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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态 

德国媒体评论法国总统奥朗德：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 

德国一台《每日新闻》网页 2014 年 1 月 14 日评论  奥朗德是一位被误导的法国社

会党人（Sozialist），他一不留神赢得总统大选，现在和同仁一起将法国带入歧途。数

月以来，这个关于奥朗德执政艺术的简单描述随处可见。现在欧洲四处开始萌发繁荣的

幼苗，可法国完全拒绝改革，它正在通往深渊的直行线上行驶。奥朗德总统每晚在他情

人怀里寻找安慰，因为他一方面无力改变，另一方面却无法忍受自作自受的悲惨境况。

法式谴责（Frankreich-Bashing）又时髦起来，它比仔细去观察一件事要省力的多。  

奥朗德在 2014 年新年伊始宣布的事情不亚于一场文化革命。他在犹豫不决后宣称

自己是社会民主党人（Sozialdemokrat），这在德国会被理解成 SPD（德国社会民主党），

但是在法国教条左翼那里，社会民主党人意味着叛徒，他们为削减公平而战，向阶级敌

人妥协。奥朗德在自己党派内部和外部人眼里都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公然赞同将法国

经济从税收、税款和规制狂中解放出来的政策建议。他打破了法国社会党神圣的基本原

则，他追随施罗德和布莱尔的足迹而转变。这个蓝图产生的时间其实更早，它可追溯到

布莱尔的前任丘吉尔：它关系到血、汗和泪。奥朗德在他的《2017 年议程》中许诺，

三年内不用靠提高税收获得 800 亿欧元。他说得非常认真，因为他的政府将公布这一揽

子改革计划与政府信任案联系起来。 

他将所有宝押在一张牌上，至少他是这么宣布的。可有一个瑕疵，因为这些改革还

没有任何具体方案。“用降税换取工作岗位”的交易是否能成交还完全未知。雇主们已

经做好准备，对于工会而言，这是这件事不靠谱的证明。要贯彻这个计划，法国需要一

个拥有民众和本党及执政伙伴信任与支持的政治领袖。这两样奥朗德都没有。他的声誉

一落千丈，即使没有这次桃色事件也同样如此。从另一方面看，这可能也正是他的机会

所在：奥朗德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那么现在他可以想办法去证明，针对法国的各种批

评和指责对他的国家和他本人都没有道理。 

左翼党因欧洲政策起争执 

德国一台《每日新闻》网页 2014 年 1 月 10 日讯  左翼党想要多少欧洲？德国左翼

党领袖强调支持欧洲的立场，并认为制定纲领草案时党内的争论“非常正常”。可事实

却是：左翼党在重大问题上再次出现分歧。 

在左翼党主席团为党代会起草的党纲中写道：欧盟是“黩武主义和非民主”的组织。

但是左翼党议会党团主席居西（Gregor Gysi）对这一表述非常不满，他在一次采访中表

示这个草案需要修改。党主席李克欣尔（Bernd Riexinger）现在也站出来表示出纠正的

态度，他说：“左翼党是真正维护欧洲思想的政党。”但是左翼党在西部德国的原教旨

派却对这一立场持怀疑态度，他们坚持党纲草案中关于欧盟黩武和不民主的表述，左翼

党党团欧洲政策发言人德姆（Diether Dehm）甚至对欧盟的评价更为负面，他说：“欧

盟是个不民主的威权体制，因此不应该把人邀请到那里去，而应该不要人去那里。”这

种负面的表述说明左翼党内部原教旨派获胜了吗？绝非如此。因为左翼党的左翼派也对

这一表述不满。即使主席团草案的表述被修改得温和点，左翼党领导班子仍然必须做出

很多澄清，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削弱对支持欧洲理念的怀疑态度，这正是居斯正尝试做的

事情，他认为，左翼党并没有与欧盟进行对抗，而是致力于它的民主化，他说：“我们

希望拯救欧洲思想，而我们并没有危害到这个思想。”那么如何才能让上述关于欧盟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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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表述在 2 月份召开的党代会上搁浅呢？现在的数据显示党内东部德国的现实派还

是占上风。他们的代表占会议的大多数，这是左翼党历史的首次，原因是参加党代会的

代表人数现在严格按照党员人数来分配，东部党员人数当然要多一些，到目前为止这个

现象还未明显体现在党代会上，因为此前西部的左翼党代表在党代会上人数更多，这和

党员人数的分布不成比例，这是民主社会主义党（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PDS）与劳动与社会正义选举联盟（Arbeit & soziale Gerechtigkeit – Die Wahlalternative，

WASG）合并以来制定的过渡条款的结果。如今这个过渡期已经过去。 

绿党议会党团闭门会议：光抱怨是不够的 

《明镜》周刊网络版 2014 年 1 月 13 日讯   绿党议会党团在魏玛举行的闭门会议

看起来很不错：主席团成员情绪高昂，代表们赞扬自己的工作。一切真的那么好吗？非

也。因为他们必须制定能抵抗黑红大联合政府以及左翼党的方案。他们希望自己很强很

拽，可是面对大联盟这条鲨鱼而言，他们仅仅是小鱼而已：连左翼党的议员人数都比他

们多。黑红议会党团如此强大，以至于微弱的反对党甚至无法代表作为政府反对派的权

利。魏玛的会议显示：绿党的愿望多于实际行动。绿党议会党团的两位领导人戈林—埃

卡特（Katrin Göring-Eckardt）和霍夫莱特（Anton Hofreiter）上任不到三个月，前者熟

悉社会政策，后者是交通和生态领域的行家，两人的工作方式是所谓“对话导向型”的。

魏玛会议上，他们的合作似乎不错，但是议会党团的领导大部分是新人，绿党议员并不

都很服从他们。黑红党谈判期间，戈林—埃卡特和霍夫莱特向议员们要求呈交议题报告

时，绿党党团甚至有抵触情绪，这在居纳斯特（Renate Künast）和特里廷（Jürgen Trittin）

领导的时代是不会发生的。绿党党主席彼得（Simone Peter）和厄兹德米尔（Cem Özdemir）

两人也都是雄心勃勃之人，他们觉得自己对绿党的路线方针至少要付同样负责，这也增

加了绿党议会党团工作的难度。一些绿党老党员甚至预计了最坏的结果，他们警告绿党

可能出现和自民党一样的命运：四年前获得破纪录的得票率，四年后连议会都进不去。

他们认为：没有好领导班子就没有好方案，就一事无成。戈林—埃卡特和霍夫莱特很清

楚，在反对党位置抱怨四年是没用的。因此在这次会议上很快形成两个中心议题：能源

转向和团结的自由概念。社民党主席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希望通过一位绿党国

务秘书来支持他让德国过渡到一个全新的能源时代，那么绿党当然得赶紧做点事情。霍

夫莱特认为，绿党可以在这个议题上向大联合政府迎面而上。另外关于自由的议题是自

民党留下的一个较大缺口，绿党党团希望春天就此召开一次大型讨论会。此外，绿党当

然还希望大联盟内部继续争吵不断，可问题是，即使这样，人们到时候是否真的会对绿

党能说些什么更感兴趣吗? 

经济纵横 

中国：德国汽车制造商的天堂 

德国一台《每日新闻》网页 2014 年 1 月 9 日讯  中国已经成为德国汽车制造商最

重要市场。2013 年私人轿车生意继续兴旺，中国引领世界，全年总共销售了 1800 万辆，

当仁不让成为私人轿车第一大国。2013 年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戴姆勒和奥迪都创下

本企业的销售额纪录，它们从中国这个世界最大汽车市场赚的盆满钵满。中日关系紧张

也是德国汽车集团从中国获利的因素之一。宝马集团在中国销售 36 万辆汽车，比去年

增加 19.7%，仅增长部分就相当于宝马在法国全年的销售数量。宝马中国区总裁安格

http://www.spiegel.de/thema/renate_kuenast/
http://www.spiegel.de/thema/juergen_trittin/
http://www.spiegel.de/thema/simone_peter/
http://www.spiegel.de/thema/cem_oezdem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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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sten Engel）在北京对记者说：“我们超额实现目标……我们的增长比预期高了很

多。”奥迪公司在中国和美国市场的销售额增长强劲，仅中国就销售了 49.2 万辆，比

2012 年增长 21%，对于奥迪公司，中国已经成为遥遥领先的最大市场，它同时也是中

国汽车市场的领头羊，其越野车和豪华轿车在中国销路特别好。当然，德国汽车在中国

市场也有激烈竞争，戴姆勒奔驰 2013 年在中国虽然销售了 22.8 万辆私人轿车，销售额

增加 11%，但却是采用压低价格赢得竞争的策略，他们今年打算改变这个策略，他们销

售量最好的车型是 E 系列和 CLA 级。保时捷的销售量也创下纪录，全世界共销售 16.2

万辆车，比去年增加 15%，他们最大的销售国是美国，中国紧随其后。 

能源转向的悖论：德国褐煤发电创纪录 

德国一台《每日新闻》网页 2014 年 1 月 7 日讯  2013 年德国褐煤发电创造了两德

统一以来的最高纪录。根据“能源结算工作共同体”（Arbeitsgemeinschaft Energiebilanzen 

e.V.）目前的数据，2013 年德国褐煤发电量再次提高 0.8%，达 1620 亿千瓦时。德国经

济研究所（DIW）迪克曼（Jochen Diekmann）认为，这个发展趋势的原因一方面在于

欧盟碳排放交易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价格非常低迷，另一方面在于仅 2012 年就新建了相

当多火力发电厂，总发电功率为 2743 兆瓦，而停止发电的老发电厂总功率为 1321 兆瓦。

这一发展趋势在 2012 年就已经有人预计到了。能源经济学家凯姆菲特（Claudia Kemfert）

教授警告这可能成为“欧洲气候政策的致命一击”。德国已经成为欧洲阻止气候政策的

刹车。前经济部长罗斯勒（Philipp Rösler，自民党）曾一直保护德国褐煤工业。 

现在新上任的大联合政府在这一点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动，恰恰相反：在联合执政

协议中，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达成一致，不再用此前那样的速度推进可再生能的扩

建，同时还就化石能源明确表态：“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放弃常规发电厂（褐煤、石煤、

天然气）作为国家混合能源的一部分。”预计褐煤发电在 2014 年还将创新高。 

2009 年来德国最弱的经济增长 

德国一台《每日新闻》网页 2014 年 1 月 15 日讯  2013 年德国经济是自 2009 年经

济衰退以来增长最弱的一年。据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增加

0.4%，2012 年增长率尚为 0.7%，2011 年甚至达到 3.3%。2013 年对于出口商而言让人

失望，因为出口仅增加 0.6%，而 2012 年则强劲增长 3.2%。由于销售形势不稳定，投

资因此萎缩：企业在机械设备领域的投资比 2012 年减少 2.2%。消费者成为经济的推动

者，消费增加 0.9%。联邦统计局局长埃格勒（Roderich Egeler）说：“显然德国经济受

到几个经济持续不景气的欧盟国家和放缓的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强劲的国内需求也只

能进行有限补偿。” 

尽管经济增长缓慢，但是德国国家收入几乎能够完全覆盖支出。联邦、联邦州、市

县和社会保险总共支出仅比收入多 17亿欧元，这只造成国内生产总值 0.1%的赤字。2012

年盈余 0.1%，2011 年赤字达 0.8%。国家赤字与经济增长紧密相连，因为经济增长一般

会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另外，社会支出下降的原因是工作的人数增加。 

2013 年联邦新债务为 221 亿欧元。不过在高额新债务与低赤字之间的差异也有会

计方面的原因。比如 221 亿欧元中包括了大约 80 亿洪灾救济基金。受灾者实际上只提

取了其中一小部分，只有这部分金额出现在联邦统计局的数据中。 

尽管德国 2013 年经济增长疲软，但是仍然好于大部分欧元区国家，并且 2014 年的

前景会好一些。联邦银行预计将出现经济繁荣，经济可能增长 1.7%，2015 年增长 2.0%。 



5 

 

贝伦贝格银行（Berenberg Bank）专家舒尔茨（Christian Schulz）甚至认为 2014 年

经济增长达到 2.2%也是可能的，他说：“可能有大量投资进入，它们将成为经济增长

主要推动力。” 

“绿色之周”在柏林拉开帷幕 

rbb 在线 2014 年 1 月 16 日讯  联邦农业及食品部部长弗里德里希（Hans-Peter 

Friedrich，基社盟）于 1 月 16 日宣布“绿色之周”——世界最大的农业博览会开幕。

到 1 月 26 日这个博览会将展示来自 70 个国家 1650 个展商的产品，是 15 年来规模最大

的一次，今年展会的伙伴国是爱沙尼亚。预计将有 40 万名参观者，其中约 10 万名是专

业人士。环境保护人士借着这次博览会的机会敦促扩建生态农业，终止大规模动物饲养。 

在开幕式上，联邦农业部部长弗里德里希强调了德国农业和食品产业的重要性。德

国有 75 万家企业总共 450 万员工让这个领域成为农村地区经济的中心支柱。弗里德里

希还强调联邦政府在将来会有目标地促进中小型农业企业，并且更注重以环保及可持续

发展标准为导向。另外，他还希望推动关于健康饮食、使用当地食品和本地绿色农产品

的议题。德国农民和食品工业在这次博览会上表示很乐观。畜牧业和农作物业带着不错

的前景进入了 2014 年，联邦食品工业联合会（BVE）也期待明年有新的增长，特别是

在出口方面，预计销售额将最多增长 4%。虽然 2013 年出口势头有所减弱，仅增长 5.2%，

但是仍然高达 540 亿欧元，再次创下纪录。倒是国内市场比较成问题，主要原因是激烈

的竞争、高生产成本和消费者的高要求。联邦食品工业联合会总经理敏霍夫（Christoph 

Minhoff）说：“消费者不要指望食品价格会下降。”消费者保护者在博览会开幕式上

批评生态农业扩建的停滞。联邦政府的发展目标是让生态农业占德国农业面积的 20%，

但现在这个目标已变得遥遥无期，联邦环境局局长霍尔茨曼（Thomas Holzmann）说。

而弗里德里希则认为，最终是消费者决定生产，他们想要什么产品就要有准备支付相应

的价格。他相信，尽管食品总体价格上涨，但生态农产品还会更便宜。 

 

社会万象 

联邦内阁通过《2012 年移民报告》 

《南德意志报》网络版和联邦移民与难民署网站 2014 年 1 月 15 日讯  2014 年 1

月 15 日德国联邦内阁通过了由联邦移民与难民署起草的《2012 年移民报告》。除了一

般性移民统计数据，这份报告还包括了详细的移民类别、与欧盟数据的比较以及难民情

况。它还涉及了非法移民现象，并且通报了移民背景公民的结构和发展趋势。 

报告显示，越来越多遭受欧元危机冲击国家的公民迁往德国，他们主要来自波兰、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相比 2011 年从希腊来德国的人增加了 41.7%（总共增加 10547

人），意大利 37.2%（增加 12224 人），西班牙 33.9%（增加 9543 人）。2012 年的移

民达到 1995 年以来的最高峰，全部人数比 2011 年增加 13%，达 108 万人，除去后来返

回家乡的人数，最终增加了 37 万人。2012 年大约有 62 万名欧盟的迁徙公民，其中 34

万名来自第三国，其余为德国人。来自第三国的人有 18%是出于家庭原因，16%来德国

上大学，培训或者上中小学，13%是想在德国工作，16%是因为避难或人道主义原因来

到德国。自 1996 年，波兰是德国移民主要来源国。2012 年有 184325 名登记的移民来

自波兰（占所有移民的 17.1%），比 2011 年增加 11600 人。罗马尼亚是第二大移民国，

2011 年登记的移民数为 116964（占所有移民的 10.8%），在罗马尼亚加入欧盟的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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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06 年）仅有 23844 人迁往德国。第三大移民国目前是保加利亚，为 58862 人（占

5.4%），同样自加入欧盟后移民人数持续上升，比 2011 年增加了 14.1%。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来自非欧盟国家的高素质移民和专业技术移民人数在 2012

年增加了 2.7 万名，他们主要来自印度、克罗地亚、美国和中国。联邦内政部长德梅齐

埃（Thomas de Maizière，基民盟）表示：“我们都知道，德国也一样依赖外来的专业

技术人员。”数据证明，德国对移民具有吸引力，德国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移民的发展确

定了正确的方向。 

这份移民报告中的大部分数据在去年 5 月已经由联邦统计局公布过，但是这次对其

做过重新整理。对于目前热议的“贫穷移民”这个话题，该报告的借鉴性有限，因为它

涉及的仅仅是 2012 年的数据。不过欧盟开始实施自由迁徙之后，波兰移民的趋势、罗

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加入欧盟后其移民的未来发展趋势在这份报告的数据中已经体现出

来了。 

新爸爸，新问题 

《时代》周报网络版 2014 年 1 月 10 日讯  新型父亲请更多的假，减少工作时间，

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子女。孩子们、女性和社会都从中受益匪浅。但是这却带来新的矛盾。 

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 社民党）每周三下午都要去接他两岁的女儿

玛丽。加布里尔宣布，他每周都有一天将早点离开联邦经济部，为了将这个半天与自己

的女儿一起度过。他属于那种不将家庭生活全部牺牲给事业的男人，为此他不久前获得

了报纸头条新闻的关注。《明镜》周刊也曾欢呼新型父亲的到来，它甚至在德国经理人

大会上成为时髦趋势。问卷调查也证实，越来越多的爸爸愿意平时和自己的家庭更多地

待在一起。他们中很多人不愿每周工作超过 40 小时，而是平均每周少工作 7 小时。这

个需求符合新联邦家庭部的建议，他们希望减少年轻父母每周的工作时间。这个愿望的

最大获益者是小孩，很多问卷显示他们抱怨和自己父亲相处的时间太少。根据澳大利亚

的一项研究，工作太多的父亲明显会导致小孩的负面社会行为，尤其是男孩子，他们考

试考得比女孩差，上得学校也差一些，辍学的可能更大。研究人员认为，主要责任是父

亲在小孩出生和上学的头几年几乎不在家。如果父亲休更长的育儿假，或者做半职工作，

那么他们的伴侣在工作上也有新的前景。人事经理不能将小孩作为职业和事业风险全部

推给女性。但是德国的现实是两样的。即使像加布里尔这样事业成功的爸爸或者自愿降

级做国务秘书的前欧洲央行行长约尔格•阿斯穆森（Jörg Asmussen）也只能为了孩子将

他们每周工作时间缩短几个小时，他们每周定额工作时间仍然有 70 个小时甚至更多。

这离在家庭中公平分配教育和日常生活责任的情况仍然相差甚远。《明镜》周刊还报道

模范爸爸有个共同特点：他们是经理或者部门领导，他们有能力承担减少工作的后果。

大多数家庭，尤其是大城市的家庭都不是这个情况。在大城市，房租，能源价格，托儿

所费和交通费不断上涨，很多父母如果双方不做全职工作，经济上将不堪重负。现在流

行提出结束坐班制，强调所谓的“工作成果文化”的企业言大于行。还有一些服务性工作，

比如儿童看护、病人和老人看护等是没法不亲自坐班的。 

联邦劳动部长纳勒斯（Andrea Nahles）由于提出结束“坐班狂”的要求而被经济界讥

讽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休闲部长”，他们认为德国的富裕毕竟是建立在“工作，而不是

休闲”上的。经济学家和劳动市场专家认为德国的问题不在于给小孩的时间太少，而是

因为老龄化，德国到 2025 年即使有外来移民还是缺少 500 多万技术人员。这将给国家

人口和社会保障的需求造成怎样的影响还没有人能够完全预见。弗赖堡金融专家拉菲胡

申（Bernd Raffelhüschen）认为，社会保障积累的国家债务届时将超过国家经济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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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倍。根据这个预测，政府希望更多妈妈能尽可能全职工作。德国劳工部在一份战略文

件中建议，全职工作人员每周工作时间应该从现在的 42 小时提高到 44 小时。这和所谓

Y 一代（Generation Y）父母希望的正好相反。因此，正在老龄化的德国产生了新的矛盾：

社会和政治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 

 

*******************************************************  

热点透析 

德国政府受挫：美国不同意《无监视协议》 

德国《每日新闻》网页与《明镜周刊》2014 年 1 月 14 日讯  虽然柏林和华盛顿之

间官方关于《无监视协议》（No-Spy-Abkommen）的谈判还在进行，但是种种迹象表

明，德国政府获得美国政府在这份协议上签字的希望渺茫。德国政府原本认为可以与美

国达成放弃监视的双边协定，可是美国甚至拒绝表态，未来不再窃听德国政府成员和政

治官员。美国到现在还拒绝透露，从何时起开始窃听默克尔总理的手机。 

德国政府对美国的态度保持沉默，不做评论，仅仅表示关于协议的谈话将继续进行。

但是早就有迹象显露出来美国并不愿在协议上签字。 

2013 年夏季，围绕美国国家安全局窃听丑闻正如火如荼的时候，德国政府似乎找

到了一把救护伞：美国方面提出缔结《无监视协议》，当时的德国总理府主任波法拉

（Ronald Pofalla）非常高兴，而反对党则认为这是美国人给德国吃的定心丸。波法拉认

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认识到了丑闻的政治影响程度，他因此坚信，德国“有机会趁

此立下规矩，至少在西方工作机构中为未来的工作确定一个方式。”换句话说，德国方

面希望在协议中确定，美国不再监视德国公民、政客或者经济界。 

当时的德国政府一再遭到劈头盖脸的批评，批评他们在窃听丑闻中反应太被动。因

此关于反监听协议的谈判来得正是时候。德国政府发言人塞柏特（Steffen Seibert）称：

“美国方面已经口头答应签订这样的协议。”可是美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同一时间却表示

无可奉告。双方专家已经在商议协议的注脚。而讨论却陷入胶着状态。美国总统的安全

政策顾问在白宫的一次会谈中告诉默克尔总理的外交政策顾问以及总理府负责保密局

的协调人，他们不会完全满足德国提出的要求。 

柏林方面负责人现在明显表现得言语谨慎，政府发言人就谈判的最新状态很长时间

以来一直着说同样的话：他不能“为德国政府透露迄今谈话的细节”，现在还处在“工

作过程中”。谈判陷入僵局，反对党敦促德国政府向美国施压。社民党前议会党团主席

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强调：“我们必须为此努力，为此斗争。结果不

会从天而降。”基民盟欧洲议会议员布鲁克（Elmar Brok）在他访美后不久自信地表示：

“我感觉，在华盛顿大家希望将损害限定在一定范围，愿意因此采取不同手段，这些手

段在几个月前还是无法想象的。” 

2013 年 12 月，美国安全顾问苏珊•赖斯（Susan Rice）在柏林毫无疑义地表示：美

国不愿开先例，不愿让其他国家也产生要与美国开展有关类似协议谈判的念头。基社盟

内政专家乌尔（Hans-Peter Uhl）在一次访美后不满地说，在工作层面他遭遇到的只有

傲慢和冷淡。美国安全局局长基思•亚历山大（Keith B. Alexander）当时在美国国会辩

解说现在还是试探性实践。“我们现在没有其他方法将与恐怖事件相关的东西关联起来。

那么我们就因此而放弃吗？由于威胁越来越大，因此这（协议）对于我们国家是不可接

受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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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向德国撒了谎，一位德国高层官员这样说道。德国联邦情报局也感到非常失

望，据称情报局局长辛德勒（Gerhard Schindler）曾在内部表示，就目前情况还不如放

弃签订这项协议。 

 

“美国优先，你们真傻！” 

德国《每日新闻》网页 2014 年 1 月 14 日评论  德国必须不带怨恨地认识到，对于

华盛顿，美国自身利益比德美关系重要。我们有些受刺激，但还是要平静地告别我们通常

的美国印象。从这次美国安全局窃听丑闻和美国拒绝《无监视协议》中我们学到了：美国

人极不尊重对待从前的模范男孩德国，这表现出了让人能够觉察到的变化形势。谁会对美

国的行为感到奇怪呢？没错，我们感激涕零的美国人监视我们，不把我们当回事，完全不

想放弃一直以来在通讯方面的霸权地位。只有那些幼稚的人，还感慨着德美过去十年友谊

的人或者无知的人才会觉得美国的行为奇怪。柏林方面对《无监视协议》现状的反应就像

美国安全局丑闻议题一样，让人觉得尴尬，因为它一直处在一个“抱怨-怒吼-哀求-让人可怜

的水平”。 

谁如果了解通讯方面的事实，就不会没有看到，在有关放弃通讯暴力的谈判中，德

国对于美国人而言不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谈判对象。英国可能还勉强算得上，但这仅

仅是因为英国人自己也做得不怎么样。如果德国人想让美国人签署这样的协议，那么就

必须让美国人面对一个团结的大陆欧洲战线。可惜我们离这条战线还很遥远，甚至是非

常非常遥远！ 

到目前为止德国必须从这件事情中承担自己的后果，必须毫无幻想地认识到美国人

宣布取消的“友谊精神”（spirit of friendship）。德国人分析自己的形势后会看到令人

不快的事实，比如德国人依赖美国人提供恐怖主义在德国的目标计划，藻厄兰恐怖小组

（Sauerland-Gruppe）就是一例。德国主要是坐享其成者，是从美国安全局四处搜集的

模糊信息来源中获取有用线索的接收人。所以德国政府无法向美国施压。没有什么事情

能像美国窃听门那样清楚地显示，国家先要利益再要朋友。在德美关系中，德国比美国

更需要适应这条规则。因此在《无监听协议》一事中，德国必须没有怨恨地适应这样的

新形势。如果协议不能约束“美国安全局精神”（NSA-Geist），那还有什么用？如果

它不能提供任何惩罚的可能性那么它就一文不值。德国在窃听门事件中遭遇到这样一个

美国，它不动声色，毫不尊重地让我们认识到其想法：美国优先，你们真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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