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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经济统一是推动两德统一的关键因素ꎬ也是西德“合并计划”研究关注的

核心议题ꎮ 当统一机会来临时ꎬ西德政府并没有被动地等待建立经济联盟的各项条件成

熟ꎬ而是借助货币联盟的启动ꎬ创造性地在将“一步到位式”和“阶段式”方案结合的基础

上向东德提供西德马克ꎬ促成两德经济统一ꎬ从而为顺利及迅速实现两德政治统一奠定

了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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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的民主德国(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ｋꎬ 下文简称“东

德”)ꎬ债务规模令人触目惊心ꎬ经济崩溃与货币剧贬随时可能出现ꎬ经济治理体系濒

于破产ꎮ 已无法借助自身力量稳定经济的东德政府ꎬ在以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

(Ｒａｔ ｆüｒ Ｇｅｇｅｎｓｅｉｔｉｇｅ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ｈｉｌｆｅ)成员国不能提供足够支持的情况下ꎬ希望联邦德

国(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ｋ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ꎬ 下文简称“西德”)提供更多援助的意愿不断增强ꎮ①

而 １９８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的柏林墙倒塌ꎬ又使大量东德公民得以亲历两个德国生活水平上

的巨大差距ꎬ要求德国统一ꎬ尤其是经济上的统一ꎬ从而像西德公民一样生活的呼声在

东德各地普遍出现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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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西德统一的历史经验研究”(项目编号:１２＠ ＺＨ００８)的阶段性成果ꎬ后期
调研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欧洲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及登峰战略“欧洲经济”重点学科的资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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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民意测验显示ꎬ１９８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至 ２７ 日ꎬ已有 ４８％的受访者赞同德国统一ꎬ两个月后ꎬ即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至 ２ 月 ９ 日ꎬ这一比值增加至 ７９％ꎬ参见 Ｐ. Ｆöｒｓｔｅｒ ｕｎｄ Ｇ. Ｒｏｓｋｉꎬ ＤＤＲ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Ｗｅｎｄｅ ｕｎｄ Ｗａｈｌ. Ｍｅｉ￣
ｎｕｎｇｓｆｏｒｓｃ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ｅｒｅｎ ｄｅｎ Ｕｍｂｒｕｃｈꎬ Ｂｅｒｌｉｎ: Ｃｈ. Ｌｉｎｋｓ Ｖｅｒｌａｇꎬ １９９０ꎬ Ｓ. ５３ꎮ



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ꎬ从经济领域着手ꎬ即借助经济统一推动政治统一开始成为

联邦德国政府的现实选项ꎮ 但经济制度与发展水平大相径庭的两个德国ꎬ要实现经济

统一并非易事:这是因为德国的经济统一ꎬ本质上是被计划经济长期塑造的东德融入

西德社会市场经济(Ｓｏｚｉａｌｅ Ｍａｒｋｔ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体制、共同组成经济联盟的过程ꎮ 这一过

程的顺利落实须确保两个任务的完成ꎬ即东德的经济转轨和两个经济体边界的开放ꎬ
两者缺一不可ꎮ 面对当时复杂而瞬息万变的国内与国际形势ꎬ西德如何应对这一挑

战ꎬ以何种模式实现两个德国的经济统一ꎬ无疑值得探究ꎮ①

一　 东德经济体系的问题及其崩溃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ꎬ民主德国(东德)宣告成立ꎬ德国分裂为两个主权国家ꎬ走上大相径

庭的两条发展道路ꎮ 东德相较西德经济的巨大差距ꎬ是它最终被西德统一的关键原

因ꎬ而东德经济的崩溃ꎬ则是历史背景、国际局势、经济制度以及偶然事件等各种复杂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首先ꎬ德国无条件投降后ꎬ尽管与西德相比ꎬ东德受战争破坏程度较轻ꎬ②但在战

后几年ꎬ作为苏占区的东德显然受到了更大的破坏ꎬ与西德只损失了约 ５％的固定资

产相比ꎬ东德相当于战前产能一半的工业设备ꎬ超过 ２０００ 家工厂及约三分之一的铁

轨③被苏联作为战争赔偿拆走ꎬ工业生产能力元气大伤ꎬ长期无法恢复ꎮ④ 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５３ 年ꎬ东德向苏联支付了超过 １０００ 亿马克的各类赔偿ꎬ而西德的战争赔偿在支付

了 ３０ 亿马克之后被美、英、法三国免除ꎮ⑤ １９５０ 年ꎬ战前发展水平与西德基本相当的

东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劳动生产率分别只有西德的 ４９.６％与 ５１.８％ꎮ⑥

其次ꎬ在冷战背景下ꎬ东德与西方长期自然形成的各类经济与技术联系被人为切

断ꎬ只能在经济互助委员会框架下与生产力和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东欧国家进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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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关于两德统一的研究ꎬ多聚焦于当时的国际关系、外交活动、两德互动、统一的法律基础以及一般性
事实描述ꎻ而对于经济统一这一促成两德最终统一的关键一步ꎬ仍然缺乏必要的分析与研究ꎮ 两德经济统一采用
何种模式ꎬ以及为何选取货币联盟作为工具加以落实ꎬ是本文关注的焦点ꎮ

１５％的东德工业设施遭到破坏ꎬ而西德这一比例高达 ２１％ꎬＤＩＷ (Ｈｒｓｇ.)ꎬ Ｈａｎｄｂｕｃｈ ＤＤＲ－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ꎬ Ｒｅ￣
ｉｎｂｅｋ ｂｅｉ Ｈａｍｂｕｒｇ: Ｒｏｗｏｈｌｔ Ｖｅｒｌａｇꎬ １９７７ꎬ Ｓ. ２９ꎮ

接近 ７６５０ 公里铁轨被拆卸运往苏联ꎬ参见 Ｒ. Ｋａｓｃｈｋａꎬ Ａｕｆ ｄｅｍ Ｆａｌｓｃｈｅｎ Ｇｌｅｉ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ｋｔ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ｋ ｕｎｄ －ｅｎ￣
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 ｄｅｒ ＤＤＲ ａｍ Ｂｅｉｓｐｉｅｌ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Ｒｅｉｃｈｓｂａｈｎ １９４９－１９８９ꎬ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 Ｍ. Ｃａｍｐｕｓ Ｖｅｒｌａｇꎬ ２０１１ꎬ Ｓ. ５０－５３ꎮ

赔偿占东德 １９４５ / １９４６ 年国民生产总值近 ５０％ꎬ１９４６－１９４９ 年的 ３０％和 １９４９－１９５３ 年的 １５％ꎬ而西德的
相关支出则从国民生产总值的 １４.６％(１９４６ 年)逐步降至 ３.８％(１９５３ 年)ꎬ参见 Ｒ. Ｋａｒｌｓｃｈꎬ Ａｌｌｅｉｎ Ｂｅｚａｈｌｔ? Ｄｉｅ Ｒｅｐ￣
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ｌｅｉｓｔｕｎｇｅｎ ｄｅｒ ＳＢＺ / ＤＤＲ １９４５－５３ꎬ Ｂｅｒｌｉｎ: Ｃｈ. Ｌｉｎｋｓ Ｖｅｒｌａｇꎬ １９９３ꎬ Ｓ. ２３４－２３５ꎮ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ꎬ ｉｗｄꎬ ８ / １９９０ꎬ Ｓ. ６.
Ｗ. Ｍｅｒｋｅｌ ｕｎｄ Ｓ. Ｗａｈｌꎬ Ｄａｓ Ｇｅｐｌüｎｄｅｒｔ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Ｄｉｅ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 ｉｍ Öｓｔｌｉｃｈｅｎ Ｔｅｉｌ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 ｖｏｎ １９４９ ｂｉｓ １９８９ꎬ Ｎｉｅｒｅｎｄｏｒｆ: Ｈｅｕｓｅｒ－Ｄｒｕｃｋꎬ １９９１ꎬ Ｓ. １８ ｆ.



交换ꎬ距离遥远的苏联也替代德国西部与西欧地区成为东德的主要原材料来源地ꎬ但

因原材料供应不稳定和运力不足ꎬ东德经济增长始终受生产要素短缺困扰ꎮ① 并且ꎬ

在苏联要求下ꎬ原本在中小机械制造、电气工业、轻工业和化工产业领域颇具优势的东

德从 １９５０ 年代初开始致力于建立完整的重工业体系ꎮ 这一举措在进一步加剧其他生

产部门原材料短缺的同时ꎬ也导致传统优势产业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支撑ꎮ②

再次ꎬ１９５２ 年 ７ 月ꎬ东德统一社会党(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Ｅｉｎｈｅｉｔｓｐａｒｔｅｉ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启

动社会主义建设ꎬ引进中央命令经济(Ｋｏｍｍａｎｄｏ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体系ꎬ实行工业国有化和农

业集体化ꎬ因为缺乏价格信号与合理的激励机制ꎬ以及政策对重工业等特定产业的倾

斜ꎬ本就短缺的各类生产要素无法合理配置ꎬ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缺乏活力ꎬ劳动生产

率增长缓慢ꎮ 尽管期间曾进行“计划与领导的新经济体系”(Ｎｅｕｅ Ö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ｒ Ｐｌａｎｕｎｇ ｕｎｄ Ｌｅｉｔｕｎｇ)等改革ꎬ并引入各类促进高新技术开发的措施ꎬ但因为制度没

有突破ꎬ 社会生产不能满足民众需求的矛盾始终无法克服ꎬ 短缺经济 ( Ｍａｎ￣

ｇｅｌ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成为常态ꎮ③许多东德民众无法忍受物质的匮乏ꎬ至柏林墙倒塌前ꎬ共有

约 ３６０ 万人移民西德ꎬ至东德消亡前人口也未能恢复至战前水平ꎮ 短缺经济造成的人

口(尤其是知识分子与技术人才)流失ꎬ反过来严重制约东德经济的发展ꎬ两德经济发

展水平差距持续加大ꎮ 两德统一前ꎬ东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劳动生产率只达到西德

的 ３８％和 ２７.１％ꎮ④

另外ꎬ与西德的制度竞争也限制了东德经济政策的回旋余地ꎮ 早在 １９５８ 年ꎬ当东

德经济有所恢复ꎬ配给制刚得以取消时ꎬ时任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Ｗａｌｔｅｒ

Ｕｌｂｒｉｃｈｔ)就将超越西德设定为近期任务ꎮ⑤ 激进的经济政策导致灾难性后果ꎬ两德差

距愈发凸显ꎮ 而继任的埃里希昂纳克(Ｅｒｉｃｈ Ｈｏｎｅｃｋｅｒ)面临东德民众日益增长的不

满ꎬ在“经济与社会政策统一”的口号下ꎬ给予民众超过实际社会生产能力的生活水平

与福利待遇ꎬ由此产生的缺口大部分只能通过压缩基础设施建设与生产性投资ꎬ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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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两德经济统计指标与口径的差异ꎬ各个机构估算结果有一定出入ꎬ但东德劳动生产率水平不到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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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 ａｌｓ Ｆｒｉｅｄｌｉｅｂｅｎｄｅｒꎬ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ｒ Ｓｔａａｔ“ꎬ ｉｎ Ｐｒｏｔｏｋｏｌｌ ｄｅｒ 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 ｄｅｒ Ｖ. Ｐａｒｔｅｉｔａｇｅｓ ｄｅｒ ＳＥＤꎬ １０.
－１６. Ｊｕｌｉ １９５８ꎬ Ｂｅｒｌｉｎꎬ １９５９ꎬ Ｂｄ. Ｉꎬ Ｓ. ６８.



从西方进口来弥补ꎮ①这进一步阻碍了东德劳动生产率的提升ꎬ而对非社会主义国家

的持续贸易逆差也使东德逐渐走上了依赖西方外债的不归之路ꎮ②

在这一背景下ꎬ苏联外交政策转变和石油价格下跌等偶然因素成为压垮东德经济

的最后一根稻草ꎮ 长期以来ꎬ苏联都是东德最重要的原材料(尤其是原油)来源地和

工业产品市场ꎮ③在 １９７２ 年至 １９８０ 年代初的国际油价上升周期ꎬ东德利用经互会框

架内原油价格调整的滞后ꎬ从苏联进口廉价石油ꎬ加工后在国际市场销售ꎬ获取大量出

口顺差ꎬ避免了债务违约ꎮ 但随后油价狂跌ꎬ东德却须根据约定向苏联高价购买石油ꎮ
同时ꎬ苏联自身也开始陷入困境ꎬ戈尔巴乔夫(Ｇｏｒｂａｔｓｃｈｏｗ)将东德视为向西德获取经

济援助的筹码ꎬ向东德承诺的原材料供应逐渐难以得到保证ꎮ④东德石油产品出口收

入因此锐减ꎬ国际收支急剧恶化ꎮ 为赚取外汇ꎬ东德开始压缩国内消费ꎬ引起民众更多

不满ꎮ １９８５ 年ꎬ东德对非社会主义国家债务总额为 １３３ 亿美元ꎬ至 １９８８ 年剧增至 １８５
亿美元ꎮ １９８９ 年ꎬ东德出现 １０ 亿美元贸易逆差ꎬ彻底失去偿付能力ꎬ临近崩溃ꎮ⑤

二　 柏林墙倒塌前西德的经济统一政策研究

对统一时机的到来ꎬ西德早有准备ꎮ 早在东德成立伊始ꎬ制定 “合并计划”
(Ａｎｓｃｈｌｕß－Ｐｌａｎｕｎｇ)即统一方案就成为西德重要的政治关切之一ꎬ而重中之重自然是

经济问题ꎮ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ꎬ在时任柏林中央银行董事长弗里德里希恩斯特(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ｒｎｓｔ)的推动下ꎬ德国联邦全德问题部(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 ｆüｒ ｇｅｓａｍ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Ｆｒａｇｅｎ)
开始酝酿就统一问题制定一个全面的“动员计划” (Ｍｏｂｉｌｍａｃｈｕｎｇｓｐｌａｎ)ꎻ因该设想过

于宏大ꎬ故逐渐聚焦于统一中的经济问题ꎬ即考虑拟定一个基本方案:如何在“Ｘ 日”
(Ｘ－Ｔａｇꎬ即统一之日)到来时重组东德经济ꎮ 为完成这一任务ꎬ由恩斯特牵头ꎬ于
１９５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设立专门的“德国统一问题咨询委员会”(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ｂｅｉｒａｔ ｆüｒ Ｆｒａｇ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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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Ｂ. Ｂａｕｌｅꎬ „Ｗｉｒ ｓｉｎｄ ｄａｓ Ｖｏｌｋ.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 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ｓｆｅｌｄｅｒ ｄｅｒ 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ｓ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ｒ ＤＤＲ“ꎬ ｉｎ Ｋ. Ｌöｗ
(Ｈｒｓｇ.) Ｕｒｓａｃｈｅｎ ｕｎｄ Ｖｅｒｌａｕｆ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９８９ꎬ Ｂｅｒｌｉｎ: Ｄｕｎｃｋｅｒ＆ Ｈｕｍｂｌｏｔꎬ １９９１ꎬ Ｓ. ３５－３８.

１９７０ 年代ꎬ东德贸易逆差累积已达 ２１０ 亿外汇马克ꎬ参见 Ｄ. Ｋｅｌｌｅｒꎬ Ｈ. Ｍｏｄｒｏｗ ｕｎｄ Ｈ. Ｗｏｌｆ (Ｈｒｓｇ.)ꎬ Ａｎ￣
ｓｉｃｈｔｅｎ ｚｕ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ＤＤＲꎬ Ｂａｎｄ ＩＩＩꎬ Ｓ.１６１ꎮ

１９８９ 年ꎬ东德 ９６％的原油、１００％的天然气、９９％的木材、７５％的褐煤以及 ６８％的棉花等都来自苏联ꎬ参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 Ａｍｔ ｄｅｒ ＤＤＲꎬ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 Ｊａｈｒｂｕｃｈ ｄｅｒ ＤＤＲꎬ Ｂｅｒｌｉｎ: Ｒｕｄｏｌｆ Ｈａｕｆｅ Ｖｅｒｌａｇꎬ １９９０ꎬ Ｓ. ２８２ꎮ

Ｇ. Ｓｃｈüｒｅｒꎬ „Ｄｉｅ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 ｕｎｄ 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ＤＤＲ“ꎬ Ｓ. １６６.
Ｋ. Ｗｅｒｎｅｒꎬ „Ｄｉｅ Ｌａｇｅ ｄｅｒ ＤＤＲ－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 ａｍ Ｖｏｒａｂｅｎｄ ｄｅｒ Ｗäｈｒｕｎｇｓ－ꎬ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 ｕｎｄ Ｓｏｚｉａｌｕｎｉｏｎ“ꎬ ｉｎ

Ｒ. Ｐｏｈｌ (Ｈｒｓｇ.)ꎬ Ｈｅｒａｕｓ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 Ｏｓ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Ｆüｎｆ Ｊａｈｒｅ Ｗäｈｒｕｎｇｓ－ꎬ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Ｓｏｚｉａｌｕｎｉｏｎꎬ Ｓ. ４５.



ｄｅｒ Ｗｉｅｄｅｒｖｅｒｅｉｎｉｇｕｎｇ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ꎮ①

德国当时仍有实现统一的可能ꎮ １９５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ꎬ苏联政府向美、英、法三国发

出照会②ꎬ希望以(统一的)德国保持中立为前提商讨对德和约ꎬ而西方则将自由选举

设定为启动谈判的必要条件ꎮ 尽管双方存在分歧ꎬ但仍就此保持外交接触和磋商ꎬ德

国统一随时可能成为现实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为应对可能即将来到的统一ꎬ“德国统一

问题咨询委员”会针对“Ｘ 日”起草的«统一应急方案»(Ｓｏｆｏｒ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ｍ ｚｕｒ Ｗｉｅｄｅｒｖｅｒｅ￣

ｉｎｉｇｕｎｇ)于 １９５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在联邦议会通过ꎮ

然而ꎬ随着 １９５４ 年 １０ 月«巴黎协定»(Ｐａｒｉｓｅｒ Ｖｅｒｔｒäｇｅ)的签订及 １９５５ 年 ５ 月 ９ 日

西德正式加入北约ꎬ德国彻底分裂ꎬ统一不再是迫在眉睫的任务ꎮ③同时ꎬ«巴黎协定»

框架下的“艾登计划”(Ｅｄｅｎ－Ｐｌａｎ)对两德统一步骤进行了详细规定:当统一机会到来

时ꎬ须经一必要过渡期ꎬ即先进行全德选举ꎬ再由选举代表组成国民制宪大会ꎬ待新宪

法通过后组建代表统一德国的新政府ꎮ④显然ꎬ在此背景下ꎬ«统一应急方案»已不合时

宜ꎬ经济统一的研究重点从此转为制定统一的过渡期方案ꎮ

在“艾登计划”框架下ꎬ在新宪法出台之前的过渡期ꎬ全德国只应存在一个职权非

常有限的行政机构ꎻ但是ꎬ西德“合并计划”研究的基本立场却是整个过渡期须由具备

“足够权限”的“(代表)整个德国的政府” (其实是指西德政府)来主导ꎬ建立经济联

盟ꎬ并最终实现政治统一ꎬ即假定东德政府届时将成为任西德摆布的傀儡ꎮ 因此ꎬ西德

一方面尝试向西方三国施加压力ꎬ要求修订“艾登计划”ꎻ另一方面则以这一立场得到

正面回应为前提继续开展经济统一研究ꎬ内容包括跟踪东德经济形势ꎬ以及如何在东

德农业、工业、贸易、金融信贷、货币、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等领域重建市场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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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Ｋ. Ｈ. Ｒｏｔｈꎬ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ｋ ａｌｓ Ａｎｓｃｈｌｕß－Ｐｌａｎｕｎｇ: Ｄｅｒ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ｂｅｉｒａｔ ｆüｒ Ｆｒ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Ｗｉｅｄｅｒｖｅｒｅｉｎｉｇｕｎｇ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 ｕｎｄ ｄｉｅ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ｓｔｅｌｌｅ ｆüｒ Ｇｅｓａｍ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ｕｎｄ Ｓｏｚｉａｌｅ Ｆｒａｇｅｎ ( １９５２ － １９９３) “ꎬ ｉｎ Ｌ.
Ｅｌｍꎬ Ｄ. Ｋｅ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Ｒ. Ｍｏｃｅｋ (Ｈｒｓｇ.)ꎬ Ａｎｓｉｃｈｔｅｎ ｚｕ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ＤＤＲꎬ Ｂｄꎬ ＩＸꎬ Ｅｇｇｅｒｄｏｒｆ: Ｖｅｒｌａｇ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Ｋｉｒｃｈ￣
ｎｅｒꎬ １９９８ꎬ Ｓ. ２８４－２９１.

即第一次“斯大林照会”(Ｓｔａｌｉｎ－Ｎｏｔｅ)ꎬ西方三国经阿登纳(Ａｄｅｎａｕｅｒ)同意ꎬ于 １９５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回复ꎬ
表示在自由选举举行之前ꎬ拒绝商讨对德合约ꎻ苏联政府随即在 ４ 月 ９ 日的第二次斯大林照会中表示同意在四国
控制下举行自由选举ꎬ但西方三国则坚持先举行自由选举ꎬ并且选举产生的德国政府在合约谈判中可自行决定同
盟与边界等事务ꎬ与苏联的德国中立主张针锋相对ꎮ

Ｇ. Ｂａｎｎｅｓ ｅｔ ａｌ. (ｂｅａｒｂ.) ｕｎｄ Ｅ. Ｆｕｈｒꎬ Ｄｅｒ Ｖｅｒｔｒａｇ ｚｕ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Ｅｉｎｈｅｉｔ: Ｔｅｘｔｅ ｕｎｄ Ｅｒｌäｕｔｅｒｕｎｇｅｎ ｍｉｔ ｅｉｎｅｒ
Ｃｈｒｏｎｉｋ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ｖｏｎ １９４９ ｂｉｓ １９９０ꎬ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 Ｍ.: Ｉｎｓｅｌ Ｖｅｒｌａｇꎬ １９９０ꎬ Ｓ. １５１－１５９.

这一计划由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Ａｎｔｈｏｎｙ Ｅｄｅｎ)提出ꎬ为西德政府所接受ꎬ并最终作为«德
国条约»(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ｖｅｒｔｒａｇ) 附件纳入«巴黎协定»ꎬ计划内容参见 Ｈ. Ｓｉｅｇｌｅｒꎬ Ｗｉｅｄｅｒｖｅｒｅｉｎｉｇｕｎｇ ｕｎｄ Ｓｉｃｈｅｒｈｅｉｔ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 Ｅｉｎｅ Ｄｏｋｕｍｅｎｔａｒｉｓｃｈｅ Ｄｉｓｋｕｓｓｉｏｎｓ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ꎬ ２. ｅｒｗ. ｕｎｄ ｅｒｇ. Ａｕｆｌａｇｅꎬ Ｂｏｎｎ / Ｗｉｅｎ / Ｚüｒｉｃｈ: Ｓｉｅｇｌｅｒꎬ １９５７ꎬ
Ｓ. ５６ ｆｆꎮ



的具体措施ꎮ①

随着 １９６０ 年代末两德关系改善ꎬ建立在对抗思维基础之上的“合并计划”研究陷

入低潮ꎬ②但在此之前ꎬ在“德国统一问题咨询委员会”及 １９６２ 年建立的全德经济与社

会问题研究中心(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ｓｔｅｌｌｅ ｆüｒ ｇｅｓａｍ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ｕｎｄ ｓｏｚｉａｌｅ Ｆｒａｇｅｎ)

主导和不懈努力下ꎬ两德经济统一的各类构想与方案已基本成熟ꎮ １９７０ 年代末ꎬ冷战

形势严峻ꎬ“合并计划”研究复兴ꎬ并于 １９７８ 年成立德国研究协会(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ｆü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ꎬ作为汇集这一领域各方力量的平台ꎮ③这一时期经济统一研究

的显著特点是不再坐等“Ｘ 日”的到来ꎬ而是在继续跟踪东德经济形势基础上ꎬ积极为

针对东德的经济战争出谋划策ꎬ引导统一机会的出现ꎮ 这些研究工作ꎬ不仅对东德形

势发展做出了精准判断ꎬ确保西德在即将到来的统一进程中占据主动ꎬ④也加速了东

德经济崩溃ꎬ推动了统一机会的早日出现ꎮ⑤

三　 西德的“阶段式”经济统一方案

柏林墙倒塌后ꎬ西德政府并未将统一设定为短期的政策目标ꎬ而更多是以经济援

助为筹码ꎬ胁迫债务危机缠身的东德⑥进行必要的政治与经济改革ꎬ即在一个类似邦

联的架构下ꎬ启动东德转轨进程ꎬ引入自由价格、市场竞争、私有化措施、自由贸易、对

外开放、创业自由、能力导向的收入分配机制和稳定的货币等立宪原则与措施ꎬ快速过

渡到社会市场经济ꎻ同时ꎬ借助外部资本流入与西德政策咨询和经济援助ꎬ推动东德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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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Ｇｅｈｅｉｍ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ｎ Ｔｈｅｄｉｅｃｋｓ ａｎ Ｅｒｎｓｔꎬ Ｂｅｔｒｅｆｆ. Ｋｌｅｉｎｅｒ Ｗäｈｒｕｎｇｓｋｒｅｉｓｅ － ｈｉｅｒꎬ „ Ｐｒäａｍｂｅｌ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Ａｒｂｅｉｔ￣
ｓｅｒｇｅｂｎｉｓｓｅ ｄｅｓ Ｋｌｅｉｎｅｎ Ｗäｈｒｕｎｇｓｋｒｅｉｓｅｓ ｕｎｄ ｄｅｒ Ｗｅｇ ｄｅｒ Ｗｉｅｄｅｒｖｅｒｅｉｎｉｇｕｎｇ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ꎬ ２３.２.１９５７ꎬ ＢＡｒｃｈＫꎬ Ｂ
１３７ Ｉ / １４４.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８ 日ꎬ德国统一问题咨询委员会被裁撤ꎬ参见 Ｒ. Ｗöｌｌｅｒꎬ Ｄｅｒ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ｂｅｉｒａｔ ｆüｒ Ｆｒａｇｅｎ 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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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东德计委主任在一份内部报告中称如果不能获得西方援助ꎬ东德在 １９９０ 年就将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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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生产率提高ꎬ在东德企业竞争能力明显改善、可以参与国际竞争之后ꎬ再开放边界ꎬ

落实经济的统一ꎬ从而为两德政治统一打下基础ꎮ 西德政府之所以选择此种“阶段

式”方案ꎬ除了当时国际局势尚不明朗之外ꎬ也是因为:建立经济联盟ꎬ一方面要在东

德落实西德奉行的以竞争秩序为核心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ꎬ引入价格和市场主体ꎬ重

建市场经济ꎻ另一方面则要开放两德边界ꎬ让各类经济要素在全德国自由流动ꎮ 而基

于两德在生产力、工资与物价水平方面存在巨大差异ꎬ如果骤然完全开放两德边界ꎬ竞

争力低下的东德经济显然无法承受ꎮ①

基于这一考虑ꎬ西德总理科尔于 １９８９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在西德联邦议会提出“十点纲

要”(Ｚｅｈｎ－Ｐｕｎｋｔ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ꎬ督促东德进行彻底改革ꎬ推动两德在各个领域更紧密

的合作ꎬ建立经济、交通、环境、科技、卫生与文化联盟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由选举ꎬ最

终实现两德政治统一ꎮ②

“阶段式”经济统一方案的关键在于东德改革能否顺利进行ꎬ而这主要取决于东

德决策者和职能部门坚定改革的意愿和能力ꎬ以及东德民众对改革和东德未来发展的

信心ꎮ 而在当时的东德ꎬ这些前提条件都不具备ꎬ这是因为:第一ꎬ东德政府本身缺乏

改革的意愿ꎬ只是把改革作为获取经济援助的筹码ꎬ且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ꎬ竞争力低

下的东德国有企业必将出现普遍且严重的亏损ꎬ财政收入也会因此大受减损ꎬ东德政

府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决心容易动摇ꎻ第二ꎬ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塑造的东德政府与民众

对市场经济缺乏基本的认知和体验ꎬ是否具备基于自身特点实现转轨的能力ꎬ并不确

定ꎻ第三ꎬ转轨措施需要东德民众的充分信任与合作ꎬ且在东德培育市场经济各类要

素ꎬ难以一蹴而就ꎬ可能需数年甚至数十年ꎮ 在此期间ꎬ通胀很可能会加剧ꎬ大多数东

德民众生活条件将会变得更为艰苦ꎬ支持转轨的意愿必将减损ꎬ且绝大多数东德民众

对立即统一充满期待ꎻ第四ꎬ西德内部以及国际上支持东德作为独立国家存在的声音ꎬ

始终不可忽视ꎮ③ 因此ꎬ在“阶段式”经济统一方案下ꎬ德国能否最终实现经济与政治

统一ꎬ充满变数ꎻ且尽管西德筹划“合并计划”数十年ꎬ这一方案却并无足够影响力ꎬ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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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前景更多依赖于东德自身表现ꎮ①

但是ꎬ随着形势的恶化ꎬ尽管东德政府抵制统一ꎬ②却已无力掌控局势ꎮ 迫于民

意ꎬ１９９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ꎬ东德人民议院(Ｖｏｌｋｓｋａｍｍｅｒ)通过决议于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举

行首次全国性自由选举ꎬ以决定国家去向ꎮ 这表明东德政权事实上已基本瘫痪ꎮ 而戈

尔巴乔夫于 １ 月 ３０ 日和 ２ 月 １０ 日先后向时任东德总理的汉斯莫德罗夫(Ｈａｎｓ Ｍｏ￣

ｄｒｏｗ)和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Ｈｅｌｍｕｔ Ｋｏｈｌ)表态:苏联同意德国统一ꎮ 德国统一

的最大障碍就此移除ꎬ“合并计划”研究当年假定的前提条件已基本到位ꎮ③这些变化

的发生ꎬ使得国家统一成为西德政府的现实政策选项ꎮ 如何主导和落实统一进程ꎬ从

而顺利过渡到政治统一ꎬ成为问题的焦点ꎮ

四　 建立在货币联盟基础上的两德经济统一模式

(一)“货币联盟”经济统一方案

“合并计划”各类方案的基本出发点是在过渡期由西德政府来负责落实建立经济

联盟ꎬ经济统一后实现政治统一ꎮ 然而ꎬ如前所述ꎬ立即开放边界会导致东德经济在企

业倒闭和人口外流中瞬间崩溃ꎬ西德将为此承受难以预估的负担ꎻ而借助转轨推动东

德经济竞争力提高至接近西德水平ꎬ进而开放边界建立两德经济联盟又挑战重重ꎮ 面

对这一困局ꎬ西德政府的解决方案是:绕开体制转轨和边界开放孰先孰后这一问题本

身ꎬ核心策略是向东德提供西德马克ꎬ借助货币联盟建立经济联盟ꎬ以实现经济统

一ꎮ④

这是因为:第一ꎬ西德马克具有象征意义ꎬ它象征着西德经济的繁荣ꎬ是吸引东德

民众支持统一的关键因素ꎻ⑤第二ꎬ在转轨期间ꎬ旧体制失效ꎬ而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

立ꎬ就会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和供应恶化ꎬ稳定的西德马克可以有效避免这一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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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１２.



出现ꎻ第三ꎬ西德马克币值稳定是西德基本经济制度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基石ꎬ从西德

马克出发可以推导出东德向社会市场经济过渡的清晰的改革路线图ꎬ一系列转轨关键

难点目标ꎬ如市场价格形成、建立公共财税体系、企业自由竞争以及运转有效的资本市

场等ꎬ将因西德马克的引入而得以迅速落实ꎬ且不会产生太高的社会成本ꎻ第四ꎬ在统

一还未成为共识之前ꎬ西德将谈判重点聚焦于技术层面的货币问题ꎬ即建立货币联盟ꎬ

而不触碰国家制度的统一等敏感议题ꎬ较容易获得东德方面的接受ꎻ第五ꎬ尽管东德政

府可能会意识到ꎬ建立货币联盟将使西德获得东德的货币主权ꎬ但囿于外汇短缺ꎬ迫切

需要西德马克来支付其债务与支出的东德政府显然无法拒绝这一方案ꎻ第六ꎬ货币是

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和劳动政策框架条件的关键要素以及最重要的国家主权之

一ꎬ两德间因建立货币同盟产生的全方位关联ꎬ将使经济联盟的建立水到渠成ꎬ德国统

一进程将不可逆转ꎮ①

然而ꎬ在如何建立货币联盟问题上ꎬ“合并计划”并没有达成完全共识ꎮ 经验表

明ꎬ②使用货币手段促成合并或统一ꎬ最关键的要素是货币转换的时间点与汇率ꎮ 来

自西德联邦经济部的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Ａｌｆｒｅｄ Ｍüｌｌｅｒ－Ａｒｍａｃｋ)和路德维

希艾哈德(Ｌｕｄｗｉｇ Ｅｒｈａｒｄ)等货币主义者主张在统一进程初期ꎬ于某天(Ｔａｇ Ｘ)“一

次到位”地将东德直接纳入西德货币主权之下ꎬ即在没有任何过渡期的情况下向东德

提供西德马克ꎮ 他们认为ꎬ只要走出这一步ꎬ使货币联盟成为既成事实后ꎬ剩下的经济

与社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ꎻ同时ꎬ为尽量避免通货膨胀和东德经济因此遭受的冲击ꎬ

在西德向东德提供一定经济援助的同时ꎬ转换的汇率应与东西德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相

适应ꎮ③而恩斯特等人则认为这一方案过于激进ꎬ东德经济将承受无法估量的风险ꎬ较

为可取的办法是以“阶段式”的方式建立货币联盟ꎬ即经过一个较短的过渡期ꎬ借助各

种改革和支持措施将东德本身的货币稳定下来ꎬ然后在适当时候按原值(即 １∶１)转换

为西德马克ꎮ④

(二)两德货币联盟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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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在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吞并奥地利与捷克苏台德地区的过程发挥了关键作用ꎬ见后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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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方案都在西德政府的考量之中ꎬ①最终实施的方案则是基于两种方案的创

新:“阶段式”货币联盟显然面临与“阶段式”经济同盟同样的问题ꎬ已无法掌控局势的

东德政权ꎬ是否具备短期内稳定货币的能力ꎬ值得怀疑ꎮ 因此ꎬ在西德财政部的推动

下ꎬ在建立货币联盟的时间问题上货币主义主张最终被采纳ꎬ即不经任何过渡期向东

德提供西德马克ꎬ一次到位建立货币联盟ꎮ②但在货币转换的汇率问题上ꎬ西德政府却

没有完全遵循货币主义理念ꎬ参考两德劳动生产率水平确定汇率ꎬ而是在兼顾通胀变

化的基础上ꎬ很大程度上实施了“阶段式”方案中东德马克向西德马克等值转换的建

议ꎬ导致东德马克币值在转换中被高估ꎮ③

高估东德马克币值是因为:首先ꎬ尽管东德生产率水平大大低于西德ꎬ但是因此让

东德民众的货币和财富大幅缩水ꎬ会严重打击东德民众统一的决心ꎻ④其次ꎬ按劳动生

产率水平关系进行转换ꎬ将会强化两德的工资收入水平差距ꎬ加快东德人口流失ꎬ恶化

东德健康转轨的宏观经济环境ꎻ⑤再次ꎬ尽管对于两德劳动生产力的差距有许多研究ꎬ

但是ꎬ处于不同体制下的两德经济很难进行完全的对应比较ꎬ且向东德提供马克的方

式应尽量简单快捷ꎬ以避免各种投机和混乱导致的风险出现ꎻ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

点ꎬ从货币联盟出发合并其他国家或地区ꎬ德国并不陌生ꎬ而是在这方面积攒了相当丰

富的经验与手段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第三帝国德国吞并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的进

程中ꎬ货币政策就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ꎬ当年的相关当事人⑦也主导和参与了战后

西德“合并计划”的讨论ꎮ 西德坚信ꎬ甲国如要尽快合并乙国ꎬ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乙

国立即引入甲国的货币ꎬ并在转换过程中人为高估乙国货币币值ꎬ乙国因货币被高估

而导致经济竞争力急剧下降ꎬ被迫迅速切断其与第三国的经贸联系ꎬ市场也很快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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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ꎬ超过 ３０ 万东德民众移民西德ꎬ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Ｂｕｎｄｅｓｂａｎｋꎬ Ｍｏｎａｔｓｂｅｒｉｃｈｔｅ Ｊｕ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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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ｍｏｓ Ｖｅｒｌａｇｓ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ꎬ １９９１ꎬ Ｓ. １３７ ｆｆ.

如恩斯特本人和埃里希维尔特尔(Ｅｒｉｃｈ Ｗｅｌｔｅｒ)等ꎬ均是“德国统一问题咨询委员会”中“货币问题咨
询小组”(Ｋｌｅｉｎｅｒ Ｋｒｅｉｓ ｚｕｒ Ｂｅｒａｔｕｎｇ ｖｏｎ Ｗäｈｒｕｎｇｓｆｒａｇｅｎ)的成员ꎮ



甲国产品所占据ꎬ被吞并的命运就此定格ꎮ①以明显高估的汇率转换东德马克ꎬ不但将

使东德自动脱离经互会体系ꎬ重新融入西方经济ꎬ而且ꎬ由此不可逆转的统一前景对于

此时将统一视为最高目标的西德科尔政府来说ꎬ无疑不可抗拒ꎬ毕竟统一的窗口期稍

纵即逝ꎮ

在此背景下ꎬ为确保统一的实现ꎬ科尔政府不顾国内反对意见ꎬ②于 １９９０ 年 ２ 月 ７

日向东德政府正式提议尽快就建立货币与经济联盟进行商讨ꎮ③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ꎬ

两德政府签署以货币联盟为核心④的«两德建立货币、经济与社会联盟条约»(Ｖｅｒｔｒａｇ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Ｓｃｈａｆｆｕｎｇ ｅｉｎｅｒ Ｗäｈｒｕｎｇｓ－ꎬ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 ｕｎｄ Ｓｏｚｉａｌｕｎｉｏｎ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ｄｅｒ ＢＲＤ ｕｎｄ

ｄｅｒ ＤＤＲ)ꎬ决定于当年 ７ 月 １ 日向东德提供西德马克ꎬ自此ꎬ西德马克是两德境内唯一

的法定货币ꎻ根据条约ꎬ东德工资、奖学金、退休金和租金等经常性收入按 １ 比 １ꎬ债务

与债权原则上按 ２ 比 １ 转换为西德马克ꎬ此外ꎬ不同年龄阶段的民众可按 １ 比 １ 的汇

率将不同额度的东德马克兑换为西德马克ꎬ⑤兼顾“一步到位式”和“阶段式”方案特

点的两德“货币联盟”经济统一方案最终落地ꎮ⑥

(三)两德货币联盟的落实

根据«国家条约»ꎬ西德联邦银行被授权向东德提供西德马克ꎮ 要落实这一任务ꎬ

以及确保货币联盟建立后各类货币政策的实施ꎬ前提条件是拥有基于市场经济原则组

织和运行的现代商业银行体系ꎮ⑦东德银行体系从属于计划经济的实物分配和核算体

系ꎬ只履行会计和出纳职能ꎮ 作为中央银行的国家银行(Ｓｔａａｔｂａｎｋ)同时也是商业银

行ꎬ向国内企业提供服务ꎻ储蓄所和信用社则面向私人ꎬ其吸纳的居民存款须缴存国家

银行ꎮ 为重建东德商业银行体系ꎬ１９９０ 年 ４ 月ꎬ东德国家银行的商业银行业务被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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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ꎬ成立德国信贷银行(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Ｋｒｅｄｉｔｂａｎｋ)ꎬ国家银行则扮演储蓄所和信用社及中

央银行的角色ꎮ 这些东德信贷机构既没有可在联邦银行抵押的商业承兑汇票ꎬ也不持

有可在市场流通的有价证券ꎬ因此ꎬ西德联邦银行在货币联盟建立后ꎬ专门给予东德信

贷机构可用银行承兑汇票(Ｂａｎｋ－Ｓｏｌａｗｅｃｈｓｅｌ)抵押的总额为 ２５０ 亿西德马克的再贴现

配额(Ｒｅｆｉｎａｎｚｉｅｒｕｎｇｓｋ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ｅ)ꎬ以向东德信贷机构提供启动流动性ꎮ 同时ꎬ为了让

东德信贷机构在西德马克引进时尽快获取流动性ꎬ西德联邦银行在柏林建立一个临时

管理机构和 １５ 个遍布东德各处的分支机构ꎬ负责向各片区信贷机构提供流动性和人

员培训ꎮ 同时ꎬ«国家条约»规定ꎬ所有的货币转换都只能在信贷机构的账户中进行ꎬ而

不接受现金兑换ꎬ因此ꎬ所有东德居民(包括儿童)须在银行开立账户ꎬ并在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 ６ 日之前将手中的东德马克存入个人账户ꎮ①

借助这些措施ꎬ１９９０ 年 ７ 月 １ 日ꎬ随着西德马克的引入和账户转换的启动ꎬ东德

所有信贷机构和居民账户自动地整合进联邦银行体系ꎬ东德的中央支付体系向西德的

非现金支付体系转型ꎬ与此相关的货币、资本及信贷市场也开始发展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ꎬ

针对东德信贷机构的再贴现配额被取消ꎬ１９９３ 年之后ꎬ西德联邦银行也不再接受银行

承兑汇票作为再贴现抵押ꎬ东德金融体系完全融入西德ꎮ②

(四)两德货币联盟的影响

两德货币联盟建立后ꎬ西德总计向东德提供了 １８００ 亿西德马克ꎬ约占经济联盟建

立前西德马克货币供应量 Ｍ３ 的 １５％ꎬ③考虑到东德实际经济总产出不及西德的

１０％④ꎬ货币转换的汇率显然严重高估了东德马克的币值ꎮ⑤ 正如货币主义者当年所

预料ꎬ因高估东德马克这一决定性因素ꎬ本身经营状况堪忧的东德企业⑥面对冲击因

缺乏必要的过渡期而毫无招架之力ꎬ不但无法与西德企业竞争ꎬ传统的中东欧出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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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ｈｒｋａｍｐꎬ １９９９ꎬ Ｓ. １３０８－１３０９.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ＢｕｎｄｅｓｂａｎｋꎬＭｏｎａｔｓｂｅｒｉｃｈｔｅ Ｏｋｔｏｂｅｒ １９９０ꎬ 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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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ｎ Ｒｅｇｅｌｎꎬ Ｓ. １６６－１６７.
另一个可佐证的数据是ꎬ１９８９ 年年底ꎬ两德贸易中东德官方汇率是 ４.４ 东德马克比 １ 西德马克ꎬ而黑市

上已接近 ５ꎬ但在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 １ 日后ꎬ东德马克以 １∶１ 或 １∶２ 的比例进行了转换ꎬ参见 Ａ. Ｂｕｓｃｈꎬ „Ｄ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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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 ９５％的企业为国有或集体企业ꎬ这些企业即使在两德货币联盟建立前ꎬ也只有 ３０－４０％有盈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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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也迅速崩溃ꎬ在重建企业竞争力的私有化过程中ꎬ大规模失业出现ꎮ 至 １９９３ 年年

底ꎬ东德超过 ３６０ 万劳动者失去工作ꎮ①尽管在经济统一的过程中ꎬ西德的资金支持对

于重建东德经济和确保社会团结来说无论如何都必不可少ꎬ但在高估东德马克币值基

础上的货币转换ꎬ无疑加剧了东德社会与经济体系所遭受的冲击ꎬ增加了建立经济联

盟的成本和西德政府的财政负担ꎮ②

但是ꎬ如果考虑到西德科尔政府将统一视为最高目标ꎬ且统一的机会稍纵即逝ꎬ那

么在高估东德马克币值的基础上“一步到位”地建立货币联盟ꎬ使东德经济的维持与

发展完全依赖于西德ꎬ两德经济事实上已无法分割ꎬ西德也由此完全掌握了两德统一

进程的主动权ꎮ 经济已经统一的两德最终必然迅速走向政治统一ꎬ这无疑是第三帝国

德国吞并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经验与策略的再次成功运用ꎮ 东德引入西德马克不到

两个月ꎬ１９９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ꎬ东德人民议院批准东德于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 ３ 日并入西德ꎬ并

在 ８ 月 ３１ 日与西德签订«统一条约» (Ｅｉｎｉｇｕｎｇｓｖｅｒｔｒａｇ)ꎮ③ 不久后ꎬ两德正式统一ꎮ

就此而言ꎬ相关成本无论多少ꎬ④都是实现国家统一目标必须支付的代价ꎮ⑤

此外ꎬ借助货币联盟的引入ꎬ两德也启动了经济与社会联盟的建设ꎬ从而避开了经

济统一进程中开放边界与东德经济转轨孰先孰后这一棘手问题ꎮ 货币联盟建立后ꎬ东

德物价稳定ꎬ⑥人口流失缓解ꎬ⑦稳定的德国马克和来自西德的财政补贴缓解了两德统

一对东德的冲击ꎬ确保了东德经济在过渡期的稳定运行与顺利转轨ꎮ 原东德地区的劳

动生产率持续上升ꎬ２０１７ 年已达原西德地区水平的 ７８％ꎬ居民人均收入则是原西德地

区的 ８５％ꎬ出口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也从 １９９１ 年的 ８. ２％上升至 ２０１７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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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前往西德ꎬ在当地纳税ꎬ如果将这些扣除ꎬ那么西德实际上向东德转移支付的成本只有约 ２０００ 亿欧元ꎬ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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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Ｂａｎｎｅｓ ｅｔ ａｌ. (ｂｅａｒｂ.) ｕｎｄ Ｅ. Ｆｕｈｒꎬ Ｄｅｒ Ｖｅｒｔｒａｇ ｚｕ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Ｅｉｎｈｅｉｔ: Ｔｅｘｔｅ ｕｎｄ Ｅｒｌäｕｔｅｒｕｎｇｅｎ ｍｉｔ ｅｉｎｅｒ
Ｃｈｒｏｎｉｋ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ｖｏｎ １９４９ ｂｉｓ １９９０ꎬ Ｓ. ２１６－２１７.

因向东德提供西德马克ꎬ德国货币供应量大增ꎬ１９９０ 年及随后几年通胀压力较大ꎬ但是 １９９２ 年达到峰值
５.１％之后开始逐年下降ꎬ至 １９９５ 年后长期稳定在目标值以下ꎬ参见德国联邦统计局(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官网
数据库ꎮ

引入西德马克前的半年ꎬ东德流失人口 ２４ 万ꎬ而引入后的半年ꎬ这一数值降低到 １１ 万ꎬ参见 Ｄ. Ｇｒｏｓｓｅｒꎬ
Ｄａｓ Ｗａｇｎｉｓ ｄｅｒ Ｗäｈｒｕｎｇｓ－ꎬ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 ｕｎｄ Ｓｏｚｉａｌｕｎ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 Ｚｗäｎｇｅ ｉｍ Ｋｏｎｆｌｉｋｔ ｍｉｔ Ö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ｎ Ｒｅｇｅｌｎꎬ Ｓ.
１６２ꎮ



２５ ９％ꎬ较好地融入世界自由贸易体系ꎮ①而原东德地区在统一近 ３０ 年后经济发展水

平与原西德地区仍有一定差距ꎮ 这一事实也表明ꎬ期望先落实转轨ꎬ待东德经济追赶

上西德再落实经济统一的“阶段式”方案显然过于乐观ꎬ从而使货币联盟经济统一方

案的合理性再次得到佐证ꎮ

五　 结论

柏林墙倒塌ꎬ两德统一的历史机遇出现ꎬ西德政府在长年“合并计划”研究的基础

上ꎬ致力于探索如何主导统一进程ꎬ顺利过渡到国家重新统一ꎬ即期望借助两德的经济

统一推动政治统一的实现ꎮ 而两德的经济统一ꎬ本质上是东德融入西德社会市场经济

体制、共同组成经济联盟的过程ꎬ但由于两德大相径庭的经济制度和差距显著的劳动

生产率ꎬ这一过程的落实却面临东德经济转轨与边界开放孰先孰后的巨大挑战ꎮ

在东德民众统一意愿强烈和苏联表态不再阻碍两德统一的背景下ꎬ西德科尔政府

围绕国家统一这一核心诉求ꎬ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ꎬ基于主权货币作为经济系统

核心要素的认知ꎬ不再教条地纠缠于经济联盟本身如何形成这一问题ꎬ而是另辟蹊径、

创造性地将“一步到位式”和“阶段式”方案结合ꎬ即不经任何过渡启动两德货币联盟ꎬ

一步到位地向东德提供西德马克ꎬ同时在货币转换中人为高估东德马克币值ꎮ 尽管这

一举措因其经济成本过高而备受争议ꎬ但却促使两德经济统一水到渠成ꎮ 稳定的德国

马克也保障了东德经济的稳定运行和顺利转轨ꎮ 并且ꎬ更重要的是ꎬ东德从此无法再

摆脱对西德的依赖ꎬ最终在西德主导下迅速实现了国家的再次统一ꎮ

(作者简介:胡琨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ꎻ责任编辑:张海洋)

７８　 德国统一进程中两德经济统一模式研究

① 西德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 １９９１ 年与 ２０１７ 年分别为 １９.９％与 ３２.５％ꎬ两德差距已大大缩小ꎬ居民
人均收入为 ２０１６ 年数据ꎬ参见 ＢＭＷｉꎬ Ｊａｈｒｅｓｂｅｒｉｃｈｔ ｄｅｒ 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 ｚｕｍ Ｓｔａｎｄ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Ｅｉｎｈｅｉｔ ２０１８ꎬ Ｆｒａｎｋ￣
ｆｕｒｔ: Ｄｒｕｃｋ－ ｕｎｄ Ｖｅｒｌａｇｓｈａｕｓ Ｚａｒｂｏｃｋ ＧｍｂＨ ＆ Ｃｏ. ＫＧꎬ ２０１８ꎬ Ｓ. ９２ ｆｆ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