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62卷　第 6期

2009 年 11月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y Sciences)

　Vol.62.No.6
Nov.2009.671 ～ 676

　　收稿日期:2009-05-17
作者简介:陈从阳 ,湖北咸宁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历史学博士;湖北咸宁 437005。

桂　莉 ,武汉大学期刊社编辑。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科学研究项目(2008d132)

从 皇 帝 到 礼 仪 元 首

———从德国国家元首地位的嬗变看德国政治民主化

陈从阳　桂　莉

[摘　要] 从 19世纪德国统一以来三部宪法(《德意志帝国宪法》 、《魏玛宪法》 、联邦德国

《基本法》)中国家元首从皇帝到礼仪元首的嬗变中可以看出 ,国家元首地位转变的主要因素是

政治民主化的推进。由此可以看出 ,近代以来德国所经历的是“外植内生结合型政治现代化模

式” ,所走的是渐进与突变相结合(改良革命型)的曲折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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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德国统一以来 ,先后实施过三部重要宪法:即 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 、1919年《魏玛宪

法》 、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 。探讨德国统一以来三部宪法中国家元首地位的嬗变 ,是我们认识德国

统一以来政体的变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曲折历程 、理解德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和独特发展道路的一个

全新视角 。

一 、1871年宪法中皇帝的无上地位 、至高权力及其成因

依部分学者的观点 ,世界上最早在宪法中使用“元首”称呼的宪法是《德意志帝国宪法》[ 1](第 532

页)。国家元首的职权可分为八类:即批准和公布法律权;发布命令权;召集和解散代议机关权;最高外

交权;武装力量统帅权;官员任命权;赦免权;授予荣典权。

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规定:“德意志皇帝”由普鲁士国王担任 ,为终身制 ,皇位可世袭。皇帝手

中集中了“过多的 ,无论整体还是部分均不受影响的权利”
[ 2]
(第 37 页)。皇帝拥有立法权;联邦议会与

帝国议会的召集 、开会 、延会 、闭会之权属于皇帝;皇帝在国际上代表帝国 ,以帝国的名义宣战媾和 ,与外

国缔结同盟和签订条约 ,委派驻外使节;帝国的全部陆海军组成一支统一的军队 ,在战时 、平时均由皇帝

统帅;皇帝有任免国家官吏之权 ,帝国宰相由皇帝直接任命 ,他对皇帝而非议会负责 。德意志帝国没有

内阁 ,由普鲁士首相兼任的帝国宰相是帝国的惟一大臣 ,主持帝国政府。虽然皇帝批准的一切法案必须

经帝国宰相副署后才能生效 ,但这并不意味着宰相有牵制皇帝的权力。1871年宪法第 19条还规定了

联邦强制权:“无论何时 ,若联邦成员(邦)未能履行对联邦的宪法义务 ,将依授权令阻止之 ,授权令由联

邦议会颁布 ,由皇帝执行” [ 3]
(第 127 页)。第 68条规定:“皇帝可以在联邦领土内公共安全受到威胁时 ,

宣布任何一地处于战争状态。”[ 3](第 142页)

俾斯麦在 1881 、1882年两次讲演中 ,明确宣称:在普鲁士 、在德国 ,皇帝代表了真正实际权力[ 4]
(第 223

页)。K·D·布拉赫尔切中要害强调:“德帝国实行的是逆时代而动的君主制的半专制主义。”
[ 5]
(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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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世纪末期 ,当西欧各国王权普遍没落 、资产阶级民主蓬勃推进之时 ,普鲁士王权反而扩大到德

意志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 ,德意志国家具有专制主义传统 ,近代德国宪法具有浓厚的君主制色彩 。德意志在中世纪和近

代早期曾长期四分五裂。“各邦诸侯 ,无论其邦土大小如何都一样地创立自己统治范围内的专制主义政

权”
[ 6]
(第 95 页)。各邦都制定了各自的宪法。这些宪法虽然或多或少具有近代宪法因素 ,但归根到底

是封建贵族为维护其统治的产物 ,均为“王室的作品”。国王是掌握国家一切权力的最高统治者 ,议会只

不过是听命于国王 、受国王控制 、辅助国王统治的点缀品而已。对 1871年宪法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普鲁

士 1850年宪法 。这部宪法是君主主义势力与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相妥协的产物。宪法明确

规定:“国王人身神圣不可侵犯” ,国王是行政首脑 ,军队总司令 ,有宣战和媾和之权 ,有决定国会召开和

解散之权 。国王可以直接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内阁大臣对国王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 。“立法权

由国王和两院共同行使之 。”因此 , 1850年宪法实质上确立的是君权中心主义[ 7](第 124页)。

第二 ,德帝国君主专制是由于德意志近代特殊国情和统一道路的特殊性 。与英法近代中央专制王

权的建立途径不同 ,德意志 、尤其是勃兰登堡 ———普鲁士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主要是依靠普鲁士

王室与容克贵族的联盟。容克贵族成为独裁专制权力和政治统治的捍卫者 。普鲁士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是通过改革的方式实现的 。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冲击下 ,普鲁士等邦统治阶级 、特别是充满专家治国

的理性主义官僚文官管理集团采取了以攻为守的“防御性”策略 ,通过 19世纪初期的“上层革命”等一系

列改革 ,逐步完成了社会和国家性质的资产阶级化。德意志是普鲁士通过“白色革命”的特殊方式完成

国家统一的。由于资产阶级生不逢时 ,出世太晚:一边是具有自主革新传统的容克地主开始执掌现代化

进程的领导权;而另一边是不断壮大的工业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虽然渴望统一和自由 ,但害怕无产阶

级卷入革命 ,宁愿向贵族地主妥协。1848年革命的失败意味着“政治自由主义 ,即资产阶级的统治 ,

……在德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 8]
(第 577 页)。统一压倒自由 ,德意志的统一是在普鲁士容克领导下 ,按

“小德意志”方案 ,通过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取得的。德意志帝国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 、混杂着

封建残余 、已经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 、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 、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 。

第三 ,俾斯麦个人因素的影响。1871年宪法蓝本的北德意志宪法是俾斯麦“灵魂的影子” 。作为容

克杰出的现实主义政治家 ,政治上皇权主义至上者 。俾斯麦设想了一种德意志型的君主政体:君主政体

站在民族运动的前沿 ,内部实行一定的立宪改革 ,把小德意志的民族思想 、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同普鲁

士的强权利益紧密结合起来 ,用自上而下的改革避免自下而上的革命 ,从而达到拯救容克阶级拯救普鲁

士君主政体的终极政治目标[ 9]
(第 309 页)。宪法中民主权利的设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捍卫君主专制

服务。1866年俾斯麦表示:“在一个具有君主传统和忠诚心态的国度 ,普选制……将导致君主选举。”[ 3]

(第 33-34页)君主专制政体的确立也是俾斯麦维护统一局面的强有力工具。俾斯麦表示:“重视对于王朝

的感情 ,把王朝的不可或缺当作联系手段 ,并以王朝的名义来维持民族内的一定部分 ,是帝国德意志人

的特征……” [ 10]
(第 237 页)。

第四 ,德意志思想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德意志长期遭受封建专制主义 、军国主义的统治 ,国家至上 、强

权主义和权力意志思想浓厚 ,形成了“崇拜权威” 、“崇拜强有力的领袖”的极端观念 ,自由 、平等 、民主意识

极为淡薄 ,符腾堡哲学家卡尔·摩根曾指出:“每个民族各有其主要特征 ,在德意志为服从 ,在英格兰为自

由 ,在荷兰为贸易 ,在法国为国王的荣誉。”[ 11](第 32页)德意志文化精英托马斯 ·曼坦陈:“我深信德国人永

不会喜欢政治民主———浅因在于他们不喜欢政治 ,更深层原因在于广受诟病的专制国家 ,对德国人来说现

在是将来也是最适宜和最合意的一种 ———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他们最为敬服的国家形式。” [ 12]
(第 1页)

二 、《魏玛宪法》中总统权力的受限与制衡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敲响了德帝国专制统治的丧钟。一战与以往欧洲战争不同 ,它具有浓厚的

意识形态色彩[ 13]
(第 79-95页)。美国高擎“威尔逊主义”的旗帜参加一战 ,不仅要彻底打败德国 ,而且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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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除德国专制政体和军国主义 。一战加剧了德国社会的矛盾 ,推动了德国国会多数派的宪政运动 。在

战争胜利无望的情况下德国向美国求和 ,协约国特别是美国向德国施加的强大的要求政治民主化的压

力 ,推动了德国“十月改革” ,建立起了对议会负责的责任制政府。在战后欧洲民主化浪潮 、1918-1919

年革命的冲击下 ,德意志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美国对德意志国家政体的影响渗透到《魏玛宪法》制定的过程之中。德国国民会议选举前夕 , 1918

年 12月 1日美国情报人员康格上校在与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 、德国停战委员会主席埃茨贝格尔 、德国

最高统帅部联系过程中 ,就竭力推荐共和国的宪法应尽可能追随美国宪法的样板 ,特别是在总统职位的

设立上
[ 14]

(第 156-161 页)。在魏玛共和国政体的设计中 ,包含了英国的议会民主制;美国 、法国的总统

制;瑞士的全民公决制等因素 。

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 ·韦伯的“直选领袖民主” 直接来源于美国民选总统的经验 ,是制订《魏玛宪

法》的重要指导思想 。“《魏玛宪法》之父”普罗伊斯和韦伯期待民选的总统:代替曾经是国民统一象征的

皇帝 ,发挥新的国民统一的作用;面对议会所代表的特殊利益及其多数表决的暴政 ,期待公选的总统能

代表国家和国民的利益;为实现社会主义政策 ,希望加强必要的行政权[ 15]
(第140 页)。此外 ,普罗伊斯在

创立两个平等的最高权力机构议会和总统方面 ,深受德国国家法教师莱兹牢普议会制和权力平衡理论

的影响
[ 16]

(第 70-71 页)。

当然 ,德意志并非完全不具备自由民主的优秀传统 。魏玛共和国的建立就继承了她自由 、民主的优

秀文化遗产。早在德意志启蒙运动中 ,就有一大批享誉世界的思想家(如莱辛等)倡导理性 、民主 、自由

与和平。古典哲学家康德具有深刻坚定的民主 、自由思想。他提出应把人人看成本身即是目的原则 ,实

际上是人权说的一种 。在《理论与实践》(1794年)中康德痛斥了善意的警察国家的“慈父式”暴政。继

启蒙运动后 ,18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掀起了“狂飙突进”运动 ,诞生了以歌德 、席勒等为代表的追求民

主 、自由的文化巨匠 。歌德使德意志古典主义臻于完美 , “使德意志民族性得到唯一的真正实现”[ 17](第

279 页)。歌德认为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内在法则 ,而人性的最高实现 ,就是根据内在法则来建立自

己的生活 ,充分实现每个人的个性是社会的最高目标。共和国在魏玛 ———德国古典人文主义者歌德 、席

勒的故乡 ———召开国民议会 ,制定宪法 ,充分表明了艾伯特政府为共和国奠定新基础的设想。

按照《魏玛宪法》 ,总统由全体德国人选举 ,凡年满 35岁以上的德意志人 ,皆有当选权。总统任职 7

年 ,如再当选 ,得连任 。宪法对连任并无限制 。总统因国会弹劾或者公民罢免 ,可被迫去职。

总统在国际上代表联邦 ,以联邦的名义与其它国家缔结同盟 、订立条约 、接受使节 。条约须经国会

批准才能生效。宣战与媾和之权在国会下院 。总统有权任免和罢免总理。总统依总理的提议任免内阁

阁员 。总统对国家文武官员有直接 、间接任免权。总统无论平时战时掌握国防军最高命令权 ,是军队最

高统帅。总统召集并主持内阁会议 。总统代表联邦行使恩赦权 。

在立法方面 ,总统有权要求国会提前召集 ,并有权解散国会 ,举行新的选举 。国会通过的法律 ,由总

统公布实施。总统颁布的命令须由总理或阁员副署。在一定的情况下 ,或依总统意愿 ,总统可以将国会

通过的法案搁置交付公民投票表决 。总统有广泛的行政立法权 。凡经国会决议之法律 ,如总统于一月

之内拨定交付国民表决者 ,得于其公布前 ,交付国民表决;关于预算 、赋税法及俸给条例 ,唯总统有提交

国民表决之权;在联邦国会与联邦参议院对于法律意见不一致的某些情况下 ,总统可以将法律交付于公

民表决。

《魏玛宪法》第 48条规定了总统的紧急权力 ,总统具有联邦强制执行权和独裁权。“如德国境内之

公共安宁和秩序受到严重扰乱或危害时 ,德国总统为恢复公共安宁和秩序 ,得采取必要之措施 ,需要时

并得使用武力。为此目的 ,德国总统得临时将本法第 114 、115 、117 、118 、123 、124和 125各条所规定之

基本权利全部或部分停止之。”

与 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相比 ,《魏玛宪法》中总统的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和制衡 。总统不

再是世袭而改由全民选举 ,而且还会受到立法机构的约束和制裁:联邦国会对于联邦大总统认为违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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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宪法或联邦法律时 ,得代表联邦向高等法院控告之 ,联邦国会有 2/3的多数赞成可以通过国民表决罢

免总统;与外国缔结同盟及订立条约有涉及联邦事项者 ,应得联邦国会之同意;行使赦免权也得依法律

行之;联邦大总统之一切命令 、处分及关于国防军范围内一切命令处分 ,须得联邦行政院长副署才发生

效力 。此外国会对总统的紧急权力拥有绝对的否决权和废止权 。另一方面总统的权力依然很大。总统

在立法方面享有广泛的干预权 ,拥有法律的创制权 ,并有广泛的行政权 ,军队的统帅权 。格勒纳将军将

宪法第 48条称之为“独裁般”的权利 ,洛赫认为:总统“在许多方面都比推翻了的皇帝拥有更大的权利和

权限” [ 6]
(第 394 页)。弗里德里希·迈纳克形容总统的地位为“替代皇帝” 。

《魏玛宪法》的创立者曾殷切希望:二元制的议会和总统将具有特殊的灵活性 ,确保某个最高国家机

构步入歧途时 ,另一个有校正的机会。然而事与愿违:双首长制的设立带来了“责任的危险混乱” 。总统

的优势地位损害了总理的领导地位和权威。双首长制和多党制下政府对议会和总统的双重依赖 ,造成

了政局动荡和政府频繁更迭。总统扮演“安全阀”角色的假定淡化了国会的责任意识 ,议会和总统双元

的对峙和权利向总统的危险滑落 ,破坏了魏玛共和国民主政治的正常运行 。正如莫姆森指出的 , “假定

的共和国总统作为独立权力机构的理论导致了共和国议会制的衰落”[ 18](第 379-380 页)。希特勒第三帝

国的建立 ,使德意志民族堕入了纳粹独裁统治的罪恶深渊 ,不仅导致了德意志国家民主化进程的重大逆

转 ,而且将德意志民族和世界推入到深重的灾难之中。

三 、联邦德国《基本法》中总统大权的旁落及议会优势地位的形成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德意志国家向现代民主社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 。旧的统治和权势

势力(如容克贵族集团 、军国主义集团 、大垄断资本巨头等)连同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基础遭到空前沉重的

扫荡 ,“旧的社会秩序已经荡然无存” 。二战后西方盟国在德国西占区实现的“非纳粹化”政策 ,消除了纳

粹和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及对德国政治 、经济 、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影响 ,它和非军国主义化一道为德国的

民主改造铺平了道路 。西方盟国大力推动政党政治建设 ,发挥德国地方自治传统;重视对西占区民主 、

自由思想的灌输 ,以把德国人逐渐改造成“有民主思想和感情的人” 。德国中产阶级及其政党迅速崛起

(如基督教民主联盟 、基督教社会联盟 、自由民主党等),为德国民主政治改革提供了阶级基础。西方盟

国的对德改造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场政治革命 ,它完成了德国资产阶级本应完成的任务[ 19]
(第 301 页)。

正如德国学者彼得·施泰因巴赫指出:“从历史观点来看 ,对 20世纪德国史 ,俾斯麦和威廉时代是一种

沉重负担和致命障碍 ,正是在那一时期创建了德国专制主义国家并最终导致了希特勒的极权统治并一

直延续到 1945年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 ,新生的德国民主才最终抛弃了德国的特殊道路。” [ 20]
(第 29 页)

在冷战爆发的大背景下 ,西占区的建立必须符合和满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治 、经济 、安全方

面的利益和需要 。《基本法》基本上反映了西方对德国政治体制的规划。

联邦德国政治体制的设计同时也是借鉴魏玛宪政教训的结果。《基本法》的制订者们认可西方民主

自由原则 ,“在 1948-1949年制宪议会准备联邦德国《基本法》的反复讨论中 , `魏玛教训' 扮演了重要

角色”
[ 21]

(第 141 页)。

战后联邦德国民主政体的最大特点是使议会权力和作用处于中心优势地位 ,避免了魏玛共和国时

期的“双元首制”的重大体制性缺陷;在行政权方面实施了“总理原则” ,强调联邦政府的内阁性质和联邦

总理作为政府首脑的地位 ,赋予联邦总理重大实权:包括人事决定权 、方针制定权 、单独负责权等。

《基本法》重新设计了联邦总统的法律地位。从表面上看 ,联邦总统似乎拥有许多最高权力 。作为

国家元首 ,总统是联邦共和国的代表 ,与外国缔结条约 ,任命驻外使节并接受外国使节递交的国书 。他

有权任免法官 、官员 、军官 。联邦总统颁布大赦令 。总统有权审查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 ,并公之于众。

总统向联邦议会提名联邦总理 ,当选者由联邦总统任命 。依据联邦总理提名 ,联邦总统任免联邦政府部

长。如果联邦总理的信任案在议会未获通过 ,联邦总统可根据联邦总理建议解散议会 ,举行新的大选。

《基本法》中总统的权力实际上更多具有象征意义和礼仪性质 ,是如同英国国王和日本天皇的“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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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 。联邦总统由联邦大会不经讨论选举之 。联邦大会由联邦议院全体议员和同等数量的由各州根

据人口比例选举产生的代表所组成 。凡年满 40岁 ,并有联邦议会选举权的德意志人均可以当选;总统

任期五年 ,连选以一次为限。联邦总统不是全国武装力量的统帅 ,也不拥有《基本法》第 37条规定的联

邦强制权 ,更无单独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权力 。联邦议会 、联邦参议院得以联邦总统故意违反本

《基本法》或任何其它联邦法律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弹劾 。联邦宪法法院如认定联邦总统故意违反本

《基本法》或任何其它联邦法律 ,得宣告其解职 。弹劾程序开始后 ,联邦宪法院得以临时命令决定停止其

行使职权 。

宪法所赋予的总统权力大多不能单独行使。比如联邦总统有权签署法律和法令 ,但只能签署由联

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通过的法律 ,并且还必须得到联邦总理和有关联邦部长的副署才能生效;总统有权

提名总理人选 ,但无权决定总理人选 ,因为他提名的人必须得到联邦议院的表决通过;总统有权任免联

邦部长 ,但只能任命联邦总理推荐的部长及免去被联邦总理撤换的部长等 。在特定的条件下联邦总统

可对议会进行制约:如在政府危机时他可应总理的请求 ,宣布解散联邦议院;也可以应总理的请求并在

联邦参议院的参加下宣布立法紧急状态 ,但出发点不是实现行政权力的总统和总理共享 ,而是起协调的

作用 ,更好地维护民主政体。

“波恩再不是魏玛” ,联邦德国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议会民主制 ,这是德国百年来政治民主化进程的

重大进展 。

四 、余　论

综观德意志历史上的三部宪法 ,德意志国家元首的地位经历了一个由半专制的立宪君主到权势强

大的总统最后过渡到一个只有象征意义的礼仪元首的转变 ,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德国的政治民主化缓

慢曲折的发展历程。

关于德国政治现代化的模式 ,巴林顿·摩尔认为:德 、日等实现的是“改良主义+法西斯主义+改良

主义”的“曲折式政治现代化模式”
[ 22]

(第 334-335 页)。布莱克阐述了“七种政治现代化模式” ,其中第三

种模式以直接或间接受法国革命影响的欧洲国家(包括比 、卢 、荷 、德 、意 、丹 、挪等)为代表 ,它们经历了

领土和人民重组过程中长久而普遍的暴力时期 ,国家建设时间漫长而任务艰巨 ,民族主义高涨[ 23]
(第

104-106 页)。德国属于 “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分权型或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
[ 24]

(第 150-151

页)。罗荣渠将政治现代化看作整个社会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钱乘旦把世界各国政治现代化的模

式概括为四种 ,第三种以德国为代表的“被动发展”的政治现代化模式[ 25]
(第 155-161 页)。埃尔玛 ·M ·

胡柯认为德国 1848年以来的三部宪法具有革命性:1848年革命是自下而上的革命;1871年呈现的是自

上而下的革命;1918年革命同时自上 、自下地发动;波恩《基本法》是盟国解放德国的产物 ,是“外来的革

命” [ 3](第 67 页)。胡柯对战后联邦德国的民主政治建立的分析有一定道理 ,但二战后西方对德国的民

主化改造和民主政治的建立绝不是纯粹“外源性”的促动 ,德意志社会的根本变迁还在于“内源性”的生

成。更确切地说 ,它是“外源性”的促动和“内源性”的生成交互作用的产物
[ 26]

(第 75页)。德国政治民主

化的发展历程是后发型或专制主义浓厚残余型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化发展的缩影 ,就其“动力”模式

分析 ,德国政治现代化属于 “外植内生结合型政治现代化模式” ,走过了一条渐进与突变相结合(改良革

命型)的曲折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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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emocratization of Germany in View of

the Status' Evolution of the Head of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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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hesis outlines the rout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status of the head of state f rom the

Emperor of the German Empire to the ceremony head of state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in the three German

constitutions(Consti tution of the German Empire , Weimar Constitution , the Basic Law of the Federal

Republic)after the unity of Germany in 19th century .The thesis also analyzes the reasons affecting the status

of the head of state and delineates the special road of German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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