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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民危机：默克尔的滑铁卢？    文／    赵俊杰     

  德国总理默克尔可谓当今欧洲政

坛的“强人”，自2005年她执掌德国

大权以来，对内重视经济发展和民生

问题，对外拓展德国影响力并引领欧

洲一体化航向。在欧债危机爆发时德

国独善其身，百姓对其也敬重有加。

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欧洲难民大潮，

默克尔个人的威望在德国极高，她欲

在2017年的联邦大选中蝉联总理易如

反掌。然而，在难民危机高发时她实

施的救助难民政策从一开始就饱受诟

病，以至于眼下她不得不为基民盟在

地方选举中接连的失利担责。面对党

内外的指责和德国民众的日益不满，

默克尔被迫做出检讨，其政治声望大

打折扣，国内外许多观察者认为明年

的大选中她将凶多吉少——也许就是

其12年总理生涯的终结。 

  

 德国难民政策成为众矢之的 

 在欧洲，德国的影响力首屈一

指。由于此，当2015年欧洲面临自二

战以来最大的难民潮时，各方目光都

投向德国，看看这位“带头大姐”怎

样应对。面对这样的事态，默克尔不

可能无动于衷或优柔寡断，而是在危

机高潮时采取了“门户开放”的难民

政策，还“好吃好喝”地“款待”难

民。其时，默克尔亲民的形象一时间

感动了不少难民，为其赢得了“默克

尔妈妈”的美誉。从2015年9月初德

国政府实施“门户开放”难民政策以

来，涌入德国的难民人数剧增：仅当

年9月份就有16万新难民登记，最多时

一天涌入1万多人；德国全年接受的

难民人数高达110万，占欧盟同期首次

庇护申请总量的35.18%；德国在2015

年夏秋时节批准叙利亚难民的避难申

请的几乎100%。德国政府还给叙利亚

难民每月发放374欧元零花钱，相比之

下，匈牙利政府每月只发放86欧元零

花钱。这种巨大的救助反差，既让待

在中东地区的叙利亚难民产生到德国

投亲奔友的冲动，也让呆在中东欧国

家的难民羡慕不已。 

 但同时，德国政府“无节制”

的难民政策却引发欧盟一些成员国的

强烈不满，它们指责默克尔只顾人道

主义救助和为自己脸上贴金，而不顾

“小兄弟”的感受和压力。尤其是中

东欧一些国家，从一开始就对默克尔

的难民政策表示不满，其中最典型的

两个国家是匈牙利和奥地利。面对汹

涌的难民大潮，匈牙利不顾欧盟及德

国的反对，从2015年夏天开始修建了

175公里长的边境铁丝网隔离墙。9月

15日起，政府又宣布进入危机状态，

增派警力控制边境线，穿越边境隔

离墙将会被视为犯罪。奥地利政府也

十分不满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曾背着

德国召开巴尔干10国应对难民危机会

议，主张实行联合登记难民机制，限

制入境难民数量。 

 面对与日俱增的难民潮和国内

外政治压力，德国政府被迫一度对边

境实行管控，并通过难民政策修改方

案。然而，默克尔亲自打开的“潘多

拉魔盒”已难合拢，一系列与难民和

移民有关的恶性事件震惊了欧洲，引

起了朝野政党和民众的强烈不满和愤

怒。而人们往往“追根溯源”地把默

克尔的难民政策同这类恶性案件“联

系”起来，由此产生对德国政府和默

克尔本人的指责。 

2016年8月25日，在默克尔总理

对捷克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一群

示威者在布拉格街头举行反对默

克尔难民政策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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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克尔面临道义与现实差异的

两难选择 

 从初衷来看，德国想在难民潮

袭来时勇挑重担，既为欧盟其他成员

国跟进做出表率，又想扩大欧盟的国

际影响力。然而，德国“门户洞开”

的做法却对欧洲社会产生了一系列负

面效应：一是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涌入

欧洲，给欧洲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欧洲原有的难民庇护机制失调，身处

欧盟“一线”的希腊、意大利等更是

难以招架、苦不堪言。二是欧盟决策

机制失效，东西欧成员国对立明显，

致使欧洲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大打折

扣。三是欧盟难民庇护申请程序比较

复杂，难民潮涌来时当事国办事效率

低下，导致大批难民和移民长时间滞

留在收容国，社会问题成堆。四是东

欧一些国家质疑和指责欧盟强制性摊

派的难民“配额”方案是一种“道德

帝国主义”，违背了欧盟法的精神及

“自愿原则”。五是东西欧经济实力

和社会福利的差异，欧洲发达国家与

欠发达国家难民政策及态度的差异，

导致难民群体也存在“避难选购”问

题：大多数难民选择流向德国及瑞典

等较发达国家，而一些中东欧国家则

乘机“开闸泄洪”。六是当欧洲难民

危机高发时，欧盟一些成员国恢复对

边境的管控，甚至关闭边界的做法，

暂时缓解了难民潮，却威胁到了申根

协定，让欧洲人最引以为傲的人员和

货物自由流动受到限制，引发欧洲社

会的普遍担忧。此外，难民危机在一

定程度上助长了欧洲极右翼势力和欧

洲社会反移民的思潮。如此种种的困

惑和难题是默克尔当初实施难民救助

政策时所意想不到的，也是她备受指

责的缘由所在。 

 作为一位从政经验丰富且个人

威望很高的欧洲领导人，经历了欧债

危机和俄乌冲突一道道难关都能应对

自如的默克尔，为何在难民危机爆发

后做出让欧洲政坛“匪夷所思”的抉

择。究其思想根源和初衷，同默克尔

的人权道义观密不可分。欧洲国家有

难民庇护和弘扬推崇“普世价值观”

的传统。默克尔本人从小生长于新教

牧师家庭，帮助穷人、救助弱者的信

条更是深深烙在其灵魂深处。因此，

当难民潮来临时就不难理解她同情难

民的心态。她曾发自内心地表白道：

“我们周日做礼拜，我们谈论价值信

仰，我又是一个基督教政党的主席。

人们从2000公里外的地方投奔我们，

我们难道还要说我们无法友好地对

待这些人吗？”然而，现实总是复杂

的，在救助难民的问题上，德国及欧

盟普遍陷入良心与能力的纠结、道义

与救助体制差异的两难困境，加上东

西欧实力的鸿沟，使得难民问题更加

错综复杂，致使默克尔成为当下欧洲

政坛和媒体口诛笔伐的出气筒。 

  

 为挽回颓势，默克尔须有所作为

 

 由于德国的难民政策饱受诟病，

基民盟在2016年的一系列地方议会选

举中一再受挫。3月基民盟在其大本营

巴登—符腾堡州议会选举中仅获27%选

票，创下历史新低。与此同时，右翼

黑马德国选择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接

连获胜，明年德国大选时选择党进入

联邦议会已经是意料中事。基民盟党

内一些声音认为本党近期选举的失利

是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所致。同样，难

民在欧洲多国不断制造的性侵案和抢

劫案，一些极端恐怖分子假借难民身

份混入欧洲制造的暴力恐袭事件，都被

归罪给了默克尔的难民政策。 

 公正地说，默克尔对待难民的

态度是真诚的，其出发点也是好的，

还有几分替美国担责的味道。但问题

是她满腔的热血和人权道义与欧洲社

会的现实有相当的距离。她在处理

难民危机时过于自信，对大批难民

涌入德国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也未

曾想到不少欧盟成员国对其“门户开

放”政策所产生的反感和抵触。更重

要的是，她忽视了当今欧洲社会早已

存在的一系列危机和挑战——人口老

龄化危机、俄乌地缘冲突危机、欧债

危机、暴恐危机以及英国为代表的脱

欧、疑欧思潮，还有法国国民阵线、

英国独立党及德国选择党等欧洲极

右翼或右翼思潮日渐坐大的事实。因

此，当难民危机与这些危机及挑战交

织作用时，欧洲社会就涌现出了各种

乱象。在这种大背景下，默克尔一厢

情愿的难民政策成为各方攻击指责的

焦点就不奇怪了。 

 要想使基民盟挽回颓势，默克

尔必须站出来承担责任。在这方面，

默克尔的思想开始有所转变，9月19

日她承认德国接纳难民的政策虽然没

错但做法欠妥。如今德国的难民政策

已经收紧，政府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诸如：推动欧盟尽快完善欧洲救助

机制，修改欧盟《都柏林公约》；

加快对涌入欧洲的数百万难民进行法

律身份甄别和认证的工作，对符合要

求的难民进行救助，使他们早日融入

欧洲社会，成为有用的人力资源；对

混进来的非法移民则迅速实施遣返，

等等。从这个视角上讲，留给默克尔

纠正错误、调整政策的时间仅有一年

了，如果她能够深刻反思难民政策的

得与失，多关注欧盟其他成员国政府

的利益和要求，妥善处理好难民与德国

社会的关系，那么明年基民盟在联邦大

选中再度获胜还是有机会的，毕竟其

他政党的领导人缺乏默克尔这样的威

信，但前提是本届政府要有所作为。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

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