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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经济发展硇舒态势

殷桐生

[摘要]2003年德国经济继续滑坡，国内生产总值竟然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负增长。德国经济的不景气给德国社会带来了一些十

分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而不久前进行的人口调查又给德国经济带来重大的变数。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德国政府推出了哈尔茨委员会和

吕罗普委员会计划，更在年终通过了2010议程，拉开了德国全方位改革的序幕。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大政党在这一问题上的合

作。笔者认为，当前德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有利因素在增加，主要不利因素在减少。但现在绝对不是对德国经济发展抱盲目乐观的时候，

而是要深入研究和分析各类情况和问题，谨慎小心地驾驭德国经济这艘大船，驶出目前已布满水雷的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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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经济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20世纪60年代中

期虽说也有过短期危机，但总的来看发展是健康的。进

入70年代后经济发展日益迟缓，尤其在70年代末的第

二次石油危机冲击下，经济发展呈现空前的颓势，导致以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施密特为首的联邦政府下台。80年

代科尔政府竭尽全力使经济恢复了缓慢的增长。进入

90年代后不久，当人们还陶醉于国家统一的喜悦时，有

识之士就明显觉察到本国经济已陷入了停滞。然而辉煌

的过去及其带来的老本始终麻木着德国的芸芸众生，使

他们难以认识、更难以承认这种停滞。如今这种停滞已

经持续了很多年头，“药方”开出了千千万万，“灵丹”也服

用了万万千千，但人们仍然看不到一个尽头，于是麻木的

神经才逐步感到一丝的痛楚，“德国经济真的病了!”

一、2003年德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数据

“德国经济真的病了”这一观点现在已经无须过多加

以阐述，仅举2003年的几个重要数据便可进一步验证：

2001年和2002年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0．8％

和0．2％，2003年竟然出现德国历史上罕见的负增长

一0．1％；近两年来失业人数都突破了400万大关，2002年

为407．1万，2003年高达430万，失业率为10．5％，如果

加上备用劳力和改行培训中的劳力，失业人数超过700

万，相当于希特勒上台前的失业人数；国家债台高筑，

2003年联邦债务上升到386亿欧元，艾歇尔的2006年达

到零债务的预期目标已经成为笑柄；财政赤字2002年为

国内生产总值的3．5％，2003年达4．1％，已经连续两年

超过马约规定的3％界限，2004年肯定还要超过；私人消

费下降0．2％，基本建设总投资下降3．3％，其中设备投

资下降4．0％，建筑投资下降3．4％；外贸出口仅增长

1．1％，进口增长2．0％，进出口指数为一0．2％；国民收人

下降0．1％，其中雇员收入仅增加0．2％，企业和资产收

入下降O．7％。[1】

德国经济停滞的主要内部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德国

经济患了“德国病”。【2】其次是整治东部经济的高额投入，

从1991年至2002年德国向其东部地区年“输血”总额平

均约为1600亿马克，净额约为1400亿马克，占当年德国

国内生产总值的4—5％。【3]西部地区从德国统一之后就

规定交纳团结附加税，数额为所得税和工资税的7．5％，

资产税和保险税也同样提高。1998年在公众舆论的压

力下，政府决定降低2个百分点，变为5．5％，同时规定

1220万纳税人可以免交该项税收，因为他们的年收入在

规定以下(单身者为26192马克)，(4j但初步规定对东部

的“输血”至少要到2019年。

经济减速的主要外部原因则是2001年以来美国经

济持续不振，通信和技术领域泡沫破灭，世界贸易增长停

滞，世界经济整体增长放缓，石油价格动荡不定，“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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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更使世界经济雪上加霜。

德国经济真的是得病了，不管还有多少人仍在持怀

疑的态度，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多少令人感到一

点宽慰的是，如今持这一看法的人日渐多了起来，奔走呼

号者也多了起来，联邦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

由此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

二、德国经济停滞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新动向

1．今天的德国到处可以听到对本国经济抨击的言

词，到处可以读到经济改革的方案，可以说是发言盈庭，

方案如山。有识之士认识雷同，利益集团则各执一词，甚

至持完全对立的观点。例如是执行膨胀的经济政策还是

继续贯彻紧缩的经济政策；是继续把货币稳定放在首要

地位，还是首先加大经济增长的力度；是进一步举债还是

减债；是提前退休(60岁，63岁)还是推迟退休(67岁)；

是增加劳动工时还是减少劳动工时(德国的年平均工时

是1444，瑞典是1581，法国是1545，爱尔兰是1668，美国

是1825)等等。

2．如何面对欧盟的趋同标准。当前德国和法国的

财政赤字都超过了马约规定的3％这一标准，欧盟其他

各国的经济增长也都不快。欧洲央行关于法定通货膨胀

率不超过2％的货币政策和马约的趋同标准主要是为了

保证欧洲统一货币的稳定，但已日益显示出其抑制经济

增长的副作用。面对当前的严酷现实，是突破马约的债

务和赤字标准，还是照走原路不误，已经是摆在欧盟各国

面前的一项重要抉择。从目前的趋势看，显然还是不会

正式突破，因为欧盟的决策人士仍然坚持稳定是发展的

前提。

无庸讳言，稳定对增长的巨大作用，但它们毕竟是两

个范畴的事情，稳定的确是发展的前提，但稳定并不等于

增长，德国已经多年执行稳定的方针，却并没有带来多大

的增长，这便是例证。对欧盟这些发达国家来说，究竟应

该保持一个怎样的稳定与增长关系，看来还需要进一步

探讨。其实，当今世界是不乏同时实现稳定与增长这一

“软着陆”事例的。2003年12月12日欧盟已经正式推

出了《增长计划》，人们当然希望看到欧盟在保持趋同标

准和通货膨胀率标准基础上的较快增长。

3．如何看待两大党在改革问题上的合作。德国统

一已经过去了13年半，其中联盟党执政8年，社民党已

执政5年半。综观十多年他们在对德国经济病况的分析

和治疗的看法和做法，人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思路大

同小异，效果半斤八两。应该说，他们在治疗“德国病”上

都倾注了很大的精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都很有

限。原因之一是“德国病”的病情严重，短期难以治愈；原

因之二是都受到党派政治的制约，因而不能把国家利益

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加之两派积怨太深，要捐弃前嫌，重

温当年大联盟的旧梦对他们来说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情。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却出现了两党“异床同梦”

的现象：即不同的地位，雷同的考虑。他们既斗争又合

作，在斗争中合作，在合作中斗争，而合作趋势在不断增

加，特别反映在2003年底通过的《2010议程》这一全方

位的改革方案上。这首先是因为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两

大党之间的政纲发生了明显的趋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前车之覆必然会成为后车之鉴，而在相互之间的批评和

反批评中各方都会找到不少合理的内核。现实已经告诉

人们，振兴德国经济的真正关键不是相互攻击，不是自我

洗刷，而是冷静地共同来分析“德国病”，找到治疗“德国

病”的正确“处方”。

4．工会和执政党的左派成了对立面。在德国，工会

自认为是最代表雇员利益的，社民党则被视为传统的工

人阶级政党，1959年后它虽然自称是全民党，但仍然强

调首先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特别是党内的左派们。如

今德国的改革涉及如此众多的雇员利益，他们自然不能

保持沉默，因而成了当前德国改革的主要反对力量。他

们竭力反对“削减社会福利”，例如《2010议程》一通过，

柏林便发生了10万人的抗议游行。

5．德国经济的停滞和施罗德坚持改革福利制度的

政策使他的威信急剧下降，目前支持率仅为24％；党内

左派与其的离心倾向日益加剧，退党人数不断上升，党员

已从1999年的92万降至今天的65万，【5)这迫使他采取

以退为进的办法，辞去了社民党主席的职务。

三、德国人口调查给德国经济带来的新决定因素

不久前联邦议院搞了一个人口调查报告，前不久吕

罗普委员会又突出强调了人口问题对经济决策的重要意

义。报告指出，近年来德国人口面临两大问题的严重挑

战：其一是出生率低下，其二是人口的生命预期提高。这

使德国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下降，青老比例失

调，出现严重老化趋势。

联邦德国成立后经济迅猛发展，开始出现生育热，但

1969年后生育率逐渐下降。为了保持德国人口水平，每

个妇女平均需要生育2．1个孩子，实际上只有1．4个，而

且今后仍将保持这一趋势；

德国人口的生命预期不断提高，自1970年以来已提

高了4岁，今天65岁的女性公民平均将活到84．5岁，男

性公民则为81岁，而且还将继续升高，预计到2040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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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公民将活到88岁，男性公民将活到84岁；

对德国人口影响颇大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外来人口

的流入和本国人口的流出。从长远看，德国净流入的外

来人口每年将稳定在20万左右；

到2040年德国人口将比现在减少400万，而且人口

结构将发生明显的变化。到2030年劳动力人口将减少

700多万，到2040年则要减少1000万。领取养老金者将

由目前的1350万上升到2030年的2200万，目前是4个

在职者养活1个退休者，到2040年养活1个退休者的在

职者将不足2人；

从2002年到2030年德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将为

1．7％，年通货膨胀率为1．5％，从中期看就业率仍将呈

略微上升的趋势，但到2030年将下降100万人，尚有

3789万人。失业率要到2010年才会有明显的回落，到

2030年将下降到4．4％，因为劳动力的供给下降。【6]

这一人口报告对德国的经济发展既提供了机遇，也

提出了挑战，但挑战远大于机遇。笔者认为主要有这么

几个问题：养老金问题，如何使养老金的保险费能够支付

养老金，从而摆脱赤字运转的局面，并做到代际平衡和公

正；失业问题，解决失业问题还有多大的紧迫性，如何降

低近几年的失业率；移民问题，德国究竟要不要加大移民

的力度，如何制定一部适应人口变动情况的移民法，如何

解决移民增多给德国带来的各类问题，如何使移民尽快

一体化；生育政策问题。德国一向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

但收效甚微。今后究竟是加大鼓励的力度把生育率提上

来，还是取消子女津贴以减轻国家的负担。

四、哈尔茨委员会和吕罗普委员会及其计划以及人

们对此的反应

面对德国经济发展的严峻态势，联邦政府组成哈尔

茨委员会和吕罗普委员会两个委员会来集中研究对策，

一是研究如何解决高失业问题，另一个是研究如何解决

高福利问题。

哈尔茨委员会由施罗德总理组建，成立于2002年3

月6日，由德国经济界、企业界、政界的15名主管领导、

专家组成，主席是大众汽车公司监事会成员彼德·哈尔

茨，主要研究如何解决德国的高失业问题。该委员会于

2002年8月16日提出了报告，共13章，340页，目标是

经过三年的努力将失业人数减少200万，把新工作介绍

的周期从33周减少为22个周，劳动局给失业者的支付

从400亿欧元减少到130亿欧元。Lt刊

吕罗普委员会是2002年11月21日由联邦卫生和

社会福利部长施密特一手组建的，取名“获得社会福利体

系支付的可持续性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德国政界、科技

界、经济界的26名权威人士组成，主席是德国著名国民

经济学家、五贤人(即德国权威的专家委员会)之一的吕

罗普教授、博士。他是德国多特蒙德理工大学的金融学

教授，也是德国社会福利委员会主席，他的副手是联邦卫

生和社会福利部国务秘书梯曼。其余24名成员中教授、

博士11名，博士4名，另外一些则是戴姆勒+克莱斯勒、

宝马、巴斯夫公司以及各有关著名协会的重量级人物。

该委员会经过半年紧张的工作，于2003年4月初拿

出了一个建议报告，在听取了各方意见后进行了修改，并

于2003年8月29日提出正式报告。报告分6大部分，

共279页。第一部分为前言，主要说明问题的提起和目

标。第二部分为人口和经济的框架条件(内容简介见上

文)，第三部分为养老金保险建议，第四部分为医疗保险

建议，第五部分为护理保险建议，第六部分为横向分

析。(8】

哈尔茨计划在广泛吸取各发达国家整治失业经验

的基础上，提出了全套的改革举措，使人们在焦虑和无奈

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因此总的来看对此的反应是比较积

极的。联邦总理施罗德认为，哈尔茨计划给了德国一个

推动劳动市场的机遇而又不危及社会的团结，甚至连联

盟党都表示谨慎的赞同，自民党更因为此方案在很大程

度上同其提出的方案相似而感到高兴，因而被人们称之

为施罗德获得联邦大选胜利的三张王牌之一。

但激烈攻击该方案的仍大有人在，主要来自左翼人

士和工会。他们批评哈尔茨计划将危及德国的福利保险

体制，说这不是消灭失业，而是消灭失业者；贯彻哈尔茨

计划就将使德国放弃失业保险；压缩失业救济，将其同社

会救济合并，将会大大降低购买力，减少消费需求。

然而哈尔茨计划直面的毕竟是一个社会的弱势群

体，树敌不多，因此社会反应中还是褒多贬少。吕罗普计

划则同哈尔茨计划不同，它面对的不是一个弱势群体，而

是整个德国的人民大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护理保

险，无一不牵涉到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问题，因而引发的

反对声要高于哈尔茨计划，甚至连施罗德都站出来说反

对将退休年龄提高两岁。但有识之士还是非常肯定吕罗

普计划，认为它抓住了德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坚持降低德

国附加工资，提出了可持续支付社会福利保险这一既警

醒、又积极的口号和方案，奉行男女平等和代际平衡原则。

五、《20 1 0议程》和联邦政府的新改革计划

2002年红绿联盟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险胜联盟

党，得以继续执政。为了应对严重的经济挑战，他们以

  万方数据



国别与地区：德国经济发展的新态势

哈尔茨计划和吕罗普计划(该计划当时正在拟定之中)

为基础，于2003年3月14日向联邦议院提出了一个空

前规模的改革方案《2010议程》，并于2003年12月19

日获得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的批准。该方案的主要

目标是：降低附加工资，提高投资和消费，改善劳动市

场供给和需求的激励机制，推动独立开业和个人负责。

《2010议程》的出现，再加上其它各类具体的改革方案，

使德国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的改革网络，从而拉开了新

的改革序幕，把整个德国推人了改革的大潮，其最重要

的内容如下：L90

1．在劳动市场的结构改革方面，联邦政府共颁布

了4个法令，第1、2两个已于2003年1月1日生效，第

4个也将于2005年1月1日生效，共采取以下措施：

将失业救济同社会救济合并，今后失业津贴分两

个档次，第1为失业金，但领取失业金的时间缩短，55

岁以下的人为12个月，超过此年龄的最高也不得超过

18个月；第2为失业救济，但失业救济远低于过去的标

准，其数额同社会救济相等，是视失业人员贫困程度而

定的生活补贴，因而获此补贴的时间是无限的。

建立“个人公司”和“家庭公司”，作为一种新的就

业形式，以此来增加就业面，减少打黑工。失业人员如

开设上述公司就可以获得三年的津贴，“个人公司”还

可获得开业津贴，因此仅2003年一年，就有92819个

失业者建立了“个人公司”。

将全部181个负责管理的劳动局改为从事具体工

作的就业中心，每个就业中心设人员服务代理处，负责

雇佣失业人员，再将其租借给劳动市场公司或公益

活动。

引进就业贷款制度。一家中小企业只要在试用期

结束后继续雇佣一个失业人员，该企业便可获得一笔

贷款，最高为10万欧元，在对该企业偿付能力审核之

后便可由银行向其提供。

某一失业人员如果拒绝某一就业岗位，必须有充

分的理由。如理由不充分，便可暂停他获得就业岗位

的机会，暂停时间的长短视拒绝的理由而定。

创建低规格要求的“小工作”岗位，以安排职业技

能不高的失业人员。2003年此类岗位已从410万增加

到440万，此外还有140万人在从事此类“小工作”的

第二职业。

创造并资助培训岗位，以解决青年失业人员的问

题。规定要向每个25岁以下的青年人提供就业或培

训岗位，从2003年8月1日起的5年内暂停执行现行

的培训资格规定，让企业放手进行青年的培训工作。

修改现行的解雇保护规定，新规定从2004年1月

1日起执行，10人以下的企业新雇员工不得享受解雇

保护，以便雇主大胆雇佣新的工作人员。

2．在养老金保险问题上联邦政府决定：

从2004年7月1日起暂时执行养老金零增长规

定，从2004年4月1日起对新养老金领取人发放养老

金的时间推迟到月末。取消劳资双方对养老保险中的

护理保险各承担一半保险费的规定，所有退休人的护

理保险全部由本人承担。将浮动储备额从50％调低至

20％。引进所谓“可持续要素”，以便自动对变化了的

人口和就业状况作出反应，并保持养老金支付者同养

老金领取者之间负担的平衡，达到代际平衡。具体做

法是：就业时间提高，养老金额就提高得更多，领取养

老金的人数如比支付养老金的人数增长得快，养老金

的提高幅度就降低。为了减少提前退休的诱惑，要把

当前为应对高失业而允许在60岁领取养老金的规定

推迟到63岁，在2006—2008年间逐步达到。吕罗普

委员会提出，要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把65岁领取

养老金提高到67岁。执行时采取晚开始、迈小步的做

法，以便大家能够从早准备、逐步适应。具体说就是从

2011年开始，每年提高一个月，经过24年，到2035年

达到将退休年龄提高丽岁的指标。【10】对此，专家委员

会已表示赞同，联邦政府则认为还需研究。

3．在改革医疗保险制度上，执政党和联盟党经过

激烈的争论于2003年8月22日清晨达成妥协，并于

2003年11月14日得到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批准，

其要点如下：[11]

制定法定医疗保险现代化法，并于2004年1月1

日生效。该法将大大削减附加工资费用，推动就业。

按此规定，法定医疗保险公司在2004年的减负金额预

计为100亿欧元，2007年将为140一150亿欧元。法定

公立医疗保险公司保险者的保险额从2004年1月1日

开始从目前工资的14．3％下调为13．6％。

从2004年开始，一个病人在每季度第一次看病时

需一次性交纳10欧元，而不论是否转院治疗或多次就

症。病人今后住院每天交纳的住院费从9欧元提高到

10欧元，交纳日期从最多为14天提高到最多为28天，

此后便无需交纳住院费。病人需交纳10％的处方药

费，交纳的幅度最高为10欧元，最低为5欧元，而不论

药费的实际数额，但范围缩小。非处方药费过去约占

保险公司支付药费的1／3，现在原则上由个人支付。从

2005年开始，公立医疗保险公司将不再为镶补假牙支

付费用，所有法定公立医疗保险公司的病人必须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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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保险公司另行签定一项新的专门保险，为此须支付

0．35％的月工资。从2007年开始所有法定公立医疗

保险公司的病人必须支付0．5％的月工资，方能在生病

6周后获得医疗保险公司的医疗费。

在医疗保险制度上吕罗普委员会提出两个方案供

选择，即公民保险方案和医疗总额付款方案。所谓公

民保险方案的要点是：取消不同公民医疗保险的界限，

同工资挂钩的医疗保险费今后仍然由雇员和雇主各承

担一半，但如保险者有其它收入，如利息收入、租赁收

入等，也同样要按比例交纳保险费。按工资比例交纳

医疗保险费的收人限额提高到5100欧元。公民保险

方案将减少年收入在40000欧元以下的中低收入者的

负担，但会增加高收入者的负担。医疗总额付款方案

的要点是：医疗保险费全部同工资脱钩，把雇主目前承

担的一半雇员医疗保险费转换为工资或薪水，今后如

提高保险费或医疗保险交款额度，便不会对附加工资

产生影响。每个保险者(指所有成年人)每月平均向其

医疗保险公司交纳210欧元左右的保险费，儿童照旧

享受免费医疗保险。【12]对于上述两个方案专家委员会

倾向采用第二方案，联邦政府尚未明确表态。

4．关于护理保险问题吕罗普委员会提出以下

建议：

执行“代际负担平衡方案”，旨在把人口发展造成

的负担在代际之间公正而平衡地加以分配。从2005

年开始逐步妥善地将护理费动势化，也就是说按照年

物价的上涨率加上实际工资增加额的一半来调整社会

护理费。从2010年开始，退休人员要向社会护理保险

公司交纳一笔均衡费，此笔均衡费的比例为应交纳保

险收入的2％。有了此均衡费便可将今天的护理保险

费率从1．7％降低到1．2％。这降低下来的0．5％可以

用作年老时需要护理的一种预防保险费。对门诊护理

和住院护理要一视同仁，以鼓励更多的人采用门诊护

理的方法。[13]

在此之前，联邦宪法院已提出应减轻需抚养子女

的单亲家庭的护理保险负担。联邦政府认为吕罗普委

员会和联邦宪法院的上述建议对保证护理保险的质量

和支付以及制止附加工资的提高都是十分重要的，应

尽快予以实施。

5．在税收改革问题上，调解委员会于2003年12

月15—16日作出以下决议，并纳入《2010议程》：(14】

把原本准备于2005年执行的第三期税改计划中

的一部分项目提前到2004年执行。主要是把免税金

额从7235欧元提高到7664欧元，把起征税率从

19．9％下调至16％，把所得税最高税率从48．5％下调

至45％。这样就将全部税改计划中的2／3提前于2004

年实现。2005年再进一步将起征税率和最高税率分别

下调至15％和42％。

对需抚养子女的单身家庭减免税额1308欧元；进

一步削减税收优惠和财务补贴，如下调储户免税金额

等；将工商税下调至20％；分三步提高烟草税率用来～

次性支付法定医疗保险中的非保险支付金额；推行促

进诚实纳税法。

六、展望

谈起德国经济如何才能走出低谷，笔者一向认为，

必须要有以下几个决定因素：首先必须要有全方位的

改革方案，对“德国病”既要治标又要治本，特别要对传

统的福利体制动大手术，这就必须靠两大政党之间的

合作；其次要加速东部经济的转轨进程，尽快同西部经

济实行一体化；最后必须要有良好的外部条件，特别是

美国经济发展这一良好的外部条件。

应该说，目前这些条件正在逐步形成。从内部来

分析，我们看到，德国经过较长时间的摸索，终于弄清

了德国经济的病症和病因，并在提出各类局部改革方

案的基础上拿出了联邦德国历史上空前的全方位改革

方案《2010议程》，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高福利、高失

业、高税收、高劳动成本和高国债问题，完全是针对德

国病的。特别令人高兴的是，这些计划的绝大多数都

是朝野两大党共同拟定或是认可的，因而也是相对可

行的。当前的任务是应坚决加以贯彻，并在实践中不

断修正和补充，这肯定会对医治“德国病”产生应有的

效果。此外，德国东部经济体制的转轨也正在加速。

从1991年至今东部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翻

了一番，人均收入从15100马克提高到27575马克。

人均毛工资已达到西部的81．4％，劳动生产率达到西

部的74．6％。整个东部无论是投资、革新和基础设施

建设都出现了一些新的景象，只是失业率仍高出西部

10个百分点。【l纠

从外部看，世界经济经过数年低迷后终于出现了

上升迹象，尤其是美国经济出现了回升，日本经济在多

年停滞之后开始复苏，东南亚经济持续强劲增长，中东

欧经济有力攀升，西欧经济开始好转，德国经济从2003

年下半年开始也出现了转机的迹象。国际经济组织预

测，今年的世界贸易将增长7—8％，德国政府也把2004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设定在1．5．2％的范围内。【16]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德国的经济改革还面临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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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阻力，计划和方案本身也还有很多问题和缺陷，特别

表现在如何解决结构问题上。东部经济要实现与西部

的完全一体化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世界经济的发

展，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发展还有不少变数，尤其是美国

长期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逆差以及一再发

生的石油价格上涨都会给德国经济带来程度不同的影

响。因此，现在绝对不是对德国经济发展抱盲目乐观

的时候，而是要深入研究和分析各类情况和问题，谨慎

小心地驾驭德国经济这艘大船，驶出目前已布满水雷

的海湾。

分析一下上述有利和不利因素，就不难看出，当前

德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有利因素在增加，主要不利因素

在减少。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看到，德国经济虽然

病得很重，但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善于从逆境中奋起的

民族，对他们应该寄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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