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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德国政府尚没有一篇宣示冷战后德国外交战略的文件，但是有关德国在冷战后外交战略的构想和
主要意图，都体现在一系列官方文件和学者著述之中。
正如中国外交部于2004年和2005年出版的《中国外交》所言，德国是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巩固国
际战略平衡、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股上升势力。
本书作者通过研究上述文件与论著，试图以此书对冷战后德国外交战略进行概括与归纳。
冷战结束后，随着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解体，德国获得了重新统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对德
国外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德国在冷战时的外交战略已经不完全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也不能满足德国要在新形势下承担更多国
际责任的自我定位，因此，德国在冷战结束后对其外交战略进行了调整。
本书所要探讨的问题正是冷战后德国外交战略问题，其中包括：德国冷战后新外交战略的主要内容是
什么？
新外交战略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新外交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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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国外交战略(1989-2009)》属于外交学中的外交战略分析研究。
使用的主要方法是外交战略要素分析法，同时辅以案例分析法和统计学方法。
书中剖析了德国新外交战略的构成要素，其中包括德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国际政治理论背景、外交战
略资源、对自身国际角色的定位、外交战略目标、对外关系的发展、外交战略手段、外交战略的实践
以及外交战略的评价。
而后以此为基础，分别考察了冷战后德国新外交战略的形成原因、新外交战略的主要内容、类别属性
及其实践特点。

《德国外交战略(1989-2009)》作者提出的主要论点是：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国
际大背景下，冷战后德国新外交战略是以位于欧洲中心的中等强国、文明力量的国际角色定位为出发
点，综合运用多种外交手段，全方位发展对外关系；力争发挥超越中等强国的影响力，成为国际新秩
序的建构者之一；推动国际关系文明化、法制化，维护自身的利益，推行明显带有西方色彩的价值观
；使德国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机制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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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005年2月，在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呼吁北约进行根本性改革。
“虽然紧密的跨大西洋关系符合欧洲和美国的利益，但是在贯彻这一原则时不应该总是以过去为参考
点”。
。
“国际挑战的现实发生了改变，未来的问题首要的不是军事答案。
传统的跨大西洋合作机构，比如北约，没能足够适应这改变了的安全形势”。
这也导致了双方的“误解、不信任、甚至紧张局势的产生”。
为此，施罗德总理建议组建一个高规格、独立的改革委员会，这一专家小组应在2006年年初给北约和
欧盟各成员国提交一份调查报告。
美国国防部长对德国改革北约的建议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在政府换届后，默克尔极力缓和德美的僵
局，该建议便被束之高阁了。
尽管如此，德国对北约要建立所谓“快速反应部队”一直持保留态度。
德国政府认为，该快速反应部队从技术层面上来讲与欧洲的～陕速反应部队”有重叠的地方，指挥结
构难以确定。
虽然德国最终同意了这个建议，但德国要求在动用该部队时应该经过北约秘书处和各国议会的批准。
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德国也持比较审慎的态度，这主要是考虑到俄罗斯的反应。
德国认为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家门口会强烈刺激俄罗斯的安全神经，俄必会采取强硬的反击措施。
而俄罗斯的强硬态度又会使美国加紧在中欧地区部署导弹，这样一来北约与俄罗斯就会陷入军备竞赛
的恶性循环，其直接后果将会造成欧洲的不稳定，威胁到德国的安全。
因此德国主张以欧盟东扩来代替北约东扩，为俄罗斯减压，并利用充分“北约一俄罗斯理事会”这个
平台解决双方的安全问题。
总的来看，德国对北约未来发展的设想，是欧洲继续发展欧洲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
美国与欧洲达成和解，支持欧洲的想法，而后美国和欧洲构成北约的两个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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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7年至2010年本书作者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攻读德国外交与经济专业博士学位。
本书是在作者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加工修改形成的结果。
在撰写博士论文及本书期间，很多老师和朋友都鼎力相助，给予了无私的鼓励和指导。
在此，我首先要感谢导师殷桐生老师对我的悉心指导。
殷老师是国内研究德国外交与经济问题的权威专家，本书的选题是在殷老师的建议下确定的。
书中多处关键性问题的阐述，都得到了殷老师的指正。
殷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着我，并将使我受益终生。
还要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刘立群老师的无私帮助。
在我确定写作方向之后，刘老师和我进行过多次探讨，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并热心地为我推荐参
考文献，鼓励我多去参加有关的学术讨论。
我还要向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专家顾俊礼老师和潘琪昌老师表达我的谢意。
顾老师和潘老师对本书的提纲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他们的督导和鼓励是我提高写作水平的一大动
力。
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苏惠民研究员、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的吴兴唐研究员、北京外国语
大学德语系副主任王建斌教授都对本书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与建议，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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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德国外交战略(1989-2009)》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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