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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宗教信仰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项目编

号：１３ＪＪＤ７３０００２）的阶段性成果。

外国人在德国的

人口社会学分析

宋全成

摘　　要：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止到２０１１年，在德国居住着

７３６．９９万外国人，占德国总人口８１８３万的９％。这表明，德国已

成为非传统意义上的现代移民国家。从地理空间分布来看，由于

受移民传统、经济发展和移民网络三大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外

国人生活在德国的西部地区，而东部地区较少，呈现出典型的地

区差异。从性别比来看，外国人的男性比是５１．２％，属于正常范

围。从年龄结构来看，尽管与本土德国人相比，外国人相对年轻，

但已显示出典型的人口老龄化特征。从国别上来看，外国人主要

来源于土耳其、意大利、波兰、希腊和克罗地亚。从出生地来看，

外国人中有８１．７％在国外出生，他们是通过跨越国境的国际迁

移留居德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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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全成：外国人在德国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在西欧国家中，德国一向以拒斥外国人的移民政策模式而著称。在进入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以后，由于大量外国移民的迁入，德国逐渐演变为非传统意义上的现代移

民国家，但德国历届政府始终对此拒绝承认。进入２１世纪以后，伴随着全球化进程

的加快、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德国人口总量的减少，外国人在德国总人口中

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从１９９０年的７．０％提高到２０００年的８．９％，再进一步上升到

２０１１年的９．０％①。正因为如此，２００５年移民法生效时，德国政府才不得不改变立

场，正式承认：德国已成为非传统意义的现代移民国家。到２００８年，在德国的外国

人、外国移民（入籍的外国人）及其第二代、第三代的人口规模（所有具有外国背景的

人）达到了１４１１万，占德国总人口的比例高达１９％②。外国人在德国的大量增加，不
仅成为德国重要的人口现象，而且成为德国朝野日益关注的社会现象，越来越引起

德国乃至欧洲人口学界、社会学界的高度关注。但我国人口学和社会学界对此鲜有

研究，只有发表于１９９２年的《德国的外国人问题》、２００４年的《德国移民问题与无移

民政策的移民国家》、２０１０年的《德国移民问题的形成与治理》等少量论文。本文拟

运用人口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以２０１１年德国联邦统计局最新的人口普查资料和

外国人登记中心的外国人数据为依据，对在德国生活的外国人的规模、地理空间分

布、性别结构、年龄构成、国籍分类、出生国别、居留期限等问题进行初步研究③。

一、外国人的概念及外国人在德国的人口规模与比例

在当代社会中，是否是外国人，不仅是一个人口学命题，而且是一个政治学命

题。因为区分国民和外国人，主要是在政治学意义里使用的。从政治学的视角来

看，属于某一国家的国民通常拥有本国国籍，即拥有公民权。这样，所有不拥有该

国家国籍和公民权的人，在该国即被视为外国人。本文研究所指的“外国人”是指

所有不具有德国国籍的人。那些同时拥有德国国籍和其他一个或多个国家国籍的

人不被视为外国人，在官方的人口统计中，是被作为德国人计算的。基于此，在德

国生活的外国人的数量绝不能仅仅与外国移民的数量相提并论，尽管外国人的数

量与外国移民的数量通常都与时间要素有关，但二者又不相同。外国人数量的统

计通常与某一固定的时间点相关，如人口统计中的某一时间点（如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
日）；而外国移民的数量统计，是与居留的期限相关，通常居留期限３个月或１年以

上的，才称之为外国移民。因此，在德国的外国人的数量并不是跨越国境的人口迁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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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１．Ａｓｙ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ｕｓｌｎｄｉｓｃｈｅ　Ｂｅｖｌｋｅ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Ｎüｒｎｂｅｒｇ，２０１２，Ｓ．９８．
《德国的 外 国 人 有 多 少？》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ｂｌｏｇ＿３ｃ７ａｆｂ７ｆ０１００ｄｍｃｈ．ｈｔｍｌ，访 问 日 期：

２０１４－０８－０１．
限于篇幅，关于在德国的外国人的社会融入问题，将在另外的论文中再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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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简单结果，通常情况下，还与下列三个因素有关：外国人在德国出生（通常被称

之为第二代、第三代）、外国人在德国的死亡状况及归化入籍。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德国关于外国人数量与规模的统计，通常有联邦统计局和

联邦外国人登记中心两套数据。“在联邦统计局进行的外国人计算中，所有登记和

注销的外国人都被统计在内，而在外国人登记中心的统计中，只有在德国居住３个

月以上的外国人，才被统计在外国人的数据中。这就导致外国人登记中心关于外

国人的数量要低于联邦统计局的数量。外国人登记中心关于外国人的数据更能进

一步反映出外国人的具体国籍、外国人居留 期 限 和 居 留 状 况 等 更 细 致 的 差 别。”①

为了更明确地显示出２０１１年外国人数量规模的形成，我们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

联邦德国外国人的数量规模、所占比例、增减变化情况汇集成表１。

表１　联邦德国的人口总量、外国人数量、比例及变化一览表（１９５１－２０１１年）

年份 人口总量＊
外国人总量

（联邦统计局）
外国人比例

％

外国人总量

（外国人登记中心）
变化状况

％＊＊

１９５１　 ５０８０８９００　 ５０６０００　 １．０　 ５０６０００ －

１９６１　 ５６１７４８００　 ６８６２００　 １．２　 ６８６２００ ＋３５．６

１９７１　 ６１５０２５０３　 ３１８７８５７　 ５．２　 ３４３８７１１ ＋１６．４

１９８７　 ６１２３８０７９　 ４２８６４７２　 ７．０　 ４２４０５３２ －８．１

１９８８　 ６１７１５１０３　 ４６２３５２８　 ７．５　 ４４８９１０５ ＋７．９

１９８９　 ６２６７９０３５　 ５００７１６１　 ８．０　 ４８４５８８２ ＋８．３

１９９０　 ７９７５３２２７　 ５５８２３５７　 ７．０　 ５３４２５３２ ＋１１．５

１９９１　 ８０２７４５６４　 ６０６６７３０　 ７．６　 ５８８２２６７ ＋８．７

１９９２　 ８０９７４６３２　 ６６６９５６８　 ８．２　 ６４９５７９２ ＋９．９

１９９３　 ８１３３８０９３　 ６９７７４７６　 ８．６　 ６８７８１１７ ＋４．６

１９９４　 ８１５３８６０３　 ７１１７７４０　 ８．７　 ６９９０５１０ ＋２．０

１９９５　 ８１８１７４９９　 ７３４２７７９　 ９．０　 ７１７３８６６ ＋３．２

１９９６　 ８２０１２１６２　 ７４９１６５０　 ９．１　 ７３１４０４６ ＋２．０

１９９７　 ８２０５７３７９　 ７４１９００１　 ９．０　 ７３６５８３３ －１．０

１９９８　 ８２０３７０１１　 ７３０８４７７　 ８．９　 ７３１９５９３ －１．５

１９９９　 ８２１６３４７５　 ７３３６１１１　 ８．９　 ７３４３５９１ ＋０．４

２０００　 ８２２５９５４０　 ７２６７５６８　 ８．９　 ７２９６８１７ －０．９

２００１　 ８２４４０３０９　 ７３１８２６３　 ８．９　 ７３１８２６３ ＋０．７

２００２　 ８２５３６６８０　 ７３４７９５１　 ８．９　 ７３３５５９２ ＋０．４

２００３　 ８２５３１６７１　 ７３４１８２０　 ８．９　 ７３３４７６５ －０．１

２００４　 ８２５００８４９　 ７２８９９７９　 ８．８　 ６７１７１１５ －０．７

９６

①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１．Ａｓｙ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ｕｓｌｎｄｉｓｃｈｅ　Ｂｅｖｌｋｅ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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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年份 人口总量
外国人总量

（联邦统计局）
外国人比例

％

外国人总量

（外国人登记中心）
变化状况

％

２００５　 ８２４３７９９５　 ７２８９１４９　 ８．８　 ６７５５８１１ －０．０

２００６　 ８２３１４９０６　 ７２５５９４９　 ８．８　 ６７５１００２ －０．５

２００７　 ８２２１７８３７　 ７２５７０２８　 ８．８　 ６７４４８７９ ＋０．０

２００８　 ８２００２３５６　 ７１８５８６０　 ８．８　 ６７２７６１８ －１．０

２００９　 ８１８０２２５７　 ７１３０９１９　 ８．７　 ６６９４７７６ －０．８

２０１０　 ８１７５１６０２　 ７１９８９４６　 ８．８　 ６７５３６２１ ＋１．０

２０１１＊＊＊ ８１８３０８３９　 ７３６９９０９　 ９．０　 ６９３０８９６ ＋２．４

　　　　注：＊１９７１年的人口 总 量 截 止 到９月３０日，１９８７年 以 后，人 口 总 量 的 截 止 日 期 都 是１２月３１日；
＊＊增减比例数值都是与上一年比较而得到的数据，但１９７１年的增减比例是与１９６１年相比，１９６１年的增

减比例是与１９５１年相比；＊＊＊２０１１年的人口统计的截止日期是９月３０日。

　　数 据 来 源：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１．Ａｓｙ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ｕｓｌｎｄｉｓｃｈｅ　Ｂｅｖｌｋｅ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Ｎüｒｎｂｅｒｇ，２０１２，Ｓ．９８．

从上表联邦统计局的人口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德国人口与外国人人口的如下特点：

第一，从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１１年，德 国 的 人 口 总 量 尽 管 有 所 波 动，但 一 直 稳 定 在

８１００万到８２００万之间，期间经历了从８１００万到８２００万、再回到８１００万的历程，

从１９９５年的８１８１．７万达到２００２年的８２５３．６万，成为战后德国史上人口总量的

最高纪录，随后，人口总量在波动中下降，到２０１１年再次回到了８１８３万。

第二，外国人总量的发展过程呈现出与德国人口总量同样的特征：外国人总量

波动，但一直稳定在７２０万到７３０万之间，期间经历了从１９９５年的７３４．２万下降

到２００９年的７１９．８万（这是德国１９９５年以后外国人总量的最低纪录），再上升到

２０１１年的７３６．９万的发展历程。

第三，与德国的人口总量、外国人总量的变动特征相适应，外国人占德国总人

口的比例一直稳定在９％左右。从１９９５年的９％上升到１９９６年的９．１％，随后持

续下降，到２００９年进一步下降到８．７％，这也是１９９５年以后，外国人所占比例的最

低值。２０１０年反弹上升，到２０１１年达到９％，重新恢复到１９９５年的水平。

总之，截止到２０１１年９月３０日，德国的外国人规模已达到７３６．９９万人，占德

国总人口（８１８３．０４万）的９％①。如果以外国人占全国总人口的７％作为现代移民

国家的最低标准的话，那么，德国已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转变为非传统意义上

的现代移民国家。

９７

①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１．Ａｓｙ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ｕｓｌｎｄｉｓｃｈｅ　Ｂｅｖｌｋｅ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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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国人在德国的地理分布和性别结构、年龄构成

１．外国人在德国的地理分布统计及其分析

从人口学的视角来看，外国人在德国的地理空间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外国人

在德国的地理空间分布一般受如下三个基本因素的影响：

一是移民传统因素。属于联邦德国西部地区的原西德，从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６８年，

出于战后经济、社 会 恢 复 重 建 与 发 展 对 劳 动 力 的 需 求，“１９５５年 联 邦 德 国 与 意 大

利、１９６０年与西班牙和希腊签署了引进 劳 工 的 协 议，１９６１年 与 土 耳 其、１９６４年 与

葡萄牙、１９６８年与南斯拉夫、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年两次与摩洛哥、１９６５年与突尼斯签署引

进劳工的协议。据德国移民与难民局不完全统计，大约有１５００万外国劳工来到了

西德。”①另外，还陆续接收了数以万计 的 来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难 民。属 于 联 邦 德 国 东

部地区的原东德，尽管也实施了引进外国劳工的政策，但只接受来自原社会主义国

家如苏联、匈牙利、波兰、越南、捷克、南斯拉夫、古巴及其他少数国家的劳工、难民，

而且数量较少，截止到１９８９年只有１９．１２万人②。在两个德国重新统一以后，受移

民传统因素的影响，外国人的地理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东西部地区差异。

二是经济发展因素。一般说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德国西部地区，对劳动力

的需求就更多、更强烈，外国人的聚集就会较多；反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东部地

区，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少，外国人的工作机会随之降低，外国人的聚集居留就会较

少。这是影响外国人在德国的地理分布的关键因素。

三是移民网络因素。按照现代移民网络理论③，众多移民一旦聚集在一起，就

会基于地缘或血缘关系，产生出有利于他们生存与发展的移民网络，这一移民网络

不仅紧密联系着已经在移民国生存的移民，而且会与移民的来源地建立紧密的网

式结构或链式结构，由此带动更多的移民进入移民国。这一理论框架也同样适应

于分析联邦德国的外国人分布。受移民网络因素的影响，联邦德国的西部地区移

民网络发达，可以为后续外国移民提供更多的生存支撑，由此吸引了更多的外国移

民前往；而联邦德国的东部地区移民网络欠发达，无法提供有力的生存支撑，由此

导致外国移民进入东部地区的减少。联邦德国的外国人地理分布状况，明显反映

出东西部地区差异的这一特征。

由于受以上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联邦德国的外国人在各州的分布存在明显差

异（参见表２）。

９８

①

②

③

Ｋｌａｕｓ　Ｊ．Ｂａｄｅ／Ｊｏｃｈｅｎ　Ｏｌｔｍｅｒ，Ｎｏｒｍａｌｆａｌ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ａｄｅｒｂｏｒｎ：Ｂｏｎｉｆａｔｉｕｓ　Ｄｒｕｃｋ　Ｂｕｃｈ　Ｖｅｒｌａｇｅ，

２００２，Ｓ．７０－７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１９９０，Ｈ．８，Ｓ．５４４．
李竟能编著：《现代西方人口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９月版，第１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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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联邦德国各州外国人地理分布及所占比例一览表（２０１１年）

州名 外国人比例（％） 州名 外国人比例（％）

联邦德国西部各州 莱茵兰－法尔茨州 ７．９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 ５．２ 萨尔州 ８．６

汉堡州 １３．７ 联邦德国东部各州

下萨克森州 ６．９ 图林根州 ２．３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１０．５ 萨克森州 ２．８

不来梅州 １２．６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１．９

黑森州 １１．４ 勃兰登堡州 ２．８

巴登－符腾堡州 １２．１ 柏林州 １４＊

巴伐利亚州 ９．８ 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 ２．５

　　　　注：＊这一数据已涵盖了在柏林（包括东柏林和西柏林）的所有外国人。
数据来源：作者依据德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制作。

由表２可见，外国人在德国各州的地理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东西部地区差异：

西部地区在５．２％－１３．７％之间，而东部地区除柏林外，均没有超过３％。需要进

一步说明的是，柏林的外国人比例高达１４％，是因为包含了东柏林和西柏林，特别

是原西柏林拥有较高的外国人比例。所以，到２０１１年，地处东部地区的柏林依然

拥有较高的外国人比例。

２．外国人在德国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统计与分析

如果与德国人口统计局的人口统计数据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德国的外国人

登记中心关于外国人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数据更为详细。在这里，我们使用德

国外国人登记中心关于外国人的数据，进行研究和分析。２０１１年德国外国人的性

别结构、年龄结构情况见下表。

表３　外国人在德国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情况一览表（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年龄组 外国人总量 其中男性 其中女性 男性比例 各年龄组比例

５岁以下 １３２２１０　 ６７９５４　 ６４２５６　 ５１．４％ １．９％

５岁到１０岁以下 １７２５９５　 ８９４３９　 ８３１５６　 ５１．８％ ２．５％

１０岁到１５岁以下 ３０１４２６　 １５４７５０　 １４６６７６　 ５１．３％ ４．３％

１５岁到２０岁以下 ３８７６１７　 ２０１１４５　 １８６４７２　 ５１．９％ ５．６％

２０岁到２５岁以下 ５２９１２２　 ２６９４７２　 ２５９６５０　 ５０．９％ ７．６％

２５岁到３０岁以下 ６７２０３０　 ３３２３８９　 ３３９６４１　 ４９．５％ ９．７％

３０岁到３５岁以下 ７８９６６６　 ３９１０７６　 ３９８５９０　 ４９．５％ １１．４％

３５岁到４０岁以下 ７９２９３７　 ３９８２６３　 ３９４６７４　 ５０．２％ １１．４％

４０岁到４５岁以下 ７０６１４４　 ３６５６６９　 ３４０４７５　 ５１．８％ １０．２％

４５岁到５０岁以下 ５８８３４９　 ３１８４４３　 ２６９９０６　 ５４．１％ ８．５％

５０岁到５５岁以下 ４３９５０５　 ２３１９０１　 ２０７６０４　 ５２．８％ ６．３％

５５岁到６０岁以下 ３８１４２０　 １８１６５５　 １９９７６５　 ４７．６％ ５．５％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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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年龄组 外国人总量 其中男性 其中女性 男性比例 各年龄组比例

６０岁到６５岁以下 ３７６２０４　 １８２９３９　 １９３２６５　 ４８．６％ ５．４％

６５岁及以上 ６６１６７１　 ３６２３２４　 ２９９３４７　 ５４．８％ ９．５％

总数 ６９３０８９６　 ３５４７４１９　 ３３８３４７７　 ５１．２％ １００％＊

　　　　注：＊由于四舍五入原因，各年龄组比例相加与１００％有微小出入。
数据 来 源：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１．Ａｓｙ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ｕｓｌｎｄｉｓｃｈｅ　Ｂｅｖｌｋｅ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Ｎüｒｎｂｅｒｇ，２０１２，Ｓ．１０１；其他数据由作者根据

德国联邦统计局和外国人登记中心的数据制作。

从表３的数据可以看出：

第一，外国人的性别结构合理，性别比①正常。截止到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 总 数

６９３０８９６名外国人中，男性３５４７４１９人，女性３３８３４７７人，男性性别比５１．２％，女性

性别比是４８．８％。性别比接近于自然的正常范围内。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欧

洲主要国家法国和德国主要引进男性劳动力，从而造成外国人口中的男女性别比

严重失调，仅以法国为例，在法国生活的外国人的男女性别比是：葡萄牙移民男女

比例是５∶１，阿尔及利亚人是１２∶１，突尼斯和摩洛哥人是３０∶１，波兰人是２０∶１，南

斯拉夫人是４０∶１②。德国也不例外。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大量移

民男性的回迁和家庭团聚政策的实施，作为移民家属的众多女性进入联邦德国，于
是，外国人的男女性别比逐渐走向平衡。

第二，１５岁以下年龄组的外国人人口比例偏低。１５岁以下年龄组的外国人仅占

外国人人口总量的８．７％，这在５岁以下年龄组的外国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仅占外

国人人口总量的１．９％。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自２０００年起，德国政府实施了

新的《国籍法》。依据新国籍法，在德国长期居住的、与德国人结婚的外国居民所生子

女，将自动获得德国国籍，而移民在德国居住８年后，也可以申请归化加入德籍。新

法案中最重要的是没有要求申请归化德籍人士放弃他们原来的出生国国籍，此项规

定令大部分申请者毋须经过复杂的归化程序，即可获得德国国籍③。这样，大量在德

国出生的外国儿童直接或间接获得了德国国籍，从而在外国人的统计中消失，由此造

成１５岁以下年龄组的外国人人口比例偏低。

第三，在德国的外国人人口老龄化趋势严重。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如果一个

国家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１０％或者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１００

①

②

③

性别比是指同一年龄组内每１００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正常值为１０４－１０７。

Ｋｌａｕｓ　Ｊ．Ｂａｄｅ，Ｅｕｒｏｐａ　ｉｎ　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ｍ　ｓｐｔｅｎ　１８．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　ｂｉｓ　ｚｕｒ　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
Ｍüｎｃｈｅｎ：Ｃ．Ｈ．Ｂｅｃｋ，２００２，Ｓ．３４４．

德国《国籍法》，１９１３年７月２２日（帝国公报，第５８３页）颁布，联邦公报第３册第１０２－１分部公布校勘

版，１９９９年７月１５日根据《国籍法修订法》作最后一次修改（联邦公报，第１册第１６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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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而在德国的６０岁及以上的外

国人口数量已达到１００多万，占外国人人口总量的１４．９％，６５岁以上的外国人口也

已占外国人口总量的９．５％。由此可见，在德国的外国人人口老龄化现象十分严重。

三、在德国的外国人的国别、出生地、居留期限的统计与分析

从一般法律意义而言，出生地与国籍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注重出生地原则的

国家，出生在某个国家，就意味着获得某个国家的国籍。如果迁移到他国，则其在

这个国家居留期限的长短与其能否实现社会融合，乃至获得这个国家的国籍密切

相关。由此可见，出生地、国籍与居留期限是相互紧密联系的三个概念。

１．外国人的国别与区域统计与分析

从德国二战以后移民历史进程来看，德国政府与土耳其、意大利、波兰、希腊等

国政府都曾签署过引进外国劳工的协议，其中土耳其的客籍劳工的规模最为庞大，

而且居留在德国的土耳其人数也最多。截止到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依据德国外国

人登记中心的外国人数据，在德国的外国人国籍及人数情况见表４：

表４　外国人的国籍及数量一览表（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国别 数量 国别 数量

土耳其 １６０７１６１ 克罗地亚 ２２３０１４

意大利 ５２０１５９ 俄罗斯 １９５３１０

波兰 ４６８４８１ 欧盟国家（意大利、波兰、希腊除外） １３２５９０７

希腊 ２８３６８４ 其他国家 ２３０７１８０

　　　　数 据 来 源：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１．Ａｓｙ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ｕｓｌｎｄｉｓｃｈｅ　Ｂｅｖｌｋｅ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Ｎüｒｎｂｅｒｇ，２０１２，Ｓ．１０３；其 他 数 据 由 作 者 根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和外国人登记中心的数据制作。

如果按照在德国的外国人是否属于欧盟成员国来对外国人及人数进行分类的

话，那么，依据德国外国人登记中心的外国人数据，则形成表５：

表５　外国人的欧盟成员国国籍及其他第三国国籍、数量一览表（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国别 数量 比例 备注

欧盟老成员国（１４个） １６４７７０９　 ２３．８％

欧盟新成员国（１０个） ６９７４１１　 １０．１％ （从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起）

欧洲最新成员国（２个） ２５３１１１　 ３．７％ （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

第三国 ４３３２６６５　 ６２．５％ 包含所有其他国家

总数 ６９３０８９６　 １００％＊

　　　　注：＊由于四舍五入原因，此栏比例相加与１００％略有出入。
数据 来 源：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１．Ａｓｙ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ｕｓｌｎｄｉｓｃｈｅ　Ｂｅｖｌｋｅ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Ｎüｒｎｂｅｒｇ，２０１２，Ｓ．１０４；其 他 数 据 由 作 者 根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和外国人登记中心的数据制作。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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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４和表５可以看出：

第一、从单一国别的视角 来 看，土 耳 其、意 大 利、波 兰、希 腊、克 罗 地 亚、俄 罗

斯已成为德国的外国人的 主 要 来 源 国，其 中 土 耳 其 人 是 最 大 的 外 来 族 群。数 据

表明，在德国生活的６９３万 名 外 国 人 中，仅 土 耳 其 一 国 的 国 民 就 有１６０．７万 之

多，占外国人总数的２３．２％；意 大 利 人 以５２万 位 于 外 来 族 群 的 第 二 位，占 外 国

总人口的７．５％；波兰人以４６．８万人，位居外 来 族 群 的 第 三 位，占 外 国 总 人 口 的

６．８％。

第二、从欧盟成员 国 的 视 角 来 看，德 国 境 内 的 外 国 人 主 要 来 自 欧 盟 成 员 国。
“在总数６９３万外国人中，属 于 欧 盟 成 员 国 的 公 民 达２６０万 人，占 外 国 人 总 量 的

３７．５％。从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起，伴随着欧 盟 东 扩，属 于 波 兰、捷 克、斯 洛 伐 克、斯

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马耳他的外国公民大约有１７０万。２００４
年到２００７年，伴随着罗马尼亚和保加 利 亚 加 入 欧 盟，又 有 大 约９５万 欧 盟 成 员 国

的公民进入德国。”①从区 域 的 视 角 来 看，由 于 土 耳 其 也 是 欧 盟 入 盟 候 选 国，来 自

欧盟 成 员 国 和 候 选 国 的 国 民 有４２０．５３万 人，占 德 国 境 内 的 外 国 人 总 量 的

６０．６８％。这也就是说，德国 境 内 的 外 国 人 主 要 是 欧 盟 成 员 国 和 候 选 国 的 公 民，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公民仅占外国人总量的不足４０％。

２．外国人出生地的统计与分析

从德国国籍法的视角来看，出生地和血统是与国籍紧密关联的两个因素。在

德国，２０００年以前的国籍法主要实行血统原则，只有具有日耳曼血统的人才能获

得德国国籍。为此，两个 德 国 统 一 以 后，来 自 原 东 欧 国 家、具 有 日 耳 曼 血 统 的 约

２００多万外国人，自动获得了德国国 籍。２０００年 实 施 新 的 国 籍 法 以 后，符 合 相 关

条件的、在德国出生的外国人可 自 动 获 得 德 国 国 籍。在 这 种 背 景 下，就 有 必 要 对

德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出生地，进 行 统 计、分 类 和 分 析。德 国 外 国 人 登 记 中 心 有 关

外国人出生地的相关数据，见表６。

表６　德国五个主要外来族群的外国人的出生地及其比例一览表（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国别 在德国出生 比例 在外国出生 比例 总数

土耳其 ５１４２８３　 ３２．０％ １０９２８７８　 ６８．０％ １６０７１６１

意大利 １５６６４４　 ３０．１％ ３６３５１５　 ６９．９％ ５２０１５９

波兰 １７４７５　 ３．７％ ４５１００６　 ９６．３％ ４６８４８１

希腊 ７５９５７　 ２６．８％ ２０７７２７　 ７３．２％ ２８３６８４

克罗地亚 ４９６６４　 ２２．３％ １７３３５０　 ７７．７％ ２２３０１４

１０２

①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１．Ａｓｙ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ｕｓｌｎｄｉｓｃｈｅ　Ｂｅｖｌｋｅ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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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

国别 在德国出生 比例 在外国出生 比例 总数

其他国家 ４５２１９２　 １１．８％ ３３７６２０５　 ８８．２％ ３８２８３９７

合计 １２６６２１５　 １８．３％ ５６６４６８１　 ８１．７％ ６９３０８９６

　　　　数 据 来 源：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１．Ａｓｙ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ｕｓｌｎｄｉｓｃｈｅ　Ｂｅｖｌｋｅ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Ｎüｒｎｂｅｒｇ，２０１２，Ｓ．１０８；其 他 数 据 由 作 者 根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和外国人登记中心的数据制作。

表６的数据表明：

第一、在德国生活的６９３万名外国人中，有８１．７％即５６６．４万人是在外国出生

的，是经过跨越国境线的人口迁移才进入德国的。从德国战后移民的历史进程来

看，外国移民主要通过如下三种形式合法进入德国：工作移民、家庭团聚和难 民。

其中工作移民和家庭团聚是合法移民的主要形式，这从德国主要的外来族群———

土耳其人和意大利人的构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上述两大族群的形成与德

国政府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实施的招募客籍工人政策及７０年代实施的家庭团聚政

策紧密相关。

第二、德国拒斥的入籍政策，将在德国长期生活的绝大多数外国人排斥在加入

德国国籍的范围之外。２０００年以前的德国国籍法注重血统 原 则，因 此，绝 大 多 数

并不具有德国血统、但在德国长期工作和生活、通晓德语、并已成为德国常住人口

重要组成部分的外国人如土耳其人，无法加入德国国籍。而来自原东欧国家、并不

通晓德语、并不熟悉德国文化、但具有日耳曼血统的回迁者，却自动地获得了德国

国籍。这就出现了巴德（Ｋｌａｕｓ　Ｊ．Ｂａｄｅ）教授所说的那种“从小居住在德国，通晓德

语和德国文化、但不拥有德国国籍的土耳其人和从小居住在外国、不懂得德语和德

国文化、但拥有德国国籍的德国人”①的滑稽场面。直到２０００年德国政府实施新国

籍法（同时注重出生地原则）、特别是２００５年实施移民法，承认德国是一个非传统

意义的现代移民国家以后，外国人入籍困难的状况才逐渐得以改变。

第三、不同族群的外国人口在德国出生的比例由高到低的变化，折射着不同族

群在德国的移民历史进程。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德国几个较大的外国族群，就会发

现，３２％的土耳其人出生在德国，位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意大利人（３０．１％）和希

腊人（２６．８％）。上述三个族群的形成都是与德国政府实施招募外国劳工的政策息

息相关。他们之中有不少是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尽管在德国出生，但并没有加入

德国国籍，这也意味着上述三个族群在德国有着长久的移民历史。与上述三个族

群在德国出生人口比例较高不同的是，在总数４５．１万的波兰人中，只有３．７％在德

１０３

① Ｋｌａｕｓ　Ｊ．Ｂａｄ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Ｉｌｌｅｇａｌｉｔａｅｔ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Ｏｓｎａｂｒüｃｋ：ＩＭＩＳ，２００１，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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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出生，这就意味着在德国的波兰人多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冷战结束后，作为年轻的

移民从波兰迁移到德国的，因此，在德国的波兰人只有较短的移民历史①。

３．外国人居留期限的统计与分析

正如上文所述，德国的外 国 人 登 记 中 心 只 登 记 居 留 期 限 在３个 月 以 上 的 外

国人，而获得３个月以下短期有效签证和居留期限出入 德 国 的 外 国 人，并 不 在 常

驻的外国人口的统计范围。要 考 证 在 德 国 的 外 国 人 在 德 居 留 时 间 的 长 短，就 必

须以外国人登记中心的数 据 为 准。毫 无 疑 问，不 同 的 外 来 族 群 由 于 多 种 原 因 而

居留时间有所不同。具有不同国家国籍的外国人在 德 国 居 留 时 间 的 统 计 情 况 见

表７：

表７　主要国家及外国人的居留期限一览表（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外国人

的国籍

人数

（千人）

居留时间的长短及人数（年／千人）

１年

以下

１－４
年

４－６
年

６－８
年

８－１０
年

１０－１５
年

１５－２０
年

２０－２５
年

２５－３０
年

３０年

以上

平均居

留时间

（年）

土耳其 １６０７．０　１４．３　 ３７．８　 ２７．７　 ４１．８　 ５５．９　１９４．９　２５５．９　２３３．３　１０５．２　６４０．４　２４．８

意大利 ５２０．２　１０．０　 １９．１　 ９．３　 ９．１　 １１．１　 ４５．９　 ５４．０　 ５７．２　 ４５．３　２５９．０　２８．４

波兰 ４６８．５　５８．６　 ８５．２　 ６５．５　 ５８．３　 ３０．９　 ５６．４　 ４３．４　 ４１．５　 １５．５　 １３．３　 ９．７

希腊 ２８３．７　 ９．７　 ９．９　 ４．４　 ４．７　 ６．７　 ２５．７　 ３３．１　 ４６．８　 １６．０　１２６．７　２７．１

克罗地亚 ２２３．０　 ２．４　 ４．９　 ２．７　 ３．４　 ４．８　 １３．８　 ３１．８　 ２７．５　 １２．５　１１９．１　２９．１

塞尔维亚 １９８．０　 ７．０　 １２．１　 ６．６　 ６．６　 ７．０　 ３２．４　 ４１．２　 ２５．８　 ５．８　 ５３．５　 ２０．９

俄罗斯 １９５．３　１０．６　 ２２．８　 １５．１　 ２７．５　 ３５．９　 ５９．４　 １９．５　 ３．８　 ０．３　 ０．５　 ９．２

奥地利 １７５．９　 ４．８　 １３．２　 ７．２　 ５．９　 ６．０　 １５．０　 １１．８　 １３．６　 １１．０　 ８７．４　 ２８．０

罗马尼亚 １５９．２　３６．２　 ５２．７　 １７．２　 ９．２　 ９．３　 １４．４　 １０．５　 ８．３　 ０．８　 ０．７　 ６．０

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

１５３．４　 ２．６　 ５．０　 ３．２　 ３．８　 ４．５　 １１．２　 ６３．４　 １５．５　 ４．６　 ３９．６　 ２２．２

其他国家 － － － － － － － － － － － －

总　计 ６９３０．９　３９５．４　７２０．３　３７０．０　３８３．０　４１０．８　９５１．９　９２２．６　７１０．５　３２０．２　１７４５．９　１９．０

　　　　数 据 来 源：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１．Ａｓｙ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ｕｓｌｎｄｉｓｃｈｅ　Ｂｅｖｌｋｅ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Ｎüｒｎｂｅｒｇ，Ｓ．１０６；其他数据由作者根 据 德 国

联邦统计局和外国人登记中心的数据制作。

表７的数据表明：

第一、外国人在德国的平均居留时间已达１９年。“在所有登记的外国人中，有

４０．１％、即２８０万人在德国已居住了２０年及更长的时间，有５３．４％、即３７０万人在德

国已居住了１５年及以上的时间，有６７．１％、即４７０万人在德国已居住了１０年及更长

１０４

①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１．Ａｓｙ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ｕｓｌｎｄｉｓｃｈｅ　Ｂｅｖｌｋｅ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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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①毫无疑问，数以百万计的外国人已成为德国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在德国居留时间的长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人具体的所属国家的

国籍。“有９１．８％的克罗地亚 人、８９％的 土 耳 其 人、８８．７％的 意 大 利 人、８７．５％的

希腊人、８２．７％的斯洛维尼亚人、７３．６％的西班牙人，已经在德国居留了１０年以上

的时间。……与此相反的是，有７８．３％的罗马尼亚人、６３．７％的波兰人和５５．６％
的巴基斯坦人，是最近这些年才迁移到德国的，他们在德国的居留时间在１０年以

下甚至更短。”②由此可见，外国人在德国居留时间的长短与其国籍紧密相关。

四、结　论

通过上述人口学的统计和人口社会学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从人口学的意义上看，德国已完成从典型意义上的传统民族国家到非传

统意义上的现代移民国家的转变。从民族国家产生的历史来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

国家最早就产生在１４世纪的欧洲、特别是西欧。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尽管

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境内，都有数以万计的外来移民，但与传统移民国家（外国人

口占绝大多数）如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相比，它们依然都是传统的民族国家。但

伴随着战后世界各地的大量外国移民进入欧洲国家，外国人口所占比例逐渐上升，

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到２１世纪初，在

西欧国家中，外国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在７％－２９．８％不等，这还不包括已加入西欧国

家国籍的外国人、非法移民等。正因为如此，欧洲学术界和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承认

和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即已从传统民族国家转变为非传统意义上的现代移民国家

（外国人口达到全国总人口的７％及以上）。但德国历届政府一直到２００５年都拒绝

承认德国作为现代移民国家的事实，认为外国人在德国的大量存在，只是“客居”德

国而已。直到２００５年实施移民法以后，德国政府才承认德国已成为现代移民国家。

从人口学的意义上看，７３７万的外国人，已是德国常住人口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且占

德国总人口的９％，如果再考虑已加入德国国籍的外国人和非法移民的数量，总数当

在１４００万左右。毫无疑问，德国已成为非传统意义上的现代移民国家。

第二、从地理空间分布、性别比和年龄结构来看，在德国的外国人地理空间分布

不均衡，外国人的性别比正常，其年龄结构年轻化，但也显示出老龄化的典型特征。

就空间分布来说，外国人在德国的地理空间的分布数据表明，他们绝大多数聚集在德

国的西部地区，而生活在德国东部地区的外国人人数较少，呈现出典型的东西部二元

１０５

①

②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１．Ａｓｙ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ｕｓｌｎｄｉｓｃｈｅ　Ｂｅｖｌｋｅ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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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地区差异。就性别比而言，男性略高于女性，在正常的范围内。除了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后德国政府实施家庭团聚政策，矫正了男性比偏高的因素以外，外国移民、

特别是以土耳其为代表的穆斯林移民鼓励生育，从而自然生育子女较多，也是导致性

别比正常的重要因素。就年龄结构来看，与本土德国人相比，外国人的年龄结构还是

相对年轻的。２０岁到５５岁的年轻劳动力人口占外国人总数的６５．１％。另外，２０１１
年外国人的平均年龄是３９．４岁①，如果把一出生就已经获得德国国籍的儿童也考虑

在内，外国人的平均年龄就更加年轻。但老龄化的特征也已显现出来，６０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已占外国人总数的１４．９％，远高于人口老龄化的最低标准。

第三、外国人的国别统计表明，土耳其族群已成为德国境内最大的外国族群；

外国人的出生地的统计显示，有８１．７％的外国人在国外出生。从外国人的国籍来

看，在德国居留的外国人族群位居前五名的是：土耳其、意大利、波兰、希腊和克罗

地亚，特别是信奉 伊 斯 兰 教 的 穆 斯 林 移 民 群 体———土 耳 其 人，以 占 外 国 人 总 数 的

２３．２％高居榜首。从外国人的出生地来看，只有１８．３％的 外 国 人 在 德 国 出 生，在

外国出生的外国人总人数高达５６６．４７万，这表明，在德国境内的外国人绝大多数

是通过跨越国境的国际迁移留居德国的。

第四、不同国家的外国人在德居留时间的不同，不仅反映着德国政府实施移民

政策的历史轨迹，而且凸显着深刻的冷战时代与后冷战时代的国际背景。之所以

在德国的土耳其人、西班牙人、克罗地亚人、希腊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在德国居留的

平均时间在２０．９年到２８．４年不等，远长于其他东欧国家的外国人如波兰人、俄罗

斯人、罗马尼亚人，原因就在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６０年代、７０年代德国政府实施的针

对上述国家（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除外）的招募外国劳工政策、随后的家庭团聚政

策以及在德国出生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后裔增多所致②。而波兰人、俄罗斯人、

罗马尼亚人之所以在德居留时间较短（波兰人平均居留时间为９．７年，俄罗斯人为

９．２年，罗马尼亚人为６年），是因为冷战时期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合法移

民（除了难民申请以外，因为受冷战思维的影响，难民申请者通常被看作是反抗社

会主义制度的英雄，以政治难民的身份被接纳）是被禁止的③，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冷战结束以后，来自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才被允许合法移民德国。这就是

原东欧国家的外国人在德国居留时间较短的直接原因。

责任编辑：伍慧萍

１０６

①

②

③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１．Ａｓｙ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ｕｓｌｎｄｉｓｃｈｅ　Ｂｅｖｌｋｅ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１０１．
同上。

Ｋｌａｕｓ　Ｊ．Ｂａｄｅ，Ｅｕｒｏｐａ　ｉｎ　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ｍ　ｓｐｔｅｎ１８　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　ｂｉｓ　ｚｕｒ　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Ｓ．
３７９．



ＩＮＨＡＬＴＳＡＮＧＡＢＥ

Ｇｅｓｅｔｚｇｅｂｕｎｇ　ｆüｒ　Ｇｅｈｅｉｍｎｉｓｓｃｈｕｔｚ　ｖｏｎ　Ｕｎｔｅｒｎｅｈｍｅｎ　ｉｎ　ｄｅｒ　ＥＵ　ｕｎｄ　ｉｈｒｅ　Ａｎｒｅｇｕｎｇ
Ｓｕｎ　Ｙｉｗｕ

Ａｌｓ　Ｅｒｆｏｒｄｅｒｎｉｓ　ｄｅｓ　ｇｅｍｅｉｎｓａｍｅｎ　ＥＵ－Ｍａｒｋｔｓ　ｕｎｄ　ｄｅ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ｌｉｔｉｋ　ｗｉｒｄ
ｄｕｒｃｈ　ｄｉｅ ?Ｒｉｃｈｔｌｉｎｉｅüｂｅｒ　ｄｅｎ　Ｓｃｈｕｔｚ　ｖｅｒｔｒａｕｌｉｃｈｅｎ　Ｋｎｏｗ－ｈｏｗｓ　ｕｎｄ　ｖｅｒｔｒａｕｌｉｃｈｅｒ
Ｇｅｓｃｈｆｔ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ｅｓｃｈｆｔｓｇｅｈｅｉｍｎｉｓｓｅ）ｇｅｇｅｎ　ｉｈｒｅｎ　ｕｎｒｅｃｈｔｍｉｇｅｎ　Ｅｒｗｅｒｂ，
Ｖｅｒｗｅｎｄｕｎｇ　ｕｎｄ　Ｗｅｉｔｅｒｇａｂｅ“（Ｖｏｒｓｃｈｌａｇ）ｄｅｒ　Ｅｕｒｏｐｉｓｃｈｅｎ　Ｋ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ｖｅｒｓｕｃｈｔ，ａｕｆ
ｄｅｒ　ＥＵ－Ｅｂｅｎｅ　ｄｅｎ　Ｓｃｈｕｔｚ　ｄｅｒ　Ｇｅｓｃｈｆｔｓｇｅｈｅｉｍｎｉｓｓｅ　ｚｕ　ｋｏｏｒｄｉｎｉｅｒｅｎ　ｓｏｗｉｅ　ｄｉｅ
Ｄｅｆｉｎｉｅｒｕｎｇ　ｄｅｒ　Ｇｅｓｃｈｆｔｓｇｅｈｅｉｍｎｉｓｓｅ　ｕｎｄ　Ｓｔｒａｆｔａｔｅｎ　ｚｕ　ｖｅｒｅｉｎｈｅｉｔｌｉｃｈｅｎ．Ｄａｂｅｉ　ｗｉｒｄ
ａｕｃｈ　ａｕｆｇｅｆｏｒｄｅｒｔ，ｄａｓｓ　ｄｉｅ　Ｍｉｔｇｌｉｅｄｓｔａａｔｅｎ　ｇｅｍｅｉｎｓａｍｅ　Ｈｉｌｆｓｍａｎａｈｍｅｎ　ｕｎｄ　Ｋｏｒｒｅｋ－
ｔｕｒｖｅｒｆａｈｒｅｎ　ｅｎｔｗｉｃｋｅｌｎ．Ｄｉｅ　Ｇｅｓｅｔｚｇｅｂｕｎｇ　ｆüｒ　Ｇｅｓｃｈｆｔｓｇｅｈｅｉｍｎｉｓｓｃｈｕｔｚ　ｓｔｅｌｌｔ　ｅｉｎ
Ｂｅｉｓｐｉｅｌ　ｄｅｓ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ｚｕｒ　Ｆｒｄｅｒｕｎｇ　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　Ｋ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ｍ　Ｓｃｈｕｔｚ　ｖｏｎ
Ｇｅｓｃｈｆｔｓｇｅｈｅｉｍｎｉｓｓｅｎ　ｄａｒ．Ｃｈｉｎａ　ｓｏｌｌ　ｖｏｎ　ｄｅｎ　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ｅｎ　ｄｅｒ　ＥＵ　ｌｅｒｎｅｎ，ｕｍ　ｄａｓ　ｃｈｉ－
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Ｇｅｓｅｔｚ　ｇｅｇｅｎ　ｕｎｌａｕｔｅｒｅｎ　Ｗｅｔｔｂｅｗｅｒｂ“ｚｕüｂ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ｅｎ　ｕｎｄ　ｄａｓ　Ｇｅｓｅｔｚｓｙｓｔｅｍ
ｆüｒ　Ｇｅｓｃｈｆｔｓｇｅｈｅｉｍｎｉｓｓｃｈｕｔｚ　ｚｕ　ｖｅｒｂｅｓｓｅｒｎ．

Ｅｉｎｅ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ｓｏｚｉ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ｄｅｒ　Ａｕｓｌｎｄｅｒ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Ｓｏｎｇ　Ｑｕａｎｃｈｅｎｇ

Ｎａｃｈ　ｄｅｎ　Ａｎｇａｂｅｎ　ｄｅ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ｓ　ｗｏｈｎｔｅｎ　ｂｉｓ　２０１１　７．３６９．９００Ａｕｓｌｎｄｅｒ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ｉｅ　ｎａｈｍｅｎ　ｅｉｎｅｎ　Ａｎｔｅｉｌ　ｖｏｎ　９％ｉｎ　ｄｅｒ　ｇｅｓａｍｔｅｎ　Ｂｅｖｌｋｅｒｕｎｇ　Ｄｅｕｔｓｃｈ－
ｌａｎｄｓ　ｖｏｎ　８１，８３Ｍｉｏ．ｅｉｎ．Ｄａｓ　ｚｅｉｇｔ，ｄａｓ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ｂｅｒｅｉｔｓ　ｅｉｎ　Ｅｉｎｗａｎｄｅｒｕｎｇｓｌａｎｄ　ｉｍ
ｎｉｃｈ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ｅｌｌｅｎ　Ｓｉｎｎｅ　ｇｅｗｏｒｄｅｎ　ｉｓｔ．Ｉｎ　ｄｅ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ｎ　Ｖｅｒｔｅｉｌｕｎｇ　ｄｅｒ　Ａｕｓｌｎｄｅｒ
ｉｍ　Ｂｕｎｄｅｓｇｅｂｉｅｔ　ｓｐｉｅｌｅｎ　ｄｒｅｉ　Ｆａｋｔｏｒｅｎ　ｅｉｎｅ　Ｒｏｌｌ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ｅｎ　ｄｅｒ　Ｅｉｎｗａｎｄｅｒｕｎｇ，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　ｕｎｄ　Ｖｅｒｎｅｔｚｕｎｇ　ｄｅｒ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ｅｎ．Ｓｏｍｉｔ　ｉｓｔ　ｅ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ｐｅ－
ｚｉｆｉｓｃｈｅｒ　Ｕｎｔｅｒｓｃｈｉｅｄ　ｆｅｓｔｚｕｓｔｅｌｌｅｎ，ｄａｓｓ　ｄｉｅ　ｍｅｉｓｔｅｎ　Ａｕｓｌｎｄｅｒ　ｉｍ　Ｗｅｓｔｅ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
ｌｅｂｔｅｎ，ｉｍ　Ｏｓｔｅｎ　ｗｅｎｉｇｅｒ．Ｉｎ　ｄｅｒ　Ｇｅ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ｅ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　ｌａｇ　ｄｅｒ　Ａｎｔｅｉｌ　ｄｅｒ　ｍｎｎｌｉｃｈｅｎ
Ａｕｓｌｎｄｅｒ　ｂｅｉ　５２，２％，ｗａｓ　ａｌｓ　ｎｏｒｍａｌ　ｇｉｌｔ．Ｄｉｅ　Ａｌｔｅｒｓｓｔｒｕｋｔｕｒ　ｉｓｔ　ｉｍ　Ｖｅｒｇｌｅｉｃｈ　ｚｕ　ｄｅｒ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ｚｗａｒ　ｊüｎｇｅｒ，ａｂｅｒ　ｅｓ　ｉｓｔ　ａｕｃｈ　ｅｉｎｅ　ｔｙｐｉｓｃｈｅ　Ａｌｔｅｒｕｎｇｓｔｅｎｄｅｎｚ　ｅｒｋｅｎｎｂａｒ．
Ｚｕ　ｄｅｎ　Ｈｅｒｋｕｎｆｔｓｌｎｄｅｒｎ，ｄｉｅ　ａｍ　ｍｅｉｓｔｅｎ　ｖｅｒｔｒｅｔｅｎ　ｓｉｎｄ，ｇｅｈｒｅｎ　ｄｉｅ　Ｔüｒｋｅｉ，Ｉｔａｌｉｅｎ，
Ｐｏｌｅｎ，Ｇｒｉｅｃｈｅｎｌａｎｄ　ｕｎｄ　Ｋｒｏａｔｉｅｎ．Ａｕｅｒｄｅｍ　ｓｉｎｄ　８１，７％ ｄｅｒ　Ａｕｓｌｎｄｅｒ　ｉｍ　Ａｕｓｌａｎｄ
ｇｅｂｏｒｅｎ　ｕｎｄüｂｅｒ　ｄｉ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　Ｇｒｅｎｚｅｎ　ｎａｃｈ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ｅｉｎｇｅｓｉｅｄｅｌｔ．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ＳＳ－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１９３８－１９３９
Ｚｈａｏ　Ｇｕａｎｇｒｕｉ

Ｄｉｅ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ＳＳ－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１９３８－１９３９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ｗａｒ　ｉｎ　ｄｅｒ　ｄｅｕｔ－
ｓｃｈｅｎ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ｉｅ　ｗｉｃｈｔｉｇｓｔｅ　Ｔｉｂｅｔ－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ｗｏ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ｅｒｓｔｍａｌｓ　ｄｅｎ　ｄｉｒｅｋｔｅｎ
Ｋｏｎｔａｋｔ　ｚｕ　Ｔｉｂｅｔ　ａｕｆｂａｕｔｅ，ｄ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ｚｕｍ　ｅｒｓｔｅｎ　Ｍａｌ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ｅｉｎｔｒａｔｅｎ　ｕｎｄ　ｓｉｃｈ　ｅｒｓｔａｕｎ－
ｌｉｃｈ　ｖｉｅｌｅ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ｅｎüｂｅｒ　ｄａｓ　ｔｉｂｅｔｉｓｃｈｅ　Ｇｅｂｉｅｔ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ｓｔｅｌｌｔｅｎ．Ｄｉｅ　Ｍｏ－

１４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