国政府在西藏破除陈规陋习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时候 ,不

少西方人却认为他们“心中的净土”遭到了玷污 ,西藏古老的文化遭到了破坏 。当这种“捍卫香格里拉”

的情绪汇集到政治家那里的时候 ,便成为了影响国家关系的一个人文因素 ,甚至进一步发展到拿“神化”

了的西藏来“妖魔化”中国 。

三 、默克尔时代中德经贸交流状况及前景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经济利益与价值取向一直是干扰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一对矛

盾。从近十年中德关系的发展来看 ,经济利益的驱动主导了德国的对华政策 ,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分

歧则居于次要地位。中德自建交以来 ,两国发展关系史中恒定的最重要因素就是经济利益 ,这也是推动

中德关系排除干扰 、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从德国自身来说 ,作为世界上第二大贸易国 ,出口占到了其

国民生产总值的 1/3 ,从事出口相关工作的人员占到总就业人口的 20%。自 2003年起德国取代美国成

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到 2006年其出口已占世界出口总量的 9.3%。开展对外贸易 、增加出口对德国

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在经济普遍不景气的当今世界可谓

一枝独秀 ,加上人口众多形成的巨大市场 ,无疑对欧美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就德国来说 ,积极发

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已成为其对华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

尽管德国与中国建交晚于英 、法 ,但中德间经贸科技合作已走在欧洲各国前列 。多年来 ,德国一直

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经济贸易合作伙伴 ,同时也是欧洲对华投资最多的国家 。中国自 2002年起也超

过日本成为德国在亚洲最大贸易伙伴 。2005年默克尔上台后 ,中德经贸交流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统计 , 2006年中德双边贸易额为 762.7亿欧元 ,比 2005年增长 24.69%。其中 ,德对

华出口 275.2亿欧元 ,同比增长 29.32%,占德出口总额的 3.1%;德从中国进口 487.5亿欧元 ,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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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22.21%,占德进口总额的 6.66%。德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机械 、汽车 、印刷设备 、电气部件

等 ,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电子设备 、电器 、服装 、玩具等 。从投资规模看 ,德国对华投资逐年增加 ,截

至 2006年底 ,中国累计批准德企业在华投资项目 5338个 ,合同德资金额 251.16亿美元 ,德方实际投入

134.18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 , 2007年上半年双边贸易总额达 391.53亿欧元 ,同比增长 12.53%。

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人为因素都阻止不了的 。默克尔政府深知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并不愿意

在争夺中国市场的竞争中输给英法等国。事实上默克尔两次访问中国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默克尔每次

到访中国都会有一个大型的经济代表团随行 ,成员大多是德国经济界的代表 ,其目的无外乎搭外交的顺风

车签订更多的经济合作协议。例如在 2006年默克尔第一次访华期间 ,中德双方签订了 19份双边合作文

件 ,涉及金额达数十亿元。而此次默克尔接见达赖对中德关系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也受到了德国经济界的

激烈批评。因为中国单方面取消了德国财长施泰因布吕克原定于 2007年 12月访问北京的计划 ,德国《经

济周刊》对此评论说 ,“德国希望中国政府短暂生气后会恢复正常的期望落空了” ,这对德国经济界是一大

打击。为了民主和人权的政策 ,德国经济界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金融时报》也说“中国取消财长访华点

燃联盟内部对默克尔中国政策的争吵”[ 6](第 16 版)。如果外交政策是以损害本国的经济利益为代价 ,那么

这种外交政策就是失败的 ,也是不能持久的。默克尔对华强硬政策的推出 ,虽然在短期内会给中德关系带

来一些负面影响 ,但不会改变未来中德关系稳定的大局。中德两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决定了中德外交的基

调不会改变 ,国际局势的发展将使默克尔意识到 ,面对中国的崛起 ,合作才意味着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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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German Diplomacy in Merkel Time

Sun Wenpei

(Schoo l o f History , Wuhan Univer 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Abstract:Germany' s fo reign policy tow ards China in M erkel time has kept the maintenance since

1990s , and also appeared a huge change.Along wi th the improve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Germany

and the Uni ted States , the M erkel go vernment starts to ca rry out “ the values diplomacy” , and resist

the rise of China.The German government also attempts using the Tibet issue to at tack the Chinese

human rights po licy.Along w ith the Chinese and German economics and trade exchange unceasing

expansion , the Sino-German diplomacy wil l be improved and develope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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