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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国于 ２０１３ 年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ꎬ此后ꎬ该倡议成为一个迅速发展

的互联互通平台ꎬ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解决中国部分边境省份以及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

模式即将面临的发展挑战ꎬ另一方面是为了缩小中国与邻近地区在基础设施和发展方面

的差距ꎮ 中国的务实方式和拟提供的资金是“一带一路”倡议初期的主要决定因素ꎮ 然

而ꎬ近年来ꎬ由于对“一带一路”倡议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产生的不对称影响的看法存

在分歧ꎬ中国的合作伙伴的反响也各不相同(主要是积极的)ꎮ 本文通过梳理德国对“一

带一路”倡议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反响ꎬ发现对该倡议存在强有力的经济考量和支持ꎬ但

关于以下一些问题的政治疑虑却在逐渐增加ꎬ如关于平等市场准入的规制冲突、中国在

欧盟的投资及其对欧盟内部决策程序的(潜在)政治影响ꎮ 文章从自由主义的理论视角

出发ꎬ分析认为尽管一些结构性冲突不可避免ꎬ但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存在进一步

推动合作共赢的广阔空间ꎮ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　 德国外交政策　 中国投资　 欧盟　 “１６＋１ 合作”机制

一　 引言

本文的目的在于研究社会偏好如何影响和塑造德国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的态度和立场ꎮ 根据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分析框架ꎬ由价值和福利所构成的社会利益

通过具有很强贯彻能力的中介机构(如企业联合会和非政府组织)传递至政治系统ꎮ

这些中介机构拥有政治参与的机会ꎬ有些甚至对政府政策拥有否决权ꎬ它们对中国的



立场可通过执政联盟内的政党来代表ꎮ① 德国的对华政策实际上是不同权重的价值

理念和经济利益在政府政策层面的体现ꎬ②反映了它们之间相互协调所形成的社会偏

好ꎮ③

本文认为ꎬ价值理念和经济偏好ꎬ特别是它们之间的相互组合和优先顺序ꎬ相较于

权力政治或地缘经济方法可以更为合理地解释德国的行为与立场ꎮ④ 当前影响德国

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立场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利益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经济秩序ꎮ 同

时也要看到ꎬ德国民众对于法制与人权问题的关注也在其中发挥作用ꎮ 此外ꎬ本文还

关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策追求单边主义和相对收益的导向ꎬ以及英国脱欧事件ꎮ 两

者在加强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ꎬ利益是兼容的ꎬ但也更为凸显德国主张的欧

洲自由市场经济与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之间的结构性冲突ꎮ

本文第一部分首先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自由主义分析框架入手ꎬ在第二部分提出

相关假设ꎬ第三部分将从两个阶段分析德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

的谨慎与迟疑阶段ꎬ主要表现为德国公开表示怀疑ꎬ而中国要求进行深入的对话ꎬ双方

合作的具体项目数量仍然较少ꎻ２０１５ 年至今ꎬ形成了一种合作与冲突并存的政治模

式ꎮ 一方面ꎬ德国政府支持在中欧“互联互通”平台上开展全欧交通网络(ＴＥＮ－Ｔ)项

目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ꎬ德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在阿富汗和安哥拉的合作

项目ꎻ另一方面ꎬ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政府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展开的各种双边与多

边合作疑虑重重ꎬ比如“１６＋１ 合作”机制等ꎮ 德国认为这将对欧盟规则构成挑战ꎬ对

欧盟政治产生直接影响ꎮ 最后部分做出理论性总结ꎬ并且提出相关政策建议ꎮ

二　 自由主义视角下对德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分析

社会偏好如何影响德国政府的外交政策? 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自由主义出发ꎬ会

得出不同的答案ꎮ 根据里斯教授(Ｔｈｏｍａｓ Ｒｉｓｓｅ)的观点ꎬ⑤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ꎬ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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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进程已经改变了由联邦政府(总理)掌控外交政策的局面ꎮ 两德统一后ꎬ至少

在安全政策问题上ꎬ德国强大的社会力量通过选举、成立政党以及抗议活动对外交政

策产生了实质性影响ꎮ 一方面ꎬ由于联邦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组织ꎬ特别是欧

盟机构ꎬ因此联邦政府相对于其他政治角色(如立法和司法机构)ꎬ外交权有所增强ꎻ
另一方面ꎬ立法和司法机构也越来越多地试图通过程序性与规范性要求制衡联邦政

府ꎬ以期在外交决策中贯彻其政治立场与偏好ꎮ①

(一)公众意见与社会利益团体的影响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ꎬ特别是在 ８０ 年代的“安全政策民主化”进程中ꎬ联邦政府

的外交决策逐渐开放ꎬ以下问题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何种社会偏好在何时对德

国外交政策构成了何种具体影响? 从自由主义理论视角来看ꎬ外交决策具有分配效

应ꎬ这种分配效应影响的群体越广泛ꎬ社会民众的观点对外交决策就越重要ꎮ 一个利

益集团受到分配效应的影响越大ꎬ就越会试图影响政治决策ꎮ②

“显著性研究”的视角对外交政策的分配效应提出如下观点:(外交)政治问题在

选举中的重要性以及议员对此的关注度ꎬ即所谓“显著性”ꎬ它们对(个人)决策具有决

定性影响ꎮ③ 外交与欧洲政治问题在德国的“显著性”差异很大ꎮ 例如ꎬ德国公民对

“亲欧洲一体化”政策的容忍度越来越低ꎬ代表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德国选择党”的
成立便是例证ꎮ 其他政策领域的“显著性”ꎬ比如海外派兵政策ꎬ受到媒体对诸如伊拉

克战争等重大事件报道的强烈影响ꎮ④

根据自由主义理论的解释ꎬ如果利益集团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ꎬ那么对外交政策

的影响也较大ꎮ 它们拥有较为丰富的政治资源ꎬ所以更容易进入政治决策过程ꎮ 同质

性的利益团体比异质性的利益团体更具备贯彻其意愿的可能性ꎮ⑤ 因此ꎬ只要一项外

交决策能够触发一个组织性较强的利益团体的积极性ꎬ那么它们试图影响或者参与外

９１１　 德国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初期评估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Ｈａｒｎｉｓｃｈꎬ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ｏｒ￣
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１８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４５５－４６８.

Ｄｅｒｋ Ｂｉｅｎｅｎꎬ Ｃｏｒｉｎｎａ Ｆｒｅｕｎｄ ｕｎｄ Ｖｏｌｋｅｒ Ｒｉｔｔｂｅｒｇｅｒꎬ„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ｎ ｕｎｄ Ａｕßｅｎｐｏｌｉｔｉｋ: Ｄｉｅ
Ａｕßｅｎｐｏｌｉｔｉｋｔｈｅｏｒｉｅ ｄｅｓ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ｕｓ“ꎬ Ｔüｂｉｎｇｅｒ Ａｒｂｅｉｔｓｐａｐｉｅｒｅ ｚｕ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 Ｐｏｌｉｔｉｋ ｕｎｄ Ｆｒｉｅｄｅｎｓｆｏｒ￣
ｓｃｈｕｎｇꎬ Ｎｒ. ３３ꎬ １９９９ꎻ Ｈｅｌｅｎ Ｍｉｌｎｅｒꎬ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ꎬ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Ｐꎬ １９９７.

Ｋａｉ Ｏｐｐｅｒ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Ｈｅｎｒｉｋｅ Ｖｉｅｈｒｉｇ ｅｄｓ.ꎬ“Ｉｓｓｕｅ Ｓａｌ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１.

Ｋａｉ Ｏｐｐｅｒｍａｎｎ ｕ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Ｈöｓｅꎬ „ Ｄｉｅ ｉｎｎｅｎ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Ｒｅｓｔｒｉｋｔｉｏｎｅ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Ａｕßｅｎｐｏｌｉｔｉｋ“ꎬ Ｔｈｏｍａｓ
Ｊäｇｅｒꎬ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Ｈöｓｅ ｕｎｄ Ｋａｉ Ｏｐｐｅｒｍａｎｎ (Ｈｒｓｇ.)ꎬ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Ａｕβｅｎｐｏｌｉｔｉｋ: Ｓｉｃｈｅｒｈｅｉｔꎬ Ｗｏｈｌｆａｈｒｔ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ｎ ｕｎｄ
Ｎｏｒｍｅｎꎬ ＶＳ Ｖｅｒｌａｇ ｆüｒ Ｓｏｚｉａ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ꎬ 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ꎬ ２０１１ꎬ Ｓ.４４－７６.

Ｐｅｔｅｒ Ｇｏｕｒｅｖｉｔｃｈꎬ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 Ｗａｌｔｅｒ Ｃａｒｌｓｎａｅｓꎬ Ｂｅｔｈ Ｓｉｍｍ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ｉｓｓｅ ｅｄｓ.ꎬ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Ｓａｇｅ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３０９－３２８.



交决策的意图就越强ꎬ比如制造业利益集团对于劳动力市场的相关政策就有很大的影

响ꎮ①

(二)德国政策的行为预期

从自由主义理论视角分析德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ꎬ需要回答以下问题:具

有政策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在何时以及多大程度上受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ꎮ 从社

会整体来看ꎬ公众态度主要是受媒体报道、重要政治事件以及专家意见的影响ꎮ 深入

观察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就会发现ꎬ在德国公共利益与对华政策之间存在冲突以及存在

明显的政策游说空间的情况下ꎬ德国利益团体才会形成具体的社会偏好ꎮ

自由主义理论的分析方式由两个研究步骤组成:第一步是要研究社会利益以及偏

好构成ꎬ第二步是要分析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利益偏好的贯彻与执行ꎮ② 该分析采用了

同余方法ꎬ特别适用于理论的发展和细化ꎮ 首先确定自变量的值ꎬ即自变量的存在度

和表现度ꎬ之后结合理论的行为预期ꎬ对因变量的特征形成有根据的预测ꎮ③ 当自变

量和因变量的特征符合行为假设时ꎬ可以确定同余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第二步有关社会

偏好的判断需要与伙伴国家行为的相互依赖性相结合ꎬ在此是指中国ꎮ 因为国家在谈

判过程中ꎬ只有对合作伙伴来说平等且兼容的利益偏好才能真正被接受ꎮ 如果合作伙

伴之间出现利益偏好矛盾ꎬ那么在促进整体社会资源流动的情况下ꎬ也可能违背某一

方合作伙伴所宣称的意愿ꎮ 国家间的行为相互依赖性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ꎬ因

为它们和国家重要利益团体的既得利益密切相关ꎮ 如果技术进步与经济繁荣重新设

定社会角色的框架条件ꎬ那么利益格局的变更将首当其冲ꎮ

具体而言ꎬ自 ２００８ 年开始ꎬ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逐渐改变了世界经济既有的框架

条件ꎮ 中美之间已有的销售、投资以及生产机会相对下降ꎬ而中国对欧洲市场的需求

逐渐上升ꎮ④ 此外ꎬ在欧债危机影响下ꎬ从南欧国家开始到欧盟主要经济体对中国投

资的需求均显著上升ꎮ 然而ꎬ德国认为双方矛盾也由此产生ꎬ欧盟与德国为了加强与

中国投资者的经济合作而进一步开放ꎬ却无法从中国获得对等的开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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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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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情况下ꎬ这两个步骤孤立运作ꎬ而现实情况往往是两个步骤紧密相连或者同时进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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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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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４１－５５.



三　 德国对于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

中国在 ２０１３ 年公布了“一带一路”倡议后ꎬ德国民间和政府的立场可以分为两个

不同阶段ꎮ 第一阶段是从 ２０１３ 年到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ꎬ中方虽做出较多努力ꎬ但德国民

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仍较为谨慎ꎮ 德国政府一开始对“一带一路”在整体上持

积极态度ꎬ但也保持观望ꎮ 第二阶段则呈现了较为不同的场景ꎬ一方面ꎬ中国在中东欧

国家的投资涉及欧盟在中东欧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倡议ꎮ 为此ꎬ在德国的建议下ꎬ中
欧“互联互通”平台机制得以建立ꎬ旨在避免双方矛盾并且实现中欧倡议对接ꎮ 另一

方面ꎬ即使美国反对ꎬ德国政府还是参与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发起的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ＡＩＩＢ)ꎬ这表明德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目标的支持ꎮ
起先ꎬ德国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社会公共认知较为迟缓ꎮ ２０１５ 年之前ꎬ德国只

是出现了少量有关“一带一路”倡议早期阶段的专业出版物与报道ꎬ比如高婷婷(Ｎａ￣

ｄｉｎｅ Ｇｏｄｅｈａｒｄｔ)和鲁道夫(Ｍｏｒｉｔｚ Ｒｕｄｏｌｆ)的著作ꎮ①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到访杜

伊斯堡ꎬ并清晰地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内容ꎬ他将已有的铁路互通等基础设

施倡议融入“一带一路”框架中ꎬ得到了中德媒体的广泛关注ꎮ② 早期阶段ꎬ德国企业

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主要局限在物流领域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６００ 多位来自中欧政界与经济界代表参加汉堡峰会ꎬ但是“一带一

路”倡议在此时仍然没有成为社会的核心关注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１２０ 位中德经济界代表

以及政治决策者在太仓市政府的邀请下齐聚一堂ꎬ就“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德合作展

开讨论ꎮ③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ꎬ由中国驻德使馆和德国外交部在柏林举办的共同会议聚焦于

“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联盟、欧盟及其他经济组织相关政策进行对接的可能性ꎬ而对

于德国的感受与经验关注较少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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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对中国的社会认知在 ２０１４ 年呈现出整体积极的印象ꎮ 但德国民众、经济界

人士与政治精英对中德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认知不尽相同:在中国被视为全球蓬勃发展

的经济力量方面ꎬ４９％的德国民众、４３％的德国政治家以及 ５１％的经济界人士对此较

为担忧ꎮ 此外ꎬ从调查中可以看到受访者因为年龄层和自身中国经历的差异而产生不

同的认知ꎮ 年龄偏大以及没有中国经历的受访者对中国经济崛起持明显怀疑态度ꎻ但

相较于 ２０１２ 年ꎬ２０１４ 年德国对中国成为强大经济力量的担忧明显下降ꎮ①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逐渐引起德国公众的关注ꎮ ２０１５ 年初ꎬ伴随

着德国加入亚投行的讨论而出现对该倡议的第一次媒体报道的高峰ꎮ ２０１５ 年之后ꎬ

与“一带一路”项目相关的报道明显增加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在北京举行了“一带一路”高

峰论坛ꎬ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的相关报道再创新高ꎮ 德国北威州、巴符州与汉堡的媒体对

“一带一路”的新闻报道与评论最多ꎬ这与一些基础设施示范项目ꎬ比如杜伊斯堡港和

机械制造业集中在这一地区有关ꎮ

图 １　 德国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媒体报道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 数据库调查结果自制ꎮ 通过 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 检索德语“丝绸之路”

和“中国”ꎮ 统计类别包括报纸、行业新闻、杂志和期刊ꎬ不包括:通讯、网络出版物、网站和未分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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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媒体报道初期阶段的政治语调除了关注“一带一路”倡议为德国经济界带来

的机会ꎬ还有该倡议的风险:①一方面ꎬ德国报道涉及该倡议的地缘政治动机ꎬ如提高

中国在世界不同区域的影响力以及抑制西方影响力等ꎻ另一方面ꎬ德国报道关注利益

层面ꎬ如中国向部分区域市场转移在某些领域出现的产能过剩ꎮ 此外ꎬ也有关于“一
带一路”倡议能够为中国产业结构较为薄弱的西部省市以及邻国带来稳定效应的报

道ꎮ②

从社会偏好到德国政府的官方态度可以概括为谨慎至怀疑ꎬ其中也具有差异性ꎮ
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德国政府就已表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ꎬ早于中国发改委在 ２０１５ 年

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行动指南ꎮ 在第三次中德政府磋商的公报中可以看到如

下内容:
“德国欢迎欧洲和中国进一步扩大跨洲陆路运输的贸易路线以及‘一带一路’倡

议沿线的经济轴线ꎮ 这将为中德和中欧合作开辟新机遇ꎬ并且有利于促进中亚和沿线

国家的稳定繁荣ꎮ”③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的一次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德国立场ꎮ 她一方

面赞扬了中国领导层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长期战略思想ꎻ另一方面ꎬ默克尔特

别提到了建立欧盟与中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平台ꎬ以确保将欧盟纳入“一带一路”倡
议中来ꎮ④ 而对于中国正在和部分欧盟成员国及其邻国在“１６＋１ 合作”机制内开展的

谈判ꎬ默克尔此时的态度还较为谨慎ꎮ
“我们看到ꎬ中国会在欧盟内部构建集团ꎬ并与之形成特殊的合作形式ꎬ比如在中

东欧国家、南欧国家以及部分尚未入盟的欧盟候选国ꎮ 我想说ꎬ中国也可以和整个欧

盟进行谈判ꎮ 但是我也相信ꎬ中国有兴趣听到欧洲人的不同声音与意愿ꎮ 当然ꎬ如果

欧洲不能发出同一种声音ꎬ我们对此也负有责任ꎮ”⑤

总之ꎬ德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初期阶段的表态比学术文章与媒体意见要更

３２１　 德国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初期评估

①

②

③

④

⑤

„ 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ｅｎ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ｗｉｌｌｋｏｍｍｅｎ“ꎬ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Ｗｅｌｌｅ Ｏｎｌｉｎｅ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ｄｗ.ｃｏｍ / ｄｅ / ｃｈｉ￣
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ｅｎ－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ｗｉｌｌｋｏｍｍｅｎ / ａ－１７３６８８５０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Ｊａｎ Ｇａｓｐ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ｅｒｔｒａｍ Ｌａｎｇꎬ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ａｃｋｌｉｎｇ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ꎬ ｉｎ Ｆｒａｎｓ Ｐａｕｌ ｖａｎ ｄｅｒ Ｐｕｔｔｅｎ ｅｔ ａｌ. ｅｄｓ.ꎬ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ｓ Ｎｅｗ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ｓꎬ ＥＴＮＣ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 ｐｐ.２４－２９.

„Ａｋｔｉｏｎｓｒａｈｍｅｎ ｆüｒ ｄ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ａｒｂｅｉ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ｇｅｍｅｉｎｓａｍ ｇｅｓｔａｌｔｅｎ! “ꎬ Ｂｕｎｄｅｓｒｅ￣
ｇｉｅｒｕｎｇ / Ｐｒｅｓｓｅ－ ｕ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ｔ ｄｅｒ 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 ｄ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Ｅ / ＿ Ａｎｌａｇｅｎ /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２０１４－１０－ １０－ａｋｔｉｏｎｓｒａｈｍｅｎ－ｄｔ － ｃｈｉｎ. ｐｄｆ? ＿＿ｂｌｏｂ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ｅ＆ｖ ＝ １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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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同上ꎮ



为积极ꎮ 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ꎬ德国希望进一步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项目ꎮ

但是ꎬ这一阶段德国政府的积极评估更多的是取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发展潜

力以及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与促进政治稳定的机会ꎮ 然而ꎬ德国的公众意见和政府

声明的一致性较弱(较弱的同余关系)ꎮ 这可归因于较低的显著性ꎬ即在德国选举中

“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意义较弱ꎮ 因为“一带一路”倡议第一阶段的行动纲要仍然模

糊不清ꎬ为此ꎬ德国政府还可以相对保持独立的政策空间ꎬ即强调该倡议的发展潜力ꎮ

但是ꎬ德国政府的这种行动余地在第二个阶段明显缩小ꎮ

德国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第二阶段的反应是矛盾与合作并存ꎮ 这是由中国倡议

在德国和欧盟各国的具体分配效应以及在亚非等第三方地区的合作机会而决定的ꎮ

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倡议在三个区域带来的不同分配效应:对于德国本身而言ꎬ其正面

效应大于负面效应ꎻ 对于欧盟及其邻近地区而言ꎬ在经济以外还有越来越多的政治效

应ꎻ 而对于欧洲以外的地区则主要是由中欧联合项目而引起的积极效应ꎮ

(一)分配效应与区域效果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由“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且有可能持续的经济活力显而易见ꎮ

首先ꎬ中国在欧洲的直接投资ꎬ特别是在德国的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参见表 １ 和图 ２)ꎮ

２０１６ 年ꎬ关于出售关键科技公司(这里指机器人制造商库卡)的跨大西洋辩论致使德

国联邦政府与其他部分欧盟成员国一道收紧非欧盟企业在欧并购政策ꎮ①

表 １　 中国在德国和欧洲的投资项目与对德投资的市场比例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德国 １３ ７ ３５ ４５ ３３ ４５ ４６ ６８ １０５ ７４ １１８

其他欧洲国家 ４５ ４４ ５２ ６６ ８２ ９５ ８２ ８５ １２９ １６４ １７９

欧洲整体 ５８ ５１ ８７ １１１ １１５ １４０ １２８ １５３ ２３４ ２３８ ２９７

对德投资市场比例 ２２ ％ １４ ％ ４０ ％ ４１ ％ ２９ ％ ３２ ％ ３６ ％ ４４ ％ ４５ ％ ３１ ％ ４０ ％

　 　 数据来源:根据安永数据自制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ｙ.ｃｏｍ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ｖｗＬＵＡｓｓｅｔｓ / ｅｙ－ｄｉｒｅｋｔｉｎｖｅｓｔｉｔｉｏｎ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ｒ－ｕｎｔｅｒｎｅｈｍｅｎ－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ｕｎｄ－ｅｕｒｏｐａ / ＄ ＦＩＬＥ / ｅｙ－ｄｉｒｅｋｔｉｎｖｅｓｔｉｔｉｏｎｅｎ－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ｒ－

ｕｎｔｅｒｎｅｈｍｅｎ－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ｕｎｄ－ｅｕｒｏｐａ.ｐｄｆꎬ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访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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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在德国和欧洲的中国投资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安永数据自制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ｙ.ｃｏｍ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ｖｗＬＵＡｓｓｅｔｓ / ｅｙ－ｄｉｒｅｋｔｉｎｖｅｓｔｉ￣

ｔｉｏｎｅｎ－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ｒ－ｕｎｔｅｒｎｅｈｍｅｎ－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ｕｎｄ－ｅｕｒｏｐａ / ＄ ＦＩＬＥ / ｅｙ－ｄｉｒｅｋｔｉｎｖｅｓｔｉｔｉｏｎｅｎ－ｃｈｉｎｅｓｉｓ￣

ｃｈｅｒ－ｕｎｔｅｒｎｅｈｍｅｎ－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ｕｎｄ－ｅｕｒｏｐａ.ｐｄｆꎬ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访问ꎮ

其次ꎬ因中国在欧直接投资迅速攀升ꎬ加之世贸组织内对是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

地位存在争议ꎬ较之此前德国更倾向于将中国对欧洲企业的市场开放程度(如太阳

能、化学以及钢铁行业)作为议题ꎮ① 这直接导致在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上中欧双方就市场开放问题展开辩论ꎮ 由于中欧双方对此无法达成共识ꎬ很多欧盟国

家包括德国没有签署最后的联合声明ꎮ②

德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在欧盟及其东部邻国不同分配效应的看法ꎬ引发了中德

双方的另一个潜在冲突ꎮ 首先ꎬ德国认为中国基础设施贷款为欧盟及其邻国政治行为

５２１　 德国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初期评估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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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规避欧盟标准或按入盟要求改变治理模式提供了可能性ꎬ担心中国的投资活动会导

致与欧盟标准以及欧盟制定的巴尔干国家入盟战略产生矛盾ꎻ其次ꎬ中国给予很多中

东欧国家基础设施项目贷款ꎬ将令中东欧国家对附有严格执行条款的欧盟资助项目的

需求下降ꎮ 为此ꎬ德国担心在短期内中国项目与欧盟项目形成直接竞争关系ꎮ 从长远

来看ꎬ这些中东欧国家的债务负担或将更加严重ꎬ中国可以通过经济杠杆促使某些国

家在外交问题上给予支持ꎮ
最后ꎬ德国认为欧盟内的利益分配矛盾与中国投资有关ꎮ 德国在 ２０１７ 年注意到ꎬ

受欧元危机影响较大的南欧国家(希腊、葡萄牙和马耳他)为巩固经济而大量使用中

国投资ꎬ它们在欧盟内的主张较为符合中国利益ꎬ并因此有违欧盟立场ꎬ导致欧盟在某

些重大问题上无法对中国形成一致性立场ꎮ① 为此ꎬ德国政界将中国倡议视为“分而

治之”的战略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底ꎬ德国前外长加布里尔提出了“一个欧洲政策”ꎬ并将其

与“一个中国的政策”做对比ꎮ②

(二)公众意见与媒体报道

２０１６ 年ꎬ德国民众对中国经济力量的担忧比 ２０１４ 年有所下降ꎮ 对比德国民众、
政治家以及经济界人士的调查数据可知ꎬ２０１６ 年有 ４４％的德国民众对中国经济力量

持有保留态度ꎬ而 ２０１４ 年的相关数据为 ４９％ꎻ２０１６ 年有 ３５％的德国政治家对中国经

济力量较为担忧ꎬ而 ２０１４ 年则为 ４３％ꎻ同样的问题对经济界人士而言ꎬ其数据从 ２０１４
年的 ５１％下降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３４％ꎬ降幅约为三分之一ꎮ③

在德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的第二个阶段ꎬ不仅国内媒体的相关报道从 ２０１５
年中期以来大幅增加(见图 １)ꎬ同时也涌现了大量从德国和欧洲视角来分析“一带一

路”倡议的德、英专业出版物ꎮ④ 比如ꎬ胡谧空、范德普特(Ｆｒａｎｓ Ｐａｕｌ ｖａｎ ｄｅｒ Ｐｕｔｔｅｎｎ)
等学者在 ２０１６ 年对欧盟重要成员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展开研究ꎬ⑤艾伯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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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会与瑞典和平研究所的联合报告从安全政治角度强调“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之间

的冲突与合作可能性ꎮ① 施坦策尔(Ａｎｇｅｌａ Ｓｔａｎｚｅｌ)等学者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欧

盟中东欧国家与欧洲基础设施政策的意义ꎮ② 而史克(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Ｓｃｈｉｅｋ)的研究涉及

“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亚重要国家的影响ꎮ③ 班纳等学者提出较多批评性观点ꎬ预测

中国行为体将在欧洲产生经济、政治与文化影响力ꎬ并且呼吁欧盟成员国应形成对华

一致的声音ꎮ ２０１７ 年“亚洲之家” 中国项目以及中国论坛从发展政策角度分析“一带

一路”倡议ꎬ并就该倡议提供通讯简报ꎮ④

如果将这两个研究阶段进行比较ꎬ那么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相比报道的政治语调

明显不同:第二阶段“一带一路”倡议为德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具体机遇是其关注点ꎮ⑤

这从对中国外交官的采访中可见一斑ꎮ⑥ 一方面ꎬ即使德国企业和城市还不能从“一
带一路”倡议初期阶段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中明显获利ꎬ但它们仍然希望拥有更好的

市场准入机会长期促进德国出口型经济发展ꎻ另一方面ꎬ“一带一路”倡议为欧洲与欧

７２１　 德国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初期评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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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以外地区带来的经济和发展政策效应是德国纸质媒体与专业出版物关注的焦点ꎮ①

特别是德国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申请加入亚投行的行为引起了较多关注ꎮ② ２０１７ 年秋ꎬ随

着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ꎬ欧洲出现越来越多的怀疑之声ꎬ认为中国政府、媒体与学术机

构有针对性地扩大在欧洲的影响ꎮ 顾德明等学者的文章建议德国政府应与其他欧盟

成员国一道共同应对该趋势ꎮ③

(三)社会角色与利益集团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中国制定了“一带一路”建设愿景与行动文件后ꎬ该倡议进入了具体

的准备和实施阶段ꎮ 除了加强地理上的联通性之外ꎬ还包括促进政府间政策协调、贸

易投资以及民众交流等领域的措施ꎮ④ 德国经济界最大且最为重要的利益团体组

织———德国工业联合会ꎬ从一开始便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欢迎态度ꎮ⑤ 从 ２０１７ 年年

中开始ꎬ德国工业联合会通过其北京代表处扩展现有的联系网络ꎬ试图缓解新出现的

冲突ꎮ⑥ 此外ꎬ德国商会外贸负责人也对“一带一路”倡议为德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

给予了积极评价ꎮ⑦

具体而言ꎬ德国经济界代表人士ꎬ比如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肯普夫 ( Ｊｏｃｈｅｎ

Ｋｒｅｍｐｆ)提出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以及扩大现有市场准入的诉求ꎮ 他认为ꎬ如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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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资来源(私人或者国家投资)与动机更加透明ꎬ且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为德国就

业带来积极影响ꎬ就可缓解德国对中国在德投资不断增长的疑虑ꎮ① 德国商会主席史

伟哲(Ｅｒｉｃ 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也持有相似的积极立场ꎬ但略有不同ꎮ 他认为ꎬ“一带一路”倡议

无疑为德国经济提供了“新商机”ꎬ但«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经济政策取

向与战略亦引起了德国担忧ꎬ德国尚不确定该战略是否会对德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产

生歧视ꎮ②

德国工业企业与物流行业ꎬ比如西门子、德国铁路货运股份公司以及德意志银行

已通过大型项目参与或者计划扩大参与“一带一路”倡议ꎮ③ 然而ꎬ德国一些科研机构

与社会组织指出ꎬ中德在第三方市场上的合作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ꎮ 例如ꎬ目前尚未

建立相关的知识交流平台ꎬ促使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国家找到可持续性解决方案ꎬ就
项目招标与融资制定共同标准ꎬ 并且连接现有的一体化与“互联互通”战略ꎮ 如果中

亚国家的边境交通仅对中国产品保持开放ꎬ而不进行可持续的结构性改革ꎬ则有可能

滋生腐败ꎬ这将引起诸多问题ꎮ④ 为此ꎬ投资目的国当地的抗议应该引起重视ꎬ因为这

将有损“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成果以及政治稳定目标ꎮ⑤ 对于中东欧国家也是如此ꎬ
如果它们未来无法偿还中国贷款而发生违约ꎬ将构成重大问题ꎮ 比如为“一带一路”
倡议提供支持的中国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也将下降ꎮ⑥ 值得注意的是ꎬ德国认为既然

参与了亚投行ꎬ则应在划拨贷款过程中就相应的环境和社会标准提出建议ꎮ⑦

总体而言ꎬ在第二阶段德国对“一带一路”倡议体现出混合型的社会偏好取向ꎬ德

９２１　 德国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初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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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的态度更是反映了这个特征ꎬ即社会偏好与政府的态度较为趋同ꎮ 商业机构和

企业强调“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会ꎬ特别是在欧亚经济圈ꎬ中国倡议将在中期内为

德国高科技、制造业以及物流企业在欧亚大陆带来更多的销售机会ꎮ 同时ꎬ德国工商

界也提出了如下诉求ꎬ即欧盟对中国投资不断开放内部市场应与中国市场的对等开放

相关联ꎬ他们质疑中国在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开放程度至今仍不足ꎮ 在发生利益冲突的

情况下ꎬ德国的经济利益团体在内部社会的谈判过程中占据上风ꎮ① 此外ꎬ德国社会

团体和研究机构认为ꎬ中国投资目的国的社会角色参与不足ꎬ这将削弱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在社会、经济与环境领域获得的可持续成果ꎬ并且给该倡议的中国参与方(如

省政府和银行等)带来潜在风险ꎮ

(四)德国政府立场

在第二阶段ꎬ德国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继续保持基本的积极态度ꎬ并在 ２０１６

年有所加强ꎬ比如德国是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并且作为亚洲以外的第一大股东积极参

与“一带一路”倡议ꎮ 德国政府领导层还呼吁将现有的区域组织与“一带一路”倡议进

行积极对接(如欧亚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ꎬ以期在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项目融资

中发挥协同效应ꎮ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在柏林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

行会谈ꎬ默克尔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阐释了德国立场:

“德国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ꎬ正如今天所说ꎬ特别是该倡议的互联互通项目ꎮ

我们相信大家会很愿意参与这些项目ꎬ同时也希望通过透明的招标ꎬ德国也可以为实

施这些项目作出相应的贡献ꎮ”③

透明的招标过程、对等的市场开放以及符合社会、环境国际标准是德国联邦政府

最为重要的经济诉求ꎮ 由于中国在德投资大幅上升并且在市场开放准入方面仍有所

限制ꎬ德国经济部长齐普里斯(Ｂｒｉｇｉｔｔｅ Ｚｙｐｒｉｅｓ )在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中旬“一带一路”高峰

论坛上进一步提出了德国对市场开放以及反对保护主义的诉求ꎮ④

德国联邦政府看到了中德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开展在第三国合作的机会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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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也需要德国企业已有的专业知识以及专业和独立运作的风险

评估ꎬ并提出兼顾德国等合作伙伴政治与经济顾虑的诉求ꎮ 在此背景下ꎬ德国政府并

未听从美国政府的反对意见而加入亚投行ꎬ其资本份额为 ４.４８３２％ꎮ 作为亚洲以外最

大的股东ꎬ德国支持亚投行通过对基础设施以及其他生产部门融资ꎬ以及与现有金融

机构和组织进行区域性合作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ꎮ① 德国前财政部长朔伊布勒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Ｓｃｈäｕｂｌｅ)也认为ꎬ德国加入亚投行可以确保该银行符合国际高标准ꎬ同时

获得更好的信用评级ꎮ 朔伊布勒在 ２０１５ 年说道:“我们希望为新银行贡献我们在国际

金融机构长期以来积攒的经验ꎬ并通过较高的国际标准促使其赢得国际声誉ꎮ”②

在德国联邦议会中ꎬ几乎所有议会党团都认为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金融机构将大

有益处ꎮ 同时它们也强调ꎬ所资助的项目取得成功的关键是要符合社会与环境标准ꎬ
而这些标准须以世界银行现行规则为导向ꎮ③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初ꎬ德国职业外交官兼世界

银行前副行长约阿希姆冯阿姆斯贝格(Ｊｏａｃｈｉｍ ｖｏｎ Ａｍｓｂｅｒｇ)被任命为负责政策

与战略的亚投行副总裁ꎬ以便与作为股东的德国联邦政府进行密切磋商ꎮ
在亚投行协调下ꎬ中德两国在第三方市场进行的合作以及在阿富汗和安哥拉等地

的双边项目进展颇为顺利ꎬ这与由中国在中东欧与南欧国家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而

引起的中欧之间潜在的冲突形成了鲜明对比ꎮ 为了尽早避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

欧洲基础设施政策之间形成规制上的竞争ꎬ德国很早就主张所有欧盟国家形成对“一
带一路”倡议的共同政策ꎮ④ 为此ꎬ德国大力支持建立中欧“互联互通”平台ꎬ以促进中

欧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设备、技术和标准方面的合作ꎮ⑤ 与此同时ꎬ德国驻华大使不

断呼吁欧盟各国主动应对中国倡议:
“应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方式有二:第一ꎬ与中国合作缩小发展差距ꎬ加强开

１３１　 德国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初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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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透明和非等级化的世界秩序ꎬ比如参与亚投行进行合作ꎻ第二ꎬ欧洲可以作为友好

的权力一极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发展理念ꎮ 为当地劳动力、公司和产品提供最大的参与

机会ꎬ即发展‘互联互通’的欧洲模式()最后ꎬ也要兼顾劳动安全、环境标准并且

进行公平可持续性融资ꎮ” ①

２０１７ 年ꎬ德国联邦政府通过以下的一些案例越来越认为中国正利用其不断增长

的投资活动对欧盟成员国与欧盟候选国施加政治影响ꎮ ２０１６ 年夏季ꎬ希腊、匈牙利和

克罗地亚在南海问题上反对欧盟共同立场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部分欧盟成员国(如葡萄

牙、马耳他、希腊、捷克和瑞典)因与中国保持密切投资关系ꎬ欧盟加强对外国直接投

资审查措施的提议被搁置ꎮ 同月ꎬ希腊在联合国框架内再次反对欧盟在对华人权问题

上的共同立场ꎮ②

２０１７ 年秋ꎬ德国联邦政府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没有预留太多的解释余地ꎮ
８ 月底德国外长加布里尔(Ｓｉｇｍａｒ Ｇａｂｒｉｅｌ)在与法国大使进行的会谈中说道:“我们当

然同意‘一个中国’的原则ꎬ但是我们也期待中国奉行‘一个欧洲’的政策()ꎮ” ③

其后ꎬ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在«南华早报»的采访中再次表达了类似观点ꎮ④

总而言之ꎬ第二阶段德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形成以下的政治反应:随着“一
带一路”倡议对各种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行为体偏好的直接影响不断加强ꎬ德国形成

了对该倡议更为清晰的外交政策反应ꎮ 比如德国 ２０１５ 年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ꎬ中德在第三方市场进行合作ꎬ特别是在亚洲国家和通往欧洲的沿线国家中的合作ꎬ
展现出两国在共同经济与发展政策利益上的兼容性ꎮ⑤ 然而ꎬ德国前外长加布里尔在

２０１７ 年提出“一个欧洲”政策ꎬ 怀疑中国施加对欧盟内部投票过程的影响力ꎬ这也体

现出中德两国在政治认同与世界秩序理念上的不兼容性ꎮ 同时ꎬ从自由主义理论视角

来看ꎬ建立中欧“互联互通”平台表明ꎬ中欧双方正在试图通过制度化的政策协调缩短

其共同利益形成的过程ꎮ
从自由主义视角出发ꎬ观察社会显著性和政府行为之间的政策输出ꎬ可以发现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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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阶段ꎬ德国政府目前明显吸收了更为强烈的社会批评性观点与质疑声音ꎮ 德

国经济行为体的偏好仍居首位ꎬ尤其是来自德国企业及其雇员的偏好ꎮ 他们希望只有

中国对德国实行对等的市场准入ꎬ德国才应向中国行为体继续加大市场开放程度ꎮ 否

则ꎬ有利于中国的相对优势就不复存在了ꎮ① 鉴于中国和德国均公开反对有违世界贸

易组织(ＷＴＯ)自由贸易体制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ꎬ一些分析家期待中国和德国之

间形成新的贸易合作联盟ꎮ② 然而ꎬ这从自由主义视角来看是不太可能ꎬ因为中长期

内ꎬ中国许多经济部门内存在的国家主导将对中德两国社会利益之间的兼容性形成制

约ꎮ

四　 结论与理论探讨

本文基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自由主义理论ꎬ认为权力政治或地缘经济理论无法充

分解读德国对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在不同时间段和不同政治领域内的反应差异ꎮ 也

就是说后者无法解释如下问题: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ꎬ为何德国对待“一带

一路”倡议没有形成统一的并且以相对收益为导向的政策(比如形成权力对抗)ꎬ以及

为什么德国没有采取统一的积极态度(比如“搭车”战略)ꎮ 相反ꎬ德国的行为反应根

据时间的推移和政策领域的不同而发生变化ꎬ这是源于社会偏好的发展以及它们对德

国政府政策的影响ꎮ
具体而言ꎬ从现实主义视角出发是无法充分解释为何德国联邦政府一开始就加入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ꎬ如果德国要试图加入另一个有抱负的权力中心———比如中

国ꎬ来取代所谓正在衰弱的美国霸权ꎬ那么从逻辑上而言ꎬ德国也必须退出由美国主导

的金融机构ꎮ 但无论是德国还是中国均没有这么做ꎬ也没有考虑如此行事ꎮ 中德双方

更多的是基于改善亚洲公共基础设施的共同利益而合作ꎬ这也可以解释其他的欧洲国

家加入亚投行的原因ꎮ③

自由主义理论视角展现出明显的解释优势:基于可以指导国家行为的社会偏好构

建的优先性ꎬ通过使用同余方法可以发现ꎬ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的第一阶段中ꎬ德国社会

的公众关注度较低ꎬ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德国联邦政府较之批判性的公众意见对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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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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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倡议更为积极ꎮ 而自 ２０１６ 年起ꎬ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显著性明显上升ꎬ这
反映在 ２０１６ 年以来在德国发表的观点以及专业学科辩论不断增多ꎮ 为此ꎬ德国政府

立场与社会立场的趋同性也逐渐增强ꎮ 尤其是对以下问题:德国是否应保持对中国企

业的市场开放程度以及如何对待中国在欧盟以及中东欧国家开展的竞争性投资活动ꎬ
有观点认为ꎬ这可能会对欧盟在中东欧国家的整合战略提出挑战ꎮ

出于各种原因ꎬ德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矛盾ꎮ
从理论与实证角度出发ꎬ自由主义比现实主义的解释方法更具说服力ꎮ 还没有其他亚

洲区外的国家像德国那样大力支持由中国发起的亚投行ꎮ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ꎬ这
是出于中国与亚投行所资助项目的潜在受益者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的高度交织ꎮ
然而ꎬ也没有其他欧盟国家像德国政府那样公开谴责中国对欧盟内部投票程序施加影

响ꎮ 这也可以从自由主义的视角来解释ꎬ即德国对欧盟规则的高度认同以及由此产生

的积极的经济发展机会ꎮ 可以预见ꎬ在不久的将来ꎬ德国社会对亚投行未来是否遵守

国际社会与环境标准的关注度将增强ꎬ这将导致作为亚投行股东之一的德国在贷款业

务上提出限制性意见ꎮ
从自由主义理论视角来看ꎬ中德之间出现的某些矛盾是难以避免的ꎮ 因为双方利

益具有不兼容性ꎬ即使是制度化的政策协调措施ꎬ比如中欧“互联互通”平台ꎬ也无法

完全克服这些矛盾ꎮ 对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德国来说ꎬ如果欧盟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因

为偏向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大型企业而导致欧盟公共采购规则失效ꎬ那么这将带来监管

政策上的问题ꎮ 此外ꎬ从政治上而言ꎬ德国的“基本法”已把欧洲紧密团结与合作视为

国家目标ꎮ 为此ꎬ当一个欧洲以外的大国利用其在某些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影响力来影

响成员国政府在欧盟内部投票过程中形成对其有利的立场时ꎬ那么对德国而言ꎬ这将

带来秩序政策和认同政治上的问题ꎮ
要避免这些冲突ꎬ中德双方或许都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与较多改变ꎮ 德国认为ꎬ

这不仅包括中国国有企业的市场主导地位ꎬ同时也包括德国在中东欧国家已建立或即

将建立的生产网络等深层次利益ꎮ 然而ꎬ在可预见的将来ꎬ中德双方由于在价值观上

的一些不兼容性而很难期待二者在上述领域做出根本性转变ꎮ 因此ꎬ德国对“一带一

路”倡议较为矛盾的立场或将持续ꎬ其程度有可能会加深ꎻ然而ꎬ如果一些创新性的政

策能够协调双方的利益共识ꎬ那么德国的矛盾心理也可能会减轻ꎮ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

来看ꎬ德国的政治目标是———冲突只能通过机制来化解ꎬ这些机制服务于各自社会利

益并且创造出适当的行为预期ꎮ
(作者简介:塞巴斯蒂安哈尼施[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Ｈａｒｎｉｓｃｈ]ꎬ德国海德堡大学经济与社

会科学院教授ꎻ责任编辑:宋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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