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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投票、宗教投票
与德国两大“人民党”的选举表现
———基于北威州与巴伐利亚州的比较分析

张孝芳　李祉球

摘　　要：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在德国两大“人民党”中，联盟党的支持率保持相

对稳定，而社民党的支持率急剧下降。本文基于政党政治中的“社

会分野”，从阶级投票与宗教投票的变迁来解释两大“人民党”不同

的选举表现。北威州与巴伐利亚州分别是社民党与联盟党的传统

票仓，但产业结构变迁引起的阶级投票模式衰落导致社民党近年

来失去北威州这一票仓，而巴伐利亚州在现代化过程中保留了相

当程度的宗教保守主义色彩，这成为联盟党在该州保持统治地位

的基础。从全德来看，由于宗教投票模式较之阶级投票模式更为

稳定，联盟党比社民党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其他政党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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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二战之后的德国政坛中，两大“人民党”（Ｖｏｌｋｓｐａｒｔｅｉ）———联盟党（包括基督
教民主联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以下分别简称“基民盟”和“基社盟”，ＣＤＵ／ＣＳＵ）

与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社民党”，ＳＰＤ）成为主要的执政党。不过，２０世纪８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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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来，在其他政党的冲击下，两大“人民党”的支持率都有所下降。但另一个突出

的现象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联盟党的支持率相对稳定，而社民党的败落之势却更

加明显。从２００２年第十五届联邦选举至今，在两大党得票率之和趋向下降的同

时，联盟党与社民党之间得票率之差在逐渐拉大。在２０世纪６０到９０年代，社民

党曾与联盟党旗鼓相当，并于１９６５～１９８２年间连续五次进入执政联盟并主导四届

政府，在１９９８年的选举中更是凭借４０．９％的得票率大幅领先于联盟党。然而，在

２１世纪的联邦选举中，两党间的差距却在不断地拉大。在最近三次的联邦大选

中，社民党的得票率都在２０％左右徘徊，而联盟党的支持率至少保持在３０％以上，

两党的得票率差距愈发明显。① 根据德国迪麦颇公司（ｉｎｆｒａｔｅｓｔ　ｄｉｍａｐ）公布的

２０２１年１月民调结果，联盟党的支持率为３４％，社民党的支持率只有１５％，甚至被

绿党超越。② 可以说，社民党正在从原先的两大政党之一，演变为与第一政党差距

越来越显著的第二大党，甚至隐含着沦为第三大党的风险。

在德国各州中，北莱茵 威斯特法伦州（Ｎｏｒｄｒｈｅｉｎ－Ｗｅｓｔｆａｈｌｅｎ，以下简称“北威

州”）和巴伐利亚州（Ｂａｙｅｒｎ）分别是社民党和联盟党的传统票仓。北威州与巴伐利

亚州分别是德国人口第一大州与第二大州，选区众多，对德国政党竞争至关重要。

１９６９～２００５年间的１１次联邦大选中，社民党都在北威州保持领先地位。联盟党

在巴伐利亚州的优势则更为明显，二战后至今的历届联邦大选中，该州的选举胜利

都由联盟党中的基社盟获得。近年来，如同全国范围内的形势一样，两大政党在其

各自的传统票仓的选举表现判若分明，社民党在北威州已经失去了领先地位，联盟

党在巴伐利亚州则保持了比较稳固的统治地位。

北威州拥有近１８００万人口，是德国人口第一大州，选区数位居１６州之首。因

此，北威州作为社民党传统票仓，是社民党在此前的联邦选举中能够与联盟党抗衡

的重要砝码。③自１９６６年至２００５年，北威州一直由社民党或其领导的执政联盟统

治，其间的历任州长均来自社民党。该州以煤炭和钢铁产业闻名的“德意志工业心

脏”鲁尔区就曾是社民党的大本营，在其中的一些城市，社民党常常可以在选举中

赢得超过６０％的选票。④ 但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社民党在北威州开始走下坡

路。２００５年的州议会选举中，社民党仅获得３７．１％的选票，落后基民盟７．７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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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基民盟与自民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在此后的２０１２年州议会选举中，社民党
虽然获得了相对多数（３９．１％）的选票，却也不复昔日单独执政的荣光，只能与绿党
联合执政。到了２０１７年，社民党的支持率进一步降低，仅获得３１．２％的选票，为州
议会选举中的历史最低水平。① 两年之后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社民党进一步遭遇
惨败，以１９．２％的支持率位列第三，甚至落后于绿党。而在最近的北威州地方选
举中，社民党仅得到了２４．３％的选票，较上一次地方选举下降了７％。② 可见，近十
几年来，社民党在北威州的主导地位已然失落，甚至其第二大党的地位都受到绿党
的严重威胁。

巴伐利亚州是德国人口第二大州，２０１９年人口数为１３１２万。作为联盟党中
两个姊妹党之一，基社盟在巴伐利亚州享有当之无愧的霸主地位，并与基民盟联手
参与联邦政治。③ 自１９５７年以来，巴伐利亚州历任州长均为基社盟党员，同时，

１９６６年至２００８年与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８年期间的州议会选举中，该党在没有执政联盟
的情况下在单独执政，１９７０～２００３年间的每一届州议会选举中，该党的支持率均
超过５０％。近年来，基社盟在巴伐利亚州的得票率也出现了下降，在２０１８年的联
邦选举中仅获得３７．２％的选票，但依然为该州的第一大党。选择党和绿党的得票
率分别为１０．２％和１７．５％，对基社盟造成了一定的威胁，社民党则从一直以来的
第二大党沦为第四大党。④ 不过，基社盟作为巴伐利亚州的第一执政党的地位还
是安全的，根据２０２１年１月的民调数据，该党在当地的支持率为４８％，⑤与位列第
二的绿党拉开了较大的差距。

本文拟探究的问题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在两大“人民党”中，为何联盟党的
支持率保持相对稳定，而社民党的支持率急剧下降？本文将从政党政治中“社会分
野”（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ｅａｖａｇｅ）的变迁中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⑥ 阶级投票（ｃｌａｓｓ　ｖｏｔｉｎｇ）与
宗教投票（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ｖｏｔｉｎｇ）是德国政党政治中最主要的两种社会分野。阶级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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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指的是一个特定的阶级与另一个特定的阶级或其他阶级的选民相比，更倾向
于投票给一个特定的政党或政治候选人，从而解释了选民阶级与选民投票之间的
一种联系。① 宗教投票模式指的是选民的宗教信仰对于投票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选民的宗教归属，即是否归属于某个特定的宗教团体会
影响选民的投票，其次是具备宗教归属的选民有多虔诚，这通常以去教堂的频率来
衡量。② 在分析全德阶级投票与宗教投票变迁的基础上，本文将通过比较北威州
和巴伐利亚州选民的阶级投票模式与宗教投票模式来解释社民党和联盟党在各自
传统票仓的选举表现为何不同。

二、德国选举中的阶级投票与宗教投票

在德国，选民对各个政党的支持长期以来具有深厚的阶级基础与宗教基础。

与许多国家类似，德国工业化以来的经济利益分化导致了工人和资本所有者的对
立，进而产生阶级差异；１９世纪时期，普鲁士国王与天主教会的斗争奠定了世俗
宗教的对立。自二战后第一次联邦选举以来，两种社会分野就在特定人群支持联
盟党或是社民党中发挥重要作用。③

首先看德国选举政治中的阶级分野。我们根据职业情况来确定三大类阶级：

工人阶级、新中产阶级与老中产阶级。④当代西方社会学中大多使用职业与生产资
料的所有权来区分新中产阶级与老中产阶级。其中，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ｒｉｇｈｔ　Ｍｉｌｌｓ）根据职业特点以及私有财产的状况，将老中产阶级界定为
从事脑力与体力混合劳动、拥有少量独立资产的群体，如农场主、自我经营者、自由
职业者，而新中产阶级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没有独立的资产，包括公司经理、销售
人员、公务员等群体。⑤ 在本文中，工人阶级指的是蓝领工人这一群体，新中产阶
级主要包括私人部门中的公司雇员与公共部门中的公职人员，老中产阶级主要是
指独立经营者。同时，我们也考察了非职业群体中退休人员与失业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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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Ｃｌａｓ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Ｃｌａｓｓ　Ｖｏｔ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ｐｐ．１３７　１８０，ｈｅｒｅ　ｐ．１３７．
Ｒｕｓｓｅｌ　Ｊ．Ｄａｌｔｏｎ／Ｗｉｌｌｙ　Ｊｏｕ，“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Ｇｅｒｍ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２８，Ｎｏ．２，２０１０，ｐｐ．３４　５２，ｈｅｒｅ　ｐ．３８．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ｒｉｇｈｔ　Ｍｉｌｌｓ，Ｗｈｉｔｅ　Ｃｏｌｌａｒ：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ｅ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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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德国主要政党１９９４～２０１７年间联邦选举中的阶级基础

蓝领工人 公司雇员

９４　 ９８　 ０２　 ０５　 ０９　 １３　 １７　 ９４　 ９８　 ０２　 ０５　 ０９　 １３　 １７

联盟党 ３７％ ３０％ ３７％ ３２％ ３１％ ３８％ ２９％ ３８％ ３２％ ３５％ ３５％ ３３％ ４１％ ３３％

社民党 ４５％ ４８％ ４４％ ３７％ ２５％ ３０％ ２３％ ３６％ ４２％ ４１％ ３５％ ２４％ ２７％ ２１％

左翼党① ５％ ６％ ４％ １２％ １６％ １２％ １０％ ６％ ６％ ４％ ９％ １２％ ８％ ９％

绿党 ５％ ３％ ４％ ５％ ７％ ５％ ５％ ９％ ８％ １０％ ９％ １２％ １０％ １０％

自民党 ４％ ３％ ７％ ８％ １３％ ３％ ８％ ８％ ７％ ７％ ９％ １５％ ５％ １１％

选择党 ５％ １８％ ５％ １１％

公职人员 独立经营者

９４　 ９８　 ０２　 ０５　 ０９　 １３　 １７　 ９４　 ９８　 ０２　 ０５　 ０９　 １３　 １７

联盟党 ４３％ ４０％ ４１％ ３８％ ３６％ ４３％ ３５％ ５２％ ４４％ ５１％ ４１％ ３６％ ４８％ ３４％

社民党 ３３％ ３６％ ３３％ ３３％ ２６％ ２５％ ２１％ １８％ ２２％ ２１％ ２２％ １５％ １５％ １２％

左翼党 ３％ ３％ ３％ ５％ ８％ ５％ ６％ ３％ ４％ ３％ ５％ ８％ ７％ ９％

绿党 １１％ １１％ １４％ １１％ １５％ １２％ １２％ ８％ １０％ １１％ １０％ １３％ １０％ １２％

自民党 ８％ ６％ ６％ １０％ １２％ ６％ １２％ １５％ １５％ １３％ ２０％ ２４％ １０％ １８％

选择党 ５％ ９％ ６％ １２％

失业者 退休人员

９４　 ９８　 ０２　 ０５　 ０９　 １３　 １７　 ９４　 ９８　 ０２　 ０５　 ０９　 １３　 １７

联盟党 ３１％ ２３％ ２７％ ２０％ １６％ ２２％ １７％ ４９％ ４１％ ４４％ ４１％ ４１％ ４８％ ４０％

社民党 ４２％ ４４％ ４１％ ３４％ １９％ ２５％ ２２％ ３６％ ４２％ ４０％ ３６％ ２９％ ２９％ ２５％

左翼党 １２％ ４％ １０％ ２５％ ３１％ ２１％ １５％ ４％ ６％ ５％ ８％ １１％ ９％ ９％

绿党 ７％ １３％ ９％ ７％ １１％ ９％ １２％ ３％ ５％ ４％ ５％ ５％ ５％ ５％

自民党 ７％ ７％ ６％ ７％ ９％ ２％ ７％ ３％ ３％ ６％ ９％ １２％ ５％ ９％

选择党 ７％ １７％ ４％ １０％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德国联邦议院官网提供的数据制作，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Ｗａｈｌｅｎ　ｚｕｍ　Ｄｅｕｔ－
ｓｃｈｅｎ　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２０１８　０５　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ｄ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ｌｏｂ／２７２９２８／２ｂｃａ１ｃ３５２１ｆ６ｄ１
ｅｅ３ｂｃ７ｂ０７ｆ６４８ｄｅｄａ５／Ｋａｐｉｔｅｌ＿０１＿１１＿Ｓｔｉｍｍａｂｇａｂｅ＿ｎａｃｈ＿Ｂｅｒｕｆ＿ｕｎｄ＿Ｋ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Ｚｗｅｉｔｓｔｉｍｍｅ＿－ｐｄｆ－
ｄａｔａ．ｐｄｆ访问日期：２０２１　０１　０５。

表１统计了德国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１７年历届联邦选举中各职业群体对各政党的支持
情况。阶级投票的一大基础是工人阶级对左翼政党的支持。② 在２００５年以前的情
况的确是这样，近半数的蓝领工人选择了社民党。但是在最近几次的选举中，蓝领
工人对于联盟党的支持率反而超过了社民党，同时，左翼党也从社民党分走了部分
工人阶级的选票，极右翼的选择党更是在２０１７年的选举中获得了１８％的工人选票。

４０

①

②

左翼党成立于２００７年，其前身是民主社会主义党（ＰＤＳ），为方便起见，本文统称为左翼党。

Ｒｏｂｅｒｔ　Ｒ．Ａｌｆｏｒｄ，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Ａｎｇｌ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ｅｓ，Ｃｈｉｃａｇｏ：Ｒａｎｄ　ＭｃＮａｌｌｙ，

１９６３，ｐｐ．７９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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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产阶级长期以来偏好右翼政党，联盟党在这一群体中的支持率形成了对于其他
政党的压倒性优势。新中产阶级对于两大党的偏好自２００５年以后呈现出了较大的
差异，在这一群体中，社民党的颓势越发强烈。同时，新中产阶级对于绿党的偏好也
比较明显，这体现出这一阶级的议题取向。在非职业群体中，退休人员主要支持的
是两大“人民党”，其中对联盟党的支持率较为稳定，对社民党的支持率则不断下降。

失业者的情况也值得注意，根据早期的研究，失业者应该主要支持的是左翼政党①，

但是他们已不再是社民党的盟友，他们的选择呈现出高度的碎片化特征。

除了阶级之外，宗教信仰是决定投票行为的一个长期因素。在诸如堕胎、同性
恋、家庭政策等问题上，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徒往往是对立的。学者们通常认为，

具有宗教信仰、参加宗教活动的群体通常支持的是联盟党而不是社民党。② 如表２
所示，在德国，天主教徒是联盟党的核心选民，近半数的天主教选民在历届的联邦

表２　德国主要政党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间联邦选举中的宗教基础

联盟党 社民党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

天主教 ４７％ ５２％ ４８％ ４４％ ５３％ ４４％ ３６％ ３０％ ２８％ ２０％ ２１％ １８％

新教 ３３％ ３６％ ３４％ ３３％ ４１％ ３３％ ４６％ ４４％ ３９％ ２６％ ３０％ ２４％

其他／无 ２１％ ２５％ ２１％ ２２％ ３１％ ２４％ ４１％ ４０％ ３４％ ２１％ ２４％ １７％

左翼党 绿党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

天主教 １％ １％ ４％ ６％ ４％ ５％ ８％ ８％ ７％ １０％ ７％ ８％

新教 ２％ ２％ ６％ １０％ ６％ ７％ ８％ ８％ ８％ １２％ ８％ １０％

其他／无 １６％ １１％ ２０％ ２２％ １８％ １５％ １１％ １１％ ９％ １２％ ９％ ９％

自民党 选择党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

天主教 ７％ ７％ １０％ １５％ ５％ １１％ ４％ ９％

新教 ８％ ８％ １０％ １４％ ５％ １１％ ５％ １１％

其他／无 ８％ ８％ １０％ １５％ ４％ １１％ ６％ １７％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德国联邦议院官网提供的数据制作，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Ｗａｈｌｅｎ　ｚｕｍ　Ｄｅｕｔ－
ｓｃｈｅｎ　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２０１８　０５　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ｄ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ｌｏｂ／２７２９２８／２ｂｃａ１ｃ３５２１ｆ６ｄ１
ｅｅ３ｂｃ７ｂ０７ｆ６４８ｄｅｄａ５／Ｋａｐｉｔｅｌ＿０１＿１１＿Ｓｔｉｍｍａｂｇａｂｅ＿ｎａｃｈ＿Ｂｅｒｕｆ＿ｕｎｄ＿Ｋ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Ｚｗｅｉｔｓｔｉｍｍｅ＿－ｐｄｆ－
ｄａｔａ．ｐｄｆ访问日期：２０２１　０１　０５。

４１

①

②

［美］西摩·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８１
页。

参见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Ｊ．Ｄａｌｔｏｎ，“Ｖｏｔｅｒ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　Ｐａｄｇｅｔｔ　Ｓｔｅｐｈｅ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Ｇｏｒｄｏｎ　Ｓｍｉｔｈ（ｅｄ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３，

ｐｐ．６０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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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中支持联盟党。左翼政党主要吸引的是无宗教信仰的选民，其中左翼党和绿
党获得的支持率比较稳定，社民党在这部分群体中则遭遇了巨大的失利。新教徒
的偏好相对而言不那么显著，在２０００年前后主要支持的是社民党，但最近几次的
选举中，选票较为分散。

综合来看，联盟党的基本盘是中产阶级与天主教选民，这部分的选民支持率较
为稳定，而对于社民党来说，原先的核心选民———工人阶级与新中产阶级已经严重
流失，同时，新教选民的支持率亦不断下降。

三、北威州、巴伐利亚州选举的阶级投票与宗教投票

和全德阶级投票和宗教投票变迁的情况基本一致，北威州阶级投票模式的式
微使得工人阶级从社民党的基本盘中逐渐流失，而巴伐利亚州宗教投票模式仍然
重要，这使得那些持基督教价值观的天主教徒依然是联盟党的核心选民。

（一）北威州选举中的阶级投票与宗教投票

图１　北威州各阶级对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的支持率差值①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德国民调机构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ｇｒｕｐｐｅ　Ｗａｈｌｅｎ提供的数据制作，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
ｇｒｕｐｐｅ　Ｗａｈｌｅｎ，Ｍａｎｎｈｅｉｍ （２０１２）．Ｌａｎｄｔａｇｓｗａｈｌ　ｉｎ　Ｎｏｒｄｒｈｅｉｎ－Ｗｅｓｔｆａｌｅｎ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ｅｓｉｓ．ｏｒｇ／ｈｏｍｅ，访问日期：２０２１　０１　１０。

我们用北威州各阶级对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的支持率差值来反映北威州阶级
投票模式的变迁，如图１所示。在北威州，工人阶级———传统的蓝领工人，在上个
世纪９０年代更加倾向于支持左翼政党。在１９９０年，工人阶级在左右政党之间支

４２

① 其中，工人阶级支持率差值的计算方式为工人阶级对左翼政党的支持率减去对右翼政党的支持率，

正值代表工人阶级更加偏好左翼政党；新中产阶级支持率差异的计算方式为新中产阶级对左翼政党的支持
率减去对右翼政党的支持率，正值代表新中产阶级更加偏好左翼政党；老中产阶级支持率差异的计算方式为
老中产阶级对右翼政党的支持率减去对左翼政党的支持率，正值代表老中产阶级更加偏好右翼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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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率的差值高达５０％。但显然，这种差异在不断下降，到了２０１７年，工人阶级已经
没有明显的左右翼偏好了。而曾经以产业工人为基础的社民党，在工人阶级中的
支持率与右翼的基民盟相当。人数最多的新中产阶级———雇员与公务员的偏好并
不是十分显著，总体而言更支持左翼政党，但与工人阶级类似，在２０１７年的选举
中，对左右翼政党的支持率一致。而老中产阶级———传统的个体经营者，则是右翼
政党的坚定支持者，并且在２０１０年之后的选举结果中，表现出更加浓厚的保守主
义倾向。

图２　北威州各宗教群体对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的支持率差值①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德国民调机构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ｇｒｕｐｐｅ　Ｗａｈｌｅｎ提供的数据制作，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
ｇｒｕｐｐｅ　Ｗａｈｌｅｎ，Ｍａｎｎｈｅｉｍ （２０１２）．Ｌａｎｄｔａｇｓｗａｈｌ　ｉｎ　Ｎｏｒｄｒｈｅｉｎ－Ｗｅｓｔｆａｌｅｎ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ｅｓｉｓ．ｏｒｇ／ｈｏｍｅ，访问日期：２０２１　０１　１０。

与上文分析的德国整体情况略有差异的是，在２０００年以前，北威州的天主教
徒并不是右翼政党的核心选民，这反映出当时该州的其他社会分野比宗教分野更
为重要。在２０００年之后的选举中，天主教徒才显示出“应有的”保守主义立场。新
教徒总体而言更加支持的是左翼政党，但这种支持强度也在下降，在２０１７年的州
议会选举中，我们已经很难看出这种对于左翼政党的偏好。无宗教信仰群体的这
一趋势更加明显，１９９０年，该群体中近８０％的选民都支持世俗性较强的左翼政党，

４３

① 其中，天主教徒支持率差值的计算方式为天主教徒对右翼政党的支持率减去对左翼政党的支持率，

正值代表天主教徒更加偏好右翼政党；新教徒支持率差异的计算方式为新教徒对左翼政党的支持率减去对
右翼政党的支持率，正值代表新教徒更加偏好左翼政党；无宗教信仰群体支持率差异的计算方式为无宗教信
仰者对左翼政党的支持率减去其对右翼政党的支持率，正值代表老中产阶级更加偏好左翼政党。经常去教
堂的选民支持率差值的计算方式为经常去教堂的选民对右翼政党的支持率减去对左翼政党的支持率，正值
代表该群体更加偏好右翼政党；有时去教堂的选民支持率差异的计算方式为该群体对左翼政党的支持率减
去对右翼政党的支持率，正值代表其更加偏好左翼政党；极少或从不去教堂的选民支持率差异的计算方式为
该群体对左翼政党的支持率减去其对右翼政党的支持率，正值代表其更加偏好左翼政党。经常去教堂的频
率包括一周一次或接近一周一次，有时去教堂的频率包括一年几次或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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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２０１７年，该群体对于左右翼阵营的支持率水平已经相当接近。

考察宗教基础的另一个维度是选民去教堂的频率，这反映出选民的宗教虔诚
程度。如图２所示，最虔诚的那些选民———经常去教堂的群体，保持着对于右翼政
党的强烈偏好，且这种偏好自１９９０年以来越来越显著。相对而言宗教虔诚程度较
低的群体，包括有时去教堂和几乎不去教堂的群体在２０００年以前是左翼政党的坚
定支持者，但是近年来对左右翼政党的支持率差异也在下降。

简言之，从阶级投票模式看，北威州的工人阶级与左翼政党渐行渐远，不过老
中产阶级依然是右翼的核心选民。而在宗教投票模式中，天主教徒、经常去教堂的
选民的保守主义立场越来越鲜明，相对而言持世俗立场的新教徒与无宗教信仰者、

较低频率的宗教活动参与者近年来的左右界限越来越模糊，更加依赖于议题与候
选人做出投票选择。①

（二）巴伐利亚州选举中的阶级投票与宗教投票

图３　巴伐利亚州各阶级对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的支持率差值②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德国民调机构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ｇｒｕｐｐｅ　Ｗａｈｌｅｎ提供的数据制作，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
ｇｒｕｐｐｅ　Ｗａｈｌｅｎ，Ｍａｎｎｈｅｉｍ（２０１２）．Ｌａｎｄｔａｇｓｗａｈｌ　ｉｎ　Ｂａｙｅｒｎ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１９９８，２００３，２００８，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ｅｓｉｓ．ｏｒｇ／ｈｏｍｅ，访问日期：２０２１　０１　１３。

利用同样的计算方式，我们来对巴伐利亚州议会选举中的阶级投票进行考察，

如图３所示。与北威州工人阶级前期的模式不同，巴伐利亚州工人阶级长期以来
更加支持的是右翼政党，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新中产阶级没有明显的左右偏
好，相对而言更加支持右翼。老中产阶级的偏好也较为稳定，始终是右翼政党的核
心选民。

４４

①

②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Ｊ．Ｄａｌｔｏｎ，“Ｖｏｔｅｒ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６０．
计算方式同北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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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巴伐利亚州各宗教群体对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的支持率差值①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德国民调机构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ｇｒｕｐｐｅ　Ｗａｈｌｅｎ提供的数据制作，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
ｇｒｕｐｐｅ　Ｗａｈｌｅｎ，Ｍａｎｎｈｅｉｍ（２０１２）．Ｌａｎｄｔａｇｓｗａｈｌ　ｉｎ　Ｂａｙｅｒｎ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１９９８，２００３，２００８，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ｅｓｉｓ．ｏｒｇ／ｈｏｍｅ，访问日期：２０２１　０１　１３。

接下来我们考察巴伐利亚州选举的宗教投票模式，如图４所示。首先从宗教
归属来看，天主教徒始终是右翼阵营的忠实盟友。新教徒在１９９４年的州议会选举
之外，都更加支持右翼政党，这与北威州的情况有所差异，不过，新教徒的这种右翼
偏好并不是十分显著。无宗教信仰者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更加倾向于支持左翼政
党，但这种倾向在２１世纪以后有所削弱。在选民的宗教虔诚度方面，十分虔诚的
选民（经常去教堂）坚定地站在右翼阵营，虔诚度适中的选民（有时去教堂）也更加
支持右翼政党，而那些极少或从不去教堂的选民则并没有明显的左右翼偏好。

与阶级投票的显著性趋向下降的北威州有所差异，阶级分野在巴伐利亚州始
终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工人阶级长期以来更加靠近的是右翼政党，只有老中产阶级
在两州呈现出相似的倾向。在宗教分野上，两州的天主教徒、虔诚的宗教信徒都呈
现出鲜明的保守主义立场，但相较于巴伐利亚州而言，北威州的新教徒与无宗教信
仰者、宗教虔诚度较弱的选民相对而言更加支持左翼，尽管这种趋势在显著地
减弱。

此外，两党选民在两种社会分野上并未出现明显的复合情况。２０１７年北威州
社民党的选民的阶级构成中，蓝领工人所占的比例已经相当之小，只有不到１５％。

而在天主教徒、新教徒、无宗教信仰者三类群体中，选民分布也较为均匀，并未在某
一宗教群体中体现出明显优势。② ２０１８年，巴伐利亚州基社盟的选民主要来源于
天主教徒（６１．２％），尤其是那些较为虔诚的教徒，而在阶级方面，新老中产阶级构

４５

①

②

计算方式同北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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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基社盟选民的核心群体。①

四、投票模式与两大“人民党”在其传统票仓的选举表现

通过考察北威州和巴伐利亚州近三十年来选举中的阶级投票与宗教投票的变

化，我们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这种变化如何影响了社民党与基社盟在各自的传统

票仓中的支持率。从选民的需求端来看，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新中产阶级的崛

起，使得传统的阶级投票模式不再显著；而巴伐利亚州在历史传统塑造的宗教结构

下，宗教分野依然很重要；从政党的供给端来看，社民党和联盟党在传统的左右意

识形态上的差别缩小，于是北威州的一些工人选民转向了其他政党；但两党在宗教

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存在，所以联盟党对于保守主义派的选民依然有吸引力。

（一）北威州：阶级投票模式与社民党的衰落

从历史上看，北威州所在的莱茵地区是全德最早启动工业革命的地区。该地

区由于受到法国拿破仑统治长达二十年之久，农村中旧的生产关系被消灭得相当

彻底。拿破仑军队的占领及大陆封锁政策又使得该地区在公路运输、制铁工业和

纺织业等方面迅速发展，随后鲁尔矿区也得到了开发。② ２０世纪北威州庞大的工

人阶级基础造就了社民党的辉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当地的劳动力近６０％从事于

第二产业，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③，这成为与劳工界关系良好的社民党参

与选举的重要基础。１９８５年，社民党在北威州州议会选举中曾获得５２．１％的支持

率，在聚集了大量产业工人的鲁尔区支持率就超过了６０％。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鲁尔

区爆发煤矿危机后，造成了大批工人的失业问题。社民党与当地的工会及劳工代

表合作，通过增加公共支出使工人免受工业危机的影响，并以合作和补偿的政治模

式来缓和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将工会整合进政府中的统合主义模式

慢慢推广至整个北威州，社民党也被视为社会正义的代表而获得主导地位。④

但此后相继爆发的煤矿危机与钢铁危机暴露了单一重型工业经济结构的弊

端，经济衰退、人口减少、环境破坏等问题迫使鲁尔区与整个北威州走上产业转型

之路。北威州的产业结构在２０世纪后半叶经历了重大调整，从１９５０年到２０００
年，鲁尔区在工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下降了近５０％，北威州则减少了近４０％，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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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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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失去主导地位，服务业部门的影响越来越大。在２０１９年，北威州从事第二产
业的劳动力仅有２２％。①经济结构的调整引发了相应的社会结构变化：劳动力中蓝
领工人的比例不断下降，白领雇员的比例则在上升，新兴的中产阶级占领了工人阶
级曾经的大本营。另一方面，曾长期致力于煤炭和钢铁行业技术工人培养的北威
州也开始进行了教育制度的变革，开始注重高等教育的发展②，新生的一代得以通
过受教育程度提高实现阶级跨越，进一步加快了工人阶级向新中产阶级的流动。

相比较而言，基民盟的核心支持者———老中产阶级则显得更加稳固。１９９２年，北
威州拥有８％的独立经营者，２０１８年这一群体的比例为８．８％。③ 虽然老中产阶级
所占的比例并不高，但他们却构成了基民盟选票的一大基本盘。

由于新中产阶级一般来说受过良好的教育，工作相对稳定，收入较为可观，因
此，他们的利益诉求与以物质生活保障问题为诉求的蓝领工人有着显著的不同：更
多地关注家庭、婚姻、教育等关系到个人生活质量与个人独立性的社会问题，个人
的自我表达取代经济增长成为人们的优选。④ 在２０１７年州议会选举前后的民意调
查当中，新中产阶级在北威州最关注的三个问题是学校教育、外国移民与交通拥
堵。与工人阶级相比，只有少部分新中产阶级关注北威州失业问题与政府财政状
况。⑤在整个北威州，民众认为最重要的几个问题分别是教育（４１％）、难民（２７％）、

交通（２３％）⑥，而在１９９０年，民众主要关心的是就业与失业、环境问题、房屋租金等
问题⑦。可见，经历了近３０年的经济社会变迁，北威州选民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重
要的变化，物质上的满足已经不是第一要义，他们开始转而追求更高的生存质量与
生活环境，一些在特定议题上持鲜明立场的政党对新中产阶级产生了吸引力。

近年来凸显的移民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进一步分散了选民的注意力。在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的跨年夜中，北威州最大城市科隆发生的性侵案进一步引发了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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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年的数据参见 Ｌａ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Ｄａｔｅｎｖ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ｕｎｇ　ｕ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　ＮＲＷ，?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Ａｎａｌｚｓｅｎ

ｕ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ｎ　Ｎｏｒｄｒｈｅｉｎ－Ｗｅｓｔｆａｈｌｅｎ，２０００　０２，ｈｔｔｐｓ：／／ｗｅｂｓｈｏｐ．ｉｔ．ｎｒｗ．ｄｅ／ｇｒａｔｉｓ／Ｚ０８９％２０２０００５２．ｐｄｆ，

访问日期：２０２１　０１　１８；２０１５年的数据参见北威州统计局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ｔ．ｎｒｗ／ｓｅｌｂｓｔｓｔａｅｎｄｉｇｅｎｑｕｏｔｅ－
ｎｒｗ－ｈａｌｂ－ｓｏ－ｈｏｃｈ－ｗｉｅ－ｄｅｎ－ｎｉｅｄｅｒｌａｎｄｅｎ－９７８５１，访问日期：２０２１　０１　１８．

［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叶娟丽等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５４　５５页。

根据德国民调机构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ｇｒｕｐｐｅ　Ｗａｈｌｅｎ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Ｌａｎｄｔａｇｓｗａｈｌ　ｉｎ　Ｎｏｒｄｒｈｅｉｎ－
Ｗｅｓｔｆａｌｅｎ　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ｅｓｉｓ．ｏｒｇ／ｈｏｍｅ，访问日期：２０２１　０１　１０．

德国电视二台数据，ｈｔｔｐｓ：／／ｗａｈｌｔｏｏｌ．ｚｄｆ．ｄｅ／ｓｌｉｄｅｓｈｏｗ／２０１７　０５　１４－ＬＴ－ＤＥ－ＮＷ．ｈｔｍｌ？ｉ＝２０，

访问日期：２０２１　０１　１６。

根据德国民调机构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ｇｒｕｐｐｅ　Ｗａｈｌｅｎ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Ｌａｎｄｔａｇｓｗａｈｌ　ｉｎ　Ｎｏｒｄｒｈｅ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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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州民众对于移民与安全问题的担忧，也导致了反移民立场的选择党的崛起。根
据民调数据，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该党在北威州的支持率仅为５％，到了２０１６年２月，支
持率达到了１０％，①在２０１７年的选举中，选择党也凭借７．４％的得票率首次进入州
议会。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２０年德国曾遭遇了三年干旱高温，农业受到重创，大片森林死
亡，多地出现森林火灾，引发了人们对于气候问题的担忧。即使是在疫情其间，也
有大批的北威州民众进行全球气候保护抗议活动，抵制燃煤电站 Ｄａｔｔｅｌｎ－４。②

另外，北威州科隆等大城市的交通系统长期为民众诟病，导致了交通拥堵与空气质
量差等问题。根据民调结果，在２０２０年北威州地方选举中，气候与环境议题的重
要性仍然超过了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③这使得持生态主义立场的绿党在选举中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社会结构的变化使社民党意识到依靠传统的、以工人阶级为对象的纲领、行为
准则和语言模式无法争取到新中产阶级的支持，而没有新中产阶级的支持就无法
获得多数选票。④ 实际上，社民党在１９８９年通过的《柏林纲领》中就纳入新社会运
动与后物质主义价值变迁下的政治诉求，回应了生态、可持续的工业发展、妇女权
利等问题。⑤在２００３年通过的年度具体纲领和威斯巴登声明中，社民党则宣布了一
个更加明确而全面的中产阶级纲领。⑥在具体的政策实践当中，社民党也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来吸引新中产阶级。

二战后德国曾以优越的劳工社会保障而闻名，但是随着全球化下的竞争加剧、

技术变革与人口老龄化，德国社会福利成本不断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德国
总理的施罗德推出了社会福利体系改革与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大计划———“２０１０议
程”，尤其是“哈茨四”（ＨａｒｔｚⅣ）极大地提高了人们领取福利或失业救济的门槛。

这项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标志着社民党的“右转”，也使得其远离了传统的
核心选民———产业工人，并引发了与工会矛盾激化、党内分裂、党员人数下降等一
系列问题。⑦一个直接的后果是，２００５年北威州议会选举中，社民党失去了第一大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德国各研究机构对各政党支持率民调情况，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ａｈｌｒｅｃｈｔ．ｄｅ／ｕｍｆｒａｇｅｎ／ｌａｎｄｔａｇｅ／

ｎｒｗ．ｈｔｍ，访问日期：２０２１　０１　１６．
《德国强推“最后的煤电”引争议》，载《中国能源报》，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２日，第０６版。

参见德国迪麦颇官网数据，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ｎｆｒａｔｅｓｔ－ｄｉｍａｐ．ｄｅ／ｕｍｆｒａｇｅｎ－ａｎａｌｙｓｅｎ／ｂｕｎｄｅｓｌａｅｎｄｅｒ／

ｎｏｒｄｒｈｅｉｎ－ｗｅｓｔｆａｌｅｎ／ｌａｅｎｄｅｒｔｒｅｎｄ／２０２０／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ｋｏｍｍｕｎａｌｗａｈｌ／，访问日期：２０２１　０１　１６。
［德］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殷叙彝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８１页。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张世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８８页。

张文红（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中产阶级纲领》，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第３４
３５页，这里第３４页。

Ｐａｍｅｌａ　Ｃａｍｅｒｒａ－Ｒｏｗｅ，“Ａｇｅｎｄａ　２０１０：Ｒｅ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Ｇｅｒｍ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Ｇｅｒｍ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２００４，ｐｐ．１　３０，ｈｅｒｅ　ｐｐ．１７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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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地位，４０％的蓝领工人选择了社民党，较２０００年的选举下降了１５％；而支持联
盟党的蓝领工人则达到了４２％，较上次选举增加了１４％。在就业机会、住房问题
等社民党传统的优势议题上，选民反而更加信任基民盟的政策。①

从德国主要政党意识形态指数变化情况来看，１９９０年社民党在意识形态上的
分值为－３１．１８，高度偏左，此后便不断地向右偏移，试图争取中间选民，２００２年这
一分值甚至达到了４．１０。② 由“２０１０议程”引发的选举失利后，社民党选择了再次
回归传统的左翼立场，但２０１７年的北威州议会选举中，也仅在工人阶级中获得

３４％的支持率，其余选票主要分散在联盟党、选择党、左翼党。③从德国政党政治的
现状来看，社民党一旦右转就会偏离蓝领工人选民，也无法在中间选民中取得比联
盟党更大的优势；另一方面，即使其进一步左倾，也无法从左翼党、选择党中挽回工
人阶级。更重要的是，在左右立场的转换中，社民党陷入了认同危机，长达百余年
历史所塑造的政党特征正在慢慢消失。

（二）巴伐利亚州：宗教投票模式与基社盟统治的维持
巴伐利亚州的经济结构一开始以农业为基础，１９４６年，该州有４０％的劳动力

从事于农业。二战后期，巴伐利亚州相较于其他州而言遭到的轰炸较少，因此许多
企业在战后重建时期选择迁往该州。这些企业的进入使得巴伐利亚形成了一种有
别于鲁尔区的经济结构：除了传统的制造业以外，还有当时刚刚兴起的电子产业、

航空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１９６０年，巴伐利亚州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约占４５％④，

比同一时期的北威州低了１１．４％。

历史上，德国南方的地形以山地为主，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农业，农民们恪守着
天主教的传统。由于地理上距离哈布斯堡王朝的中心区域奥地利较近，巴伐利亚
也就成为天主教的势力范围。１５１７年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拉开了德意志
宗教改革的序幕后，德意志人分裂为天主教徒与新教徒，政治上的分崩离析进一步
加深，⑤其中秉持着天主教信仰的巴伐利亚就是反宗教改革运动的重镇。三十年

４９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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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２０３８，访问日期：２０２１　０１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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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２０２１　０１　１６．

参见德国电视一台数据，ｈｔｔｐｓ：／／ｗａｈｌ．ｔａｇｅｓｓｃｈａｕ．ｄｅ／ｗａｈｌｅｎ／２０１７　０５　１４－ＬＴ－ＤＥ－ＮＷ／ｕｍｆｒａｇｅ－
ｊｏｂ．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２１　０１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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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８　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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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后，新教和天主教同盟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

约》，包括巴伐利亚在内的各个诸侯国的独立自主权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① １８６６
年普奥战争后，普鲁士建立了一个以新教为主的北德意志联邦国家，但是南方信奉

天主教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斯达姆斯塔特四邦拒绝加入。１８７０年普法战

争爆发，最终普鲁士战胜了支持南德四邦的法国，将巴伐利亚在内的南德地区统一

进来。② 此时，巴伐利亚虽然加入了德意志帝国，但反对北方普鲁士新教势力的声

音从未停止，历史上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巴伐利亚认同”也没有消失。时至

今日，巴伐利亚也始终保持着鲜明的宗教特征，例如将三圣节（Ｈｅｉｌｉｇｅ　Ｄｒｅｉ

Ｋｎｉｇｅ）、诸圣节（Ａｌｌｅｒｈｅｉｌｉｇｅｎ）、圣母玛利亚升天节（Ｍｒｉａ　Ｈｉｍｍｅｒｆａｈｒｔ）等设定

为法定假日，作为宗教节日的公共假日多于其他州。２０１８年４月，巴伐利亚州新任

州长马库斯·索德尔（Ｍａｒｋｕｓ　Ｓｄｅｒ）甚至宣布全州的所有公务机关建筑的入口处

都应悬挂十字架，并强调这是“对巴伐利亚州以及德国的法制与社会秩序基本价值

观的认可”，此举受到右翼人士的欢迎。③

历史遗产塑造了巴伐利亚州的宗教人口结构，在１９世纪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

前，天主教徒都占到总人口的７０％左右，新教徒约四分之一。即使如今面对世俗

化的冲击，该州人口中仍约有一半秉持天主教信仰。④ 基社盟凭借其天主教保守

主义立场，吸引了大批天主教选民。在２０世纪，约有三分之二的天主教徒是基社

盟的支持者，这成为该党赢得选举的坚实基础。⑤ 而社民党在巴伐利亚州的主要

选票来源于北部的新教地区，人口占比相对较小，因此，尽管在联邦层面社民党和

联盟党在过去不分上下，在该州，社民党则从未能挑战基社盟的地位。

基于巴伐利亚州的宗教传统，基社盟充分尊重天主教传统下选民的保守主义

立场，重视农村发展，认为农村是保留文化特点的重要领域；重视家庭，强调家庭对

于幸福生活的意义，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重视文化与教育，保护文化遗产。在强

调传统的同时，基社盟也成功地带领巴伐利亚州走向现代化之路，大力吸引各类人

才、高新技术企业和科研机构在该州落户，实现从农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型。

在这一过程中，基社盟在兼顾基督教保守主义特征的同时扩大选民基础。最后，基

社盟与基民盟在共同坚持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基础上成功建立起政党联盟，这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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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丁建弘：《德国通史》，第６６　７６页。

同上，第２１６　２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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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ｏ．７７，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９，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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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参与联邦政治，并在联盟党政府中担任内阁职位。正如基社盟在竞选纲领中
强调的那样：“支持基社盟就是支持巴伐利亚在联邦议院的代表权。”不过，该党并
不主张从德国独立，而是作为联邦政治中的强势参与者为巴伐利亚州争取更大的
利益与自主权，这种“双重角色”是其他政党所不具备的。①

德国主要政党在其竞选纲领中对传统或宗教价值支持的指数变化情况体现了
政党在维持和稳定传统家庭的价值、支持宗教机构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作用等特定
问题上的态度。长期以来，联盟党在这一指数上明显高于其他党派②，体现出鲜明
的道德传统主义色彩。虽然联盟党近年来为了适应世俗化社会的发展相对淡化了
这一色彩，但是相比于对这一问题避而不谈的政党而言依然明显。尽管极右翼的
选择党在近年来也呈现出极端保守主义的倾向，并获得了一定的支持率，但是在新
冠疫情下并未像主流政党一样有所建树，在２０２０年的地方选举中仅获得４．７％的
支持率。③ 该党虽然能够因其极端立场吸引部分选民，在当下却依然不是基社盟
的对手。

尽管２０１８年巴伐利亚州议会选举中基社盟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一时之间也出
现对于该党地位的质疑。④但自２０２０年４月以来，由于该政党积极的抗疫作为，民
调支持率较前一年显著上升，始终保持在接近５０％的水平，第二名的绿党维持在

２０％左右。⑤ 不过，绿党在该州的崛起还是主要凭借起传统的环境议题。绿党并
不强调甚至是反对巴伐利亚州传统的一些保守主义价值观，该州选民尚未对其形
成广泛的认同。⑥ 基社盟近年来的支持率确实不可与巅峰时期同日而语，但巴伐
利亚州第一大党的地位却很难被撼动。在特定的宗教传统下，巴伐利亚形成了同
质性的保守主义文化，而基社盟早已嵌入到这种文化认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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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两大“人民党”———社民党与联盟党在联邦选举中的得票率之和
的下降，德国政治中出现了小党崛起的政党碎片化格局，但另一趋势也值得关注，

即在两大“人民党”在联邦选举中的得票率之差也在增加，联盟党的得票率相对稳
定，而社民党的得票率急剧下降。作为德国人口第一和第二大州，北威州与巴伐利
亚州近年来的选举情况反映了这一趋势。这两个州分别作为德国两大“人民党”的
传统票仓，曾经为两大“人民党”在联邦选举中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近
年来社民党在北威州已经失去了曾经的领先地位，甚至连第二大党的地位也岌岌
可危，而联盟党中的基社盟却始终能够维持在巴伐利亚州的统治地位。本文以两
党在两州的兴衰为案例，试图揭示产业结构变迁引起的阶级投票模式衰落导致了
社民党失去北威州这一大本营，而巴伐利亚州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保留了相当程度
的天主教保守主义色彩，这成为基社盟保持统治地位的基础。

其实，从整个德国来看，北威州和巴伐利亚州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从历史上
看，联盟党在南德地区（巴伐利亚州、巴登 符腾堡州、萨尔州）表现较好，而社民党
在西北德地区（北威州、不来梅州、下萨克森州）支持率较高。西北德地区曾以传统
工业为主，是社民党的主要根据地。但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传统的重工业衰
落，产业工人与社民党的联系也逐渐减弱，因此社民党在该地区的支持率也在不断
下降。比如在２０１９年不来梅州议会选举中，社民党只获得２４．９％的选票，失去自

１９４６年以来一直保持的不来梅州第一大党地位。而南德地区是德国天主教徒分
布最密集的地区，亦是保守主义最浓厚的地区，成为联盟党长期以来的大本营。由
于宗教投票依然重要，联盟党在这一地区保持了高支持率。例如，在全德天主教人
口占比最多（５５．６％）的萨尔州，基民盟在最近五次的州议会选举中取得了胜利。

总体上看，由于阶级投票模式的迅速衰落和宗教投票模式的相对稳定，进入２１世
纪以来社民党连续遭遇了多场重大的选举失败，而联盟党总体上的选举表现尚可。

图５　政党供给端和选民需求端结合下的两大政党兴衰

　　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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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难民危机、党内分歧、选民价值偏好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下①，

联盟党的支持率近期也有所下降，但相较于社民党而言，其“人民党”的地位还算
稳固。

由于默克尔宣布不再谋求连任总理职务，２０２１年德国大选是１６年来首次没
有默克尔参加的大选。面对极其严峻的选举困局，社民党２０２０年８月提名联邦政
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奥拉夫·肖尔茨（Ｏｌａｆ　Ｓｃｈｏｌｚ）代表该党出战２０２１年大选，成
为首个敲定其总理候选人的德国主要政党。２０２１年初，北威州州长阿明·拉舍特
（Ａｒｍｉｎ　Ｌａｓｃｈｅｔ）当选新一任基民盟党主席。２０２１年４月，拉舍特又击败基社盟党
主席、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索德尔，成为联盟党的总理候选人。同时，绿党联席
党魁安娜莱娜·贝尔伯克（Ａｎｎａｌｅｎａ　Ｂａｅｒｂｏｃｋ）也正式宣布将代表绿党竞选德国总
理。根据最近大选前夕的民调数据来看，绿党与联盟党的支持率难分伯仲，而传统
两大党之一的社民党则与二者相距甚远。② 绿党的异军突起意味着社民党很有可
能失去第二大党的地位，德国政治也许将出现联盟党—绿党居于领先地位的新局
面。总体而言，“后默克尔时代”的来临为德国未来的政党格局变化增加了更多的
不确定因素。

责任编辑：郑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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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黄萌萌：《“政治环境”视角下德国政党格局的新变化》，载《欧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０６期，第１３１　１５０
页，这里第１４７　１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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