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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德国民族政策的演变及其失败原因探析

王 超

(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摘 要: 二战后，受美苏冷战的直接影响，战败的德国被分裂为两个国家———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面对这种人为

的分裂，民主德国起初坚持了“一个民族一个德国”的政策。但由于两德在统一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分歧，两德竞争中

处于下风的民主德国逐步放弃了民族统一的旗帜。20 世纪 70 年代初，昂纳克政府开始提出并践行“两个民族两个德

国”政策，民主德国由此彻底走上了民族分裂主义道路。然而，该政策并没有实现维持国家稳定的目标，究其原因在于

民主德国自身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失误、联邦德国“接触政策”施加的影响以及苏联在德国政策上的巨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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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战 后 德 国 分 裂 时 期，两 个 德 国 都 曾 为 实

现德意志 民 族 的 重 新 统 一 付 出 过 努 力。与 联 邦

德国始终奉行 “一个民族”和 “民族统一”政

策不同，民 主 德 国 的 民 族 政 策 和 德 国 政 策 经 历

了由 “一个民族一个德国”到 “两 个 民 族 两 个

德国”的转变。民 主 德 国 民 族 政 策 的 转 变 与 其

在德国政策 上 的 调 整 紧 密 相 连。然 而，民 主 德

国的民族分 离 主 义 政 策 只 是 给 他 带 来 暂 时 性 的

稳定，德意志民族问题依旧存在。20 世纪 90 年

代初，德意 志 民 族 的 重 新 统 一 印 证 了 这 一 点。
因此，对战 后 民 主 德 国 的 民 族 政 策 进 行 研 究，

可以从另一个视角去探究民主德国消亡的原因。
本文拟通过 具 体 考 察 战 后 民 主 德 国 民 族 政 策 的

发展演变，进 而 揭 示 导 致 该 政 策 最 终 失 败 的 三

大因素。

一、战后民主德国民族政策的演变

( 一) 从“一个民族一个德国”到“一个民族

两个德国”
二战后，德国的分裂是其纳粹政权发动第二次

世界大战失败的结果，也是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冷战

的产物。受冷战的直接影响，德国西、东占区在美

苏的扶持下逐步演化为两个德意志国家。为了克服

这种人为的分裂，两德在建国之初就将完成祖国统

一作为主要任务。1949 年 5 月，联邦德国公布了

一部过渡性宪法——— 《基本法》，在其序言中这样

写道: “……全体德意志人民仍然要求，在自由的

自决中实现德国的统一和自由”①。随后，首任联

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在其政府声明中明确表示:

“联邦政府的最高目标就是以和平自由的方式完成

国家的重新统一。”②

民主德国成立后，德国人民委员会随即宣布成

立全国阵线的目的，其中就包括统一德国。③总理

奥托·格罗提渥在施政纲领中强调，工农国家政权

将坚定不移地为和平，为德意志民族的重新统一而

奋斗。④此外，民主德国在其首部宪法中也加入了

维护国家统一的规定——— “德国是由德国各州组

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国，……只存在一个

德国国籍。”⑤显然，民主德国的这部宪法是为一个

统一的德国撰写的，并不仅限于在苏占区单独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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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主义国家。
建国初期，民主德国高举民族统一的旗帜迎合

了德意志人民要求重新统一的愿望。他试图动员在

德国东西部所有的民族力量，以实现民族国家重新

统一的梦想。然而，由于两德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存

在着根本性分歧，民主德国尽管为争取民族统一做

出过不懈努力，但始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面对联

邦德国坚决奉行向西方 “一边倒”的政策，加快

社会主义建设开始成为民主德国政府的基本任务。
与此同时，德国统一社会党还把向劳动人民解释民

族问题的社会内容视为首要的思想政治工作。为

此，他明确指出，民族问题本质上是阶级问题，须

在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消灭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斗

争中得到解决。①

尽管 如 此，民 主 德 国 这 一 时 期 奉 行 的 仍 是

“一个民族一个德国”政策。在其看来，两德国民

皆属于同一个民族———德意志民族，只是民族内部

存在着阶级斗争。1954 年，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瓦尔特·乌布利希在统一社会党党代会上作总结发

言时讲道: “我们赞成一个统一的德国，因为在我

们祖国西部的德国人是我们的同胞，因为我们爱我

们的祖国，因为我们知道，恢复德国统一是必然的

历史发展规律。”②

到了 1950 年代中后期，随着美苏冷战进入全

面对抗状态以及两德先后加入相互对立的东西方阵

营，德国统一问题逐渐陷入僵局之中。与此同时，

西方国家利用西柏林特殊的地理位置，不断地对民

主德国进行渗透，吸引其公民大量出逃。民主德国

的安全稳定也因此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直到

1961 年 8 月，民主德国通过修建 “柏林墙”才有

效抑制了人员的外逃。“柏林墙”建立后，统一社

会党为了维护和巩固自身政权的稳定，防止本国被

联邦德国并吞，逐步放弃了德国统一的旗帜。
1967 年，民主德国政府将“全德问题秘书处”

更名为“西德问题秘书处”，随后又颁布了 《民主

德国国籍法》。同时，民主德国极力要求联邦德国

从国际法上承认其独立主权国家的地位。1968 年 4
月，民主德国放弃了 1949 年以 “全德”为基础的

宪法，开始在新宪法的第 1 条将自己称为是 “德

意志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③，把宪法内容范围缩

小到只适用于本国。显然，民主德国已经放弃了作

为全德核心的要求，通过建立自己的国家，来替代

过去的法定国家，并以此作为其 “两个德国”的

分裂主义政策的基石。
此外，从 1964 年 12 月开始，民主德国还对来

自西方国家的访问者实行最低兑换额制度④，以减

少西方国家 ( 尤其是联邦德国) 对其公民的影响。
1968 年 6 月，民主德国提高了最低兑换额度，由

原来的每天 5 马克升为 10 马克。⑤对于联邦德国公

民而言，这一规定增加了他们到民主德国探亲访友

的经济负担，迫使一部分人放弃了访问计划。此

后，该政策成为民主德国贯彻分裂主义政策的一个

重要 手 段，对 两 德 人 员 正 常 交 往 构 成 了 很 大 的

障碍。
( 二) “两个民族两个德国”政策的提出与

实践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随着东西方关系的日

益缓和以及美苏对德国分裂现状的默认，联邦德国

政府被迫在德国政策上改弦易张。1969 年 9 月，

社民党人勃兰特当选总理后，开始全面施行 “以

接近求转变”的政策。勃兰特政府认为，“当前现

实的政策目标在于克服两德间的僵化关系，以维护

民族的统一。……但须强调两德不互为外国，双方

的关系是德意志内部的特殊关系。”⑥此外，勃兰特

政府始终坚持 “一个民族”和 “文化民族”的提

法。1970 年 1 月，勃兰特在 《德意志民族状况报

告》中讲道: “‘民族’的含义和内容更多地是指

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而非国家和社会制度。民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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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 民 族 成 员 持 久 的 民 族 归 属 感 的 基 础 之 上

的。”①弗兰克部长在一次年会中也谈到，“在德国，

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性是不可分割的。……两德人民

的民族意识、民族归属感以及民族意志是德意志民

族统一的重要支撑。”②

20 世纪 70 年代初，在东西方大气候进一步缓

和的带动下，两德关系开始解冻。特别是 《两德

基础条约》签订后，双方在经济、贸易、文化以

及人员等方面的交往日益增多。民主德国担心联邦

德国的 “接触”政策及其民族政策会对国家安全

和社会稳定造成冲击，于是便开始进一步削弱本国

公民的德意志民族认同意识。这一时期，除继续坚

称两德已是完全分开的两个国家外，民主德国最高

领导人又提出了“两个民族”的主张。
1970 年 1 月，乌布利希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驳斥了勃兰特的民族理论。他说，“当前，勃兰特

之所以以一种神秘方式谈论民族统一，是因为他需

要这一虚幻主张以避免同民主德国建立正常的、平

等的、国际法上的关系。”③同年 12 月，在统一社

会党 25 周年筹备委员会会议上，乌布利希又进一

步讲道: “资产阶级的德意志民族作为一个统一的

民族，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演变过程中早

已消亡。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的德意志国家，已经

完成了社会主义民族的构建过程。”④

1971 年 5 月，昂纳克接任民主德国最高领导

人后，继续贯彻前任的 “划界”政策。他强调，

“联邦德国颇有影响的势力把宝押在一些历史因素

上，如同一个民族、同一种语言、相同的历史和文

化以及在旧德国形成的千丝万缕的亲戚联系，妄想

抹掉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在社会主义的德意志国家里正在形成着社会主

义民族。”⑤

显然，民主德国政府的 “两个民族”主张是

以阶级理论为基础的，它将民族概念进行政治意识

形态化，以阶级斗争代替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民族共

同体。其目的是通过培养独立的国家和民族认同，

彻底切断连接两个德国间的政治和民族纽带，进而

维护和巩固民主德国的主权独立。可以说，民主德

国政府的“两个民族”主张进一步强化了其 “两

个德国”政策。民主德国也由此彻底滑向了民族

分裂主义的深渊。
与此同时，昂纳克政府开始大力推行民族分裂

主义政策。除继续要求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其

主权国家地位之外，其主要措施还包括彻底放弃民

族统一旗帜，不断在两德人员交往方面设置障碍，

以及培养社会主义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
1974 年 10 月，民主德国开始以修改宪法的形

式，勾销了 1968 年宪法中有关德意志民族和德国

统一的提法。例如，1974 年宪法第 1 条不再宣称

民主德国是“德意志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改称

为“工农社会主义国家”; 第 8 条删除了克服德意

志分裂状态以及逐步实现德国统一的相关内容; 第

6 条则更加突出强调，“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大家

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⑥显然，这种大家庭内部

的忠诚通过正式文件排斥了全德意志的民族忠诚。
这部宪法实际上是把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分裂以法律

形式予以了肯定。不过，民主德国虽在宪法中取消

了“德国国家”这一概念，但无法抹掉她的德意

志身份。
在限制两德人员交往方面，民主德国继续使用

提高最低兑换额的策略。1973 年 11 月，民主德国

第三次提高最低兑换额度。按照规定，来自非社会

主义国家和西柏林的访问者在东柏林每天须兑换

10 马克，在其他地区每天须兑换 20 马克，不满 16
周岁的来访者可免除兑换义务。⑦ 1980 年 10 月，最

低兑换额度再次上调。在民主德国境内，来访者每

天的最低兑换额统一上调至 25 马克，领取养老金

者也不例外。14 岁以下的儿童每天则须兑换 7. 5
马克。民主德国的这一举措对两德间的人员往来影

响很大。在其实施后的两个月间，来自联邦德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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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林的旅行者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24%和 60%。①

在培养公民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方

面，民主德国则将工作重心放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

社会上。自昂纳克上台以来，统一社会党大力施行

“经济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新方针。这是一项广

泛的社会政策纲领。国家财政中的社会基金开支不

断增加，主要用于扩大住房建筑; 稳定消费物价、
公用事业费和房租; 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 用于疗

养、文化和体育事业。②昂纳克政府希望通过这项

政策能够借助民主德国业已取得的经济成就，提高

劳动群众的福利水平，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投身到社

会主义事业中去。
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民主德国尽管维持

着暂时的稳定，但他并没有解决战后长期存在的德

意志民族问题。1989 年，一些东欧国家的政局相

继发生剧变，民主德国的形势随后也发生了出人意

料的变化。特别是，“柏林墙”开放和倒塌后，统

一社会党领导层对国内局势开始失控。最终，内忧

外困的民主德国被迫放弃了民族分裂主义政策，德

意志民族随后再次实现了统一。

二、民主德国民族政策失败的原因

( 一) 民主德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失误

在战后德国分裂时期，两个德意志国家一直互

为镜像。由于民主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长期

落后于联邦德国，导致民主德国在争夺民族统一主

导权的竞争中处于下风。为了避免被联邦德国吞

并，民主德国逐步放弃了民族整体利益，走上了民

族分裂主义道路，但其最终没有逃脱消亡的命运。
这些与民主德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失误有着密切

联系。
与联邦德国相比，民主德国在人口、面积、经

济结构以及重要的工业原材料资源等方面存有明显

的劣势，致使其先天不足。民主德国成立后在经济

上照搬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导致国民经济发展长期

失调。在民主德国，每一个零部件生产多少，都是

有定额的，超过了不行，少了也不行，而不是按市

场要求生产。③随着这种经济模式的弊端逐步暴露，

民主德国公民大量出逃至联邦德国。这在政治、经

济和安全上给民主德国带来了严重问题。
1961 年，“柏林墙”的建立给民主德国创造了

一个相对平稳的环境。通过全面推广 “新经济体

制”，民主德国的经济在随后几年里取得了较快发

展，国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但与联邦德国

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1970 年，联邦德国的国民

生产总值位列资本主义世界第三位，商品出口额排

名世界第二，黄金储备高居世界第一。④就生活水

平而言，民主德国在 60 年代是苏东阵营最高的国

家，但其 60 年代末的水平与联邦德国 60 年代初的

水平相当。⑤由于这种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对比的

不平衡，使得民主德国政府担心两德间过多的接触

和交往会威胁自身的稳定。于是，民主德国开始在

民族问题上与联邦德国划清界限，试图以此瓦解历

史上长期形成的民族认同意识，并在自我封闭的环

境中培养新的、独立的国家和民族认同，抵制来自

联邦德国的影响。
70 年代初，昂纳克政府提出了 “经济和社会

政策相统一”的新方针。民主德国希望藉此增强

国民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同感，对外彰显民主德国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与联邦德国形成有力

竞争，尽可能地抵制因两德间交往对国家稳定带来

的种种挑战，尤其是联邦德国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

对本国公民的吸引力，进而支撑其 “两个民族两

个德国”的民族分裂主义政策。
不过，由于当时世界主要原料价格和商品价格

不断攀升，民主德国在原材料和能源方面又大部分

高度依赖进口，在缺乏科技创新的情况下，民众的

收入是有所提高了，但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却明显不

足。两者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于是，出现了经济发

展速度缓慢而福利增长过快的现象。高投入的社会

福利政策不仅给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沉重的负

担，还造 成 民 主 德 国 财 政 困 难，债 务 状 况 日 益

恶化。
80 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为民主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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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与此同时，民主德国的西

方债务不断增加，致使他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面临着

破产的危险。出于对民主德国偿还能力的担忧，西

方国家关闭了向其发放新贷款的大门。此时的苏联

鉴于其自身的经济问题也无法对其提供有效的帮

助。民主德国借贷无门，只好转向联邦德国请求帮

助。最终，民主德国通过放松对两德人员交往的限

制，换取了联邦德国近 20 亿马克的贷款，暂时延

缓了债务危机的升级。到了 80 年代后期，民主德

国的经济每况愈下，两德经济水平的差距更为凸

显。1989 年，民 主 德 国 的 人 均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是

11829 马克，联邦德国则是 35856 马克，民主德国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联邦德国的 33%。①

1989 年 9 月，当匈牙利宣布开放西部边境后，

民主德国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和示威潮，致使民

主德国的国民经济频临崩溃。虽然克伦茨上任后进

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仍没有抑制民主德国日

益恶化的社会状况。在经济领域，国民经济比例严

重失调，生产性积累率下降，不能完成预定计划目

标。生产设施的损耗程度严重。②在生活领域，存

在着隐性的物价上涨，价格低廉的商品越来越经常

地从货架上消失。③由于经济状况得不到及时有效

的改善，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这在南

部一些经济较差的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1990 年

初，这些地区的民众在游行示威时常常打出这样的

标语: “西德马克过来，我们就留下来; 西德马克

不过来，我们就到那边去!”④ 。
面对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民主德国莫德罗政

府开始寄希望于联邦德国的支持。为了换取科尔政

府的经济援助，民主德国不得不放弃之前奉行的民

族分裂主义政策，转而表示赞同逐步实现德国的统

一。此时，民主德国政府不再通过实施改革来应对

经济困境，稳定社会秩序，而是期望通过实现德国

统一来化解当前社会危机。最终，民主德国以并入

联邦德国的方式促成了德意志民族的重新统一。
( 二) 联邦德国“接触”政策施加的影响

与民主德国不同，联邦德国自建立伊始，就始

终不渝地奉行“一个民族”和“民族统一”政策。
1961 年“柏林墙”的建立以及随后美苏关系的日

趋缓和，使联盟党阿登纳政府 “以对抗求统一”
的政策走入死胡同。此时，在野的社民党开始重新

思考民族统一问题。1963 年 7 月，社民党人埃贡

·巴尔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观点: “以接近求转变”
以及“小步子策略”。其核心思想是: 在东西方关

系以及两德关系上，通过加强对话接触，促进相互

了解，打破双方长期僵持的局面，进一步推动欧洲

的缓和与和解进程，从而 “打开通向德国重新统

一的大道。”⑤

1969 年，社民党人勃兰特领导的联邦政府对

民主德国开始大力推行 “以接近求转变”的接触

政策。这一政策一直延续至 80 年代末期。在此期

间，联邦德国注重利用各种经济杠杆来密切两德关

系，换取民主德国在两德人员交往方面的让步，以

此来维系日益疏远的德意志民族的认同意识，抑制

民主德国划界政策产生的消极影响，为日后德意志

民族的重新统一创造有利的内部条件。
自战后德国分裂以来，德国内部贸易一直被联

邦德国视为国内贸易，同时作为链接两德的经济纽

带。他也是联邦政府德国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巴尔部长曾这样讲道: “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

虽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经济合作组织，但其相互间具

有特殊的贸易体制。……在处理双方基本关系时，

像贸易这样一个重要的领域是不能缺少的。……对

此，联邦政府无意做出改变，也不允许改变，因为

它对于民族利益而言非常重要”⑥。
对于联邦政府而言，发展德国内部贸易的政治

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德国内部贸易通常占联邦德国

外贸总额的 2%左右，而占民主德国外贸总额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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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约为 10%。① 为了缓和两德关系，改善两德人员

往来，联邦政府甘愿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例如:

在德国内部贸易中，民主德国单方面享受联邦德国

对其免关税、免出口附加税、享有欧盟成员国的一

些优惠措施。此外，为了促进德国内部贸易的发

展，联邦德国还在该贸易框架内引入了无息透支贷

款。民主德国经常把他当作一个长期贷款来使用，

这样可以为其省去大笔贷款利息。
由于民主德国对德国内部贸易存在一定的依赖

性，联邦德国经常将其作为一种杠杆，促使民主德

国放松对两德人员交往的限制。例如，1974 年，

联邦政府通过延长无息透支贷款协定和提高无息透

支贷款额度的方式，令民主德国免除了联邦德国养

老金领取者的强制兑换义务。额外经济负担的去除

无疑会提高他们赴民主德国探亲访友以及旅行的积

极性，进而推动了两德间的人员交往。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为了尽快消除欧洲中导危

机对两德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改善两德间

的人员交往与过境旅游交通，联盟党科尔政府先后

向深陷外债危机的民主德国提供了两笔担保贷款，

总额近 20 亿联邦马克。之后，民主德国也相应地

作出了一些回报———免除联邦德国部分青少年的最

低兑换义务; 降低联邦德国退休人员的最低兑换

额; 延长来访者的停留时限等。②与此同时，民主

德国对两德旅行交通方而的限制也有所松动。
除德国内部贸易、无息透支贷款以及商业贷款

外，联邦德国还积极通过其他经济手段来促进两德

关系发展。特别是在改善两德间人员交往方面，联

邦德国向民主德国提供的非商业性财政支付所起到

的作用更为直接。例如，从 1970 年到 1980 年底，

民主德国从联邦政府一共获得了 60 多亿马克的非

商业性财政支付。③其中，直接财政支付额为 35. 81
亿马克，这笔开支主要用于支付过境费。间接财政

支付为 4. 42 亿马克，主要用于补偿民主德国向联

邦德国公民个人收取的税费。同一时期，联邦政府

向民主德国支付的签证费以及通行费也达到了 5. 2
亿马克。④

可见，联邦德国政府经常利用经济上的施惠政

策，换取民主德国在两德人员交往领域的让步。随

着两德关系的不断改善，两德人员来往也日益频

繁。据统计，1970 年民主德国公民到联邦德国旅

游人数为 104. 8 万，1980 年为 155. 5 万，到 1988
年激增至 674. 7 万。1970 年联邦德国公民到民主

德国旅游人数为 125. 4 万，1980 年为 350 万，到

1988 年达到 555. 2 万。1972 年，来自民主德国紧

急家庭团聚的人数为 1. 14 万人，到 1986 年增至

24. 4 万人。自 1984 年民主德国批准本国公民移居

联邦德 国 之 后，1987 年 移 居 联 邦 德 国 的 人 数 为

11459 人， 而 1988 年 前 11 个 月 就 达 到 了

25135 人。⑤

两德人员交流交往日益频繁，缓解了因长期相

互隔离而产生的隔阂，从而有助于维系德意志民族

共同的认同感。最突出的表现便是，80 年代末，

在民主德国国内爆发的一系列游行示威浪潮中，民

主德国 公 民 不 断 高 呼 要 求 民 族 统 一 的 口 号———
“德国，统一的祖国”“我们是一个民族”，进一步

推动了德国统一的进程。此时，联邦德国科尔政府

牢牢抓住历史赋予的宝贵机遇，凭借自身强大的经

济实力，果断地对民主德国展开统一攻势，最终促

成了德意志民族的重新统一。
( 三) 苏联在德国政策上的巨大转变

自二战后德国分裂伊始，外部环境便成为阻碍

德意志民族重新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德意志两

部分分属于相互对抗的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这一残

酷事实。由于民主德国是在苏联的扶植下建立起来

的，且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也依靠后者提供保障。
因此，民主德国一直被视为苏联的一个卫星国，其

民族政策和德国政策势必会受到苏联因素的制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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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20 世纪 50 年代初，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希

望能够迅速达成对德和约，并且建立一个中立的、
统一的德国。为此，苏联直到 1954 年才承认民主

德国的主权。在此期间，对民主德国争取民族统一

的各种努力，苏联不仅给予了大力支持，还曾多次

提议就对德和约事宜进行谈判。然而，由于西方三

国包括联邦德国都无法接受统一后的德国走中立化

道路，双方的相关谈判都无果而终。
斯大林逝世后，继任者赫鲁晓夫开始抛出两个

德国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东西方必须接受两个德

国并存的这一事实。民主德国日益成为苏联抵抗西

方盟国军事威胁的桥头堡，以及苏联在东欧社会主

义阵营中最重要的经济伙伴。随着 “冷战”的全

面升级，两德在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上的分歧愈来

愈难以调和，彼此也变得更加疏远。只要 “冷战”
持续进行，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重新统一将变得遥

遥无期，只有通过国际格局的改变逐步加以实现。
然而，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国际局势发

生了重大变化。曾经作为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陷入

严重的危机: 不仅国内经济、政治问题缠身，而且

对外控制能力也日渐减弱，特别是，日益表现出有

意放弃对东欧其他社会主义盟国事务的控制和干

预。受其影响，战后德意志民族问题再次凸现。民

主德国的民族分裂主义政策也因此受到了严重冲

击。而这 一 切 与 苏 联 在 德 国 政 策 上 的 巨 大 转 变

有关。
1985 年 3 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

书记后，对外积极推行以 “新思维”为纲领的外

交政策。除了主动缓和与西欧国家的关系，倡导全

欧合作之外，苏联开始放松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

控制，并采取支持他们 “改革”的态度。苏联对

东欧盟国这种态度上的变化标志着，苏联对其奉行

已久的 “勃 列 日 涅 夫 主 义”进 行 了 重 大 修 正。
1989 年秋，苏联政府发言人格拉西莫夫在一次记

者招待会上，更是以一种如释重负、毫无敌意的口

气表示，苏联允许东欧社会主义盟国走自己的路，

“让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①。
与此同时，为了让国内经济尽快走出窘境，苏

联更加重视与联邦德国开展经济合作，同时，对德

国统一的态度也出现了微妙变化。1989 年 6 月，

戈尔巴乔夫在访问联邦德国时，称 “柏林墙”和

德国的分裂并非是永恒。在双方的联合宣言中不仅

提到了: “所有国家和人民都有权决定他们的命

运”，而且还隐晦的认可了每个国家完整和安全。②

在戈 尔 巴 乔 夫 “新 思 维”政 策 的 影 响 下，

1989 年春，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政局首先

发生了剧变。1989 年下半年，民主德国和其他的

东欧国家一样，国内形势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这与

匈牙利开放匈奥边界有着直接联系。1989 年 9 月，

匈牙利宣布开放其西部边界。同时，匈牙利也不再

继续维持其盟友民主德国对在匈牙利的本国公民出

境旅行的限制。因而，民主德国公民可以自由地跨

越这条边界，借道奥地利进入联邦德国。自此，民

主德国再次出现了大批的移民潮。
“柏林墙”倒塌后，民主德国民众要求统一的

呼声渐高，戈尔巴乔夫很快意识到这一问题有受到

民族情绪冲击的威胁。于是，他逐渐承认了德国统

一是大势所趋，使民主德国民众的要求合法化。事

实上，当时自顾不暇的苏联已无力向其社会主义盟

友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早在波兰和匈牙利爆发危

机后，戈尔巴乔夫就曾告诫其领导人，让他们不要

指望能够得到苏联的经济援助，应该学会自救。③

随着东欧各国相继发生剧变，此时的经互会业已呈

现分崩瓦解之趋。在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看来，

“迄今为止被我们视为联盟的经互会，已无法维

持。我的结论是只有向西德看齐才是一个现实的选

择”④。可见，在失去了苏联这个强力的外部支撑

后，内外交困的民主德国已无法独立应对联邦德国

猛烈的统一攻势，其民族分裂主义政策最终以失败

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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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综上所述，战后德国分裂时期，由于两德在统

一问题上长期存在着根本性分歧，两德竞争中处于

下风的民主德国逐步放弃了民族统一的旗帜，其民

族政策和德国政策经历了由 “一个民族一个德国”
向“两个民族两个德国”的转变。在此过程中，

民主德国从团结全德民族力量，积极争取德意志民

族国家的重新统一，逐步转变为努力建立一个不同

于联邦德国资本主义的、全新的社会主义民族和国

家。通过民族划界的方式，民主德国力图进一步强

化其“两个德国”政策，以维护自身的独立与稳

定。在放弃德意志民族整体利益的同时，民主德国

不断地在两德人员往来方面设置障碍，并试图在自

我封闭的环境中培养新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然

而，这种简单的民族划界政策并没能维持民主德国

的存在，其民族分裂主义政策最终走向失败。
究其失败原因，主要有三点: 首先，民主德国

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长期存在失误，不仅未能为其民

族政策提供有效支撑，反而导致其最终走向消亡。
由于实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民主德国的经济和

社会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联邦德国，也由此逐步失

去了民族统一的主导权，并走上了民族分裂主义道

路。20 世纪 70 年代初，昂纳克政府开始大力推行

社会福利政策，以期推动国民经济发展，进而支撑

其民族分裂主义政策。但事与愿违，该政策不仅加

重了民主德国的经济负担，还致使其陷入严重的外

债危机，并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引发了

一场毁灭性的总危机。为了缓解危机以及换取科尔

政府的经济援助，民主德国最终被迫放弃了民族分

裂主义政策，随后并入联邦德国。
其次，联邦德国的接触政策抑制了民主德国民

族划界政策产生的消极影响，为日后德意志民族的

重新统一保留了希望。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起，联

邦德国政府为克服德意志日益固化的分裂状态，开

始全面实施“以接近求转变”的接触政策。为此，

联邦德国不惜牺牲巨大的经济利益，利用各种经济

杠杆来密切两德关系，改善两德人员交往。两德人

员交往的扩大与加深，维系了日益疏远的德意志民

族的认同意识。20 世纪 90 年代初，科尔政府正是

充分借助德意志人民要求统一的民族激情再次实现

了德国统一。
最后，德国统一进程加速时期，苏联在德国政

策上的巨大转变令民主德国的民族分裂政策失去了

强大的外部支撑。二战后，苏联作为东欧社会主义

阵营的盟主，不仅长期保障了民主德国的安全与稳

定，同时也制约并影响了后者的民族政策和德国政

策。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政府为了摆

脱国内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开始谋求加强同联

邦德国的经济合作。为了获得后者的经济援助，苏

联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态度出现松动。 “柏林墙

倒”塌后，随着德意志人民要求统一的呼声不断

高涨，苏联最终放弃了长期奉行的两个德国政策，

转为同意两德统一。内外交困的民主德国因此失去

了最后的“救命稻草”，民主德国的民族分裂主义

政策最终以国家消亡而告终。

Changes of the GDＲ's national policy and the causes of its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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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under the direct impact of the Cold War between the USA and the USSＲ，the defeated Germany was di-
vided into the FＲG and the GDＲ． . Faced with this artificial division，the GDＲ initially adhered to the policy of“one nation; one Ger-
many”． But because there is a huge difference in the way of realizing their national unity between the two Germanys，the GDＲ which
was at a disadvantage in the competition with the FＲG gradually abandoned the banner of the national unity． In the early 1970s，the
Honecker's government proposed the two － nation policy，which marked the GDＲ completely stepped onto the road of its national sepa-
ratism． . However，due to the influences of the GDＲ's inefficien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the penetration of the FＲG's engagement
policy and the dramatic policy shift towards Germany by the USSＲ，the GDＲ's policy of separatism ultimately fail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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