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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蒙关系的历史嬗变与前景展望

祁治业　 汪金国

【内容提要】 　 １９５０ 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蒙古国建交ꎬ１９７４ 年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与蒙古国建交ꎬ１９９０ 年两德统一为德蒙关系注入新的动力ꎮ １９５０
年至今ꎬ德蒙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同盟期

(１９５０ ~ １９９０ 年)、两德统一后的互信建立期(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２１ 世纪的全

面合作期(２００１ 年至今)ꎮ ２００８ 年德蒙确立了全面伙伴关系ꎬ各领域合作不

断深化ꎮ 近 １０ 年来ꎬ两国关系步入了快车道ꎬ正迅速迈向战略伙伴关系ꎮ 蒙

古国需要德国的援助和投资ꎬ德国则看重蒙古国的矿产资源ꎬ尤其是稀土储

量ꎬ德蒙两国合作各取所需ꎬ目前对中蒙关系尚无竞争性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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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祁治业ꎬ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ꎬ内蒙古阿

拉善盟委党校讲师ꎻ汪金国ꎬ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副所长、教授ꎬ兰州大学政

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ꎮ

蒙古国将其对外关系分为两大类:邻国(中国和俄罗斯)和“第三邻国”(美
国、日本、韩国、印度、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ꎮ 除了与俄罗斯(２０１９ 年)和
中国(２０１４ 年)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外ꎬ蒙古国还与韩国(２０２１ 年)、美国

(２０１９ 年)、印度(２０１５ 年)和日本(２０１０ 年)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ꎬ与德国(２００８
年)和土耳其(２０１４ 年)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ꎬ与澳大利亚(２００７ 年)和加拿大

(２００４ 年)建立了扩大伙伴关系ꎮ 德国作为重要的“第三邻国”之一ꎬ也是蒙古

国在欧洲的主要合作伙伴和主要的援蒙西方大国之一ꎬ德蒙两国目前正在向战

略伙伴关系迈进ꎮ 但德蒙关系似乎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ꎬ至今鲜有相关研究成果

发表ꎮ 为此ꎬ本文在系统梳理德蒙外交历程的基础上ꎬ结合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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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德蒙合作的前景和两国关系的走势ꎬ也为未来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ꎮ

一　 “冷战”时期的德蒙关系

二战结束以后ꎬ１９４９ 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下简称西德)和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以下简称东德)相继成立ꎬ并分属美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

两个阵营ꎮ 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蒙古国①于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与东德建交ꎬ直
到 １９７４ 年 １ 月 ３１ 日才同西德建交ꎮ 在整个“冷战”期间ꎬ西德与蒙古国的交往

很少ꎬ因此ꎬ这一时期德蒙关系的主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同盟体系内的东德对蒙

经济援助ꎮ
１９５５ 年时任东德总理奥托格罗提渥访蒙ꎬ拉开了两国高层互访的序

幕ꎬ此访中双方正式建立了贸易关系ꎮ １９５７ 年时任蒙古国总理(部长会议主

席)尤睦佳泽登巴尔回访东德ꎬ两国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ꎮ 此后ꎬ东德向蒙

古国提供了大量援助ꎬ１９６０ ~ １９８４ 年先后向蒙古国援建火柴厂、地毯厂和肉

联厂等ꎬ双方也在采矿领域开展合作ꎮ

表 １ １９５５ ~ １９８８ 年“冷战”期间东德与蒙古国的高层互访

东德访问蒙古国 蒙古国访问东德

年份 东德领导人 年份 蒙古国领导人

１９５５ 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建立贸易
关系) １９５７ 总理(部长会议主席)尤睦佳泽

登巴尔(缔结友好合作条约)

１９６０ 副总理兼商务贸易部部长海因里
希劳

１９６９
人民革命党第一书记尤睦佳泽
登巴尔(参加东德成立 ２０ 周年庆
祝活动)

１９６８ 总理维利斯多夫(签署延长友
好合作条约的协定) １９７７ 人民革命党第一书记尤睦佳泽登巴

尔(签署新的友好合作条约)

１９７３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埃里希昂纳克(签署延长友好
合作条约的协定)

１９８８ 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姜巴巴特
蒙赫

１９８０ 总理维利斯多夫

资料来源:Ｇｅｒｍａ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ｅ ｚｘｃ ｗｉｋｉ / ｗｉｋｉ / Ｄｅｕｔｓｃｈ －ｍｏｎｇｏｌｉｓｃｈｅ＿
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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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蒙古国在 １９２４ ~ １９９２ 年全称为蒙古人民共和国ꎮ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 １２ 日新宪法正式

生效ꎬ改称蒙古国ꎮ 本文统称为蒙古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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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与蒙古国通过高层互访的形式加强了两国关系ꎬ东德成为蒙古国在

欧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ꎮ 双方的主要往来是东德对蒙古国进行经济援助和

为蒙古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ꎬ数千名蒙古国人在东德接受了大学教育或技术

培训ꎬ东德学生也在乌兰巴托的蒙古国国立大学学习蒙古语ꎮ １９６８ 年 １１ 月

两国成立经济和科技合作委员会ꎬ并于 １９７３ 年 ９ 月达成相互承认学位、学历

的双边协议ꎮ
此外ꎬ１９４９ 年 １ 月 ８ 日ꎬ苏联、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

罗马尼亚六国一起创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以下简称经互会)ꎻ东德于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加入ꎬ蒙古国于 １９６２ 年加入ꎮ 自成为经互会成员国以后ꎬ蒙古国绝大

部分对外贸易(占贸易额的 ９７ ７％ )都是与经互会国家进行的ꎻ到 １９８６ 年ꎬ
蒙古国与东德之间的贸易额达到 １９６０ 年的 ５ ２ 倍①ꎮ 东德向蒙古国出口无

线电设备、食品工业设备、纺织工业设备、印刷设备、精密机械、光学制品、针
织品和服装等ꎻ蒙古国向东德出口毛绒、皮革制品、肉类制品、谷物、鞋类、毛
纺织品、地毯和有色金属矿石等ꎮ 在整个“冷战”时期ꎬ与经互会国家之间的

经贸关系极大地促进了蒙古国的发展ꎮ
１９８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ꎬ柏林墙倒塌预示着东西方“冷战”接近尾声ꎮ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 ３ 日ꎬ两德正式统一为今天的德国ꎬ蒙古国与东德的外交关系随之画上

句号ꎬ但它却成为日后德蒙关系中的一项重要遗产ꎮ 而在同一时期ꎬ蒙古国

国内也酝酿着一场西方式民主化改革浪潮ꎮ 伴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ꎬ蒙
古国也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ꎬ意识形态上放弃共产主义而转向民主社会主

义ꎬ政治上从一党制向议会制(多党制)过渡ꎬ经济上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转变ꎮ 此时ꎬ新的时代背景也为德蒙两国关系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ꎮ

二　 两德统一后的德蒙关系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东德并入西德实现统一ꎬ同月蒙古国在波恩(原西德首都)
设立大使馆ꎬ１１ 月德国在乌兰巴托设立大使馆ꎬ直到 ２０００ 年蒙古国驻德国大

使馆才搬到柏林ꎮ 这 １０ 年间的德蒙关系特征是西方式民主体系内的德国对

蒙经济援助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在蒙古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ꎬ因失去了苏联和经互

会的援助ꎬ蒙古国经济遭遇断崖式下降ꎮ 此时的蒙古国已经接近破产ꎬ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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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茨巴勒丹、乌兰:«蒙古与经互会国家»ꎬ«国际经济评论»１９８８ 年第 ８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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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新的经济合作伙伴来帮助“输血”ꎮ 于是ꎬ为了寻求经济援助和促进本国

经济结构转型ꎬ蒙古国在苏联解体之前就已加入了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主

导的三大世界性金融机构ꎬ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世界银行(ＷＢ)和亚

洲开发银行(ＡＤＢ)ꎮ 同时ꎬ蒙古国领导人出访西方发达国家ꎬ谋求与欧洲国

家建立密切的联系ꎬ并希望获得最惠国待遇ꎮ

图 １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德蒙两国 ＧＤＰ 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ＤＰ ＭＫＴＰ ＫＤ ＺＧ?

ｅｎｄ ＝ ２０２０＆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ＭＮ＆ｓｔａｒｔ ＝ １９９０＆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ꎬ时任蒙古国外交部部长策伦皮勒贡布苏伦访问德国ꎬ６
月 ２１ 日德蒙两国签署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ꎻ德国承诺前东德时

期的合作项目将继续开展ꎬ并提供紧急贷款和无偿援助ꎮ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１ 日ꎬ
双方又签署了关于技术合作的协定ꎮ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ꎬ时任蒙古国总理达希宾

巴苏伦访德ꎬ主要为了寻求经济援助ꎮ
蒙古国于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首次出台«蒙古国对外政策构想»ꎬ列出未来重点

外交方向ꎬ德国位列俄、中、美、日之后ꎬ居第五位①ꎬ足见其对德国的重视程度ꎮ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２２ 日ꎬ两国签署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ꎮ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ꎬ时任蒙古国总

统彭萨勒玛奥其尔巴特访问德国ꎬ这是蒙古国转型以来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

德国ꎮ 此访期间ꎬ两国发表联合声明ꎬ确定双方开展合作的原则和领域ꎬ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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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ꎬＶｏｌ ２ꎬｐ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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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份此类文件①ꎮ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德蒙两国签订金

融合作协议ꎬ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１６ 日又签订文化交流与合作协议ꎮ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ꎬ德
国议会经济合作和发展委员会代表团访问蒙古国ꎮ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１８ 日ꎬ时任

德国总统罗曼赫尔佐克回访蒙古国ꎬ成为两德统一后访蒙的首位德国元

首ꎬ可谓“冷战”结束后德蒙外交中的亮点ꎮ ２０００ 年ꎬ时任蒙古国总统那楚

克巴嘎班迪回访德国ꎬ并出席在德国汉诺威举办的世博会ꎮ
整体上看ꎬ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德蒙两国的高层互访比较密切ꎬ但相对而言ꎬ蒙

古国为了寻求经济援助和贷款而更为积极主动ꎮ

表 ２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德蒙两国的高层互访

德国访问蒙古国 蒙古国访问德国

年份 德国领导人 年份 蒙古国领导人

１９９０ 经济合作和发展部代表团 １９９１ 外交部部长策伦皮勒贡布苏伦

１９９１ 副议长迪特朱里斯克伦伯格 １９９２ 总理达希宾巴苏伦

１９９２
外交部国务部长赫尔穆特谢弗
经济合作和发展部部长卡尔 － 迪
特斯普朗格

１９９３ 议长那楚克巴嘎班迪

１９９５ 副议长布克哈特赫什 １９９４ 副总理哈木苏伦额奈比希
副总理普勒布道尔吉

１９９６ 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克劳斯金
克尔

１９９５ 副议长姜巴贡布扎布
总统彭萨勒玛奥其尔巴特

１９９８ 总统罗曼赫尔佐克 １９９６

副总理普勒布道尔吉
司法部部长鲁布桑扎布
议长拉德那苏木贝尔勒贡其格
道尔吉
司法部部长阿玛尔萨纳

１９９９ 副议长安特耶福尔默 １９９７

外交部部长舒赫尔阿勒坦格
列尔
科学和教育部部长楚勒特木拉
哈格瓦扎布

１９９８ 财政部部长彭查格查干
基建部部长桑加苏伦卓里格

１９９９ 外交部部长尼亚姆奥索尔图雅

２０００ 总统那楚克巴嘎班迪

资料来源:Ｇｅｒｍａｎ －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ｅ ｚｘｃ ｗｉｋｉ / ｗｉｋｉ / Ｄｅｕｔｓｃｈ －ｍｏｎｇｏｌｉｓｃｈｅ＿
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ꎻ蒙古国驻德国大使馆ꎬｈｔｔｐｓ: / / ｂｅｒｌｉｎ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ｍｎ / ｅｎｇ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ｍｏｄｕｌｓ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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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ꎬ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蒙古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艰难岁月中ꎬ
德国给予蒙古国很大帮助和支持ꎬ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援助国ꎮ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３ 年ꎬ蒙古国 ＧＤＰ 连续 ４ 年负增长ꎬ１９９２ 年的增长率甚至跌至 － ９ ３％ 的

历史低谷ꎬ此时的蒙古国急需外国援助ꎮ 尽管当时德国刚刚统一自身也面临

经济增速放缓的问题ꎬ但它从 １９９０ 年起便开始向蒙古国提供无偿援助ꎮ 整

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德国向蒙古国提供了 ２ ３ 亿马克的官方发展援助ꎬ其中

优惠贷款为 １ ２ 亿马克ꎬ其他为无偿援助①ꎮ 在外国援助的扶持下ꎬ１９９４ 年

蒙古国经济终于开始复苏并恢复了正增长ꎬ这其中也有德国的一份贡献ꎮ
德国在苏联解体后ꎬ趁俄罗斯无睱顾及蒙古国之际积极开展对蒙援助ꎬ

大致有两方面的战略考量ꎮ 一是经济因素ꎮ 德国在统一以后ꎬ原西德地区陷

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ꎬ原东德地区也处于经济艰难转型时期ꎮ 当时

以外贸为主的德国经济急需开拓广阔的亚洲市场ꎬ而苏联(俄罗斯)势力退出

后正好为德国进入蒙古国市场提供了时机ꎮ 二是政治因素ꎮ 统一后的德国

意图借“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的混沌局面谋求大国地位ꎬ参与美、日、英、法
等大国在亚洲的角逐ꎬ想要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②ꎮ 眼看着各西方大

国纷纷瞄准蒙古国地处中俄之间的重要战略位置而极力拉拢ꎬ德国自然也不

能缺席ꎬ况且它还拥有原东德时期与蒙古国交好的先天优势ꎮ 另外ꎬ在安理

会扩员方面德国也需要蒙古国的支持ꎮ
总而言之ꎬ“冷战”结束后的 １０ 年也是德蒙两国探索建立政治互信的重

要阶段ꎮ 蒙古国在向西方国家寻求援助时往往突出强调“拥抱民主、获得重

生”的战略意义ꎬ以迎合西方世界“赢得冷战、民主万能”的政治基调ꎬ而德国

也成为“帮助蒙古国巩固新生民主”的主要“金主”(援助国)之一ꎮ 此时的德

蒙关系ꎬ在经济援助的基础上再有相同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加持ꎬ双方在

后“冷战”时代重新建立起政治互信ꎬ这也为 ２１ 世纪两国扩大各领域合作奠

定了基础ꎮ

三　 ２１ 世纪以来的德蒙关系

步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在双方高层互访的推动下ꎬ德蒙关系迎来了快速发展

—５１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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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俊礼:«德国调整亚洲政策的基本考虑»ꎬ«世界经济与政治»１９９３ 年第 ９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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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ꎮ 这一时期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２１ 世纪的第一个 １０ 年ꎬ两
国确立了全面伙伴关系ꎻ第二个阶段从 ２１ 世纪的第 ２ 个 １０ 年开始至今ꎬ在
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两次访蒙的推动下ꎬ两国确立了资源伙伴关系ꎮ

(一)德蒙全面伙伴关系

从 ２００１ 年开始ꎬ蒙古国经济迎来连续几年的稳步增长期ꎬ但同期的德国

经济却明显下滑ꎮ

图 ２ 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德蒙两国 ＧＤＰ 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为了探讨两国未来合作的新机遇ꎬ２００１ 年首届德蒙论坛在蒙古国外交部

举行ꎬ该会议是一个跨学科论坛ꎮ ２００２ 年ꎬ德国向蒙古国提供了 ４ ０００ 万德

国马克的优惠贷款ꎬ外加 ８００ 万德国马克专款用于解决能源问题①ꎮ ２００３ 年

年底ꎬ有 ９１ 家德国公司活跃在蒙古国ꎬ其中大部分从事食品生产、贸易、工程

和建筑ꎬ德国对蒙直接投资约为 ５９０ 万美元ꎮ 根据蒙古国媒体报道ꎬ２００１ ~２００３
年蒙古国对德出口额从 １９５ 万美元增至 ４５０ 万美元ꎬ进口额从 ３ ０３０ 万美元

增至 ３ ５１０ 万美元②ꎮ 由此可见ꎬ在德蒙贸易中ꎬ德国凭借其经济和科技优势

占据有利地位ꎬ保持着巨大的贸易顺差ꎻ而蒙古国从双边贸易中收益相对较

小ꎬ成为德国机械设备和汽车等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ꎮ ２００７ 年ꎬ两国签署了

—６１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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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合作协议ꎬ旨在促进蒙古国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发展ꎮ

表 ３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８ 年德蒙两国的高层互访

德国访问蒙古国 蒙古国访问德国

年份 德国领导人 年份 蒙古国领导人

２００３ 副议长安特耶福尔默 ２００２ 总理那木巴尔恩赫巴亚尔

２００６ 议长诺贝特拉默特 ２００３ 外交部部长卢布桑额尔敦楚伦

２００８ 总统霍斯特克勒 ２００５ 总理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

２０１０

经济合作和发展部部长德克尼贝尔
外交部部长基多韦斯特维勒
交通、建设和城市规划部部长彼得
拉姆绍尔
国防部部长卡尔 － 特奥多尔
楚古滕贝格

２００７ 议长丹增伦代姜灿

２０１１ 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２００８ 国防部部长鲁布桑旺丹包勒德

２０１３ 副议长爱德华奥斯瓦尔德 ２００９ 总理桑吉巴亚尔

２０１４ 外交部部长弗兰克 － 瓦尔特施
泰因迈尔

２０１０ 外交部部长贡布扎布赞丹沙
塔尔

２０１５ 总统约阿希姆高克 ２０１２ 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
外交部部长鲁布桑旺丹包勒德

２０１６ 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２０１３ 副总理登德布特尔比希达格瓦

２０１８ 国防部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２０１５ 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
议长赞达呼恩赫包勒德

２０１８ 国防部部长尼亚马恩赫包勒德

资料来源:蒙古国驻德国大使馆ꎬｈｔｔｐｓ: / / ｂｅｒｌｉｎ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ｍｎ / ｅｎｇ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ｍｏｄｕｌｓ ＝ １２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４ ~ ６ 日ꎬ时任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访问蒙古国ꎬ与时任蒙

古国总统那木巴尔恩赫巴亚尔和总理桑吉巴亚尔分别举行了会谈ꎮ 会

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ꎬ宣布正式建立全面伙伴关系ꎬ这成为德蒙外交关系史

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①ꎮ 两国决定在政治、经济、文教、科学、安全和考古等

—７１１—

① «蒙古国和德国将发展全面伙伴关系»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０８０９０５ / １
０６６２１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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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开展全面合作ꎮ 德蒙两国在历史、考古学和语言学研究领域的合作是双

边关系的一大亮点ꎮ 在整个 ２０ 世纪ꎬ德国一直走在西方世界蒙古学研究的

前沿ꎮ 为此ꎬ蒙古国十分支持德国的蒙古学研究ꎬ并宣布资助蒙古国国内的

组织和机构派人到波恩大学(德国主要的蒙古学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和培训

蒙古国专家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ꎬ时任蒙古国国防部部长鲁布桑旺丹包勒德访问德国ꎬ他

与时任德国国防部部长弗朗茨约瑟夫荣格就国防领域的合作达成意向ꎬ
包括特种部队能力培训等ꎮ ２００１ 年蒙古国成为北约的联络国ꎬ２００３ 年又成

为北约的伙伴关系国并开始向北约输送兵力(派兵到伊拉克参与美国领导的

军事行动)ꎬ德蒙两国在军事领域的接触从那时就已经开始ꎮ
受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ꎬ２００９ 年德蒙两国经济发展都经历了“Ｖ”

字形走势ꎮ 为寻求援助ꎬ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ꎬ时任蒙古国对外关系和贸易部部

长贡布扎布赞丹沙塔尔访问德国ꎬ希望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和吸引德国

投资①ꎮ
紧接着ꎬ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 ３ 日ꎬ由时任德国外交部部长基多韦斯特维勒

率领的大型德国商业代表团回访蒙古国ꎬ商谈合作机会ꎮ 同年ꎬ时任德国经

济合作和发展部部长德克尼贝尔ꎬ交通、建设和城市规划部部长彼得拉

姆绍尔以及国防部部长卡尔 －特奥多尔楚古滕贝格等先后到访蒙古国ꎮ
德国和蒙古国之间这一系列高层访问也确实促进了两国之间进出口贸易额

的增长ꎮ
２０００ 年ꎬ德蒙双边贸易额为 ３ ２００ 万美元ꎬ当时德国在对蒙贸易方面已

经是西欧领先的国家②ꎮ 到 ２０１０ 年ꎬ双边贸易增长了三倍多ꎬ达到 １ ０９３ 亿

美元ꎬ有 ３５ 家德国公司在蒙古国运营ꎬ总投资约为 ２４０ 万美元ꎮ

表 ４ ２００５ ~ ２０２０ 年德蒙两国贸易额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德自蒙进口 德向蒙出口 贸易总额

２００５ ０ １２３ ０ ３７６ ０ ４９９

２００６ ０ ０９２ ０ ４３０ ０ ５２２

２００７ ０ １７８ ０ ７６５ ０ ９４３

—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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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年份 德自蒙进口 德向蒙出口 贸易总额

２００８ ０ １１０ ０ ９２６ １ ０３６
２００９ ０ １５６ ０ ７０３ ０ ８５９
２０１０ ０ ２２１ ０ ８７２ １ ０９３
２０１１ ０ １４９ ２ ７３６ ２ ８８５
２０１２ ０ １６０ ２ ４６４ ２ ６２４
２０１３ ０ １８４ ２ ５２２ ２ ７０６
２０１４ ０ １５０ １ ５９２ １ ７４２
２０１５ ０ １０８ １ ２４５ １ ３５３
２０１６ ０ ４３４ １ ２０３ １ ６３７
２０１７ ０ １１６ １ ２８４ １ ４００
２０１８ ０ １２３ １ ６８７ １ ８１０
２０１９ ０ １３５ １ ８８９ ２ ０２４
２０２０ ０ １１６ １ ８４８ １ ９６４

资料来源:同图 ２ꎮ

总体而言ꎬ２１ 世纪的第一个 １０ 年ꎬ蒙古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ꎬ而该国

矿产业的繁荣也进一步吸引了德国的目光ꎮ
(二)德蒙资源伙伴关系

进入 ２１ 世纪的第二个 １０ 年ꎬ由于世界经济开始从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

机中缓慢复苏ꎬ德国对蒙政策也变得更加积极主动ꎬ从而推动德蒙经贸关系

迅速升温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 １３ 日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访蒙ꎬ这是两德统一

后德国总理首次访问蒙古国ꎬ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ꎮ
此访中ꎬ默克尔分别会见了时任蒙古国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

总理苏赫巴托尔巴特包勒德和议长达木丁登贝尔勒①ꎮ 由于蒙古国拥

有丰富的自然资源ꎬ德国拥有技术和资金ꎬ两国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ꎮ 因

此ꎬ德国希望与蒙古国建立资源伙伴关系ꎬ以确保初级原材料的源源不断供

应和促进两国经济可持续发展ꎮ 为此ꎬ德蒙两国签署了关于在矿产、工业、技
术领域合作的政府间协议②ꎬ并成立联合经济委员会ꎬ此后形成年度会晤机

—９１１—

①

②

«蒙德两国领导人表示要深入发展全面伙伴关系»ꎬ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ｑｑ ｃｏｍ / ａ / ２０
１１１０１３ / ００６０８８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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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ꎬ会议轮流在两国召开ꎮ 根据该协议ꎬ双方还联合在乌兰巴托成立了一所

德蒙理工学院①ꎮ
实际上ꎬ对于德国来说ꎬ蒙古国的矿产资源中ꎬ煤炭、铜和金并不占重要

地位ꎬ由于距离太远很难将其运输到德国ꎬ经济上并不划算ꎬ德国看重的还是

蒙古国的稀土资源ꎮ 根据美国地质学家在 ２００９ 年的评估ꎬ蒙古国拥有３ １００
万吨稀土ꎬ相当于全球已知储量的 １６ ８％ ꎬ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稀土

资源国②ꎮ 从 ２０１０ 年起ꎬ作为全世界第一大稀土出口国的中国开始加强稀土

行业管理ꎬ对稀土开采、生产和出口实施限制措施ꎬ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出台了

«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③ꎮ 因为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全球

稀土供应出现短缺ꎬ导致稀土价格上涨ꎬ而德国是中国稀土的第四大进口国

(位列日本、美国和法国之后)ꎬ或许ꎬ这才是促使默克尔访蒙并确立两国资源

伙伴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ꎬ在德国经济合作和发展部的资助

下ꎬ德国地球科学与自然资源研究所和蒙古国矿产资源管理局联合对蒙古国

的稀土储量进行了考察和研究ꎬ并于 ２０１３ 年发布了«蒙古国主要稀土矿及其

市场潜力报告»④ꎮ 该报告重点评估了蒙古国几个主要稀土矿床的开发潜

力ꎬ包括蒙古国西部科布多省米彦嘎德县的哈勒赞布热格泰矿、南戈壁省的

霍特格尔矿和木希盖胡达格矿、东戈壁省哈坦布拉格县的鲁根高勒矿等ꎮ 不

过ꎬ德蒙两国在稀土领域的合作后来并没有持续ꎬ这也许是因为蒙古国受制

于俄罗斯之故ꎮ
在矿业开发的带动下ꎬ２０１１ 年蒙古国迎来经济增速最快的一年ꎬ当年

ＧＤＰ 增长率达到历史最高值 １７ ３％ ꎬ而 ２０１０ 年仅为 ６ ４％ ꎮ ２０１１ 年的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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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德蒙资源与技术研究院(Ｇｅｒｍａｎ －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简称 ＧＭＩＴ)ꎬ也称德蒙理工学院ꎬ是根据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和德国总理默克尔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签署的政府间协议ꎬ于 ２０１３ 年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成立的一所国立大学ꎬ目标

是促进矿产资源领域和下游行业的教学和研究ꎮ
Ｐｌｅｎｔｉｆｕ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ｓ Ｈｏｍｅ ｔｏ Ｍａｊｏｒ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ｏｆ Ｒａｒｅ － ｅａｒｔｈ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ꎬ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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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ｍｅ － ｍａｊｏｒ －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 ｒａｒｅ － ｅａｒｔｈ －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２０１０ 年中国稀土十件大事»ꎬ«稀土信息»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ꎻ«２０１１ 年中国稀土十

件大事»ꎬ«稀土信息»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ꎮ
ＢＧＲ ａｎｄ ＭＲＡＭꎬ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ꎬ Ｕｌａａｎｂａａｔａｒꎬ ２０１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ｇｒ ｂｕｎｄ ｄｅ / ＥＮ / Ｔｈｅｍｅｎ /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ａｒｂｅｉｔ / Ｔｅｃｈｎ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ａｒｂ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ｍｏｎｇｏｌｅｉ ＿ ＭＲＡＭ ＿ 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ｓ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ｐｄｆ? ＿
ｂｌｏｂ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ｅ＆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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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贸易额也比 ２０１０ 年急剧上涨ꎬ达到 ２ ８８５ 亿美元ꎮ 不过ꎬ这其中主要归

功于德国对蒙古国出口的大幅增长ꎬ而德国自蒙古国进口则比 ２０１０ 年有所

减少ꎮ 实际上ꎬ蒙古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归因于其采矿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增

加ꎮ 铜、黄金、铁等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和矿产出口需求的增加推动了各国对

蒙古国矿业领域的投资ꎮ 到 ２０１２ 年ꎬ蒙古国经济增速虽稍有放缓ꎬ但仍保持

了 １２ ３％的强劲增长势头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 ４ 月 ２ 日ꎬ时任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回访

德国ꎮ 他会晤了时任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和总理默克尔ꎬ还在德国

联邦议院发表演讲ꎬ这也是蒙古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在德国议会发表讲

话ꎮ 同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ꎬ时任蒙古国外交部部长鲁布桑旺丹包勒德(此

前曾担任国防部部长)访问德国ꎬ与德国外交部部长基多韦斯特维勒

举行会谈ꎬ主要是加强蒙德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双边关系以

及在地区和安全政策问题上进行磋商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６ ~ ７ 日ꎬ时任德国

外交部部长弗兰克 － 瓦尔特施泰因迈尔访蒙ꎬ参加德蒙建交 ４０ 周年庆

祝活动(纪念 １９７４ 年西德与蒙古国建交) ꎮ 这是他第一次访问蒙古国ꎬ
也是德国外交部部长自 １９９６ 年以来首次访蒙①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 ４ 日ꎬ
额勒贝格道尔吉再次访问德国ꎻ同年 １０ 月 １４ ~ １６ 日ꎬ时任德国总统约阿

希姆高克回访蒙古国ꎮ
尽管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德蒙两国高层互访不断ꎬ但德国对蒙古国直接投资

却呈下降趋势ꎮ 主要原因是:２０１２ 年 ５ 月ꎬ蒙古国议会通过了新的«战略领

域外国投资协调法»②ꎬ开始对外国投资蒙古国战略领域(矿产资源、金融和

通信等)进行限制ꎬ外国投资者开始对蒙古国资源民族主义上升表示担忧ꎬ
随即导致外国投资迅速减少ꎮ 另外ꎬ中国经济放缓进而对蒙古国矿产的需

求减少以及国际市场上矿产品价格的下跌也影响了蒙古国的矿业出口ꎮ
２０１５ 年ꎬ蒙古国 ＧＤＰ 增速降至 ２ ４％ ꎬ２０１６ 年降至 １ ２％ ꎬ使蒙古国政府的

预算赤字和外债显著增加ꎮ 为此ꎬ蒙古国政府紧急求助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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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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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经商参处:«蒙议会通过‹战略领域外资协调法›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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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３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年中德两国对蒙直接投资额对比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蒙古国国家统计局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１２１２ ｍ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第二次访蒙ꎬ并出席在乌兰巴托举行

的“第十一届亚欧首脑会议”ꎮ 随即ꎬ德国对蒙直接投资有所上涨ꎬ不过德国

的投资规模与中国相比仍相形见绌ꎮ 从 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６ 年ꎬ德国政府向蒙古国

总共提供了约 ４ ５ 亿欧元的官方发展援助ꎬ其中约 ４０％ 为无偿援助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ꎬ德蒙两国签署协议ꎬ德国无偿援助蒙古国 ５ ５００ 万欧元ꎬ用于能源、
矿业和教育等领域ꎬ其中ꎬ教育领域投资为 ８００ 万欧元ꎬ投向两国合作的德蒙理

工学院ꎮ 德国自 １９９０ 年开始向蒙古国提供无偿援助ꎬ２０１８ 年ꎬ虽然从第二大援

助国地位降至第三位ꎬ列日本和韩国之后ꎬ但仍是欧盟最大的对蒙援助国ꎮ
２０１８ 年ꎬ德蒙两国国防部长也实现互访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蒙古国国防部部

长尼亚马恩赫包勒德访问德国ꎻ１０ 月 ２１ 日ꎬ时任德国国防部部长乌尔苏

拉冯德莱恩回访蒙古国ꎮ 不过ꎬ两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合作最终于 ２０２１ 年

随着美国和北约从阿富汗撤军而结束ꎮ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ꎬ德蒙两国高层往来暂停ꎮ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ꎬ德国向蒙古国提供了 １００ 万欧元和 ２０ 个便携式呼吸器ꎬ以帮助蒙古国抗

击疫情ꎮ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ꎬ蒙古国总理奥云额尔登在会见德国驻蒙大使时表示ꎬ
将为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努力①ꎮ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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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２１ 世纪德蒙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ꎬ在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开始执政)的 １６ 年中ꎬ两国关系得到较快发展ꎮ 尤其

是近 １０ 年来ꎬ默克尔两次访蒙ꎬ有力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全方位合作ꎬ为未

来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ꎮ ２００５ ~ ２０２０ 年德蒙两国进出口贸

易总额约为 ２５ １ 亿美元ꎬ其中德国向蒙古国出口约 ２２ ５ 亿美元ꎬ德国自

蒙古国进口约 ２ ６ 亿美元ꎬ出口额大约是进口额的 ８ ６５ 倍ꎮ 毫无疑问ꎬ在
德蒙双边贸易中ꎬ德国长期保持顺差国地位ꎬ蒙古国则对德国存在巨大的

贸易逆差ꎮ
其实ꎬ在蒙古国与其“第三邻国” (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德国、法

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的双边贸易中ꎬ普遍存在较大贸易逆差的现象ꎮ 近

年来ꎬ蒙古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结构也是如此ꎮ 毋庸讳言ꎬ这些经济大国

和强国都将蒙古国视为工业原材料的供应地ꎬ同时也是产品销售市场ꎬ而蒙

古国则在对外贸易中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ꎮ 可以说ꎬ在蒙古国与其主要经济

伙伴的进出口贸易中ꎬ唯独中国对蒙古国出口额远远小于自蒙古国进口额ꎬ
２００５ ~ ２０２０ 年ꎬ蒙古国在对中国贸易中一直是顺差国ꎮ 换句话说ꎬ多年来ꎬ蒙
古国向中国出口矿产资源所赚取的外汇收入中ꎬ似乎大部分都用来购买了其

他国家的产品ꎬ而中国无形中一直在补贴蒙古国与其“第三邻国”的贸易逆

差ꎮ 即便如此ꎬ蒙古国仍然一度对中国心存疑虑ꎬ处处设防ꎬ双方战略互信并

未达到应有的水平ꎮ
至于德蒙关系对中国的潜在影响ꎬ从目前来看ꎬ德蒙两国经贸合作各取

所需ꎬ对中蒙关系似乎尚无竞争性影响ꎮ 不过ꎬ随着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中国

稀土集团正式成立ꎬ标志着中国将开始新一轮稀土行业整合ꎬ也必将对世界

稀土市场产生深远影响ꎮ 未来几年ꎬ世界主要经济强国或将再次掀起一场对

蒙古国稀土资源的激烈竞争ꎬ就像曾经对蒙古国煤矿资源的竞争那样ꎬ对此

一定要未雨绸缪ꎮ

结　 语

综上所述ꎬ德国与蒙古国虽然在地理上相隔万里ꎬ但却有着许多相似之

处ꎮ 在政治制度上ꎬ都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和多党选举制度ꎬ政府首脑(总
理)由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ꎬ因此ꎬ总理拥有实权ꎬ而总统只是外交礼仪上的

国家元首ꎮ 但区别之处在于ꎬ蒙古国是一院制议会(称为国家大呼拉尔)ꎬ德
国是两院制议会(参议院和联邦议院)ꎮ 在意识形态上ꎬ对西方价值观的认同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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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成为两国官方交流中的高频词汇ꎮ 德国是最早支持蒙古国民主化转型

的西方国家之一ꎬ在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３ 年蒙古国经济困难时期ꎬ德国是蒙古国的主

要援助国ꎮ
德国对蒙援助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诉求:
首先ꎬ传播意识形态ꎮ 在蒙古国民主化转型初期ꎬ同美日等国一样ꎬ德国

大力援助蒙古国的原因之一就是推广民主价值观ꎬ帮助前社会主义国家顺利

转型成为亲西方的民主政体ꎮ
其次ꎬ成为矿产资源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市场ꎮ 多年来ꎬ德国自蒙古国进

口额小于对蒙古国出口额ꎬ说明德国不仅将蒙古国视为原材料供应来源国ꎬ
还是工业品倾销市场(尽管蒙古国的消费能力和市场规模并不大)ꎮ

最后ꎬ成为“入常”的支持票ꎮ 德国自从统一后ꎬ一直谋求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席位ꎬ接受德国大量援助的蒙古国自然是坚定的支持者ꎮ 对于拥有相同

政治抱负的德、日、印等国来说ꎬ通过援助蒙古国从而换取蒙古国在安理会改

革上的支持票ꎬ这方面的诉求是一致的ꎮ
而对于蒙古国来说ꎬ将德国视为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ꎬ其战略考量在

于:一方面ꎬ在政治上平衡中国和俄罗斯ꎬ以减少对两大邻国的过度依赖ꎬ保
持政治上的独立性ꎻ另一方面ꎬ在经济上获取西方强国的援助和投资ꎬ扩大矿

产资源和农畜产品的出口市场ꎬ促进其经济结构的多元化ꎮ 因此ꎬ德蒙合作

各取所需ꎮ
总结过往 ７０ 年来德蒙关系演变过程ꎬ两国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

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冷战”时期(１９５０ ~ １９９０ 年)ꎬ主要是东德与蒙古国在社

会主义阵营和经互会框架内的合作ꎻ
第二个阶段是两德统一后(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ꎬ主要是德国对蒙古国的经

济援助ꎬ对德国来说是扶持和巩固新生的民主国家ꎬ对蒙古国来说则是解决

紧迫的生存危机ꎻ
第三个阶段是 ２００１ 年之后ꎬ两国在 ２００８ 年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ꎬ各领

域合作不断深化ꎬ特别是在默克尔两次访蒙的推动下ꎬ两国关系步入了快车

道ꎬ正迅速迈向战略伙伴关系ꎮ
(责任编辑:徐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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