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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森州选举将如何触动德国政坛 

黑森州在德国被视为一个“中间”之州，非但其地理位置位于德国中部，而且无论

面积、人口，还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都属于中游。作为一个中等联邦州，黑森州在

德国各个州里知名度不算高，例如，虽然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就在该州，但可能大多数中

国人都只知有法兰克福，不知有黑森州。 

 

黑森州基本情况（与其他联邦州比较）图片来源 www.spiegel.de 

 

但近几周来，黑森州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关注的焦点是 10月 28日的黑森州第 20

届州议会选举。州议会换届选举本是一州政治事务，但此番却吸引了全德国甚或是来自

世界的目光。 

首先来看看黑森州的情况和本届选举的形势。 

黑森州目前由黑绿（基民盟+绿党）两党联合执政，州长为基民盟的弗尔克·布菲

尔（Volker Bouffier）。从历史上看，这个州在上世纪以社民党执政为主，一度被称作“红

色黑森”，1999年至今则一直由基民盟出任州长一职。但基民盟在黑森州也并非占有绝

对优势地位，各个政党间更多地维持一种均势，从而使组阁结果变得较为不确定。2008

年 1 月黑森州第 17届州议会选举结果微妙，导致组阁困难。当时的形势类似去年联邦

州大选，但要更甚之：11 月社民党组成红红绿（社民党+左翼党+绿党）联盟的企图失

败后，黑森州终于走上重新选举之路，而黑黄（基民盟+自民党）由此获益，胜出组阁。

2013 年的大选再度出现多种组阁可能，但红红绿组合的尝试再度失败，绿党投向基民

盟怀抱，组建黑绿联合执政至今。 

http://www.spiegel.de


10月 28日，本届议会选举如期进行，根据 28日夜间初步呈现的选举结果，六个主

要的党支持率按其历史变化可分为以下三个类型： 

- 两大全民党与 2013 年选举结果相比支持率成比例惨跌，如今基民盟支持率仅

27%（-11.3），社民党 19.8%（-10.9）； 

- 绿党（19.7%）和德国另择党（13.2%）的支持率则都飙升近 10%，它们将是本

次选举的最大赢家； 

- 左翼党（6.3%）和自民党（7.5%）也从两大党的跌落中各自抱得 2%左右的增幅。 

从力量对比看，大选后仍然会面临较为复杂的组阁可能。首先，选票分布呈现均衡

态势，两大全民党支持率暴跌，使得任何两党联合组阁都不再可能。由于德国另择党与

其他各大党的政治理念皆不相符，可以肯定不会被任何政党邀请参与组阁。从现在的结

果看，三党联盟最可能的，似乎是牙买加组合了。 

 

2018年 10月 28日黑森州大选初步结果测算，资料来源 www.Spiegel.de 

http://www.Spiegel.de


 

2018年 10月 28日黑森州大选初步结果：组阁可能性预测，资料来源 www.zdf.de 

所谓“牙买加”即基民盟+绿党+自民党的黑绿黄组合。目前绿党已经明确表示，愿

意跟基民盟联合执政，在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把自民党拉进联盟。自民党联邦主席林德

纳也曾明确表示，他希望在黑绿联合无法达到多数时，自民党的地位可得到相应提升。

当然，自民党和绿党之间在执政理念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可能会影响组阁的顺利进行。

如果黑绿黄组合能够组阁成功，则基民盟，尤其是默克尔的亲信，现任州长布菲尔可继

续保住其州长之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止住巴伐利亚大选中为基社盟所拖累的联盟党颓

势。但也不能忘记，组阁“牙买加”的尝试，在联邦层面有过失败的记录。 

当然，虽然基民盟+社民党的黑红组合未能过半，但只需要再加一个小伙伴就可以了，

所以黑红+X 组合不是不可能。目前黑森州社民党也的确表示没有排除这种可能。但由

于联邦层面的黑红大联合政府已经如此步履维艰，且（至少从社民党的角度看）对社民

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所以在黑森州组一个黑红联合，首先就得不到社民党内部的普遍

支持。接下来如果两党开始组阁谈判，必定会非常艰难。 

“红红绿”，即社民党+左翼党+绿党，原本是一个可能的组合，虽然此前只有左翼

党公开表示支持这一组合，但其他两党都并不排斥。但由于社民党与左翼党正式选举时

的支持率竟然再次下滑，原先预计的微弱多数都未能达到，这个组合终成泡影。至于红

黄绿，则本来就不被人看好。 

这次选举又将如何影响到德国联邦层面的政局？ 

首先来看看基民盟的表现。这次选举中，基民盟虽保住了第一大党的位置，但虽胜

犹败，面临不确定的组阁前景。当前黑森州的基民盟主席、现任州长布菲尔被视为默克

尔的亲信，他能否带领基民盟在大选中保住执政党地位和州长位置，将直接影响到默克

尔能否保住自己的党主席和总理位置。默克尔当前在联盟党内的地位已经不再那么稳

固，今年 9月的联盟党联邦议会党团主席选举中，她的亲信就未能如愿当选；而不久以

后的今年 12 月，她自己也要面临党主席的换届选举。在巴伐利亚州选举惨淡结果的打

击下，如果黑森州选举再出现基民盟成绩不佳甚至失去执政地位的局面，则默克尔党主

http://www.zdf.de


席地位难保。而又因为默克尔曾表示党主席与总理应由一人兼任，所以一旦她不再担任

党主席，那她自己的总理宝座也就岌岌可危了。事实上，基民盟党内一直有很多人对黑

森州选举表示悲观，甚至有不少人暗暗希望布菲尔落马，引发党内大地震，使该党有机

会换上新鲜血液。 

而后来看看社民党的表现。社民党目前处于极端困难的状况，无论是联邦层面的民

调支持率（14%），还是在两周前的巴伐利亚选举中都遭遇严冬（9.7%）。黑森州的选举，

对社民党来说可谓是逆风一搏、背水一战。从现在看来，虽然选举结果仍然是如意料中

这样惨淡，但至少在与基民盟的交锋中，社民党倒也只能算是略显下风。社民党在黑森

州的选纲中提出的教育、交通与住房等方面，对选民还是具有吸引力的，社民党的候选

人谢夫-君贝尔（Schäfer-Gümbel）在电视辩论中也表现不错。社民党的确是有机会参与

组阁，虽然拿下州长已经是不可能了。 

社民党这次如果无法在黑森州参与组阁，那将是该党在该州连续第三届尝试组阁失

败，党内上下都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分析家认为社民党甚至可能会考虑结束联邦层面的

联合执政，退出大联合政府。因为在很多社民党成员的眼里，这是挽救社民党于狂澜的

唯一办法。正如社民党主席纳勒斯（Nahles）所言，社民党在黑森州的失败，要拜联邦

层面的大联合政府所赐。而一旦社民党真的退出执政，德国政府自然是难以为继，必须

重选，政坛同样面临大地震。 

有分析者由此得出，黑红+X组合是唯一可能保持政局稳定的组合，即由现任的基民

盟州长布菲尔继续担任州长，而社民党参与执政。但如前所述，社民党基层对黑红联合

已经非常抗拒。联邦层面的大联合政府本身就是被迫的产物，而当前社民党的支持率一

路下滑，也被视为是为黑红联合付出的代价。没有自己党内的广泛支持，黑红联合能否

谈成是个很大的未知数。 

默克尔 10 月 23 日曾对黑森州广播电台说：“不要把每一次州选举都描画成联邦大

选，联邦大选才刚刚是去年的事。”相信她在这么说的时候，未必不在担心，这个中间

之州，是否真的能成为她的中坚之州。 

 
不可分割——柏林逾十万人参加反右倾大游行 

2018年秋季德国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场面，9月 29日有 3万人在汉堡参

加了反种族主义集会游行，10月 3日在慕尼黑有 1.4万人参加了反对该州一项新的警察

法的示威游行，而 10月 13日在柏林举行的以#unteilbar（不可分割）为标签的示威游行

则把这个“抗议之秋”推向高潮。 

#unteilbar提出的游行口号是：“不可分割——为了一个开放而自由的社会——团结

而非排斥”。倡议者自称为一个由很多不同社团组织组成的广泛联盟，并在其网站上表

示，该倡议针对的是当前德国社会和政治呈现的向右滑的危险趋势：种族主义和藐视人



权的思想盛行；人道主义、尊重人权、宗教自由和法治国家等原则遭到公开贬损。该倡

议的内涵相当丰富，关注点包括移民难民问题：“人们死在逃往欧洲的路上，而这不应

当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欧洲充满了不团结的、排外的民族主义声音。”也有对当前政

策的不满：“国家在强化所谓的安全法、建设监控，在这方面表现得越来越强势，但在

社会福利体系上却体现出弱点：在护理、医疗、儿童照管和教育方面投入过少。”“2010

议程以来，劫贫济富越来越严重。”以及对社会多样性和包容性的诉求：“开放和团结的

社会，人权不可分割，人人应当有权自主设计多姿多彩的人生。”“反对各种歧视，反对

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反吉普赛主义、性别歧视和敌视同性恋。”倡议者提

出的口号包括：“为了人权与社会公正的欧洲”、“以团结与社会的和谐共处来替代排外

和种族主义”、“支持保护和避难的权利，排斥欧洲孤立”、“支持一个自由和多样的社会”

以及“团结无边界”。 

倡议网站于 8月份发起该次游行，并迅速获得广泛的反响，到 10月份游行前，已

经获得超过 4500个组织，各界名人包括演员、作家、乐队，和地方社团、社会机构等

签名支持。游行前，组织者预估参加游行的人数可能在 4万左右，但事实上，当日据警

方估计人数为 10万，而组织方自行的估计则达到 24万，无论如何是大大超出了预料。

游行路线为从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到勃兰登堡门，再到胜利纪念柱进行集会，全程约 6

公里道路被整个游行队伍完全占满，规模惊人。 

对于这次游行的态度，柏林的各个政党颇为不同。在游行前，社民党、绿党和左翼

党的高层人士都表示支持，签名的人中包括社民党党主席和议会党团主席纳勒斯

（Andrea Nahles），绿党议会党团主席格林-埃卡特（Katrin Göring-Eckardt）和左翼党主

席基平（Katja Kipping）。绿党主席格林-埃卡特在媒体上说，应当有尽可能多的人为女性、

难民、同性恋走上街头：“我们自由的社会遭到了攻击。我们必须捍卫那些使我们国家

强大的价值。”“我们希望有一个自由、友好的国家，我们要和欧洲得邻国们一起和平而

团结地生活。” 

社民党参与签名的政界人士包括柏林国务秘书谢布利（Sawsan Chebli），黑森州前州

主席易普斯兰提（Ypsilanti）以及一些左翼阵营党员。社民党议会党团副主席霍格尔（Eva 

Högl）在媒体表示：“过去几周我们再次看到，民主与我们的自由社会并非理所当然，

我们要不断地为我们的基本价值而奋斗。因此能有这样广泛的市民社会联盟走到一起，

为自由、尊重与融合、为反对仇恨与排外而走上街头，令我很高兴。”社民党青年团主

席居纳特（Kevin Kühnert）也写道：“#unteilbar是对团结开放的社会的不断攻击的回应，

要守住这些价值，就不能各人自扫门前雪。社会安全、公平贸易、气候保护和团结，这

些价值都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 

左翼党的内部则因为这次游行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该党议会党团主席瓦根克内希

特（Sahra Wagenknecht）日前曾发起以#Aufstehen（起立）为标签的左翼运动，以反对

右翼民粹主义。但瓦根克内希特表示她无法接受“向所有人开放边界”的口号，因此公

开把“起立”和“不可分割”划清界限，要求自己的支持者不去参加游行。但她既在自



己党内，也在自己的倡议阵营内遭到孤立。“起立”的支持者仍然去参加了这次游行，

并视之为一次“起立”的实际行动。 

柏林基民盟是唯一明确表示不会参与游行的政党，该党主席指责游行的发起人与极

左犯罪组织相关，政治倾向有问题。同时还提醒说，作为民主派政治家，甚或身为政府

部长，如果与这些极左组织并肩上街游行，未免过于天真，在政治上是不负责任的。 

同样用“天真”二字来批评的还有自由派穆斯林，认为活动组织方让穆斯林中央理

事会和极右组织走到一起，“和不讲宽容的人一起上街游行来表达对宽容的支持，这样

的宽容未免过于天真”。 

这种争议在游行中体现为一些不和谐音。例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的支持者在游

行中发生争执，游行中出现了反犹主义的声音，以至于组织者不得不上推特与其划清界

限。游行中还出现了针对德国国旗的争执：组织者表示不欢迎在游行中使用黑红金三色

的德国国旗，但仍有一些人这么做，理由是“德国国旗近几年因为极右排外的思想而行

为而蒙羞，如今要让其重新发扬光大”。但展示国旗的人大多遭到辱骂和抢夺。另外还

有一个自民党青年团的小队遭到堵截，被骂“自由派坏事做绝不配一起游行”，最后还

要仰仗警察的解救方得脱身。 

但总的看来，游行的氛围非常的开放、包容。游行参与者的组成非常多样，例如参

与的社团种既有穆斯林中央委员会，也有对宗教持批判态度的布鲁诺基金会，还有全国

租房者联盟等，以及绿党、社民党、左翼党甚至德国马列党。据警方称整个游行组织比

较松散、“即兴”，也有参与者描述整个游行，各行各业、不同文化、男女老少并肩前进，

有一点柏林著名的同性恋大游行的感觉。 

这样的一个大拼盘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它的意义何在？ 

德国近几年极右思潮泛起，排外事件愈演愈烈，Pegida（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

兰化运动）的活跃，凯姆尼茨等地的排外骚乱，以及右翼民粹政党德国另择党（AfD）

一路高歌进入联邦和多个州议会，都令德国民众寒心。事实上，排外并非德国的主流。

据去年阿伦斯巴赫民调所的一次民调结果，有高达 11%的被访者表示自己在难民救助方

面起到过“积极”作用，即以实际行动帮助过难民，如参与志愿者活动帮助难民就医、

学习德语，或是与难民共度业余时光等。而虽未付诸实践但抱有善意的人更多。但正如

一篇报道所说，“我们忙着安顿难民，反对者却闲着，有空去市政厅抗议，发出他们的

声音。这次游行的初衷，正是希望在 Pegida，在凯姆尼茨骚乱之后展示，德国并不仅仅

有排外的声音，他们要展示另一个德国。正如社民党主席纳勒斯所说，“在我们国家、

在欧洲，我希望能有尽可能多的人表现出自己支持一个团结、人道、开放的社会。”可

以说，这次游行的一个意义就在于，它体现出民众开始放弃防守的姿态，主动走出来表

达自己对“向右转”的反抗。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意味着民众对于当前的政党政治、

对基本法与法治国家等一系列现有体制对于极右排外倾向的防御能力已经不再盲目信



任，而发出了希望在政治领域有所改变的呼声。 

这次大游行的第二个意义就体现在它成分的多样性上。倡议者提出的口号不仅针对

极右排外倾向，而且把整个社会所面临的问题都包含在内，同时喊出反种族主义、反法

西斯主义、反性别歧视、反社会排斥的口号，从而使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各类人群都

能从中找到共鸣。这也是它比“起立”倡议更为成功的原因，因为“起立”是纯粹的左

翼运动，而“不可分割”则团结了最广泛的民众。有评论说，右翼民粹主义正和保守势

力联手，德国民主政治与社会体系正遭受侵蚀，而难民与伊斯兰议题则成为其替罪羊。

“不可分割”倡议正是跳出了这一点，拓宽了民众的失业，把狭窄的难民问题和伊斯兰

问题一下子拓宽到社会问题、性别问题、基本权利和民主参与问题，这是它第二个意义

所在，也是游行规模能够如此之庞大的主要原因。 

当然，话说回来，这也只是一次带有“即兴”色彩的游行，喊出的口号多为空洞的

愿景，并无实际的内容。而因为大拼盘组成复杂，难免出现冲突，以致落人口实。但无

论如何，这样的游行发出了不同于当下甚嚣尘上的右翼排外运动的声音，而且呈现出广

泛的群众基础，具有其积极正面的意义。 

 

德国近期大事（10月 10日 ～ 10月 25日） 

10月 11日  迪麦颇公司(Infratest Dimap)公布的最新权威民调数据显示，联合执政的德国联
盟党和社民党民意支持率双双创下新低，分别跌至 26%和 15%。76%的选民对德国联邦政府
的工作表示不满。 
 
l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出访希腊，并访问了雅典郊外一座原纳粹集中营遗址，为纳粹德国
在希腊的“恐怖”行径道歉。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称，希腊追讨“占领贷款”和战争

赔偿“合法”且“公平”，希腊将继续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难者向德国索要赔偿并且要

求偿还纳粹德国强行索要的贷款。 
 
10月 12日  德国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发布的教师岗位需求预测报告称，德国教师岗位缺
口巨大，严重的师资不足或将长期拖累德国基础教育。到 2030年德国中小学生数量将达到
1120万人，德国每年需要新增 3.2万名教师，而德国东部地区问题尤其严重。  
 
l 德国与丹麦、奥地利和法国边境的临时边境管控在将于今年 11月 11日到期。德国内政
部发表声明，宣布将临时管控期限继续延长半年，以防范非法移民入境。延长原因与“二

次移民”有关，很多已经在其他欧盟成员国登记的移民又涌入德国。另外，欧盟外部边

境管理仍然缺失，解除临时边境管控的条件不成熟。 
 
10月 14日  德国巴伐利亚州议会选举中，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在该州的姊妹党基
社盟遭受重挫。基社盟获得 37.2%选票，尽管仍为议会最大党，但较上届选举得票率大降 10.5
个百分点。绿党获得 18.5%的选票位列第二，其他主要政党的得票率分别为巴伐利亚州自由
选民联盟 11.5%，社会民主党 10%，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 11%。 



 
10月 18日  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2018数据年报－活跃的老年》显示，德国 65岁及以
上老年网民比例从 2007年的 19%上升到 2017年的 50%。65岁至 69岁老年人的就业率在十
年间翻了一番，从 2007年的 7.0%上升到 2017年的 16.1%。 
 
10月 19日  在布鲁塞尔出席亚欧首脑会议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进行了会面。默克尔表示，德中关系与合作发展顺利，德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

落实好德中政府磋商成果。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背景下，德方愿同中方一

道，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10月 21日  默克尔在柏林基民盟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对卡舒吉遇害案予以最强烈谴责，鉴
于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遇害案详情仍不清楚，德国暂停对沙特武器出口。沙特是德国武器

第二大买家，仅次于阿尔及利亚。截至今年 9月，德国对沙特批准的军售达到 4.16亿欧元。 
 
10月 22日  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首次访华。分别与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国务委
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以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进行会面。冯德莱恩表示，两军关系

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德方高度重视两军关系，愿进一步深化两军各层级交往，加强

维和、卫勤、军事学术等领域合作，推动德中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德中都主张

多边主义，主张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德方愿与中方一道，不断提升双方军事合作水平，

为两国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增添新内涵。 
 
10月 23日  英国舆观调查公司受德新社委托进行了一项关于柴油车的最新调查，调查显示，
约三分之二的受访德国人对德国政府处理柴油车的方案表示质疑。65%的受访者认为德国政
府并未充分考虑如何维护柴油车车主的利益；72%的受访者表示，不相信政府与汽车行业能
就如何避免柴油车遭大范围禁行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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