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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 1972—1989年的两德合作关系

邓　红　英

[摘　要] 在一系列双边条约的基础上 , 1972 年 ,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合作关系开始确

立。对民主德国而言 ,两德来往促进了经济发展 ,也危害了国家的长期稳定 。但两德合作有利

于世界与欧洲的和平 ,也为德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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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尽管反对国家分裂 ,但囿于意识形态对立和权力争夺 ,两个德国选择了分别倒

向美国和苏联的外交战略 ,在两大冷战对立阵营建立并将两德纳入其中后 ,德国分裂长期化 、扩大化。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民主德国从统一立场上退却 ,积极寻求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外交承

认。联邦德国拒绝接受德国分裂分治的现实 ,对民主德国采取不接触 、不承认的政策 ,在 1972年的两德

谈判开启之前 ,双方没有建立正式的官方联系 。

一 、两德合作关系建立的背景

(一)东西方关系从激烈冷战走向缓和共处

在 1955年两大军事集团对峙格局形成后不久 ,东西方关系就出现了解冻的迹象 。赫鲁晓夫修改了

斯大林的外交政策 ,提出“和平共处 、和平竞争以及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 ,苏联想在西方承认其中东欧

势力范围的基础上与其缓和关系;由于苏联核武器的发展使东西方军事力量趋于平衡 ,美国等西方国家

也开始寻求以对话来阻止苏联军事力量的上升;美苏的核战争危险还遭到了世界和平力量的反对 。这

些因素促使东西方关系由激烈的冷战对抗走向了寻求和平共存 。但是 ,由于在德国问题特别是柏林问

题上的矛盾难以解决 ,东西方无法实现欧洲关系的真正缓和 。前民主德国领导人克伦茨认为是柏林墙

的修建结束了冷战
[ 1]
(第 152 页),因为 ,在第二次柏林危机中 ,苏联没有侵犯英法美三国在西柏林的利

益 ,三国也默认了民主德国在东柏林的主权和柏林墙的存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进一步显示 ,美

苏都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 ,东西方紧张关系进一步松弛下来 。在肯尼迪被刺和赫鲁晓夫下台后 ,美苏的

缓和探索一度中断 ,东西方在欧洲的缓和进程是由法国再次启动的 ,戴高乐的思想和行动影响了包括勃

兰特在内的其他欧洲政治家 ,并促使他们也走上了改善东西方关系的道路 。虽然担心联邦德国的东方

政策脱离控制 ,但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的美国对缓和表示了审慎的欢迎 ,因为美国更不愿意难以应付的苏

联的挑战在欧洲出现 。随着东方集团形势的稳定和中苏关系的恶化 ,苏联开始积极推动东西方缓和 ,以

实现西方承认欧洲现状下的和平。在这种形势下 ,东西方缓和在欧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二)外交困局下联邦德国的政策调整

在 1955年与苏联建交后 ,为了阻止在莫斯科以外的地方也出现两个德国大使馆 ,联邦德国提出了

不承认民主德国的“哈尔斯坦主义” 。民主德国反对联邦德国的唯一代表权 ,虽然没有取得外交承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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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破性成就 ,但也挫败了联邦德国在东欧推行的外交包围政策 ,20世纪 60年代的“经济奇迹”进一步

巩固了其国家地位。随着民主德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甚至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愿

意与其发展关系 ,僵化的哈尔斯坦主义不仅妨碍了联邦德国直接向民主德国施加影响 ,还使其日益陷入

了被动 、孤立的地位 。

在东西方关系和民主德国状况均已改变的背景下 ,联邦德国的东方政策和德国政策开始了缓慢而

艰难的调整 ,最初的目标是与东欧国家改善关系以进一步包围民主德国 ,勃兰特政府的目标则是通过与

苏东阵营全面改善关系来达到“以接近求转变” 。勃兰特坚信西方必定取得就富裕和自由进行的比赛的

最后胜利
[ 2]
(第 62 页) ,因而 ,他紧随戴高乐之后积极推动东西方缓和进程 。对于德国问题 ,早在 1959

年 ,勃兰特就认为德国问题的解决“应该把希望寄托在渐变上”
[ 3]
(第 95 页)。他还提出了“文化国家”概

念[ 4]
(第 181-182 页),即在俾斯麦统一德国以前共存共荣的德意志族群意识就已产生 ,二战后德国的分裂

和两个德国的差异没有改变文化的整体性 ,共同的文化使两德人民仍然维持着强烈的民族共属感 ,这使

得德国统一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在 1969年的施政纲领中 ,勃兰特开始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称呼民

主德国 ,他没有提及统一和唯一代表权 ,只是强调:“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 20

年后 ,我们必须阻止德意志民族继续互相分离地生活下去 ,我们要尝试通过一种正常的并存关系达到一

种合作关系。”
[ 5]
(第 329页)为此 ,他提议两德政府举行平等谈判 ,实现以条约形式确定的合作。

(三)民主德国的国家利益及外交选择

民主德国建国以来一直注重维护和加强其国家地位 ,并希望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 。民主德国很早

就存在 “两个国家”或“两个政府” 的说法 ,针对哈尔斯坦主义 ,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声称民主德

国是合法国家
[ 6]
(第 266 页)。1955年 10月 ,统一社会党中委会第 25次会议还指出 ,两个德意志国家已

经形成 ,联邦德国军国主义化“造成了使两个德意志国家的统一不可能实现并将其从政治议事日程上抹

掉的事实” ,今后民主德国对联邦德国侵略作出的唯一抉择“就在于确保和平 ,在国际法基础上建立民主

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正常关系”[ 7](第 365-366 页)。此后 ,民主德国努力寻求两德的平等与和平共处 ,

特别是争取联邦德国对其主权国家地位的承认 ,为此多次提议两德协商关系正常化 。

然而 ,由于担心联邦德国新东方政策危害自身利益 ,民主德国不仅反对东欧国家的单独缓和行动 ,

也拒绝两德谈判 。为了巩固东欧现状 、阻止联邦德国破坏华约团结以及保障民主德国的稳定 ,苏联也反

对联邦德国在东欧的行动 。但是 , 1967年初苏联开始与联邦德国进行秘密接触 ,其目的是拉拢已有独

立自主倾向的联邦德国 ,从而破坏大西洋联盟的团结 。在中东欧的势力范围得以巩固和勃兰特政府上

台后 ,苏东国家对举行缓和谈判更加积极。为了避免陷入外交孤立 ,民主德国不得不开启了两德谈判之

门 ,不再坚持以获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作为谈判前提。由于立场差距甚远 ,两德谈判毫无结果 ,但勃

兰特政府与苏联 、波兰两国的双边谈判取得了进展 。勃兰特政府向苏联施加压力 ,要求将柏林协定和莫

斯科条约捆绑在一起 。为了促成两德谈判 ,苏联通过双边接触和多边协商的多种渠道向民主德国施加

压力 ,在内外逼迫之下 ,乌布利希被迫辞职 ,民主德国开始了昂纳克统治的另一个时代 。在争取联邦德

国的外交承认和保护民主德国在柏林的权益等问题上 ,昂纳克与前任毫无二致 。与乌布利希不同的是 ,

昂纳克更为务实和灵活 ,在无法抗拒苏联的压力后 ,他愿意妥协让步。昂纳克清醒地认识到 ,民主德国

无法阻止苏东国家与联邦德国发展关系 ,他还将两德以及东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的缓和看作是寻求与联

邦德国平等地位的机遇[ 8](第 335 页)。因此 ,他不是阻止东西方缓和 ,而是积极参与缓和进程以尽可能

地维护民主德国的国家利益。

二 、两德合作关系的建立及其发展

两德合作关系的显著特点是建立在条约网络之上 ,从 1949到 1969年的 20年间 ,两德仅签订 16项

条约 ,而从 1969年到 1979年的 10年时间内 ,两德签订的条约数达到 57个
[ 9]
(第 169-175 页)。其中 ,最

为重要的是 1972年 12月签订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的基础条约》(简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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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在条约中 ,民主德国获得了联邦德国对其主权国家地位的现实承认 ,联邦德国则使民主德国同

意发展和促进两德在经济 、科学技术 、交通等方面的合作 ,但两德在民族 、统一 、国籍 、民主德国主权国家

地位 、两德以及欧洲的现存边界等基本问题上的分歧依旧存在。《基础条约》是两德利益妥协的产物 ,它

不可能完全消除两国之间的基本矛盾 ,但条约的签订对双边关系也有着深远的意义 , “条约主要是确立

了一个相互认可的 、正常化进程所要求的进一步政治对话的框架”
[ 9]
(第 85 页)。而且 ,以条约形式规定

两国关系正常化 ,打破了两国之间相互对立 、不接触 、不往来的封闭局面 ,为弥合两国人民之间民族感情

的创伤创造了条件[ 10]
(第 100 页)。总之 ,两德条约涉及的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领域 ,有关政治方面的比较

少 ,这表明双边只是进行了功能主义性质的合作 ,两国关系是政治冷经济热。但是 ,条约的签订为两德

合作关系的建立和稳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

20世纪 70年代 ,两德合作关系主要体现在人员来往和经贸关系的发展方面 。关系解冻后 ,两德人

员来往明显增多 ,1979年联邦德国公布的两德来往人数显示 ,联邦德国前往民主德国旅游的人数(不包

括由第三国入境者)从 1967年的1 423 738人攀升到 1975年的3 123 941人 ,民主德国前往联邦德国旅

游的人数(地域不包括西柏林 ,人员不包括退休者)在 20世纪 70年代也稳定地保持在 4万人左右 ,退休

人员则保持在 10万到 14万人左右[ 9]
(第 94-101 页)。除了直接的人员来往外 ,两德人民通过电话和邮件

进行的交往也大大增多。两德贸易额大幅度提高 。联邦德国官方公布的两德贸易数据显示 , 1955 年联

邦德国购买额仅 5.88亿联邦马克(DM),销售额是 5.63亿联邦马克 ,成交额是11.51亿联邦马克 ,1971

年分别攀升到 23.19 、24.99 、48.17亿联邦马克 , 1976 年又快速上升为 38.77 、42.69 、81.46亿联邦马

克。此外 ,按照《基础条约》特别是《欧洲安全和合作最后文件》的规定 ,两德还在公共卫生 、交通 、环境 、

科学技术以及文化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20世纪 80年代 ,东西方关系再次恶化 ,但两德之间的关系继续维系和发展。两德都努力保持两国

之间的和平共处 。受东西方关系的影响 ,民主德国对联邦德国实行了一些强硬政策 ,但直到 1986年 4

月 ,昂纳克还在统一社会党“十一大”上强调在两德关系中维护和平始终是最重要的问题。科尔上台后

突出统一意图 ,两德关系一度恶化 ,但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一致同意避免两德战争。两德高层领导人之

间的政治对话继续开展。在《基础条约》签署后 ,两德政治交往逐渐增多 ,甚至在美苏关系逐步恶化之

时 ,两德的政治关系仍然继续发展 ,如 1980年 、1981年两德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和施密特两次会晤;利用

1982年 、1984年和 1985年参加苏联首脑葬礼的三次机会 ,昂纳克和科尔进行了会谈 。两德的人员交往

和各领域的合作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如两德的贸易继续保持增长 ,1984年上半年民主德国向联邦德

国出口的产品高达 45亿马克 ,比上年同期增长 12%。联邦德国继续向民主德国提供贷款 ,后者则继续

放宽对两德人员来往的限制。1987年 9月 ,昂纳克对联邦德国的成功访问进一步促进了两德关系的发

展 ,两德人员来往的人数继续增长 ,许多城市还结为姐妹市 。

三 、两德合作的影响因素及其历史作用

在东西方关系缓和以及联邦德国的积极推动下 ,两德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但双边合作的程度和范围

有限 ,两国主要是在条约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功能主义性质的合作 ,双方仍然归属两大对立阵营 ,在政治 、

外交以及军事方面矛盾众多 ,两国之间矛盾 、冲突与合作并存。

(一)两德关系不断发展的原因

1.维持两德合作关系成为民主德国的内部需要。20世纪 80年代 ,民主德国主动维护两德和平与

合作 ,两德关系的发展动力从外部压力变为民主德国的内部需求 。首先 ,民主德国成功地经受住两德交

往带来的挑战并将其变为有利因素 。在两德开始交往时 ,民主德国对联邦德国保持高度的警惕 ,一方面

与联邦德国进行合作 ,另一方面推行扩大两德差别和距离的划分界限政策 。两手政策使民主德国经受

了两德交往的挑战 ,大规模的公民出逃事件没有再次出现。通过两德合作与交往 ,民主德国取得了国际

社会的广泛承认 ,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也受益匪浅 。其次 ,为了避免卷入美苏核战争的危险 ,民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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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努力维护德国和欧洲的和平局面。70年代初 ,德国问题特别是柏林问题得到部分解决 ,欧洲不再是

世界矛盾的焦点 ,双边合作和交流使东西德 、东西欧日益相互依赖。面对再次威胁欧洲与世界和平的美

苏核军备竞赛 ,民主德国一方面站在社会主义联盟一边反对美国的核政策 ,另一方面又积极争取与包括

联邦德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和平共处关系 。再次 ,为了维护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民主德国需要保

持两德交往。民主德国是一个高度依赖外贸的工业国 ,1989年 ,民主德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

额甚至占到其对外贸易总额的 50%[ 11]
(第 255 页),与西方特别是对其提供很多经贸优惠政策的联邦德

国保持合作 ,对其维持经济发展十分重要 。80年代后期 ,为了解决眼前的经济困难和顶住苏联的改革

压力 ,昂纳克更愿意发展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和争取相对容易获得的联邦德国的经济援助 。

2.联邦德国政府的根本目标是推进两德关系以走向和平统一。建国以来 ,联邦德国政府德国政策的

根本目标是要实现其领导下的统一。面对统一困局 ,勃兰特政府选择了“以接近求转变”策略 ,即通过两德

的交往来促使民主德国发生转变 ,从而获得最终的和平统一。为了实现两德合作 ,联邦德国承认了民主德

国作为独立国家的现实存在 ,并表示放弃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为了避免民主德国因害怕而限制两德关

系的发展 ,社会民主党政府还尽量避免危害民主德国的稳定 ,很少提及两德统一问题。在经济方面 ,联邦

德国对民主德国采取了特殊的优惠政策 ,如将两德经贸来往作为国内地区间经济关系来处理 ,这使民主德

国商品可以享受低税进入欧洲共同体市场的待遇 ,目的是促进两德经济关系的发展 。科尔上台后 ,两德关

系一度降为 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 ,然而 ,为了维持和发展两德关系 ,右翼政府小心谨慎地通过经济援助来

换取民主德国的让步 ,1987年科尔政府还以外国元首的规格接待了来访的昂纳克。

(二)两德关系发展的内外障碍

就外部障碍而言 ,两德分别隶属于政治 、经济和军事上敌对分立的两大阵营 ,两国关系的发展必然

会受到冷战格局的影响。尽管政治 、经济实力不凡 ,但是两个德国不可能脱离东西方关系的大框架来发

展两德关系 ,更不可能分别离开各自的冷战阵营或者是改变美苏对峙的冷战国际格局。如在 80年代初

世界形势恶化时 ,民主德国既想向西方开放 ,又想维护内部稳定[ 12](第 161 页),因而在外交上坚定地支持

苏联的同时 ,又尽量维持和发展两德关系。但是 ,迫于苏联的压力 ,昂纳克访问联邦德国的日程多次被

迫延期 ,依赖苏联的保护使民主德国不得不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置于维持两德关系之上。

就内部障碍而言 ,两德敌对竞争关系的遗存也限制了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二战后德国的分裂是

东西方冷战争夺的结果 ,但也与德国两部分政治家的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矛盾有关 。尽管两德走向了

关系正常化 ,但双方在国家地位 、民族统一等基本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存在。联邦德国拒绝从国际法上承

认民主德国 ,使两德关系并不是处于真正的和固定不变的正常化状态 。因而 ,昂纳克政府对两德交往一

直保持警惕并施加种种限制。在合作和交流中 ,两德的摩擦和冲突也是不断出现 ,西方学者甚至认为 ,

《基础条约》主要导致的是仇恨和攻击
[ 13]

(第 89-93 页)。两德实力和地位的巨大差距也限制了双边合作

的发展 ,如在贸易方面 ,与联邦德国的贸易量占民主德国外贸总量的 7.1%,而与民主德国的贸易量在

联邦德国的贸易总量中只占微不足道的 1.5%[ 14]
(第 48 页),两德关系呈现不对称性 。为了避免形成对

联邦德国的经济依赖 ,昂纳克政府还大幅度降低无息透支贷款的利用率 , 1983 年为 71%, 1988年降为

31%,1986年更是低至 22%
[ 14]

(第 62页)。

(三)两德合作关系的历史作用

对于民主德国而言 ,两德合作最初是利大于弊 ,它获得了外交 、政治以及经济等方面的好处 。联邦

德国承认了民主德国的现实存在和放弃了外交包围政策 ,从而使民主德国顺利地获得了许多国家的外

交承认;两德的经济合作特别是联邦德国的经济优待政策有利于促进民主德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然而 ,从长期结果看 ,两德合作对民主德国存在着很多弊端 ,如两德特殊关系有利于民主

德国经济的发展 ,但也掩盖了民主德国经济中的许多问题 ,特别是延缓了民主德国经济改革和产业结构

的调整;对西方特别是联邦德国严重的债务依赖 ,也限制了民主德国经济和贸易政策的活动范围;对联

邦德国经济援助的依赖还迫使民主德国不得不向联邦德国作出政治让步;在两德的各种民间来往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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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中 ,民主德国的各种问题特别是两德的经济差距凸现 ,许多民主德国群众十分向往自由 、发达的联邦

德国 。可见 ,两德的交往与合作最终对民主德国的稳定乃至国家存在构成了隐患。

然而 ,两德经济 、政治 、社会以及文化方面交往加强 ,有利于德国领土 、欧洲大陆乃至世界的和平与

发展 。20世纪 70年代后期 ,美苏冷战再起 ,两德领导人昂纳克和科尔会晤时一致同意 ,要在《基础条

约》的基础上发展关系 ,不让德意志土地上再次爆发战争 ,和平共处成为两个德国的共同目标。两国形

成相互依存的关系 ,也为德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因为两德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等使新的民族意识难以在

民主德国形成 ,昂纳克以“两个民族理论”为基础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最终失败 ,两德人民在文化 、语言 、

宗教乃至生活习俗等方面的联系也正是德国快速走向统一的一个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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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Two German Countries

during 1972—1989

Deng Hongying

(School of Philo sophy , Zhongnan Unive rsity o f Economic & Law , Wuhan 430073 , H ubei , China)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the bilateral treaties , the FRG and the GDR had established the collaborative

relation since 1972.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German countries w as advantageous to the peace of the

world and Europe and the German unification.However , to the GDR , its associating with the FRG promot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 and it had also harmed its stability in the long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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