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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态 

 

1 “法德合作”再开张，“重启欧洲”志远行难 

3 月 14 日，默克尔在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成功连任并迈

向其第四个总理任期。德国联邦共和国历史上最长的政府组建时期到此终于画上了句

号。 

默克尔连任后依照传统首访法国。新任外长海科·马斯在宣誓就职后直接飞赴法

国，为默克尔打前站。默克尔则于第二天与新任财长奥拉夫·朔尔茨一同出访。3月

16 日下午，默克尔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工作会谈，其中一小时是

两人的单独会谈，进一步推进欧洲一体化建设是德法领导人会谈的核心议题。 

 

欧洲危机重重，法德轴心辅车相依 

从“欧洲煤炭钢铁营”到欧洲共同体，再到 1993 年欧盟正式成立，欧洲一体化

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德法两国的共同努力。随着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等先

后爆发，加之英国做出退出欧盟的决定，欧洲似乎比过去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德国

和法国这对伙伴的紧密合作。 

2017 年 9 月 6 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索邦大学发表演说，提出了“重启欧洲”

的宏伟改革计划，这份计划也是以“德法合作”为基础的。然而，德国自 2017 年 9

月 24日大选后一度陷入组阁困境，法国孤掌难鸣，改革计划被搁置。 

作为“挺欧派”的马克龙对于一个具有行动力的联邦政府已经等待了足够久的时

间。默克尔当选后，马克龙第一时间在其推特上表达了祝贺，并提出了让欧洲更快、

更强发展的要求。马克龙也确实行如其言，以行动派著称。当选总统后，他在法国进

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尽管有些改革并没有受到民众的欢迎，但法国经济复苏帮助了这

位上任还不到一年的总统，民众对其信任度和满意度日益增加，德国人民也越来越相

信，法国不再只会伸手要钱，而是在危机面前值得信赖的伙伴。除了不遗余力地推进

法国的改革，马克龙也多次在演讲中强调应加强欧洲的建设。对于法国而言，靠马克

龙的一己之力将本国发展得更好更强，完全是有可能的，但对于整个欧洲而言，他则

需要一个同样又快又强的伙伴，马克龙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欧洲等待我们这对德法

伙伴已经很久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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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联盟党与社民党在新的组阁协议中承诺将开创“欧洲新局面”，默克尔也表

达了与法国共同努力的决心，称“德法关系一直是成功的，只要我们双方努力、真诚

地合作”。3 月 14 日，马斯与法国外长让·伊夫·勒德里昂（在巴黎会晤时则表示，

“终于握住法国总统马克龙向德国伸出的手了„„我们再也没有时间可浪费了。” 

在过去的很多年间，德法关系一直以德国为主，这样的形象在法国各界根深蒂固，

以至于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疑欧派在 2017 年法国总统选举期间，纷纷将马克龙描

述为默克尔的“忠实部下”。时移世易，默克尔在党内和国内均受掣肘，虽赢得了第

四个任期，但行动余地大不如前，而她的“欧洲领导人”角色也逐渐呈现出弱化的趋

势。这一次，马克龙表示：“如果德国需要我们稍稍推动一下，我们会去做的”。 

 

民粹势力抬头，“重启欧洲”志远行难 

相比一年前，欧洲的形势愈发严峻，欧洲一体化道路愈发艰难。右翼民粹势力在

欧洲各国发展迅猛：2017 年，迅速崛起的极端民粹主义政党在荷兰、法国大选中都

对其主流政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奥地利右翼民粹政党自由党甚至成功入阁，参与执

政；在此次德国大选中，选择党也已发展成为德国最大的反对党；2018 年 3 月 6 日

举行的意大利选举中，2年前才刚刚成立的五星运动党，则成为了得票数最多的党派；

在波兰、匈牙利、芬兰、丹麦、捷克等国右翼民粹势力单独或参与执政。 

要达成马克龙“重启欧洲”的宏图伟业，困难重重，反移民、反欧盟的民粹势力

成为欧洲一体化道路的巨大障碍。所以，马克龙与默克尔会晤后只提出在 2018 年 6

月召开欧洲峰会前共同制定“欧洲路线图”，内容涉及欧元区在内的欧洲经济和货币

联盟，欧洲安全防务和难民政策以及欧洲的研究和教育政策。双方将会列出具有优先

权的政治议题，但在这份路线图中还无法对所有的议题给出解决方案。 

 

双方关切不同，法德伙伴尚需磨合 

德法两国领导人虽均表达了通过重启法德轴心推动欧盟改革的愿望，但双方的关

切点却并不相同。对德国而言，重要的议题包括新的难民避难法、欧盟外部边境管控、

在多边贸易中实施统一的贸易政策以及共同的对非洲战略，这些都需要德法两国的共

同努力。关于未来将制订更严格的欧洲难民政策，双方已基本达成一致。默克尔宣布

近期将举行德法两国的专题峰会，为在 2018 年 6 月举行的欧洲峰会上制定出欧洲共

同的难民政策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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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法德合作又向前迈进了一小步，但也仅仅是这么一小步。法国总统关

切的欧元区的改革议题，被默克尔排在后面，因为这也涉及几个技术问题，比如如何

降低银行结算风险、如何加强欧元救助基金等。对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在欧元区设立统

一预算以及财政部长新职位的建议，德方依然没有表态。不过，朔尔茨与法国财长布

鲁诺•勒梅尔在 3月 15 日的会晤中均表达了紧密合作的意愿，并在等待欧盟对美国总

统特郎普提出的贸易政策给予明确答复。 

 

2 默克尔发表连任后的首次政府声明 

     3月 21日，德国联邦总理默克尔在联邦议院发表其连任后的首次政府声明，首

次坦言难民政策造成德国的分化。 

根据联邦总理官方网站信息，默克尔在政府声明中说，难民危机“以史无前例的

方式消耗了”德国，导致德国发生了一些变化。尽管经济形势向好，人们依然为将来、

为社会的团结而担忧。在德国国内，有关正确道路的辩论“分裂”了德国，讨论呈“两

级分化”，社会变得“更加阴冷”了。 

但默克尔也强调，在 2015年和 2016年接纳数十万难民，尤其是来自叙利亚的难

民是正确的决定，这场危机实属人道主义造成的例外。到本任期结束时，希望人们能

从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克服分裂并重新团结起来。 

 

接纳困境中的人 

    默克尔在政府声明中回忆了七年前在“阿拉伯之春”运动过程中叙利亚爆发了内

战。一开始欧洲希望不直接受到牵连。然而，“我们太晚认清邻国的难民没有获得足

够照料”亦属事实，她自我批评道，蛇头团伙利用了当时的局势。“我们把他们作为

困境中的人而接纳。”这对于德国社会是一个难以置信的考验，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

并未对此做好准备，但我们经受住了考验。对此，默克尔认为，德国可以为这一成就

感到自豪。 

    在未来的难民政策中，默克尔将尤其重视以下五点： 

    第一，像 2015 年和 2016 年接纳难民那样的例外情况不可以也不应该再度出现。

欧土协议已经有效抑制了蛇头的活动。 

    第二，联合国援助计划不应再像两年前那样资金严重短缺，就地提供援助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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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德国愿为世界粮食基金和联合国难民署加大资助力度。 

    第三，默克尔强烈谴责阿萨德的叙利亚政权以及俄罗斯对轰炸，如对某个学校遭

受的袭击坐视不管的行为。依所有人的理解来看，土耳其出于自身安全利益在阿夫林

（Afrin）地区采取的行动也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同样强烈谴责这一行动。”此外，

默克尔还要求与非洲国家更好地合作，同导致难民流亡的原因作斗争。 

    第四，必须保护欧洲外部边界。默克尔要求登记出入境信息。提高控制力度是有

必要的，因为恐怖袭击危险有可能会增加。默克尔对安全局致以谢意，并强调：“我

们的自由社会将以我们的方式生存，不会被恐怖分子摧毁。” 

    第五，德国将会继续为需要留在国内的人提供帮助，不过没有长期居留身份的人

必须离开德国。德国每年接纳的难民总数不应超过 18万至 22万人次。默克尔希望在

六月的欧洲理事会会议上商定一套欧盟范围内的共同避难制度。 

    默克尔还说，难民形势如同一面镜子，揭露了许多根本性的社会问题。在过去的

几十年里，已经有很多外国人来到了我们国家。要克服歧视，需要共同行动，也需要

正视问题。 

 

优化多种宗教的共存 

    在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的联合执政协议中，新政府已努力为现存的各种问题

给出了解决方案，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多进步，但是在共存与团结的议题上，人们远没

有达到想要的目的。对此，默克尔宣布，要为法治国家制定条约，其中包括征募 1.5

万名新警察，执法者必须获得尊重。 

    德国有着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传统特色，默克尔说。但与此同时，当下也有 450

万穆斯林教徒生活在我们的国家。他们的宗教——伊斯兰教，如今是德国的一部分。

“尤其是多种宗教的共存向我们发起了挑战，”默克尔说道。她要求，联邦和各州必

须协力探寻面向未来的组织结构，这样的结构应同样适用于伊斯兰教。德国伊斯兰会

议将来对联邦总理而言依然很重要。 

 

加强社会团结 

    作为德国社会团结的决定性基础，默克尔提到了《基本法》第一条：人的尊严不

可侵犯。因此，她表示，暴力、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在德国这一法治国家无立足之地，

联邦政府立意克服分裂，打造新的团结。一个国家的富足应当有利于所有人，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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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打造一个人道、公正、团结的社会。强化家庭是一项优先任务，为此政府将为

有孩子的家庭提供购置住房补助金，新的联合政府还会减轻单亲家庭和多子女家庭的

负担，默克尔说：“由于孩子造成的贫困是一种耻辱”。 

    还有降低失业保险金、设定平等的医疗保险金、为 90%的人削减团结税，这些措

施也都会减轻公民的负担。此外，财政的稳固也更有保障。自 2014 以来联邦政府没

有任何新债，以后也会保持如此，总理保证道。 

 

欧洲是未来 

    对于欧洲的发展，默克尔在政府声明中表示其坚定的信念，称：“我们的未来不

在于小国林立，不在于倒退至自我为中心，不在于民族利己主义，而在于欧洲的团结。”

关于同美国和加拿大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及同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默克尔敦促

应同欧盟伙伴“在外交上更加一致”。只有一致，欧盟才有可能捍卫其主权、其利益

及其价值并保障富裕。 

    关于防务开支，她着重指出德国必须是北约内的一个可靠的盟友，联合执政协议

也对结盟目标以及资金方面的投入表示认可。此外，默克尔还说，德国需要一支现代

化武装、有战斗力的联邦国防军。国防军代表的最后一份报告非常清楚地表明，虽然

过去四年德国在国防开支方面经历了一次转折，但是对此仍有很多需要做的。 

 

“德国做得到” 

    默克尔强调，她将会竭尽全力为德国的公民实现最好的。那样人们在此届任期结

束时也许会说“柏林那些人”从 2017 年的选举结果中明白了一些东西，并为百姓完

成了许多具体的事。 

她希望能从过去中吸取经验教训，让社会变得更加人道，降低乃至消除社会分裂

及两极化倾向，重塑团结。她邀请所有人参与协作，因为“德国，是我们所有人的国

家！”默克尔以这句话结束了她的讲话。 

 

3 英国脱欧谈判最新进展 

2017 年 12 月，英国“脱欧”谈判的第一阶段协议达成，双方就公民权益、“分

手费”等问题达成一致。近日，英国与欧盟又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第二阶段的谈判，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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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内容包括英国“脱欧”后的过渡期限和双方贸易协议。 

 

过渡协议达成 “脱欧”迈出重要一步 

3月 19日，双方就英国于 2019年 3月 29日正式退出欧盟后的过渡期达成一致，

双方约定期限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作为第二阶段谈判的核心内容，过渡期协议

的达成对英国“脱欧”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在过渡期内，英国仍要承担其权利和义务，包括继续遵守欧盟法律法规并继续向

欧盟缴纳约定的“会员费”，也依然可在欧洲统一市场和关税联盟享受与欧盟其他成

员国同等的待遇，这对于英国在欧盟其他国家的企业以及其他国家在英国的企业都具

有重要的意义，将有助于减少英国“脱欧”对这些企业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也是这些

企业进行商业调整的缓冲期。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原本希望获得两年的过渡期，以提

供相关企业与机构更大的安全与保障，然而，她的希望未能如愿。过渡期内，英国和

欧盟还将商讨未来双方长期的伙伴关系将如何进行。 

3 月 23 日举行的欧盟领导人峰会通过了英国“脱欧”协议中的上述内容。由于

过渡期必须在全面“脱欧”协议的框架下才能生效，2018年 10月前双方还需要谈妥

全面“脱欧”协议的其他内容。 

 

北爱尔兰问题悬而未决 

依然尚无定论的是英国“脱欧”以后，如何避免在北爱尔兰与之相邻的欧盟成员

国爱尔兰之间设置边界控制，这也是“脱欧”谈判第一阶段的遗留问题。 

欧盟负责英国“脱欧”事务的首席谈判员巴尼耶 2018 年 2 月底提出了三种建议

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双方在关于未来关系的协议中厘清北爱尔兰问题，但这将导致英

国在 2019 年 3月前无法完成“脱欧”；第二种方案是英国就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边境

问题提出“特殊的解决方案”；第三种方案是“托底方案”，即双方在没有找到其他更

好方案的情况下，北爱尔兰也可以在获得“各方同意”后，继续遵守爱尔兰作为欧盟

成员国在统一市场和关税联盟内的相关规定。 

双方对此已基本达成一致，将把关于北爱尔兰边界问题的第三种“托底方案”写

入全面“脱欧”协议中。但由于这种方案会造成北爱尔兰与英国的其余地区之间形成

边界，英国首相此前曾对这个建议表示坚决反对，称她决不允许这种损害英国领土完

整的行为。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英国能否对这一问题提出其他解决方案，则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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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协议是下一根难啃的“硬骨头” 

接下来，英国与欧盟的谈判将愈发艰难，因为贸易问题触及核心。欧盟领导人峰

会在 3 月 23 日通过的指导性文件宣布，欧盟将与英国商议自由贸易协议，但是英国

休想从中占得半分便宜。 

在贸易问题上，英国一直希望与欧盟保持既有的自由贸易协议，英国首相梅建议，

各个单独的领域继续遵守欧盟的规定，这样英国实际上依然得以与欧盟的统一市场保

持紧密的联系。但是欧盟的态度则十分坚决，认为英国既然选择退出欧盟，则必须从

欧盟的统一市场和关税联盟中退出。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欧盟领导人峰会上称，英国退出欧盟必然会导致双方的

紧张情绪，也会造成不良的经济后果。英国既然不再是欧盟的成员国，不再履行成员

国的义务，那自然也不能再享受其他成员国所获得的权利和优势。欧盟绝不会容许英

国从不同领域“曲线救国”，占得便宜。欧盟与英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决不会与欧

盟成员国的待遇相同，也不会让英国再参与欧盟的统一市场。英国“脱欧”必将导致

欧盟与英国之间贸易变得比今天更为复杂也更为昂贵。 

在迄今为止英国和欧盟的博弈中，英国作出的妥协与让步似乎更多一些，但是贸

易问题涉及的是英欧双方的核心利益，究竟谁会多让一步，尤未可知。接下来的英国

“脱欧”谈判对于英国和欧盟双方而言，都有一场硬仗要打，英国能否在 2019 年与

欧盟就各事项达成一致，并在 3月 29日正式退出欧盟，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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