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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民主党（社民党）、绿党和
自由民主党（自民党）7日在柏林正式签
署联合组阁协议。新一届德国政府诞
生，意味着长达16年的默克尔时代正式
落幕。分析人士指出，如何带领德国解
决面临的诸多挑战，考验新政府内部各
方的政治智慧。

对内多头并进
舆论认为，德国新政府在内政方面

的计划雄心勃勃。
首先，由于绿党的重视，环保相关

政策将是新政府优先事项。据报道，新
政府计划在“理想情况下”将淘汰煤电
的期限从 2038 年提前至 2030 年，到
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从当前
设定的65%提高到80%。新政府还将
引入“气候检查”机制，即政府各部门在
审查法律草案时都会把对气候的影响
和是否符合气候目标纳入考量。同时，
政府为了激励企业投资绿色领域，未来
企业对环保科技的投资可获政府减免
赋税。

其次，新政府将在改善社会福利方
面投入更多精力，包括：提高法定最低
工资至每小时12欧元，计划每年建造40
万套住房，继续限制房租上涨，改善卫
生福利等。此外，改善公共基础设施、
提高网络速度、为长期失业者提供更多
继续教育培训的机会等也是新政府计
划的工作重点。

财政方面，新政府表示，将从2023
年起继续坚持以往的“减少债务”政策，
不过因当前德国新冠疫情严重，2022年
可以暂不坚持减债原则。

在颇受德国民众关注的养老退休
政策方面，从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的
组阁协议来看，改革力度不大，引发外
界批评。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
莱门斯·菲斯特说，这是组阁协议里最
弱的地方之一，就当下德国人口老龄化
日益严峻的趋势来看，当前政策是不可
持续的。

对外延续为主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在先前组

阁谈判中要求调整外交政策路线的声
音并不小。但有分析人士认为，新政府
基本会延续默克尔的外交政策。

根据组阁协议，新政府将继续支持

加强联合国在国际秩序方面发挥作用，
支持多边主义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也将利用2022
年德国担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机
会推进多边主义。新政府还将推动世
贸组织发展，推动改善贸易争端解决机
制。

欧洲事务方面，新政府将继续重视
德法盟友关系，同时重视通过欧盟平台
发挥影响力，推进欧洲战略自主，包括
加大对欧洲议会的支持，加强欧盟在包
括能源供应、卫生、原材料进口和数字
科技等国际事务关键领域中的战略自
主性等。另外，新政府还表示会更重视
欧盟东部和南部事务，加强与盟友的协
调与合作。舆论认为，新政府可能将促
进欧盟成员在外交、安全和防务政策上
行动一致，从而在国际上更有作为。

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一直要求德
国将国防支出增至国内生产总值2%这
件事上，新政府组阁协议采取了模糊表
达，表示会长期将国内生产总值的3%
投入到国际行动中，以加强德国外交和
发展政策，同时履行其在北约的职责。
德国媒体称这一表述为“一种灵活的包
装术”。

对俄罗斯关系方面，组阁协议把德
俄关系定性为“深层和多样化”，新政府
寻求全面和稳定的对俄关系，愿意采取
建设性对话，同时与俄罗斯在包括氢能

源、卫生、气候和环保领域等议题上加
强合作。

考验政治智慧
根据联合组阁协议，新政府共设15

个部长席位，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分
别占6席、5席和4席。分析人士认为，
三党此前分歧较多，如今的组阁协议是
相互妥协的结果，未来政府如何运转，
将考验内阁主要官员尤其是被视作默
克尔“接班人”的奥拉夫·朔尔茨的政治
智慧。

有分析说，联邦德国72年历史中，
新旧政府过渡总体稳定，还未发生过新
旧政府政策决裂的情况，这次应该也不
例外。默克尔曾用“可靠”评价朔尔茨，
10月底她还同朔尔茨一道赴意大利罗
马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并向世界隆重
推介朔尔茨。朔尔茨此前向选民表示，
将保留默克尔执政16年留下的政治遗
产，会保持政策的延续性。

联合组阁协议 11月底达成一致以
来，三党对外展现一团和气。不过，也
有分析人士指出，三党在气候、税收、财
政等政策上存在分歧，此前还在财政部
长等内阁职位的分配上发生争执。新
政府上台后，如何有效弥合各方分歧，
化解面临的挑战，实现预定的内外政
策，任重道远。

（新华社柏林12月7日电）

默克尔时代落幕 德国新政府启航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
7日举行视频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乌
克兰局势，还就此前二人日内瓦会谈成
果的执行情况、伊朗核问题、网络信息
安全等话题进行了交流。

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俄美在乌克兰
问题上展开多轮博弈。此次会晤，双方
态度强硬，各说各话，乌克兰局势如何
发展难以预料。而且俄美之间存在根
本性、战略性矛盾，此次会晤难以改善
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互不相让
此次俄美领导人会晤正值俄乌边

境局势紧张之际。美国和乌克兰方面
称，俄罗斯在边境地区集结大量部队，
有侵犯乌克兰之势。俄政府说，以美国
为首的北约不断威胁俄边境安全，俄方
有权在境内调动部队以保卫领土安全，
但无意与他国发生冲突。在这一背景

下，乌克兰问题成为此次俄美领导人视
频会晤的中心议题。

普京表示，不应将乌克兰东部局势
升级的责任归咎于俄罗斯，因为北约正
试图征服乌克兰领土，并不断将军事力
量扩展至俄边界附近。俄罗斯希望获得
可靠的法律保证，以防止北约进一步东扩
和在俄罗斯邻国部署进攻性武器系统。

拜登则表示，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对
俄罗斯在俄乌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部署

“深感担忧”。俄方若采取军事升级行
动，将面临来自美国及其盟友“强有力
的”经济制裁和其他回应措施。

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记者会上，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表
示，如果俄对乌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将
增加对乌克兰的国防援助，以加强其防
御能力，并“积极回应”北约盟友可能提
出的增兵请求。

分析人士指出，在乌克兰问题上，

俄美分歧巨大，难以协调。在此次会晤
中，双方更是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乌克
兰局势会如何演绎依然不明。

矛盾难解
普京在会晤中还表示，目前俄美双

边合作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在两国外
交使团在工作中困难重重，而这一切都
是美方一手造成的。俄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指出，俄美之间的矛盾与分歧
是根本性和战略性的，不可能通过几小
时会谈就化解。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
系研究所研究员谢尔盖·基斯利岑认
为，拜登上台后试图重塑跨大西洋伙伴
关系并降低欧盟改善对俄关系的兴趣，
这加剧了北约与俄对峙的局面。此外，
美国试图利用乌克兰问题，提高在前苏
联地区的影响力，直接触犯俄方的地缘
政治利益，这是俄罗斯绝对不允许的。

俄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首
席研究员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认
为，考虑到美国内反俄情绪，以及双方
在俄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白俄罗斯、
人权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俄美战略冲
突的结构性矛盾难解，互动并不能为俄
美紧张关系带来突破，双方在各领域的
博弈仍将持续。

基斯利岑还指出，俄方提出的禁止
北约东扩协议，不仅取决于美国，还取
决于北约及其他相关国家的态度。但
这些国家出于俄对乌克兰的现实威胁，
几乎不可能在法律层面做出保证，不会
同意北约行动受到俄罗斯的约束。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国际问题专
家伊万·萨弗兰丘克指出，俄美关系不会
触底反弹。俄应更多从战略稳定角度与
美展开实质接触并借此牵制对方，避免
出现战略性误判或更严重的双边关系

“脱轨”。 （新华社莫斯科12月7日电）

普京见拜登 警告对威胁
分析人士：各说各话，乌克兰局势难以预料

12月8日，德国首都柏林的国会大厦，奥拉夫·朔尔茨在德国联邦议院投票中
成功当选德国总理。 新华社记者 单宇琦 摄

据新华社哥本哈根 12月 7日
电 （记者林晶）世界卫生组织欧
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卢格7日在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表示，变异新
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最
近呈上升趋势，但德尔塔变异毒
株在欧洲区域新冠确诊病例中仍
占主导地位。

克卢格在当天举行的线上新
闻发布会上说，德尔塔变异毒株
在欧洲区域仍占主导地位，接种
新冠疫苗对减少重症和死亡病例
方面仍然有效。他呼吁欧洲区域
各国立即行动，采取加大新冠疫
苗接种、推行加强针接种、室内场
所戴口罩、在拥挤的场所通风等
措施应对新冠疫情。

克卢格表示，过去一个月，欧
洲区域新冠确诊病例增加近1000
万例，其中 5岁至 14岁人群的新
冠感染率最高；欧洲区域日增新
冠死亡病例接近 4100 例，与 9 月
底相比增加近一倍。如果没有接
种新冠疫苗，病亡率只会更高。

世卫组织：

德尔塔变异毒株
在欧洲仍占主导地位

据 新 华 社首尔 12 月 8 日电
（记者杜白羽 孙一然）韩国中央防
疫对策本部 8 日通报，该国过去
24 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7175
例，创疫情暴发以来新高，现存重
症病例840例。截至8日零时，韩
国单日新增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
戎毒株感染病例2例，累计38例。

韩国国务总理金富谦当天主
持防疫会议时表示，目前韩国疫
情扩散势头凶猛，医疗体系承压
严重。超过八成的新冠确诊病例
来自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等首都
圈地区，病床数量紧张。为缓解
医疗系统压力，政府将改善居家
治疗体系，并大幅增加支援人
力。明年初起还将向居家治疗的
高危人群发放新冠口服药物。

韩国日增新冠确诊
病例破7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