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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政党基金会
有何特别之处

在现代社会，智库是国家治理和协商民

主建设的重要主体和助推力量。在德国，政

党基金会，也称“政治基金会”，是指与进入

联邦议会的相应政党在政治价值、政治取

向、政治理念、政治立场一致，但在法律身

份、治理结构、资源汲取方面又独立于政党

的一类具有德国特色的特殊智库。根据德国

政党法的规定，连续两届进入议会并占有5%

的席位的政党，可以创立与之政治意识形态

相同的政党基金会。根据成立时间的先后顺

序，目前德国主要存在六大政党基金会。

主要特点

身份结构的复合性。政党基金会是德国

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具有高度的复合性：

在法律身份上呈现为非政府组织形态，在内

部治理、项目运行等方面具有较强的自主

性、独立性；在核心价值取向上呈现为践履

特定的并相对固定化的意识形态，与其亲近

或属意的政党在基本价值观层面具有高度的

耦合性、共融性；在资源汲取结构方面，九

成以上的资金来源于德国联邦经济发展与合

作部、内政部、外交部等相关政府部门以及

州政府，只有少部分资金源于社会捐赠，在

资金来源上对政府具有高度的依赖性。政党

基金会获得联邦政府财政支持的额度、幅度

与其所属意的政党在议会选举中所获席位数

量直接关联。目前，六大基金会获得联邦财

政资助的比例为：艾伯特基金会31.9%，阿

登纳基金会28.0%，瑙曼基金会和伯尔基金

会均为10.4%，赛德尔基金会9.8%，卢森堡

基金会9.5%。可以说，政党基金会是具有德

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名为非政府组织，实为

“准政党组织”“准政府组织”。

成立于不同的年代。六大政党基金会不

是在同一个年代“共时性”“一窝蜂”地成

立。有一个（艾伯特基金会）成立于1920年

代，一个（瑙曼基金会）成立于1950年代，

两个（阿登纳基金会、赛德尔基金会）成立

于1960年代，两个（伯尔基金会、卢森堡基

金会）成立于1990年代。最早成立的是艾伯

特基金会，于1925年在柏林创办，1933年遭

纳粹禁止并予以取缔，1947年在汉诺威重

建，1953年总部迁到波恩。最晚成立的是卢

森堡基金会，于1999年在柏林创立，其属意

的左翼党于1998年在大选中获得超过5%的

议席。

以某个重要历史人物的名字命名。比

如，艾伯特基金会以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弗

里德里希·艾伯特的名字命名，阿登纳基金

会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任总理康拉德·阿

登纳的名字命名，赛德尔基金会以基社盟第

三任主席汉斯·赛德尔的名字命名，瑙曼基

金会以德国著名政治家弗里德里希·瑙曼的

名字命名，伯尔基金会以德国著名作家海因

里希·伯尔的名字命名，卢森堡基金会以第

二国际左派重要领袖罗莎·卢森堡命名。这

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思想主张，对德国社会发

展产生深刻影响，是政党基金会禀承的核心

价值所在。

●康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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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治理结构的规范性。各政党基金会

在内部治理结构上一般由会员大会、理事会

和董事会三个层面构成。会员大会是政党基

金会的最高决策机构，一般一年开一次会，

其主要职责是选举、任命、罢免理事会和董

事会成员，制定战略规划，审查财务报表

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法律身份上，六

大政党基金会中除了瑙曼基金会是私法意义

上的财团法人（其他5个是社团法人），所以

其没有会员大会。理事会是政党基金会的最

高领导机构，由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成

员组成，主要负责处理机构的日常事务。董

事会协助、监督理事会的工作。为了确保机

构的正常良性运行，各政党基金会都设有政

治教育部、国际合作部、决策咨询部、研究

院、档案馆等专门化的业务部门。

以政治社会化为基本使命。一个现代社

会，不仅要有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也要有

成熟的制度化的政治形态和文化基础。1914

年以来德国虽然曾建立起魏玛共和国这样的

民主体制和政治框架，但由于共和民主发育

与生长的社会基础、文化基础并不厚实，后

来在一段时期内甚至遭受法西斯主义的统

治，不仅使德国社会而且也使许多国家蒙受

深重灾难。基于德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曲

折和反复，创立政党基金会的一个基本考虑

是对德国民众进行民主政治教育，即通过政

治社会化的方式倡导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

推崇民众参与、社会参与在民主政治建设中

的基础性价值。而要使生活在一定政治形态

中的社会成员秉承一定的政治价值、政治原

则，就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机制、空间来

分配、传输这些价值和原则，并使之成为特

定社会成员认同、肯定的价值和信仰。无论

是艾伯特基金会秉承的“自由、公正、团

结”的使命，还是赛德尔基金会坚守的“民

主、和平、发展”的核心价值，都无一例外

以民主的基本价值为旨向。政党基金会进行

民主教育采取的形式，主要有出版书刊、召

开学术沙龙、举办讲座和专题研讨班，建构

议员、政府官员与市民之间的沟通平台和交

流空间等。比如，卢森堡基金会近十年来每

年都在柏林通过开办马克思秋季学校的形

式，组织对马克思著作感兴趣的人研读、讨

论马克思经典著作，以加深对马克思思想的

理解和把握。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交流。各政党基金会

不仅在德国国内开展民主政治教育，而且积

极在海外开展项目。据统计，目前艾伯特基

金会的海外代表处有百余个，阿登纳基金会

在120多个国家、赛德尔基金会在60多个国

家开展项目活动，约一半左右的资金用于海

外项目。目前，六大政党基金会中，除了瑙

曼基金会在我国无代表处外，其他五个均在

我国有正式的代表处。最先与我国开展友好

交流的是赛德尔基金会，于1979年与全国对

外友协建立正式交流交往机制、推动创设政

治对话沟通平台。经过多年的磨合与调整，

目前该基金会在我国主要致力于以下三个领

域的工作：一是教育领域，与教育部于1980

年始就开展师资培训、供给职业教育领域的

决策咨询等，以致力于促进以职业教育为主

的教育改革和促进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发展。

二是农村发展领域，通过开展培训以及制定

农村发展、土地整理战略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提高农民生活品质。三是在社会政策领

域内，就某些焦点议题开展学术对话交流，

以强化相互间的理解，消弭分歧，努力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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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限度的共识。比如，自1999年起与中央

党校定期或不定期就法律、经济政策、民

生、社会治理等议题开展学术交流。

启示

高度重视党领导下的社会组织建设。西

方政党都有自己影响控制的“外围组织”，各

种协会、智库、基金会、青年组织、俱乐

部、媒体等，就是他们吸引选民、争取选票

的重要渠道。政党基金会是基于德国特殊的

历史、文化、社会基础建构起来的具有德国

特色的组织形态，从其本质而言，是政党的

“外围组织”，与相关政党在核心价值层面具

有高度趋同性、同质性，共享共同的政治意

识形态、政治取向、政治原则、政治立场。

在我国，群团组织是具有中国逻辑的一种独

特的社会组织形态，兼具政治属性与社会属

性。党的群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

改进提高不能停滞不前。必须看到，提高群

团工作的水平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政治

化、制度化、组织化、智能化、社会化等维

度，全方位擘画、多方面推进：政治化是基

本前提，确保群团工作的方向不偏；制度化

是关键，确保群团工作的相对稳定；组织化

是现实基础，确保群团工作的力量供给；智

能化是重要依托，确保群团工作的与时俱

进；社会化是重点取向，确保群团工作运行

的社会认同基础。

积极培育社会智库。在德国，不仅智库

建立时间早、数量多、品类多样，而且社会

影响力大，尤其是政党基金会这样的智库是

公共政策科学制定的重要“参谋”和“助

手”。目前我国智库数量不仅与美国有较大差

距，同时发展结构也不平衡。据统计，“体制

内”智库占比高达95%以上，而民间社会智

库数量不足5%，尚未形成智库多元发展、平

衡发展的结构和格局。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

发展，社会智库在政策研究、决策咨询等方

面的功能会日益凸显。建议将特色社会智库

建设作为发展重点，并从初创期就加大资

金、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力度，鼓励社会智库

形成自己的特色、特点、亮点、品牌、核心

竞争力，探索社会智库提供多视角、跨专业

的公共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实践路径，营造

有利于社会智库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和社会

氛围。

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外交、发展援助等

方面的积极作用。二战以来，以社会组织为

主体的民间公共外交日益普遍，对政府外交

政策的影响力也日甚。建议相关部门要为社

会组织“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主动拓

展“发声”空间，建构相互沟通的制度化平

台和机制，加大国内社会组织与境外非政府

组织之间围绕特定焦点议题的交流、交锋。

同时，政府在对外援助工作中，可通过项目

委托、资金资助、政策导向等形式与社会组

织进行合作，以期实现发展援助效益的最优

化。建议在每年对外援助的资金总盘子中设

立一个专门的“基金池”，用于鼓励社会组织

参与对外扶贫、救灾、环保、人道救援、社

区营造、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创业、教育、

医疗等领域的援助，并予以制度化，助推我

国社会组织大胆“走出去”。资金的管理可选

择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相互协商的灵

活化运行模式，对外则以社会组织的名义开

展项目活动，政府作为监督机构保证资金的

合理化使用。这样不仅有利于提升我国社会

组织的国际化程度，而且有助于增强发展援

助的针对性、实效性。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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