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德国现总理朔尔茨（右）和绿党候选人哈贝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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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德国将举行新一
届联邦议院（议会下院）选举。
在经济形势严峻的背景下，

德国政治碎片化和极化并存，本
次大选的结果将深刻影响德国和
欧盟的政策走向。德国政局的现
状与未来趋势如何？我们请专家
详细分析。 ——编者

大选在即 谁将成德国新总理
阻击极右“防火墙”面临考验

 默茨3日在基民盟大会上发言 图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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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从拉斯维加斯飞往迈阿密的途中向

记者宣布“清理加沙计划”。

并非临时起意
特朗普声称：“我希望埃及能带

走一些人，希望约旦也能带走一些

人”。“可能是   万人，我们要把整

个地区都清理掉。你知道，几个世

纪以来，那里发生过许多冲突。”

尽管特朗普在“空军一号”讲述

该计划看似比较随意，但绝非临时

起意，而是其上一任期在中东政策

上一贯逻辑的延续。

特朗普的“清理加沙计划”可谓

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即遭到埃及、约

旦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

马斯）的强烈反对。特朗普的“清理

加沙计划”究竟是美国对巴以问题

“路线图”的最新立场，抑或只是固

有强硬立场的“宣泄”？无论何种

情况，都将不可避免对中东局势带

来新的负面影响。

埋下冲突伏笔
首先，特朗普试图勾勒巴以关

系的新图景，但埋下新的冲突伏

笔。自    年以来，巴以关系演进

为法塔赫（约旦河西岸）、哈马斯（加

沙）和以色列“两国三边”的复杂景

象。新一轮巴以冲突延宕  个月

后，千疮百孔的加沙政治与社会生

态发生了巨大改变。特朗普的“清

理加沙计划”旨在通过大规模迁移

加沙民众至邻国的方式来架空哈马

斯，促成巴以“两国三边”关系演进

为以色列与法塔赫的双边关系，为

其不断掏空“两国方案”铺路，根本

目的还是试图继续维持巴勒斯坦问

题边缘化。

可见，当前的加沙停火协议很

大程度上是美以的缓兵之计，在特

朗普回归白宫并与以色列再度在中

东形成合力的背景下，“清理加沙计

划”会使哈马斯的处境更为艰难，加

沙的人道主义危机也难以从根本上

得到缓解。

其次，特朗普试图重塑西亚的

地缘政治格局，但势必会引发对美

不满情绪的反弹。新一轮巴以冲突

的延宕和深度外溢产生了诸多联动

反应，如黎巴嫩真主党受到重创、叙

利亚巴沙尔政权垮台，特朗普期望

通过“清理加沙计划”持续削弱作为

“抵抗之弧”重要一环的哈马斯。为

了达到这一目的，特朗普将目光锁

定与巴勒斯坦接壤的埃及和约旦。

冲击盟友关系
埃及和约旦在军事与安全上倚

重美国，特别是约旦将穆瓦法克 · 萨

尔提空军基地提供给美国空军使

用。埃及和约旦是巴勒斯坦问题的

利益攸关方，从地缘上更是与巴以

关系难以彻底脱钩。这两个阿拉伯

国家作为以色列的建交国和美国的

非北约盟友，长期与美国维持着良

好关系。特朗普政府试图迫使埃及

和约旦改变过去在巴以问题上长期

相对超然的态度，在共同对抗哈马

斯上凝心聚力。然而 月 日，埃

及、约旦、阿联酋、沙特、卡塔尔等国

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反对特朗普的

强制迁移计划，认为该计划“威胁该

地区的稳定，有可能扩大冲突”。

总之，特朗普的“清理加沙计

划”为初现和平曙光的巴以问题投

射了新的阴影。特朗普过分偏袒以

色列的立场，不仅无益于巴以问题

朝着最终解决的方向迈进，还进一

步冲击了美国与中东盟友的关系，可

能给中东带来更大的体系性动荡。

经济疲软挑战重重
此次德国选举是在内部经济疲弱、民粹

势力崛起，外部俄乌冲突持续、美国总统特

朗普上任冲击跨大西洋盟友关系的背景下

进行的，可谓内忧外患，正值多事之春。

从德国国内情况看，经济和民生由于俄

乌冲突、能源危机、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执政

联盟掌控能力欠缺等一系列冲击，叠加内部

结构性因素如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步伐

缓慢、人口老龄化等挑战，致使经济增长疲

弱，2023年与2024年经济分别萎缩0.3%和

0.2%，去年出口下降0.8%，企业破产屡创新

高。通胀虽有回落，但能源、食品、服务价格

仍然较高，私人消费仅增长0.2％，严重累及

民生；治安状况恶化，移民难民政策成为社

会焦点。德国似乎从欧洲经济的“发动机”

变成了“拖斗”，“德国模式”从一度大获成功

到如今备受质疑。

政治上，传统大党如联盟党、社民党等

日渐式微，呈现多党逐鹿的碎片化格局，过

去那种一党在大选中获得过半选票，单独执

政的状况早已不再，组阁谈判耗时费力，凑

合组阁已成常态。同时，极端右翼政党的异

军突起引人注目。2013年成立的选择党影

响力日增，不仅“登堂入室”成为战后首个进

入联邦议院的极右翼政党，而且近来民调支

持率甚至超越了社民党、绿党等传统老党。

在欧盟内部，围绕援乌抗俄等问题，德

法间龃龉不断，“法德轴心”明显失速，德国

与“新欧洲”国家的关系也不够和睦，这些因

素不仅降低了德国在欧盟的影响力，也使欧

盟面对内外挑战时有些力不从心。

从跨大西洋关系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

上任后释放出强烈的单边主义信号，给欧盟

带来三重挑战——如何重塑欧洲安全和结

束俄乌冲突、可能加征关税引发美欧贸易

战、美国频繁“退群”颠覆原有秩序和制度。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立场让欧洲弥漫着不

安情绪，急需德国和欧盟聚力回应。

因此，在时代转折的变局下，一直以来

作为欧洲经济和政治稳定器的德国，未来政

局和经济能否趋稳，反极右“防火墙”是否依

然有效，各种政策能否应对内忧外患，本次

大选可谓举足轻重，影响深远。

难点在于选后组阁
此次德国大选将选出630个联邦议员，

共有29个政党参选，按政治光谱划分的主要

政党及其推举的总理候选人分别是：极右的

选择党魏德尔、中右的自民党林德纳和联盟

党（基民盟/基社盟）默茨、中左的社民党朔

尔茨和绿党哈贝克、极左的左翼党赖欣内克

和阿肯、“萨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萨瓦联

盟）瓦根克内希特，共计7个政党、8位总理

候选人参与角逐。

从竞选纲领来看，联盟党的政策重点是

加强经济活力、提升社会安全、恢复国家团

结；承诺大力改革，应对重大挑战。社民党

则侧重于通过投资和税收改革刺激经济增

长，改善社会福利体系，推动移民融入和加

强国家安全，同时强化德国在国际事务中的

领导作用。选择党主张公投决定是否“脱

欧”，至少应退出欧元区，恢复使用德国马克；

主张加强边境管控，拒绝不符合要求的入境

者，并主张取消乌克兰难民的津贴；绿党主张

刺激经济投资，增强农业，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政府投资应符合可持续发展，降低能源

价格，提高最低工资、强调社会公平等。

按照最新民调结果，目前各主要政党的

预计得票排序为联盟党30%、德国选择党

22%、社民党16%、绿党13%、“萨瓦联盟”

5.5%、左翼党5%、自民党4.5%。这意味着如

果不出意外，联盟党将牵头组阁，默茨有望

成为德国新总理。

默茨曾是默克尔的手下败将，一度弃政

从商并获成功，后重返政坛。他倾向严格财

政纪律、主张管控移民难民、支持欧洲一体

化和北约，坚定抗俄援乌，是亲美的“大西洋

主义者”，性格较为务实、感性易变。

此次德国大选，由于各党均不具备得票

过半单独执政的可能性，最大的看点和真正

的难点应该在于选后获胜政党的伙伴选择

与组阁谈判。如何讨价还价、实现纵横捭

阖，将反映各党理念和政策趋向，同时也考

验各党派领导人的判断、妥协和决断能力。

不但要看各党得票率，更要看彼此的契合程

度和妥协力度。另外，自民党这样的小党能

否超过5%门槛线而进入联邦议院，也须考

虑在内。

具体而言，存在多种政党搭配和组合的

可能性。据德国民调结果，目前最有可能的

首推“黑红组合”，即联盟党和社民党组成历

史上多次出现的大联合政府；其次“黑绿组

合”也颇受青睐，但鉴于两党理念和执政思

路分歧不小，组阁谈判恐需相互磨合。此

外，可能的选项还包括“肯基亚（黑红绿）联

盟”“红绿联盟”等各种组合。

各党能否守住底线
根据去年12月底达成的协议，联盟党、

社民党、绿党、自民党和左翼党均承诺不与选

择党合作，共同垒筑针对极右势力的“防火

墙”，避免德国出现奥地利那样极右政党获得

组阁权的现象。但选举结果揭晓后，德国各党

能否恪守对极右“说不”的底线，值得关注。

进入最后“读秒”阶段，由于选情胶着，

各政党及其领导人的政策主张和言行举止

也可能对最后结果产生戏剧性的影响。上

次大选被民调普遍看好的联盟党候选人拉

舍特在视察洪灾地区的“不当笑脸”，让社民

党候选人朔尔茨得以最后翻盘。

最近，联盟党候选人默茨为了获得更多

选票，提出受到选择党全力支持的有关限制

移民和难民的《限制人口流入法》法案，引发

轩然大波，不光遭到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

等强烈反对，最终未能在联邦议院通过，更

是在民间引起强烈反弹。柏林、汉堡、汉诺

威、慕尼黑、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等多个德国

城市接连爆发大规模反选择党、反纳粹的示

威游行。这些抗议声浪所折射的诉求，一是

强调捍卫德国社会对移民和难民宽容的传

统，二是反对默茨与极右翼选择党合作，认

为此举推倒了不与极右合作的“防火墙”，三

是指责默茨的机会主义行径。这无疑恶化

了联盟党的选情，尤其是增加了大选后相关

政党联合组阁的难度。

相关政党之间的互不信任感和争端加

剧了德国社会分裂、政局不稳，乃至在国际

上影响力削弱的现状，同时也反映出德国社

会和民众的“两难”：既希望控制和限制难民

和移民，政策更加内聚，又对民粹势力崛起

深感忧虑。这其实不仅是德国，更是欧洲社

会矛盾交织的一个缩影，极大考验着各主要

政党及领导人的认知和驾驭能力。默茨及

联盟党此举对大选影响究竟几何，是持续发

酵颠覆选情，还是虚惊一场，仍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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