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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态 

德国联邦总统 2013 年圣诞节致辞（节选） 

     本刊据《明镜》网络版2013年12月24日讯  德国联邦总统循惯例在圣诞夜发表电视致

辞。在2013年的圣诞致辞中，联邦总统高克（Joachim Gauck）主要关注遭受流亡和驱逐命

运的人——其中也包括德国自身历史上的受难者，并希望大家给予受难者以更多的帮助和

理解。以下是本刊对高克致辞节译（自第三段起）： 

“我们深深认识到，成功的生活无不与他人休戚相关。我们都希望在自己的家庭和所

加入的家庭里感受到被接纳和融入。仇恨和战争摧毁共同的生活，但是圣诞节却增强了希

望以及与他人和平、和谐共处的渴望，这在其他宗教信仰以及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群中也是

如此。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哪怕仅仅是一小点，我们也将心怀感激。因为我们知道，

真正美好的日子对于有些生命来说是多么地罕有和珍贵。 

“我们知道，很多人无法享受和平而流光溢彩的圣诞节。这从圣诞节出现以来就是如

此。想当初，他们（译注：指约瑟和玛利亚）前往伯利恒，境遇困窘而居无定所，只能寄

身马厩和马槽，委实称不上仙境！那个特别的孩子（译注：指耶稣）诞生后，他们马上动

身逃亡，也只有逃亡才能挽救孩子的性命。 

“人们出于战争、饥饿、迫害、困境等种种原因走上背井离乡之路。这一切，我们的

先辈无不一一经历。他们在十九世纪数以千万计地移民新世界，二战以后也有数百万难民

和受驱逐的人不得不寻找新的家园。直至今日，世界上很多地方仍有很多人在逃亡。我们

想到那些叙利亚的家庭所遭受的可怕命运，我们想到那些出于绝望而冒险试图涉水前来欧

洲的人，我们想到那些来我们这里寻得自由、正义和安全的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无法享

受这一切。 

“自古以来，难民无不满怀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来到我们这里的难民并不期望坐享

其成，他们是想逃脱迫害和贫困，在完满的人生中寻得意义。 

“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国家无法接纳所有前来投奔的人，但我们的心灵不应因此而变得

狭隘。我知道，这句话十分、十分正确。但是在这句话成为真理之前，我们必须要在看过

受伤害者和受驱赶者的画面后扪心自问。我们真正已经竭尽所能了吗？ 

“过去的一年中，我在很多地方都与我们国家馈赠给自己的最大礼物不期而遇，那就

是义务工作者。他们在发生自然灾害——比如今年夏天的洪灾——的时候伸出救援之手，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减少贫穷，制止孤立和排外。他们关心文化价值，促进大众

和残疾人体育运动，维护人权和民权，助人更好地生活或者陪人走完人生的最后阶段。他

们是德国受赠的最大礼物。 

    “我感谢你们，是你们使我们国家成为更加值得生活之所在。故事里说，天使每逢圣

诞就宣告 ‘世上太平！’宣告完毕，天使就回家去了。然而在世上，我们人类要反复落实

这个预言。‘世上太平’是我们必然的事业，唯有如此，世界才能成为我们所有人的家园。

让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共同庆祝圣诞吧！” 

德国 2014 年值得关注的政治家预测 

本刊综合《明镜》周刊网络版 2014 年 1 月 3 日讯  德国 2014 年政坛将迎来一系列活

动：11 个联邦州将举行地方议会选举，5 月欧洲议会选举，图林根、萨克森和勃兰登堡等 3

个联邦州在下半年举行州议会选举。同时，德国还要不断举办各种整数周年的纪念活动，

如一战爆发 100 周年等。这一切以及众多含有争议的议题对于刚刚就职的大联合政府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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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的考验，也为反对党提供了发声的空间。《明镜》周刊网络版为此提醒公众不妨在 2014

年更多关注以下政治人物： 

1. 约翰娜·余珂曼（Johanna Uekermann），女，26 岁，巴伐利亚人，社会民主党青

年组织“青年社会主义者”（简称 Jusos）新任主席。如果事关大联合政府里社民

党的举措，公众可能会听到余珂曼的声音。历史上，前总理施罗德、现劳动部长安

德烈娅·纳勒斯（Andrea Nahles）都是从“青年社会主义者”主席开始实现政治生

涯跳跃发展的。 

2. 康斯坦汀·冯·诺茨（Konstantin von Notz），石荷州人，绿党联邦议院党团副主

席，法学博士。他是内政和网络政策专家，而且擅长高调攻击政治对手。在美国监

听丑闻一事上，他肯定不会让媒体失望。 

3. 约阿希姆·高克，联邦总统。2014 年是一战爆发 100 周年、二战爆发 75 周年和柏

林墙倒塌 25 周年，联邦总统将周旋于各种庆典和纪念活动之间，不断出镜和发表

演说。 

4. 博多·拉莫洛（Bodo Ramelow），57 岁，图林根州议会左翼党党团主席，属于党

内务实派。如果绿党和社民党愿意合作，拉莫洛极有可能成为德国第一位左翼党州

长。 

5. 约瑟夫·施密特（Josef Schmid），44 岁，基社盟推出的慕尼黑市长候选人。慕尼

黑市长数十年来一直由社民党人出任，现任市长克里斯蒂安·乌德（Christian Ude）

虽然人气很旺，但是由于年龄原因（66 岁）不能再度参选。民调显示，施密特很

有可能率领基社盟赢得慕尼黑地方选举胜利。 

6. 施特拉克-茨默曼（Marie-Agnes Strack-Zimmermann），女，55 岁，新任自由民主

党副主席，杜塞尔多夫市第一市长。今年是自民党重建以及能否复苏的关键一年，

施特拉克-茨默曼女士工作的艰巨程度不言而喻。 

7. 妮娜·希尔（Nina Scheer），女，42 岁，新任社民党联邦议员，其父是人称“太

阳能之父”的赫尔曼·希尔。希尔曾经代表社民党就大联合政府的能源政策展开谈

判。由于新政府降低了新能源扩建的目标，而希尔则希望扩大，所以未来极有可能

与身兼副总理、能源部长、社民党主席数职的加布里尔产生矛盾。 

8. 大卫·麦克阿里斯特（David McAllister），42 岁，这位以微弱劣势败选的前下萨

克森州州长极有可能卷土重来。基民盟计划推选他作为 5 月欧洲议会选举候选人，

挑战现任欧洲议会主席、社民党人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而且，麦克阿

里斯特可以中和一下基社盟内批评欧洲的声音。 

9. 斯卡·凯勒（Ska Keller），女，32 岁。她是欧洲议会最年轻的议员之一，自 2009

年以来是欧洲议会贸易和内政委员会成员，主要关注难民权益和公平的贸易环境。

她极有可能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成为欧洲绿党候选人。 

10. 菲利普·米斯菲尔德（Philipp Mißfelder），基民盟主席团成员，已经担任基民盟

青年组织“青年联盟”主席 11 年。但是 2014 年他将年满 35 岁，是不是应该卸任

“青年联盟”主席，开辟政治生涯的新领域呢？ 

联邦州债务问题难解 

本刊综合《中德电视台》网页 2013 年 12 月 25 日、《中德日报》26 日、《时代》周报

29 日、《南德意志日报》30 日讯和联邦统计局资料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长莱讷·哈斯

罗夫（Reiner Haseloff）2013 年 12 月下旬就如何解决联邦州的债务问题提出建议，德新社

为此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反映出各州之间存在较大的意见分歧。 



4 

 

联邦州（含地方）的债务负担不是困扰德国政界的新问题。从联邦统计局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数据来看，债务最多的三个州分别是北威州（2578.68 亿欧元）、巴符州（689.05

亿欧元）和下萨克森州（686.04 亿欧元），债务最少的三个州分别是萨克森州（93.16 亿欧

元）、梅前州（121.67 亿欧元）和萨尔州（160.08 亿欧元）。但是人均公共债务的情况则完

全不同：最高的前三名分别由不来梅州（30155 欧元）、柏林州（18213 欧元）和萨尔州（16077

欧元）占据，而萨克森州（2302 欧元）、巴伐利亚州（3384 欧元）和巴符州（6537 欧元）

人均负债最低。也就是说，不来梅州公共财政人均负债为萨克森州的 13 倍！虽然金融市场

不会以对待欧元区问题国家的态度来对待德国的联邦州，但是各州也必须为债务支付相对

较高的利息。 

在德国联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下，南部的净支出州和主要集中在东部和北部的净收入

州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哈斯罗夫州长提出，鉴于各州债务多为历史积累——

西部各州的债务甚至要从二战结束后建国开始算起，2019 年对于东部联邦州的财政补贴政

策（即所谓的“互助协议 II”）到期，《基本法》规定各州在 2020 年之后不允许再借新债，

所以不妨考虑从 2019 年开始一揽子解决各联邦州的债务问题，以便州财政可以获得新的起

点。 

不来梅市长积极回应了哈斯罗夫的建议：解决历史遗留债务“十分必要”，因为“有些

州在不出台新政策的情况下将被旧债的利息压垮”。石荷州财政部长的意见与此相近：“石

荷州多年来一直呼吁建立‘旧债清理基金’以降低政府债务。”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财政部长

认为，成立债务基金可以使各州重新获得财政主动权。柏林州财政部长也曾经多次要求减

免债务。与此相反，巴伐利亚州的财政部长拒绝这一提议：“我们坚决反对通过成立基金解

决旧债问题，这等于是变相让公众承担债务。”作为财政转移支付的净支出州，巴伐利亚认

为“每个州应该为自己的债务负责”。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政府发言人也反对采用减免债务

的手段。萨克森州基民盟秘书长甚至用政治斗争的口气说：“我们萨克森人不愿为别人的狂

欢买单”，因为“减免债务意味着对错误政策的奖励”。 

另一方面，各州都表达了应该重新审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区分标准，将来应该“支

持全国范围内基础薄弱的地区”（下萨克森州州长语）。也许，勃兰登堡州州长狄特马·沃

伊德克（Dietmar Woidke）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对我来说，2020 年之后最重要的目标是

在德国建立一种团结互助的财政机制，有转移支付需求的地区都可以得到帮助，无论东西

南北。” 

经济纵横 

2013 年德国证券市场回顾 

本刊综合《法兰克福汇报》网络版 2013 年年终系列报道  2013 年是德国证券市场的大

丰收年，历史记录一再被改写。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 DAX 指数一路攀升，先是冲上 8000

点，然后突破五年前创下的 8151 点历史记录，最后拿下 9000 点大关。“很多人都有理由大

加庆祝 2013 年，对股票来说，这一年真是棒极了”，一位交易员如此说道。截至 12 月 30

日，DAX 指数升至 9552 点——此前 12 月 27 日甚至创下 9589 点的历史高位，全年涨幅

25.5%，是继 2012 年上涨 29%之后的又一个好年景。 

证券业内人士把德国股市火爆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首先，欧元危机得到缓解；其

次，德国企业的主要出口市场——尤其是北美——形势转暖；第三，国际间诸多央行施行

宽松货币政策；第四，债市、黄金以及其他原材料等投资方式或者收益不高，或者走跌，

于是资金大量进入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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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X 指数反映了 30 家最大的德国上市企业的股票走势，各家表现并不一致。其中大陆

集团（Continental）股票上涨 82%，表现最为优异，也是连续第二年领跑 DAX 指数。大陆

集团的财政主管沃尔夫冈·舍弗尔（Wolfgang Schäfer）介绍说：“我们的优势在于抓住了汽

车发展的大趋势：安全性，环保性，以及车内拥有更多的娱乐和信息可能性。”大陆集团为

此研发电子部件，并且在新兴国家和北美等增长市场表现强劲，最传统的产品——轮胎—

—也得益于原材料，即橡胶的价格偏低而所获甚丰。大陆集团体现了成功的 DAX 成分股企

业特点，即注重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国际市场、拥有极强的研发能力。上涨第二位的 DAX

成分股企业是德意志邮政（59%），主要因为在线交易和快递业务的增长。股票上涨前十名

的企业还有：戴姆勒（49%）、德意志电信（44%）、拜尔（38%）、阿迪达斯（34%）、汉高

（34%）、Merck KGaA （29%）、德意志证券（28%）和 Fresenius 医院管理集团（27%）。

非 DAX 成分股的表现更有惊人之处：涡轮发动机制造企业 Nordex 股票价格上涨 221%，海

德堡印刷机 110%，天空媒体（Sky Deutschland）的涨幅也达到 94%。 

展望 2014 年股市，多数业内人士怀有信心。虽然美联储已经暂时收紧货币政策，但是

市场流动性充裕，股价适中，银行的低利率也使得继续投资股市成为屈指可数的主要选择

之一。 

六家德国企业晋身世界市值百强企业 

本刊综合《明镜》周刊网络版 2013 年 12 月 26 日、《世界报》和德国电视一台网络版

27 日讯  咨询公司 EY（前身为安永）2013 年底在斯图加特公布了世界企业市值排名表。

其中领头羊是苹果，股价市值 4900 亿美元；接下来是埃克森美孚、谷歌、微软和巴菲特的

投资集团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市值百强企业中有 6 家来自德国，它们

分别是（以 12 月 19 日市值计）：第 51 位大众（1225 亿美元），第 53 位西门子（1172 亿美

元），第 58 位拜尔（1120 亿美元），第 63 位 SAP，第 73 位 BASF 和第 88 位戴姆勒。这 6

家德国企业市值在 2013 年共增加了 23%，达到 6370 亿美元，表现优于百强企业的平均市

值增长幅度（15%）。EY 合伙人托马斯·哈姆斯（Thomas Harms）认为，这意味着德国作

为经济区位强势回归世界股市舞台。百强入围企业多于德国的国家只有美国、英国和中国。

但是欧洲入围百强的企业总数下降为 29 家，显示总体影响力相对下降。 

    与欧洲企业相比，美国企业的影响力可谓独霸全球：市值前十大企业均来自美国。苹

果、埃克森美孚、微软这三家企业的市值就相当于法兰克福 DAX 指数全部 30 家成分股企

业市值总和。美国企业曾经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拥有过类似的强势地位。 

2014 年涉及民生的新变化 

本刊据《世界报》网络版 2013 年 12 月 29 日讯  2014 年元旦开始，一些新的变化开始

影响德国人的生活。本刊择要点介绍如下： 

1. 邮费。标准信件的邮费从 58 欧分涨至 60 欧分。 

2. 医疗保险。缴纳医疗和护理保险费的收入计算基准值提至 4050 欧元，超过基准值

之上的收入部分免于计算。医疗保险费占雇员可计算收入的 8.2%，护理保险费稍

多于 1%。雇主须为雇员交纳其收入的 7.3%作为医疗保险费，与雇员承担相同的护

理保险费。从法定医疗保险转为私人保险的规定也有调整：只有年收入在 53550 欧

元（换算为月收入 4462.50 欧元）以上的雇员才能选择退出法定保险，选择相对便

宜的私人保险。 

3. 养老金。养老金缴纳比例不变，但是领取养老金的起始年龄延后了一个月，即年龄

满 65 岁零三个月方可领取全额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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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里斯特养老金用于自有住房部分（即所谓的 Wohn-Riester）。存缴里斯特养老金的

人在存缴阶段就可以提取养老金——最低额度 3000 欧元——用于购买或者自建住

房，或者为已购自有住房还款。此前规定只能在享受养老金阶段提款。 

5. 电价。可再生能源发电分摊费提至 6.24 欧分/千瓦小时。 

6. 取暖费。单位为千瓦小时的热水表成为法定标准，否则租户有权少缴 15%的取暖费。 

7. 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由 8130 欧元提至 8354 欧元。最低税率 14%

维持不变。 

8. 差旅补贴。公务差旅补贴的计算方法由三种合并为两种，即 8 小时以上和全天（24

小时）。前者享受 12 欧元免税补贴，后者为 24 欧元。如果出差多日，出行和回程

日均可享受 12 欧元补贴。 

9. 基本社会救济金（即所谓的“哈尔茨改革第四阶段方案”）。成年人救济金标准提

高 9 欧元至每月 391 欧元，5 岁以下儿童提高 5 欧元至每月 229 欧元，6 岁至 13 岁

儿童提高 6 欧元至每月 261 欧元，14 岁至 18 岁提高 7 欧元至每月 296 欧元。 

10. 欧盟境外交通违章。欧盟车主信息交换系统元旦启动，对境外交通违章的处罚将更

为便捷。 

11. 医疗保险卡。含有芯片并印有投保人照片的新医疗保险卡元旦生效，旧卡一律作废。 

12. 最低工资。在迄今为止引入最低工资的 11 个行业中，4 个行业元旦起小幅调高标

准，它们是电气修理业、培训和继续教育业、建筑业和建筑物清洁业。 

13. 银行。《巴塞尔协议 III》元旦施行，提高了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德国所谓的

《银行功能分隔法》元旦生效，其中规定高风险业务必须和个人存款业务分隔，并

且首次明确了各类银行和保险公司负责人的风险管理责任以及相应的处罚措施。 

14. 文化。公共文化和科学机构可以把版权所有人不明的作品电子化以供人使用。 

 

文化教育 

“德国公知排行榜”再度引发议论 

本刊据《西塞罗》杂志、《世界报》网络版 2013 年 12 月 29 日讯  2013 年岁末，德国

知识分子政论和文化杂志《西塞罗》（Cicero）于年初公布的 2012 年德国最具影响力公共

知识分子 500 人名单再度引发舆论关注。这份名单也是该“排行榜”继 2006 年、2007 年之

后第三次发布。《西塞罗》杂志仍旧请学者马克斯·阿·赫费尔（Max A. Höfer）运用统计

分析的方法，在最重要的德语报刊中知识分子姓名出现频率的基础上，对照互联网和在线

学术搜索引擎的援引率，得出了这份排名。需要说明的是，这份名单不包括政治人物，而

且仅反映出现频率意义上的影响力，不评价影响力的份量。赫费尔在 2005 年出版的《意见

领袖，思想家，高瞻远瞩者》一书中首次运用这种统计方法。 

占据这份名单前十名的知识分子分别是：君特·格拉斯（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作家）、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作家）、爱丽丝·施瓦泽（Alice Schwarzer，

女，媒体人/时事评论家）、艾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女，作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哲

学家）、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媒体人/文评家）、彼得·斯洛特代克（Peter Sloterdijk，

哲学家）、约瑟夫·拉青格（Joseph Ratzinger，神学家，即宣布退隐的前教皇本笃十六世）、

弗兰克·施尔马赫（Frank Schirrmacher，媒体人/时事评论家）。格拉斯、哈贝马斯等人的

任何意见，都有可能引发全社会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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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十名的排列中可以看出，主导德国公众话语的知识分子多为文人、媒体人和人文

知识分子，而且年龄偏大、男性居多：排名表中的 500 人平均年龄为 66 岁，女性仅占 13%。

统计者赫费尔发现，与上一次 2007 年的排行榜相比，排名表中经济学家明显增多，法律专

家的比例也小幅上升，这显然与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各种经济危机有关。对排名表质疑的声

音主要集中在所谓“知识分子”的定义以及统计标准的代表性。  

德国联邦审计署审计“德国奖学金”和“精英倡议计划”经费使用情况 

本刊据《每日镜报》网络版 2014 年 1 月 2 日讯和德国联邦审计署《2013 年度联邦财政

审计报告》 德国联邦审计署日前公布了《2013 年度联邦财政审计报告》，其中对于“德国

奖学金”中联邦拨款部分的使用提出批评：2010 年至 2012 年的联邦拨款中，仅有 60%用于

为大学生发放奖学金，而管理费用的比例却高达近 40%。审计署的发言人认为，联邦预算

拨款的 40%用于项目运营令人深思。联邦教育和科研部对此没有发表意见，因为审计工作

尚未结束。 

“德国奖学金”是联邦政府于 2011 年推出的一项资助优秀大学生的奖学金项目，覆盖

全德国公立和国家承认学历的高等院校。该项目计划从第一年资助 10000 名大学生开始，

每人每月资助 300 欧元，以后逐年增加名额。项目资金来源 50%为联邦拨款，其余 50%由

各校从非公立途径自筹。 

联邦教育和科研部在“德国奖学金”项目上投入了大量广告宣传费是造成管理费用过

高的原因之一：截至 2013 年年底，共有 5 家广告公司介入了该奖学金的“媒体战略”。这

是左翼党向联邦政府提出相应咨询后得到的回答，社民党和绿党于是要求联邦议院启动审

计程序。 

    “我们始终拒绝这个奖学金项目，原因之一就是管理费用过高而收效相对太低”，社

民党联邦议员斯温·舒尔茨（Swen Schulz）说道。按照原计划，奖学金生总数应该逐渐达

到 16 万名，即每所高校奖学金生所占学生比例可以达到 8%，但是 2012 年实际仅有 0.6%

的大学生获得资助。在 2013 年联盟党和社民党签署的《联合执政协议》内，本届政府任期

内“德国奖学金”资助学生比例改为 2%。舒尔茨眼下的任务是寻找降低管理费用的途径，

他认为未来可能需要重新审视整个项目。 

    在同一份报告中，联邦审计署也在高校“精英倡议计划”经费使用中发现了“监管空

白”。迄今为止，入选“精英倡议计划”的高校每年可以获得联邦和州下拨的项目经费 4

亿欧元，但是负责执行拨款的德意志研究联合会（DFG）并未按《预决算法》实施相应监

管。而德意志研究联合会曾经有经验表明，70%按规定进行监管的科研项目需要退还经费。

联邦审计署责成德意志研究联合会未来对 5%的“精英倡议计划”项目进行深入审计——包

括采用现场审计手段——，后者并且需要专门制订针对“精英倡议计划”的经费监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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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点透析 

欧盟的门有多宽？ 

辞旧迎新之际，德国政坛爆发了一场超越德国范围的争论，已经惊动了默克尔总理和

欧盟委员会。争论的发起者是巴伐利亚州的执政党基督教社会联盟。该党在岁末建议，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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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召开的联邦议院基社盟议员会议应在书面决议中纳入有关所谓“贫穷移民”的内容，即

反对“贫穷移民恶意滥用欧盟境内自由就业和定居的政策”，引入新规定，禁止欧盟的他国

居民在来到德国三个月之内申请社会救济金，而且对恶意滥用德国社会福利者予以遣返原

籍，不得再次入境——原则是“谁行骗，谁走人”。这句话所代表的立场极具煽动性，迅速

引发其他党派、经济界、甚至是警察公会的批评以及媒体的热议，姊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

也传来不满的声音。 

这场针对外国人的争论实际不是空穴来风，而有着欧洲的政治现实、德国的社会现实

和基社盟的政治传统等多重背景。从2014年元旦开始，欧盟的就业市场对于罗马尼亚和保

加利亚居民全面开放。从原则上说，自由就业和自由定居本是欧盟的根本理念之一，两国

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欧盟国家是把欧洲一体化再度向前推进了一步。据德国 “未来工作研究

所”——这是世界规模最大的经济研究网络组织——预测，未来前往德国寻找就业机会的

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可能会在现有基础上再增加20万。近年来，随着东欧国家入盟和

南欧的不景气，德国外来移民的局面陡然扭转：根据德国联邦劳动署下设的就业市场和职

业研究所估算，欧元危机爆发前的2008年和2009年，德国净流入人口为负数，但是2013年

净流入人口为40万人，同比增长10%以上，是1993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来自罗马尼亚和保加

利亚的就业人口目前为17万人，单单过去一年就净增71000人，进一步开放无疑将会明显加

大这一趋势。民调机构YouGov近期调查表明，55%的德国居民对来自东欧的移民增多表示

不安。这些因素被巴伐利亚州长霍斯特·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领导的基社盟敏感地

捕捉到了，而且选择以煽动性的口号加以放大——在基社盟眼中属于“合理性夸张”——，

为2014年即将拉开序幕的德国地方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提前造势和布局。这对于基社盟来

说已经是轻车熟路，德国舆论向来认为该党一贯习惯操作内容空泛、但是符合其特定选民

诉求的议题——这些选民至少具有潜在的排外倾向。 

基社盟的民粹式论点缺乏依据。“未来工作研究所”研究表明，德国实际从来自罗马尼

亚和保加利亚的移民那里获益甚多，因为多数移民拥有专业技能，超过70%的移民缴纳社会

保险，基社盟所谓的“大规模滥用德国社会福利的危险”实际没有出现。欧盟社会委员会

委员拉斯洛·安多尔（Laszlo Andor）也不认为会出现新的移民潮，因为已经有300万罗马尼

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在欧盟其他国家就业。“如果在地方或地区层面上出现更多问题，我们应

该解决问题，而不是筑起壁垒”，安多尔警告说。 

保加利亚驻德大使作为当事国的代表借汉堡《世界报》发声：“那些滥用偏见和民粹观

点的人是在破坏欧洲的理念，也是在伤害我们所有人。”这也和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的观点

一致。后者对《南德意志日报》称：质疑自由就业政策的人“既伤害欧洲，也伤害德国”。

德国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国务部长米夏埃尔·罗特（Michael Roth）更是直言不讳：“基

社盟不理解什么是欧洲，看来也不愿意理解”，基社盟的言论已经动摇了新政府联合执政的

基础。 

这场仍未落幕的争论，再一次显示欧盟在一体化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种种实践和观念

的问题，然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欧洲人的心有多大，欧盟的门就有多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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