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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9 月 27 日凌晨，德国

官方公布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

社 民 党 以 25.7% 的 得 票 率 位 居 第

一，略高于执政的联盟党（24.1%）。

绿党以 14.8%的得票率位居第三。

这是德国战后首次现任总理不

参选的联邦议会选举。在此次选举

中，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所在的执

政党——联盟党遭遇重创，24.1%的

得票率创下该党在二战后的历史新

低。社民党则在总理候选人、现任

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肖尔茨的带领

下成功逆袭，从年初仅有 15%的民

调支持率一跃成为此次大选的赢

家。绿党虽在选前支持率有所下

跌，但依然保持了议会第三大党的

位置。

接下来各党派将进入紧张的组

阁谈判。因为此次选举所有政党均

未获得绝对多数，得票率第一的党

派将最先开启同其他政党组成联合

政府的谈判进程。从目前各党在议

会的席位分配来看，由三个政党共

同组成新一届联合政府的可能性

较大。

在几种不同的组阁可能性中，

由社民党领导、绿党和自民党参与

的“红绿灯”政府（三个党派的代表

颜色分别为红、绿、黄）最被看好。

此外，虽然联盟党在选举中屈居第

二，但假如其领导绿党和自民党共

同组成“牙买加”政府（三政党代表

色黑、绿、黄正好为牙买加国旗的颜

色），也能获得议会中超过半数的席

位。由社民党、联盟党和自民党组

成的“德意志”（三政党代表色为德

国国旗颜色）在理论上也有可能。

上一次德国大选后，默克尔领

导的联盟党经过了长达近半年的艰苦谈判，才

最终与社民党达成协议组成新政府。各政党今

年均表示，要用最快的速度推进组阁谈判，避免

出现 2017 年那样的情况。肖尔茨更明确提出，

希望在今年圣诞节前就组阁问题达成协议。

各政党就组阁问题进行谈判的过程，才

是各派政治力量博弈的真正开始。各政党将

就各领域施政纲领进行协商妥协，最终达成

一致并确定新一届联邦政府的政策走向，这

一过程也将决定德国未来 4 年经济发展的前

途命运。

例如在经济和财税政策方面，联盟党坚决

反对增加税收，主张给德国经济“松绑”，通过减

税、简化行政审批等方式刺激经济

增长，激发企业活力。而社民党则

主张通过所得税改革实现财富再分

配，对 5%的高收入者提高税收，对

低收入者予以一定的税收减免。

虽然每个政党在政策方面都有

各自的主张和倾向，但德国经济在

未来一段时期面对的挑战是明确

的，各派政治力量都不得不考虑如

何应对这些挑战。

一是疫后经济恢复。虽然相较

欧洲其他国家，德国经济形势略好，

但随着全球供应链紧张、原材料价

格上涨等因素不断发酵，德国制造

业等支柱产业面临较大压力。近期

研究机构再次下调了对今年德国经

济的增长预期，企业对今年业务增

长的乐观态度也有所改变。如何通

过债务、税收等财税手段鼓励企业

增加投资，稳定居民收入预期，拉动

国内需求成为新政府的首要任务。

与此同时，新政府还面临养老金改

革等一系列“硬骨头”。提高最低收

入、不再提高退休年龄、稳定退休金

水平都将是新政府在接下来几年里

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是加快节能减排步伐。作为

欧盟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主力军和

领导力量，德国已决定于 2045 年实

现碳中和，并继续通过完善碳排放

交易机制等手段促进企业加快节能

减排的步伐。这一任务并不轻松。

一方面过高的减排成本遭到部分高

能耗企业的反对，而新的清洁能源

价格过高直接影响了企业的收益。

可以说，这届新政府承担着为德国

碳中和目标开好局的艰巨任务。如

何在实现减排目标与保持经济增长

之间找到平衡，如何鼓励新能源技

术的研发与产业化，如何将环境效

益同社会效益更好结合，实现政府、

企业、社会全方位减排的良性互动，是德国新政

府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三是加快推进数字化进程。德国作为工业

强国在数字化领域却一直不够理想。数字化基

础设施薄弱、数字经济发展缓慢长期以来饱受

经济界诟病。此次大选中各政党均将大力发展

数字化作为竞选纲领的核心内容，显示出德国

在这一领域奋起直追的坚定决心。新政府在数

字化方面需要补课的地方还有很多，如何有效

推动这一进程，一改德国数字化领域的相对落

后局面是个不小的挑战。

默克尔在执政 16 年后即将谢幕。德国这

艘欧洲巨轮将驶向何方，全球拭目以待。

再 见 ！“ 默 大 娘 ”
本报驻柏林记者 谢 飞

本次德国大选吸引了全球目光，不仅因为这

是欧洲“领头羊”的一次选举，更因为此次大选意

味着默克尔即将辞任德国总理，长达 16 年的“默

克尔时代”即将画上句点。

“危机总理”稳健掌舵

如果要用一个词描述默克尔执政的 16 年，

“危机”二字再恰当不过。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

机、难民危机、气候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这五大

危机事件贯穿了她执政的全过程。默克尔也被

冠以“危机总理”之名。

在 16 年中，默克尔以稳健、务实、灵活的领

导艺术带领德国一次次平稳地渡过了危机，稳住

这艘欧洲巨轮的航向。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德国

经济稳定增长，经历了“黄金十年”。尤其是在经

历了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在其他欧洲国

家饱受债务问题折磨、苦不堪言之时，德国却保

持了健康的财政政策，连年实现财政盈余，还不

断削减公共债务，并将“债务刹车”写进了德国宪

法，表现堪称优秀。

默克尔也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一点点筑牢

了德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使德国在不确定性日益

升高的时代浪潮中能够稳定前行。

低调务实获国际认可

与很多个性张扬的领导人不同，默克尔给人

平静、内敛的印象，很少见到她情绪激动地表达

自己观点。

她 沉 稳 务 实 的 执 政 风 格 更 是 令 人 印 象 深

刻。在执政的 16 年中，人们很少听到她滔滔不

绝地谈论远大目标，更多是听她谈及如何解决现

实问题。在欧盟各国领导人当中，默克尔也以其

务 实 灵 活 的 态 度 成 为 诸 多 成 员 国 间 的“ 协 调

人”。在布鲁塞尔多少个不眠之夜，正是她穿梭

于各成员国领导人之间不懈努力，才使得很多看

似不可能的任务得以实现。

默克尔平稳、平衡、务实的风格在国际上也

获得高度认可。默克尔执政期间共经历了 4 任

美国总统、4 任法国总统、5 任英国首相，其中的

绝大多数人对默克尔都赞赏有加。他国民众对

默克尔的评价也反映出她在国际上的受认可

度。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 82%

的法国人对默克尔持信任态度，远超其对法国本

国很多政治家的信任度。

“默大娘”的中国情结

默克尔在中国被称为“默大娘”，这在德国也

是众人皆知。16 年中，她 12 次到访中国，足迹遍

布中国大江南北，在北京抖空竹、在成都逛菜市

场、学做宫保鸡丁。

正是有了对中国的深入了解，默克尔在发展

对华关系时始终坚持与中国加强合作，保持对

话。在默克尔担任总理期间，中德关系，特别是

中德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目前，中国不仅是德国

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市场也成为德国企业最

为看重的海外市场。正是依靠中国市场，德国企

业在近年来愈发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依然保持着

良好的发展势头。

默克尔时代即将画上句点。没有了默克尔

的德国如何继续领跑欧洲，德国如何与美国打交

道，如何继续同中国续写经贸合作新篇章。这些

问题都有待德国新政府和新总理慢慢作答。尽

管很多德国民众觉得经历了 16 年的默克尔时代

后德国需要一些改变，但当记者问及他们想要一

个什么样的总理时，很多人的回答是：像默克尔

那样的。本版编辑 徐 胥 刘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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