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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期以来,德国移民融入政策受制于联邦政府对于移民现状的否定态度,导致移民融

入政策缺乏理念指导,融入现状不尽如人意。自 20 世纪末起,德国政府开始转变移

民问题的话语,推行5移民法6框架内的融入课程和实施政治象征性措施,移民融入政

策及其理念在建构中逐渐清晰,融入概念中的三种维度也形成了有机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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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不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移民

的融入。0¹ 2006年,时任联邦内政部长朔伊布勒的

这番话道出了目前德国政府移民政策的重心所在。

在扭转了对于移民现状数十年之久的否定话语之

后,移民融入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 在德国政

府的政治议程中迅速上升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如何对待移民并且更好地促进移民融入, 这一问题

从未像现在这样凝聚了如此多的共识与期待。而

建构一套完整的政策并形成清晰的理念, 也成为德

国政府在移民融入问题上的核心任务。

一、什么是/移民融入0?

/融入0 ( Integrat ion)一词一般包含两种含义:

一是指多个部分组成一个新的整体,二是指部分进

入一个现存的整体。º 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在社会

学中是复杂而充满争议的» ,在专业的移民研究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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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亦是如此¹ , 众多理论家对此从不同的角度进行

了大量的阐述, 其中,英国社会学家戴维#洛克伍德

( David Lockw ood) 1964 年将融入划分为系统融入

和社会融入:系统融入关注的是社会系统各个组成

部分之间有序的或冲突的关系,是指社会作为一个

整体系统的聚合, 主要通过市场、民族国家以及大

型的跨国合作组织来实现; 而社会融入是把注意力

放在行为体之间有序的或冲突的关系上, 描述的是

行为体以集体或者个体的形式被纳入社会系统之

内的过程。º 迄今为止, 这种划分已为众多社会学

家所接受,被广泛应用于众多研究领域。

融入在移民研究领域首先是指移民的社会融入,

即移民作为/行为体0进入作为/整体0的客居国社会,
这种阐释是与移民现象的结构性特征紧密相关的。

移民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显著标志是个体或

者群体居住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地域间移

动,而是以离开原属的政治共同体, 发生一种与主体

相关联的社会关系、文化或者/以及政治隶属关系的

改变为前提的。» 居住地的改变不是移民过程的终

点,进入新的空间环境之后,移民主体又面临着新的

变化,需要克服语言、生活、文化、心理等环境落差。

在这一阶段,移民不再是简单的物理现象, 移民主体

一方面对于移民活动有着主观的期待与诉求,另一方

面由于环境落差而与新的社会系统之间存在着紧张

关系,移民主体同时面临着去社会化和再社会化、再

组织化的过程。¼ 从该意义上说,移民融入是一种以

移民为主体的社会现象, 它与个体在社会结构中所

遇到的机遇和风险紧密相连, 对它的考察便是对于

整个社会状况的经验性考察。½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看到移民活动所负载的另一

个要素,那便是客居国社会背后的民族国家。民族国

家拥有领土主权不可剥夺的权威,这成为其对移民主

体和移民活动进行调控的重要依据之一。如何协调

国内和国外各种利益,并应对移民及其涌入给客居国

社会结构所带来的改变,成为民族国家所要面对的问

题。民族国家利用其权威对于移民主体和移民活动

进行有意识的干预和调节,在凸显民族国家在系统融

入中作用的同时,也使得移民融入的规范性意义中多

了一种系统维度。/移民怎样才能算是已融入的?0以

及/移民融入到了什么程度?0都可以在移民国家的政

治活动中寻找答案。移民融入是一种体现民族国家

意志和利益的、经调节的社会现象,它不仅是过程,也

是经由政治勾画的社会状态蓝图。

当我们谈到移民融入的内涵时,不能不提的两种

重要理念便是同化 ( Assimilat ion)和多元文化主义

( Mult ikulturalismus)。同化通常是指移民进行自身

调整,向所处移民环境中核心机制及其所附加的社会

期望看齐¾。这一概念最初在上世纪 20年代被美国

芝加哥社会学派用来描述外来移民在美国社会/熔炉0

特征下的融入进程,并认为同化的最终结果是差异性

的消失。¿ 随着移民社会的发展,这一概念逐渐暴露

出对于少数族群的潜在歧视。À 虽然近些年来,理论

家们对同化进行了理论的扩充和再阐述,但仍然没有

显著改变其在公共话语中所遭受的冷遇。在公共和政

治话语中, /融入不等于同化0几乎已经成为政治家们

的共识。而在另一方面,同化概念中所包含的平等的

价值因素,则以另一种形式存留在了社会学家的阐释

之中, 通过纳入/排斥( Inklusion/Exklusion)、合并

( Inkorporat ion)等新概念的引入,社会学家更加关注

移民作为个体在社会分化结构中的地位问题和获取社

会资源的机会平等问题, Á将托马斯#马歇尔( T 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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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hall)的福利国家理论普遍主义化,移民作为普通

个体应拥有的权利已经成为移民国家难以推脱的责

任。¹ 现代国家通过宪政制度将自由和平等确定为基

本的价值观,也是移民融入中平等主义的重要保证。º

相对于同化概念,多元文化主义由于强调对于移

民群体文化和种族特征差异的认可和平等对待 » , 经

常被认为是与其对立的概念。作为一种哲学思想, 多

元文化主义可追溯至18世纪。当时,由/本真性0( au-

thent icity)理想所引发的现代文化的主体性转向, 经

过赫尔德的发展,在社会政治层面上发展成为查尔斯#
泰勒口中的/差异性政治0,强调自我认同是个体与个

体之间及集体与集体之间相互区别的关键,对于差异

的认同应该成为平等相待的基础。¼ 自上世纪 70年

代起,以加拿大、荷兰以及瑞典为代表的一些国家, 在

处理少数族群和主体社会之间的关系上奉行多元文化

主义的政策,在对于少数族群语言、文化的独立性上采

取积极的促进态度。这些奉行同一种政策思路的国家

在移民和少数族群的生存问题及其与主体社会的关系

问题上常常取得了不尽相同的结果,某些国家甚至偏

离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指导。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即使

如此,自由、自主地确定集体认同的理念却在这些国家

中从未受到质疑或者削弱。½ 在政治实践中,即使多

元文化主义并没有成为指导性的政策理念,移民造成

的文化多元化状态和所包含的对文化独立性的平等诉

求也已是政治家们难以拒绝的社会现实和价值理念。

通过上面的阐述,我们认为移民融入概念中包含

三种维度:移民个体的维度、移民政策的维度和理念的

维度。从个体的维度出发,移民融入可以是一种自发

运行的社会进程,是移民自身条件和社会结构之间的

互动机制;从政策的维度出发,移民融入体现着移民国

家的利益诉求,这决定了移民融入不仅仅是一种局部

的社会现象,而是通过国家的调控手段牵连着其他社

会领域,带有整体性特征;从理念的维度出发,移民融

入受到平等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使得

移民国家在调控过程中带有价值导向。三者相互作

用,共同支撑起移民融入这个概念。隐含在一个国家

完整而又统一的移民融入政策背后的理念应该既能体

现出移民在融入中的主体作用, 又能体现出国家在融

入进程中的意志和需求,同时也能符合普遍的价值规

范,从而达到三者的平衡。

二、德国移民问题的话语转变

1. 移民问题的悖论

德国是一个移民国家。¾ 早在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之后, 德国就发生了显著的外来移民流入的现

象。来自于德国前东部领地、中东欧和民主德国的

被驱逐者和德籍难民, 以及地中海沿岸国家、土耳

其、南斯拉夫的/ 客籍劳工0, 还有两德统一前后曾

经分散在中东欧、东南欧、南欧以及亚洲的德裔侨

民构成了德国外来移民的主体。但与进展中的移

民现状并不协调的是,德国政府在对移民现状的判

定上长期以来公开否认自己是一个移民国家。这

一否认不仅说明德国政府认为德国社会的变化具

有偶然性质, 还意味着对于将来发生类似变化的可

能性也持否定态度。移民问题在德国逐渐形成了

一种悖论的状况: 一方面是不可逆转的移民现实,

另一方面则是联邦政府对于移民现状的排斥态度。

/德国不是移民国家0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末还几乎

是德国政界的共识。¿

事实与定义的错位给德国的移民融入带来了

两方面的影响:

首先,德国政府始终缺乏统一而又明确的移

民政策和移民融入理念指导。虽然联邦政府第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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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外国人事务专员海因茨#库恩在1978 年的一份

备忘录中首次提出了移民融入政策的具体构想,

诸如赋予外籍移民完整的法律地位、加强外籍青

少年移民的融入、放宽入籍标准等等, 但在当时讳

谈德国是移民国家的大气候下, 这个构想始终未

能系统贯彻。¹ 到了 90 年代, 虽然德国政府颁布

实施了一系列的法律文件, 但是德国移民政策在

20世纪一直没有形成统一、连贯的政策体系, 而是

由针对不同移民群体的措施拼接而成的/ 打满补

丁的地毯0 º和/实用主义的即兴创作0 »。例如, 针

对来自非欧洲国家的难民和避难申请者主要实行

限制入境政策; 针对来自于非欧共体国家移民则

主要实施限制入境和鼓励回国的政策, 其中包括

大量来自于招募时期的土耳其移民和(前)南斯拉

夫移民;有限的移民融入措施则主要提供给来自

于欧共体内部以及其他经济较为发达国家的移民

以及德国侨民, 这部分移民总体来说拥有更好的

法律地位, 德国社会对其的接纳程度更高。这一

融入进程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不容忽视的: 由于

缺乏明确的政策引导, 移民对于自身的身份转变

没有足够的认识, 在获取足够的经济和社会权利

之后, 在入籍以及第二代移民的语言学习、受教育

和掌握职业技能方面缺乏主动性, 从而直接影响

到了就业问题。¼ 对于整个德国社会而言,政策上

的失语也进一步阻碍了其对于外来移民的接纳以

及对其融入的认识, 对移民的怀疑与排斥态度甚

至成为媒体话语中的主音符。½

其次,对于移民现状的否认造成了联邦政府在

移民融入问题上相对中立, 并延续了劳工招募时期

的特征, 主要依靠企业和工会以及劳动力市场政

策、社会福利政策等一般性政策措施保障移民的经

济权利和社会权利, 正是借助于这些一般性融入措

施以及自身的主动融入意愿, 德国外来移民走上了

/现实行动主义的融入0 ¾道路。福利国家制度对移

民的吸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德国外来移民在没

有国民身份作为权利保障情况下的生活压力, 这一

点不同于传统移民国家将入籍作为赋予移民充分

经济和社会权利之前的筛选机制。¿ 克劳斯#J. 巴
德( Klaus J. Bade)认为, 这种自发的、不易被人觉察

的进程正是成功的移民融入, 一个有效的例证便是

德国具有移民背景的人口越来越多。À 荷兰社会学

家鲁德#库普曼斯( Ruud Koopmans)在比较了公开
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荷兰与德国的移民融入状况

之后,认为德国在少数族群政策上的失语反而取得

了更好的结果,显著的证据便是德国的外来移民与

本地居民之间在受教育程度、失业率以及在城市聚

居程度方面的差距要明显小于荷兰。Á

2. 主导话语的转变

进入 20世纪 80 年代之后, 移民/问题0在德国
所受政治关注度越来越高, 政治象征意义不断上

升, 逐渐成为政党竞争的重要议题, 各个政党在该

问题上的态度也日趋分化。�lu 1998年社民党和绿党

联合执政之后,移民问题的主导话语开始发生显著

转变,在联合执政协议中, 两党对德国的移民状况

首次给予了明确的肯定性表述, 承认德国/ 已经发

生了不可逆转的移民进程0 �lv。随后,联邦总理施罗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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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 tp: / / w ww . mig rat ion- info. de/ m ub _ art ikel. php? Id=

090705, 访问日期: 2010- 10-27.

Annet te Treibel , ïVon der Anwerbestoppausnahme-Verord-

nung zur Green Card: Reflexion und Krit ik der M igrat ionspolitik÷, in
Edda Cu rrle/ T anja Wunderlich ( H rsg. ) , Deut schland ) ein Ein-

w and erun gsland ? R�ckbl ic k, B ilanz und neue Fra gen , Stut tgart:

Luciu s & Lucius , 2001, S. 117.

Unabh¾ngige Kommission ïZuw anderung÷, Zuw and er ung

g estalt en , Int eg rat ion f Ê r de rn . Be ri cht d er Unabh¾ngigen K om-

mission ï Zu w ander ung ÷, 20 01, S. 199. ht tp: / / w ww . bmi.

bund . de/ cae/ servlet / con tentblob / 1 23148/ publicat ionFile/ 907 5/

Zuwanderungsb ericht_pdf. pdf , 访问日期: 2010-06-10.

Klaus J. Bade, ïIntegrat ion: vers¾umte Chancen und nachho-
lende Polit ik÷, Aus Polit ik und Zeitgeschehen , 22-23/ 2007, S. 33.

Chris toph But ter wegge/ Gudrun Hentges , Massenmed ien,

M igr ation u nd Integ rat ion : H erau sf ord eru ngen f �r Journal i smus

und p oli t ische Bi ldun g , 2. , korrigierte und aktualisierte Auf lage,

Wiesbaden : VS Verlag f�r Sozialw issenschaf ten , 2006, S. 21.

Dieter Filsinger, B eding ungen er f olgr ei cher I nteg rat ion )

I nteg ra tionsmonitoring und Evaluation, Ex p ert i se im A uf tr ag der

F ri edr ic h-Ebe rt-S t if tu ng , Bonn , 2008, S. 11.

同注¼。

Klaus J. Bade, ïAbschieds vorlesung, L eviten lesen, M-i
grat ion und Integrat ion in Deutschland÷, IM IS-Be it r¾g e , 31/2007,

Osnabr�ck, S . 44.

Anita BÊ ck er/ Diet rich T hr¾nhardt , ï Erfolge und Mis s-
erfolge der Integrat ion ) Deuts chland und die Niederlande im Ver-

gleich÷, Au s P oli t ik und Zei tge schichte , 26/ 2003, S . 6.

同上, S. 8.

Matthias H ell, Einw ander ung sland Deut schland ? ) Die

Zu wan der ung sd i sku ssion 1998-2002 , S. 95.



德在其首份施政报告中再次承认了这一事实。

2000年在汉诺威电子博览会上, 施罗德宣布实施

/绿卡0计划以吸引高科技人才, 从而再次开启了
1973年之后大规模引进非欧盟劳动力的计划, 虽然

效果有限,但这一决定的象征意义在于, 它进一步

明确了德国政府对于移民问题的开放态度。同一

年新的5国籍法6颁布实施, 在血统原则( ius sangu-i

nis)之外首次引入了出生地原则( ius soli) , 承认在

一定条件下,外籍移民子女在德一出生即可获得德

国国籍¹ ,这一规定使得将近一半在德出生的移民

子女获得了德国国籍。同时对于成年外籍移民申

请入籍所要求的居留期限也由 15年降低至 8年。

但由于反对党的阻挠, 这部5国籍法6并没有实现红
绿两党力推的双重国籍制度, 然而在移民融入的必

要性上,各方自此达成一致。

真正开始对移民问题展开全方位探讨, 则是移

民事务独立委员会调查撰写的移民问题研究报告

的出炉。这个由联邦内政部设立、前联邦议院议长

丽塔#聚斯穆特(基民盟)领导的委员会于 2001年发

布报告,首先从标题5塑造移民, 促进融入6上就打
破了对移民的限制性话语, 不仅承认德国是一个移

民国家,而且对新世纪德国移民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做了重要阐释, 并提出了完整统一的移民

政策理念和移民融入措施建议。基民盟和基社盟

也分别成立了委员会进行移民问题研究, 并于 2001

年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政策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承认

了移民现状,虽然与红绿两党相比在文字表述上仍

然较为保守。º 2002 年, 自民党在其竞选纲领中也

首次承认德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在移民现状问题

上所达成的跨党派共识越来越广泛。2005年, 德国

第一部5移民法6经过政党之间激烈的讨价还价之
后正式出台,虽然最终并没有摆脱对新移民的限制

态度,但是对移民的权利和义务做出了全面、清晰

的规定,移民问题首次拥有了完善而又统一的规范

指导,不再是政党竞争的争议焦点¼, 从而在法律文

本上最终默认了移民国家的现状。

三、移民融入政策及其理念的建构

主导话语的转变使德国政府认识到, 面对移民

问题一味的逃避是无效的, 只有积极主动的调控和

干预,才能更好地解决移民问题, 应对移民给主体

社会带来的各种变化。总体看来, 新世纪以来德国

移民融入政策及其理念的建构大致可以分辨出三

条路径: 第一条是官方文本的发布,包括报告、法律

和规划等;第二条是主要手段的应用, 主要体现在

5移民法6中融入课程的设定; 第三条则是动员参与

各方谋求共识,其主要标志则是融入峰会和德国伊

斯兰会议等的召开。

1. 政策理念的文本阐释

真正完整、全新的融入理念来自于 2001 年移民

事务独立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报告着重考察了语言、

教育和劳动力市场领域的移民融入状况,在肯定了过

去移民融入所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指出存在着明显的

融入赤字,例如,和德国人相比,移民失业几率更高,

原因在于技能的缺失和语言水平的不足。½ 但报告

也指出,德国社会面临着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

不足与福利体系压力增大等社会问题。以此为出发

点,报告设计了一种融入政策理念,不同于海因茨#库

恩的/代价论0 ¾逻辑,移民不再被视为社会的威胁和

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而是被视为德国经济与人口变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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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是父母中至少有一方在德合法居留满 8年并持有居留

权,或持有无限期居留许可满 3年, 而且在 23岁之后必须放弃其中

一种国籍。

与基社盟一样,基民盟认为德国不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

但它认为德国是一个/ 向世界开放的国家0 ,并认为德国历史上一直

在接收移民。Zuwanderung steu ern und b egrenzen , Integrat ion

fÊ rdern. Beschlus s des Bundesausschuss es der CDU Deuts chlands

vom 7. Juni 2001 in Berlin. ht tp: / / w ww . cdu. de/ d oc/ pdfc/ 070601_

zuw anderu ng _ steu ern. pdf; CSU-Parteivorstan d 2001: T hesen zur

Zuwanderungspol itik. besch lossen vom Parteivor stand der CSU

am 23. April 2001 in Bayreuth, ht tp: / / w ww . demographie. de/

zuw anderu ngskonzepte/ 20010423_Zuwanderungspapier. pdf , 访问日

期: 2010-08-10.

ht tp: / / w ww . fdp-bundespartei. de/ w ebcom/ sh ow _ article.

php? w c_c= 423& w c_id= 1,访问日期: 2010-08-10.

一个例证是德国在过去没有像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荷兰

等国那样出现一系列右翼与排外型政党。

Unabh¾ngige Kommission ï Zuw anderung÷, Zuw and er ung

g estalt en , I nt egr ation f Ê r de rn . Ber ich t de r Unabh¾ng igen K om-

mission ïZuw and eru ng÷, S. 211-227.

库恩在 20世纪 70年代末曾表示, 如果不在外籍劳工和其

家庭成员的融入上进行投资, 那么将来就得投资警力和再社会化。

参见 Klaus J. Bade, ï Leviten lesen , M igrat ion und Integrat ion in

Deutschland÷, S . 48.



化以及社会文化多元化的需要。报告认为,新的移民

融入政策应该考虑到主体社会和移民双方的需求, 国

家对融入的干预不应仅限于眼前,而是要有更加长远

与广阔的视野。在移民融入目标的阐释上,报告提出

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0,实现移民对于/社会、

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平等的分享0,机会平等从而成
为了沟通个体维度和政策维度的核心价值。移民融

入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移民具备融入的动力和能力,

尤其是语言能力,还需要国家创造充分条件, /促进和

要求0( fÊ rdern und fordern)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
手段。¹ 这一理念阐述之后, 成为众多政府部门在涉

及移民融入问题上的指导思想。

2005年生效、2007年修订的5移民法6引入了
有关新入境移民参加融入课程的义务和惩罚机制

条款,集中体现了/ 促进和要求0这一原则。º 2007

年联邦政府出台5国家融入计划6,默克尔总理在序

言中将融入定位为当前面对人口结构变化情势下

的/关键任务0, 她表示, 开发移民的潜力对于德国

/社会的聚合0和/ 未来经济的发展0都具有重要的

意义,关键在于/形成对于融入的共识性认识0, 其
中就包括移民对于德国法律制度和5基本法6所保

障的基本价值的承认以及德语的掌握。» 融入计划

对联邦、联邦州、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团体的责任做

了明确的划分, 并从语言、教育、劳动力市场等十个

领域对移民融入的现状和目标以及总体促进措施

做出了阐述。

2010年 9月出台的5联邦境内融入方案6针对
2007年5国家融入计划6中提出的目标制定了细化

方案,在移民融入的政策目标上做出了与 2001年委

员会报告类似的表述: 促进移民融入是为了/使具

有移民背景的人能够拥有平等的机会并公平分享

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0。¼ 在具体内容上, 方

案凝聚了融入计划中的多项议题,并将重点集中在

语言和教育领域的融入上, 提出在从幼托机构到职

业教育整个教育体系内的/贯穿性0语言促进、加强
融入课程等具体措施。

总结起来, 德国政府的移民融入政策理念在文

本表述上主要由这样几部分组成: 首先, 融入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 移民不再是排斥的对象, 而是德国

面临人口老龄化等诸多社会问题情况下/未被开发

的潜力0 ½ ,对于德国的国家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其

次, 融入的首要目标是为了让移民获取平等的机会

和公平分享的权利; 最后, 促成该目标的实现需要

/促进0和/ 要求0相结合的手段, 其中, 移民对于德

语的掌握具有重大意义。

2. 加强语言融入作为核心手段

语言融入是移民在其他领域融入的关键前提。

2001年移民事务独立委员会在指出德国外来移民

拥有语言水平缺陷的同时, 参考了荷兰与瑞典的融

入经验, 对于加强移民的语言融入提出了具体的建

议, 认为在移民入境之初便提供语言融入的机会具

有重要的意义。2005年的5移民法6采纳了该建议,

规定具有长期在德逗留意愿的新迁入移民除非拥

有免除资格, 否则必须参加 630小时的融入课程,其

中语言课程 600小时,国情教育课程 30 小时(主要

介绍法律制度、德国历史和文化)。对于不具备德

语语言知识的新移民, 5移民法6规定了参加融入课
程学习的义务,拒绝参加融入课程或者在初始阶段

就放弃学习的新移民将面临拒绝延长居留许可、减

少社会福利给付等惩罚措施。对于已入境的移民,

也可以申请融入课程的学习。

5移民法6规定,设置融入课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

使移民拥有/在日常生活一切事务中无需第三方帮助

和中介而能够独立行动0 ¾的能力, 其隐含的逻辑便

是通过加强个体独立性以消除移民对于社会福利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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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2009.

Gesetz zur Steuerung und Begrenzung der Zuwanderung und zur

Regelung des Aufenthalts und der Integrat ion von Unionsb�rgern und

Ausl¾ndern, 1k 43. Integrat ionskurs.



的依赖 ¹。5移民法6对参加融入课程义务和惩罚措

施的规定,其实质在于在移民入境之初, 便开始通

过引入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创造一种筛选过程, 为

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预防。从这个意义

出发,我们便可以理解联邦政府对于学前和学校语

言教育的重视。

2007年5国家融入计划6颁布之后, 根据计划中

对于融入课程的改善建议,德国政府又对课程进行了

一定的调整,针对某些女性移民、青少年移民以及文

盲延长了语言课程课时长度,达到 900小时; 移民学

习结束之后还要通过语言测试方可毕业。该计划提

出从三方面加强移民儿童的德语学习,即通过父母支

持儿童的语言学习,促进幼托机构内的语言学习, 促

进入学前的语言教育。2008年 11 月召开的第三届

融入峰会为此制订了新的目标,即到 2012年为止,所

有外籍学生在入学时都要具备良好的德语语言知识。

语言课程对于过去移民融入状况的不尽如人

意起到了一定纠正和补救作用。2009年 6月的融

入课程效果评估显示, 2005 年至今, 在所有参加课

程的移民中,已经在德国长期生活的参加人数占到

了 60%。º 语言融入可以说凝聚着各方的期待, 成

为解决众多问题的关键。

3. 政治象征性措施

2005年的5移民法6提出除开设融入课程之外,
也要在联邦范围内提供更多融入机会, 并要求各级

政府、宗教团体、社会团体都参与其中。此后, 联邦

政府陆续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这些行动的政治象征

性意义要大于其实际的作用, 在笔者看来, 这些行动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5移民法6的框架内凝聚社会对

于移民融入的共识,实现移民融入参与主体的动员。

2006年在移民融入事务专员玛莉亚#波默( M ar ia
BÊhmer,基民盟)的倡议和组织下,在联邦总理府召
开了第一届融入峰会,参加峰会的不仅有联邦、联邦

州和地方政府的代表,还有移民团体、宗教团体以及

受邀个人,约有三分之一与会者具有移民背景。这

次被联邦总理默克尔形容为/社会对话0的峰会主要

目的正是制定国家行动计划。此后两届峰会也均围

绕着这一议题展开。另一项象征性措施则是德国伊

斯兰会议的召开。穆斯林移民的融入一直存在着诸

多问题。/ 9#110事件和之后针对马德里和伦敦的恐

怖袭击案,以及 2005年柏林一名库尔德裔德国女子

被/荣誉谋杀0更是让德国社会对土耳其移民融入的

关注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有关移民融入的争

论逐渐演变成为围绕德国穆斯林的争论。» 在这种

背景下, 2006年德国内政部倡议并组织召开了首届

德国伊斯兰会议,旨在通过与穆斯林的对话, 来寻求

解决穆斯林移民在德融入的问题。此次会议所涉主

题包括德国社会制度和价值共识、经济和媒体的沟

通桥梁作用以及安全问题等等。在 2008年 3月召

开的会议上, 经过激烈的辩论, 与会各方一致强调

5基本法6是实现穆斯林的宗教权利和社会权利过程
中必须坚持的核心准则。截止到 2009年,联邦内政

部共举办了四届德国伊斯兰会议。

政治象征性意义也反映在组织机构的变化上。

2005年5移民法6中规定成立联邦移民与难民局,取代

以前的联邦外国难民认证局,在联邦层面全面负责协

调移民在语言、社会等领域的融入事务,包括融入课程

的结构、内容和目标设定,课程举办机构的资格认证,

以及和地方外国人管理局相互协调共同促进融入课程

以及其他融入项目的实施。2005年大联合政府设立移

民融入事务专员,取代之前的外国人事务专员,直接归

属于总理府,在内阁中拥有一席之地,改变了以前由联

邦家庭事务部和联邦劳动部分而治之的局面。总体来

说,移民融入领域组织机构的变化具有一种联邦层面

集权化的特征,突出了联邦在移民融入问题上的中心

角色。但社民党伊斯兰问题特派专员则认为, 组织机

构调整的象征性意义大于其真正作用,反而对于促进

移民融入具有一种适得其反的效果。¼

四、结论与反思

随着 2010年 9月5联邦境内融入方案6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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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移民融入政策已经初步成型,基本上明确了

移民融入政策的理念、主要手段以及参与的行为体。

新世纪德国移民融入政策理念对移民融入目标的定

位站在了社会分配关系的角度,将移民融入简化成

为移民在社会分配结构中的地位问题, 从而与机会

平等主义相呼应,机会平等成为这种简化的必然要

求和价值基础, /促进和要求0的实质是移民的权利

和义务的统一,在平等主义价值观的统筹之下,移民

融入成为移民履行权利和义务、实现社会性流动的

技术性问题,移民则成为权利与义务的复合体,其文

化与种族身份都已无足轻重, 多元文化主义既非实

现这种机会平等的前提, 亦非移民融入的目标,这样

一来规避了过往移民融入中出现的争论性话题, 例

如德国的文化种族问题和围绕/ 主导文化0的争论。

在机会平等主义价值观的遮蔽下,形成了新的价值

无涉论,它既不能和文化的同化划上等号, 更不是多

元文化主义。¹ 之所以奉行机会平等主义价值观, 一

方面是与目前德国社会福利国家制度的改革相一致

的,对于移民义务和能力的强调符合竞争国家的必

然要求,建设富有竞争性的社会福利体系也需要对

移民展开筛选和过滤,吸收符合其要求的移民个体,

这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欧洲传统福利国家的共同发

展趋势; º另一方面,它依旧延续着 20世纪德国移民

政策中对于移民国民身份的排斥,入籍仍然被排除

在融入政策之外,虽然 2000年5国籍法6对入籍做了

一定的放松,但是从欧洲范围横向比较来看,德国的

入籍率仍然较低。融入政策理念中所强调的移民对

于政治生活的分享主要指地方事务,国民身份对于

移民来说仍然是近似于恩赐的待遇。然而也许正如

福利国家俱乐部理论所揭示的那样,正是由于民族

国家对于国民身份的排他性倾向,在形式上的机会

平等前提下,对于移民履行义务的要求才往往大于

行使权利的要求,移民只有如此才能被现代福利国

家的/俱乐部0所接受。»

在此,我们看到移民融入概念中的三种维度在

德国的移民融入政策及其理念中达到了一种微妙

的平衡状态,移民自身权利和义务的清晰界定符合

移民个体的维度,国家对移民的促进和要求又符合

德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利益需求, 满足移民

融入的政策维度, 机会平等是融入理念的中心所

在, ¼三者形成了有机的整体。

不过当某些学者站在更加普遍主义的立场上去

看待德国移民融入政策的理念时, 质疑声便随之响

起。他们认为德国目前的移民融入政策是建立在种

族-文化特征的排他性上,充满不平等和特权现象; ½

以惩罚相威胁要求移民参加融入课程并认同所谓的

德国民主制度,暗含着某种歧视,这样的政策措施不

是从移民的利益角度出发, 而是彻底地站在了移民

国家的立场上; ¾在文化融入方面,更是以主体社会

的标准强加于移民,排斥非欧洲的、非西方的文化价

值标准。¿ 不过, 相对于德国政府在解决移民融入

/问题0上的决心来说,这些充满理想主义的批评显

得过于单薄,因为移民融入的合法性判断权本来就

掌握在移民国家手中,在民族国家没有退出历史舞

台的时代,移民融入是一个实践问题,检验其真正效

果的只有时间。因此,刚刚成型的德国移民融入政

策及其背后的理念尚待进一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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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移民融入目标不能被误读为多元文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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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e Sicherheitspolitik Deutschlands und Bundeswehr-Einsatz in Afghanistan

Li Lezeng

Ausg ehend von der bundesweit en Debat t e um die int ernationale Rolle von Deut schland nach dem Kalten K rieg

analysiert der vorliegende A rt ikel zun¾chst den Wandel der Standpunkte der linken Parteien zum deut schen

Milit¾reinsat z im Ausland. Anschlieºend wird der Einsatz der Bundeswehr in A fghanist an als Beispiel genommen
und die neue Sicherheitspolit ik Deutschlands erl¾utert. Darauf wird zum Schluss unt er Bezug auf das

Rollenverhalt en der ïZivilmacht÷ und die auºenpolitische Kultur eingegangen.

Analyse der deutschen Integrationspolitik von Migranten im neuen

Jahrhundert sowie ihrer konzeptionellen Bberlegungen

Zheng Lang/ Wu Huiping

Da die Bundesregierung seit l¾ngerer Zeit davon ausging, dass Deut schland kein Einwanderungsland ist, f ehlte es in

der Int egrat ionspolit ik von Migrant en an konzept ionellen Bberlegungen und L eitideen. Die Integrationslage war

alles andere als zufriedenstellend. Seit Ende des 20. Jahrhunderts l¾sst s ich jedoch ein Diskursw echsel in der

Migrationsfrage festst ellen. Deut schland versucht nun im Rahmen des ïZuwanderungsgesetzes÷ Integrationskurse
zu organisieren und symbolische polit ische Maºnahmen durchzuf�hren. Die Int egrat ionspolit ik und das

Int egrat ionskonzept von Migrant en bilden s ich allm¾hlich heraus, w obei die drei Dimensionen des Int egration-

sbegriffs, und zwar die Dimension der Migrant en als Individuum, die der Polit ikgest altung des St aates und die der

Wert e, eine organische Ganzheit bilden.

Auswirkungen der Wiedergutmachung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auf die Entwicklung von Israel

Zhu Genghua

In der NS-Zeit wurden knapp 6 Mio. Juden von deut schen Faschisten ermordet, die VermÊgen der Juden in
MilliardenhÊhe gepl�ndert. Am 10. Sept ember 1952 einigt en s ich Israel und die Bundesrepublik auf ein

Wiedergutmachungsabkommen (ïLuxemburger Abkommen÷) . Es schrieb vor, dass die Bundesrepublik kollekt ive
Ent sch¾digung en im Gesamtw ert von 3, 45 Milliarden DM an Israel zahlen soll, davon 2/ 3 in G�t ern und 1/ 3 in

Devisen. Zudem wurden deutsche Geset ze revidiert, um den Anspr�chen von Juden auf individuelle

Ent sch¾digung en entgegenzukommen. Unter gemeinsamen Anstrengungen von deut scher und israelischer Seite

gingen bis 1966 die Zahlungen von kollektiven Ent sch¾digungen an Israel reibung slos zu Ende. Durch die

Wiedergutmachung verbessert e sich die Inf rast ruktur in Israel erheblich. Die Gesamt st¾rke des St aat es erhÊ hte sich
in einer nie zuvor erf ahrenen Qualit¾t . Die ef fektive Nut zung der Wiedergutmachung aus der Bundesrepublik war

ein sehr wicht iger F akt or daf�r, dass Israel von einem armen r�ckst¾ndigen Agrarland zur f�hrenden ïMin-i
Supermacht÷ im Nahos ten aufst i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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