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8 日当选
为德国新总理，与前总理默克尔正式交接。 10

日起，他先后对法国、欧盟总部、北约总部和波
兰进行访问。 15日，他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上
任后首份政府报告，阐释新政府在应对新冠疫
情、推动能源转型、加强欧洲团结等方面的政
策。德国新总理在内政外交以及对华政策上有
些什么亮点？ 本期“论坛”特请专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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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海评 安倍晋三下台后仍热衷于抛头露面为哪般？

    在 2020年 9月辞掉首相一职

后， 安倍晋三并没有彻底退出日本
的政治舞台。 如今，成为自民党“安

倍派”（清和政策研究会）会长的他，

在各大场合出镜的频率丝毫不亚于

现任岸田内阁的阁僚， 甚至首相岸
田文雄本人。 虽然公开表示支持岸

田的工作， 但安倍又通过各种方式

“唱反调”或变相施压岸田，甚至在
涉华问题上屡屡大放厥词。

安倍这般热衷于抛头露面、在
中日间挑起事端的背后， 不仅有政

策理念差异的因素， 还有他所在派

阀以及他本人的政治算计。

仍稳坐第一大派阀
今年 10月举行的众议院大选，

让自民党各大派阀都受到不同程度

的冲击。

安倍所在的“细田派”虽然减少

了 10名议员，但是仍然稳坐党内第
一大派阀的位置。 安倍就任派阀会

长后，“细田派”随之变成“安倍派”。

“岸田派”（宏池会）在自民党内则是
第四大派阀， 派阀中众议员数量不

及“安倍派”的一半。

安倍虽然卸任首相已经一年有

余， 却仍然希望在关键议题上发挥
影响力。而岸田一方，如要稳定执政

地位， 除了推动一系列行之有效的
政策之外， 还需要赢得自民党内各

派阀的政治支持。

此岸田已非彼岸田
只是， 如今的岸田已非当初的

岸田。

或许是政治理念上的差异，又

或者是政治博弈的逻辑使然， 岸田
与自民党副总裁、第二大派阀（志公

会）领袖麻生太郎，以及自民党干事
长、第三大派阀（平成研究会）领袖

茂木敏充开始频繁接触， 这些举动
被外界解读为制衡安倍的表现。 进

入 12月以来，岸田内阁逐渐进入正

轨，内阁支持率也水涨船高。

而安倍在担任首相期间留下的

“加计·森友学园”“赏樱会”等案底，

反倒让岸田在应对来自安倍的压力

时显得更加游刃有余。

岸田在当选自民党总裁以及首

相之后， 安倍有意向岸田输送亲信
担任党政要职， 但岸田并没有全盘

接受，招致安倍的不满。 而即便“安
倍派” 出身的松野博一最终出任内

阁官房长官， 但他在岸田内阁中的
影响力以及在党政高层中的协调

力， 与前首相菅义伟担任内阁官房
长官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特别是在赢得众议院选举之

后，岸田“脱安倍”的进程得以加速。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便是任命本
派阀出身的林芳正为外务大臣。

因为选举区可能合并， 安倍与
林芳正或许会在未来为争夺议员席

位展开竞争。与此同时，林芳正曾任
“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安倍及

其家族却有着“亲台”的政治基因，

可以想见安倍对此任命的不满。

不甘寂寞一心为己
安倍自然是不愿甘于寂寞的。

一方面， 他安插在岸田内阁的

胞弟岸信夫频繁利用任防卫大臣职
务之便，在政府内部替台湾发声；另

一方面， 安倍本人则利用前首相的
身份以及自民党最大派阀领袖的影

响力为台湾站台。 最近在出席台湾

一家智库论坛时，安倍甚至放言“台
湾出事”就是“日本出事”。 12月 8

日安倍与高市早苗共同出席 “保守
团结之会”讨论会时，两人更是如唱

双簧一样呼吁日本政府对北京冬奥

会进行所谓“外交抵制”。

事实上， 对华政策的好坏并不
是安倍最关心的事项。 对华政策的

背后， 是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捞取足
够的政治资本。 安倍能否“晋三”姑

且不论， 从执政经历不难看出他是
“不甘寂寞”的政客。所以，利用中国

问题迎合日本国内的反华情绪，牵

制当前岸田政府的对华政策， 既可
以满足他的政治野心， 又消费了日

本民众的厌华心理， 同时还让他在
日本舆论占据了所谓“政治正确”的

制高点。

当然也应该看到， 虽然岸田和

安倍在对华政策上有些许差异，但
是自民党内部对中国警惕以及牵制

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成共
识， 所以没有必要放大安倍与岸田

二人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 但安倍
等人利用中国问题来向岸田施压的

确是客观事实。

中国当前要做好的是 “以不变

应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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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 朔尔茨在政府报告中提到
对华合作，德国对华政策是否会变？

答：欧盟在 2019年的《欧中战

略展望》中将中国定位为合作伙伴、

竞争者与制度对手， 德国新政府在

《联合执政协议》中延续了这样的定
位， 而且依然把合作伙伴置于三重

角色的首位。然而，《联合执政协议》

也强调与中国的高科技竞争与制度

对抗， 似乎显示出新政府将在对华
政策上采取更强硬立场的态势。

不过， 朔尔茨的首份政府报告

释放出的信号是， 新政府将在很大

程度上延续默克尔政府的对华务实
合作政策。他在政府报告中强调，中

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国际上拥有重要
的地位， 对华政策必须与实际情况

相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气候问
题、 疫情危机和军备控制等全人类

面临的挑战方面需要与中国合作”。

显然， 这一表态与强调在外交
政策中要展现“对话与强硬”的德国

新任外交部长贝尔伯克不同。 后者
意欲推行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政

策， 但这一政策在德国国内并无共
识，连反对党也提醒他尊重现实，在

对外政策中维护德国经济界的务实

利益。 中德关系中的一个实际情况
是， 即使在疫情背景下两国经贸合

作也在逆势上扬， 中国连续 5年成
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

德国新政府释放出的另一个信
号是， 将更加致力于欧盟统一的对

华政策。 特别引人关注的是，《联合
执政协议》要求中德政府磋商也“更

加以欧洲为导向进行设置”。这意味
着， 德国未来在与中国举行政府磋

商前， 会与欧盟加强预先沟通。 以

往， 德中之间的政府磋商会被欧盟

其他国家指责为仅仅服务于德国利
益，而没有顾及欧盟的共同利益。如

今德国更多地主张在欧盟框架里与
中国交往， 不仅可以打消欧盟其他

国家的质疑，而且在德国看来，欧盟
国家之间抱团可以使欧洲在国际竞

争中获得更为有利的地位。

德国对华政策“欧洲化”的日益
增强是把双刃剑。 如果德国在欧盟

内施展积极的正向力量， 无疑可以
更好地发挥中德关系对中欧关系的

引领作用。但是，如果德国新政府更
多地受到美国联欧制华战略的影

响， 而在欧盟对华政策上发挥负能

量，则会给中欧关系带来更大困难。

好在， 朔尔茨在首份政府报告
中传递的对华政策表明， 德国新政

府将继续推动中德之间的务实合作
以及在全球性事务上的协调， 我们

有理由为未来中德关系的健康稳定
发展保持一份期待的态度。

德国新总理内政外交有何亮点？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 郑春荣

    问：德国新总理朔尔茨 15日发
表首份政府报告， 德国新政府在内
政方面有哪些计划？

答： 作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个三
党联合政府，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

的核心诉求已然反映在它们达成的
《联合执政协议》 标题上：“勇于进

步：自由、公正与可持续发展联盟”。

朔尔茨 15日发表的首份政府报告，

也凸显了这个自称“进步联盟”的新
政府计划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对于朔尔茨政府而言， 如何尽

快控制住德国第四波疫情是当前最
重要的工作。 为此，朔尔茨强调，新

政府建立了“危机小组”来更好地应
对疫情， 而且他特别强调要加大疫

苗接种力度， 目标是到年底前完成

接种 3000万剂疫苗。

新政府能否实现“进步”，尤其
体现在能否实现德国社会的绿色化

和数字化双重转型上。 新政府计划

加速退出煤电，原定的 2038年退出

在理想状况下将提前到 2030年。在
推动能源转型的框架里， 新政府计

划到 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发电比
例从当前设定的 65%提高到 80%。

在气候保护主流化的背景下， 新政

府将在 2022年推出气候保护应急
计划， 并对每一项立法计划从气候

中和的角度进行审视。与此同时，新
政府还将推进数字化进程， 目标是

实现光纤在德国的全覆盖。 与绿色
化进程一样， 德国未来每一项立法

计划也要从数字化角度进行审视。

鉴于疫情加剧了德国社会的不

平等状况， 朔尔茨在政府报告中特

别提到社会团结的重要性。 新政府
也在提高社会福利方面提出许多举

措，例如提高最低工资、增加社会保
障住房、确保养老金水平不下降等。

朔尔茨在政府报告中使用最多
的词是“启程”与“进步”，雄心满满

地细数了新政府在《联合执政协议》

中达成的举措。 他鼓励德国民众拿
出勇气，为新政府即将启动的“百年

来最大的产业和经济变革” 作好准
备。应该说，政府报告体现了朔尔茨

一贯的务实作风。

对新政府有利的是， 前总理默

克尔执政的 16年被德国舆论认为
在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上的投入相

对滞后， 给了新政府施展身手的空
间。但是，新政府能否顺利实现这些

目标，仍然需要观察。

在组阁谈判时，社民党、绿党和

自民党均表现出强烈的执政意愿，

因此， 组阁谈判并未如预期的那样

旷日持久，而是在选后 73天就顺利
组成了新政府。不过，随着新政府执

政的展开，三党之间这种良好的“化
学反应”能延续多久，依然要打上一

个大大的问号。 毕竟无论是绿色与
数字转型，还是社会福利水平提高，

都需要资金的保障， 但是新政府仍
承诺不放松财政纪律，坚持恢复“债

务刹车”，因此，如何实现这两方面
的平衡，考验着朔尔茨政府的智慧。

尤其是新政府能否尽快控制疫情并

尽快实现疫后复苏， 将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新政府未来的行动空间。

    问： 朔尔茨上任伊始就完成了
首次出访， 他是否会延续默克尔时
代的外交政策？

答：无论是《联合执政协议》还
是政府报告， 都表明德国新政府的

工作重心将放在国内事务上。但是，

这并不能遮蔽新政府在对外事务上

的雄心。显然，新政府意欲延续默克

尔政府时期推行的积极有为外交，

欧洲一体化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依

然是德国外交政策的两根支柱。

从朔尔茨首次出访选择的路

线， 也可以看出德国新政府外交政
策的着力点。依循惯例，朔尔茨出访

的第一站是法国， 旨在彰显德法之
间的传统友谊， 以及法德轴心对欧

洲一体化的重要作用。 朔尔茨在布
鲁塞尔与欧盟机构领导人的会晤，

同样释放了德国新政府将坚定不移
致力于增强欧洲的信号。

不过， 在当前离心力上升的欧
盟内，尽管德法合作不可或缺，并不

能掩盖两国的分歧。例如，德国决定

到 2022年退出核电，而法国视核电

为绿色能源； 德国新政府不愿放松
欧洲的财政纪律， 法国则希望放宽

财政稳定方面的标准。因此，朔尔茨
和马克龙还需要磨合， 以便达到默

克尔和马克龙曾达到的默契程度。

朔尔茨也认识到， 在目前的欧

盟内， 光靠法德轴心已经无法确保

欧盟项目顺利推进， 因此有意寻求
与欧盟其他国家携手。 例如他访问

意大利， 并计划与意大利订立加强
合作的行动计划， 很好地呼应了法

国与意大利签订友好条约、 欲增强
法德意三方在欧盟内作用的意图。

与此同时， 朔尔茨在政府报告

中特别提到与波兰关系的重要性。

在《联合执政协议》中，新政府强调
要推动德国、法国和波兰之间的“魏

玛三角”机制。 不过，这样的机制能
否有效发挥作用， 也笼罩在阴影之

中。 因为欧盟与波兰之间在法治国
家原则问题上正在较劲， 欧盟认为

波兰的国内改革违反欧盟的法治国

家原则，考虑暂停对波兰拨款。

朔尔茨首访将波兰列为一站，

显然是想充当欧盟与波兰之间的调

解人。 但尽管朔尔茨此行意在突出
德波两国友谊， 同样不能掩盖双方

在“北溪-2”项目等问题上的分歧。

而且， 德国新政府在 《联合执政协

议》中明确，将致力于推动一个对内

对外捍卫其价值和法治国家原则的
欧盟。显然，德国新政府作为欧盟与

波兰冲突调解人的回旋余地有限。

与默克尔政府相比， 德国新政

府表现出加强与美国协调的意图。

朔尔茨在政府报告中强调， 美国与

北约对于德国的安全是不可或缺
的。他在北约总部访问时，也表达了

增强德国武装力量并为北约安全保
障作出自身贡献的意愿。但是，对于

提高防务支出， 他只是笼统表示将
在“预算可能性的框架里”提高，并

未就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作出承诺。显然，德国新政府

延续了默克尔政府的立场， 即认为
所有为解决危机和冲突而采取的外

交、防务和发展政策的支出，都应被
纳入 2%计算范围内。

外交：更加积极有为

对华：继续务实合作

内政：强调“勇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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