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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中国学研究的当代转型和未来发展趋向

冮树革 〔德〕安晓波

提 要 | 德国是从事中国学研究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一直是德国传统汉学重要的研

究领域和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转型过程 中 中 国 的 巨 大 变 迁，德 国 传 统 汉 学 面

临着学术研究的当代转型，传统汉学包容、吸纳当代中国研究并实现二者融合发展，成为重

要的现象和趋向。从德国中国学研究的社会历史背景变迁出发，并基于德国当代中国研究

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二元视角，本文从多个维度分析了目前德国中国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和发

展趋势，认为，德国中国学研究 在 稳 定 发 展 的 过 程 中，当 代 中 国 研 究 的 学 术 重 要 性 日 益 增

长，正在发生渐进性、适应性和结构性的变化，同时也表现出未来发展的一些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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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独特东方文化的

发展中大国。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 发 生 了 巨

大而深刻的社会变迁，极大地改变了 中 国 的

经济社会结构。中国的发展在改变和重塑自

身的同时，对外部世界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直接影响着包括德国中国学在内的国外中国

学的研究。伴随着德中两国经济、贸易、文化

等方面交往联系的加强，德国中国学 研 究 的

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日益凸显，不仅 有 力 地

推动了国外中国学的发展，而且对于 中 国 国

内社会科 学 学 术 研 究 也 具 有 重 要 的 启 迪 意

义。从德国中国学研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

变迁出发，本文将着力分析目前德国 中 国 学

研究的现状和特征，探析其在学术转 型 过 程

中未来发展的一些趋向。

一、德国中国学发展历史背景的变迁

1． 传统汉学与汉学传统塑造的德国中国

学早期阶段

作为国外中国学 研 究 的 主 要 国 家 之 一，

德国有着很悠久的汉学传 统。长 久 以 来，德

国的一些学者和汉学家就对中国表现出了浓

厚的研究兴趣。在长期的发 展 中，德 国 汉 学

与德中之间的经济、文化互动相联系，并且直

接受到一些德国学者的文化学术研究活动而

催生和推 动。其 中，汤 若 望 ( J． A． Schall von
Bell ) 、基 尔 彻 ( A． Kircher ) 、拜 尔 ( T． S．
Bayer) 、克 拉 普 罗 斯 ( J． Klaproth ) 、弗 兰 克

( O． Franke ) 、福 克 ( A． Forke ) 、卫 礼 贤 ( R．
Wilhelm) 、马克斯·韦伯 ( M． Weber) 等 学 者

对中国的研究，增进了德 国 学 术 界 对 在 地 缘

71



海
外
中
国
研
究

上与德国相距甚远的古老国度———中国的认

识，推动了汉学作为科学的发展以及 汉 学 学

科自身的形成。在这一时期，德 国 大 学 汉 学

课程的设置和汉学大学教育在德国 的 创 办，

为日后汉学研究奠定了未来发展的基础。同

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汉学家 和 致 力

于中国问题研究的社会科学家通过自身不懈

的学术努力，丰富了学术界和思想界 对 于 东

方文化以及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认识。对德

国传统汉学和中国学的考察是研究当代德国

中国学发展变化不可或缺的环节以及本研究

的逻辑起点。
2． 政治大变革时代下的德国中国学发展

背景

德国中国学的发展与德中两国的国内政

治及国际政治生态密切相关。从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到德国统一的 45 年间，不仅中国国

内政治发生了深刻变革，同时德国也 历 经 了

政治变革，对于德国中国学的发展产 生 了 重

要的影响。
1949 ～ 1978 年，中 国 由 一 个 贫 穷 落 后、

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基本

政治经济制度，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 济 体 制

下推进国家经济建设。20 世纪 60 ～ 70 年代

的中国国内政治运动影响了国际社 会，也 深

刻影响了德国中国学的研究。
1978 ～ 1989 年，对于中国和德国同样都

是变革的时代，社会政治和经济发生 了 深 刻

的变 迁。1978 年，中 共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召

开，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中国经济步入了

快速发展的轨道，经历了从计划经济 体 制 向

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同 期，德 国 经 济

在战后实现了历史性的发 展。但 是，在 德 国

国内政 治 上，这 一 时 期 前 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和前德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国 还 处 在 由 于 冷 战

对抗所 造 成 的 国 家 分 裂 局 面 之 中，处 于 不

同的政治制度和意 识 形 态 之 下。因此，就整

个德国的中国学研究而言，其学科发 展 和 分

布是不均衡的，而且学术研究无法实 现 融 合

发展。

3． 经济大变革时代下的德国中国学发展

背景

1990 ～ 2010 年 的 20 年 间，是 世 界 相 对

和平发展与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冷

战结束后，德国实现了国家 统 一，经 济、社 会

和政治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并 作 为 一

个经济大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影

响力。2009 年，按 照 目 前 价 格 计 算，德 国

GDP (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 达 到 33527． 4 亿 美

元。① 期间，中 国 与 欧 盟 的 经 济 合 作 继 续 发

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进一步增强，中国

成为德国重要的海外市场，两国之间 的 经 济

互动和依存进一步加深。据德国联邦统计局

的统计，德中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在历经 20 世

纪 80 年代和 90 年 代 较 为 平 稳 的 增 长 后，进

入 21 世 纪 以 来 获 得 了 进 一 步 的 发 展。从

1980 年 到 2007 年，德 国 向 中 国 出 口 额 和 德

国从中国进口额分别从 10． 63 亿欧元和 7． 5
亿欧元增长到 299． 23 亿欧元和 546． 49 亿欧

元。② 中国与德 国 成 为 重 要 的 贸 易 伙 伴，经

济、贸易和文化联系交流更 加 广 泛 深 入。而

对于中国而言，中 国 经 济 在 20 世 纪 90 年 代

持续快速增长，城市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

不断推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 转 型 进

一步加快，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出现

了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的社会阶层。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经 济 全 球 化 的 背 景 下，

中国经济 日 益 融 入 世 界 经 济 之 中。2001 年

11 月 10 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 。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经济的全 球 影 响

进一步 显 现。在 改 革 开 放 30 年 的 基 础 上，

2008 年中国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使国际

影响进一步扩大。
1990 ～ 2010 年 的 20 年 间，中 国 经 济 的

发展以及在社会变迁中所发生的深 刻 变 化，

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德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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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资料 来 源: 德 国 联 邦 统 计 局 网 站，www．
destatis． de / jetspeed / portal / c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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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研究特别是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性日益

凸显。因此，深入研 究 中 国，客 观 认 识 中 国，

成为德国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学术使命。对中

国的研究已不再仅仅是个别学者的个人学术

兴趣，而成为现实的社会需 求。这 种 社 会 需

求转化为德国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推 动 力，客

观上推动着德国中国学的转型发展。

二、德国中国学研究转型发展的

主要特征

德国传统汉学研究①与当代中国研究②

从不同的维度研究中国，对于客观认 识 中 国

具有彼此不可替代的价值。从德国统一到现

在，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德国中国

学研究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发展特征，在 学 术

研究规模扩大的同时，产生了渐进性、适应性

和结构性的变化。
1． 德国中国学研究的渐进性变化

( 1 ) 德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重要性在

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在 实 现 经 济 快 速 发 展 的

同时，中国国内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都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由 于 历 史 和 现 实

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德国学术界对当 代 中 国

的研究相对薄弱，同时，部分德国民众对中国

的认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局限性和片面性，

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刻板化和模式化 特 点，与

快速发展和急剧变迁的当代中国现实存在一

定的距离。面对快速发展和不断变化的当代

中国，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为 重 要 学

术传统的德国汉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学术研

究缺位以及解释能力不足 的 问 题。因 此，秉

持社会科学研究客观、准确和价值中 立 的 宗

旨，德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应运而生，并且在客

观认识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推动德中

关系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 全 面 认

识当代中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2 ) 德 国 中 国 学 研 究 的 渐 进 式 变 化，还

较为突出地表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中

国学研究的当代复兴和稳步发展。

在这方面，德国中 国 学 教 学 与 研 究 规 模

的扩大成为这种渐进式变化的显著表现。在

德国中国学稳步发展的过程中，专业 教 学 和

研究机构的设立成为德国中国学研究不断发

展的基础。德国的一些主要 大 学，如 科 隆 大

学、波鸿大学、图宾根大学、维尔茨堡大学、汉
堡大学等，都设有汉学系，部分大学还在汉学

系设立了新的教授岗位，开展中国以 及 当 代

中国的教学研究工作。德国一些专门的研究

机构，如德国全球与地区研究所，对中国问题

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在当代中国 研 究 领

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 用。此 外，一 些

大学的社会科学学院聘任中国专家。杜伊斯

堡大学、特里尔大 学 在 20 世 纪 90 年 代 进 行

了尝试，以期通过制度创新，推动中国学研究

的更大发展，使中国学研究更加紧密 地 融 入

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之中。
2． 德国中国学研究的适应性变化

( 1 ) 德 国 中 国 学 研 究 发 生 的 适 应 性 变

化，源于研究客体变化所产生的顺应性。
德国中国学的发展和当代转型不可能脱

离德中关系的变化以及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

现实状况而孤立展开。改革 开 放 以 来，中 国

的巨大变化以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扩

大，对于中国知识与理解的需求相应地增加。
正如国外中国学学者所言，“在很大程度上，

中国观察 ( 研 究) 的 变 化 源 自 于 中 国 自 身 的

显著变化。”③因 此，德 国 中 国 学 研 究 的 适 应

性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当代中国的发 展 正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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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传统汉学研 究 主 要 基 于 人 文 科 学 方 法，尤

其注重文献研究，主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等。

当代中国学研究主要是运用社会科学理论

和方法，也包括经 验 研 究，注 重 对 当 代 中 国 政 治、经

济和社会的研究。
Robert Ash，David Shambaugh and Seiichiro

Takagi，International China Watch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oping with a Changing Profession，in Robert
Ash，David Shambaugh and Seiichiro Takagi ( eds． ) ，

China Watching: Perspectives from Europe，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Routledge，2007． p. 243．



海
外
中
国
研
究

重新塑造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在世界政治

生态与世界经济不断发展变化的背 景 下，中

国在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采取自己的

发展方式而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 化 的 特

殊性和当代中国发展所表现出来的 新 特 征，

使得传统的中国学研究无法固守其既有的学

术研究理念与研究范式，而是必须适 应 研 究

对象和学术研究背景的变化进行适应性调整

与创新。这种适应性的改变不仅是传统汉学

与中国学研究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 观 需 要，

也是传统的汉学与中国学研究在实现自身学

术转型的过程中提升学术地位的现 实 需 要。
同时，这种适应性变化还成为经济全 球 化 时

代下德中两国之间经济、社会和文化 交 流 更

加紧密的现实回应。
( 2 ) 德国中国学研究的适应性变化还表

现在研究领域的扩展上。
当代德国汉学研究视角和学术理念的变

化，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研究的吸纳，推动着德

国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扩展。从关注中国古代

的历史与文化，到逐渐包容、吸纳当代中国研

究，德国传统汉学和中国学在发展中 逐 步 凸

显了其学科本身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目

前，德国的中国学研究从以往将研究 视 点 较

多集中在中国大陆，逐步扩展到包括香港、台
湾等在内的两岸三地大中华研究。在具体的

研究内容上，从过去较多地研究以德 中 贸 易

和中国经济的外部关系为代表的中国大陆经

济发展研究，逐步扩展到包括政治和 文 化 等

在内的综合研究，包括中国的外部经济关系、
与欧盟的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中国 的 私 营

经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台海关系、公民社

会、地方选举、社会变迁、社会 流 动 等 广 泛 内

容。特别是从国际视野看，德 国 中 国 学 研 究

在诸多领域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例如，

德国中国学研究在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地方自

治、法制建设、经济结构转型和人口问题研究

等方面都做出了较大的学术贡献。这种变化

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源自于中国改革 发 展 所

引发的多领域和多层面的广泛而深刻的经济

社会变迁。由于私营经济快 速 发 展，极 大 地

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私营企 业 主 正

在形成新的社会阶层。学者们在此方面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其 中，德 国 著 名 中 国 问 题研

究专家、杜伊斯堡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和东亚研

究所所 长、前 德 中 友 协 主 席 托 马 斯·海 贝 勒

( Thomas Heberer) 教授撰写了《中国和越南的

私营企业家: 作为战略性群体的社会和政治功

能研究》，提出了中国私营企业主是战略性群

体的观点，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国际前沿性著

作。此外，近些年来，一些研究课题，诸如中国

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中国政治文化的未来前

景以及中国模式和发展道路等，为德国中国学

学者所注重，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观点，引起

中国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
3． 德国中国学研究的结构性变化

德国中国学研究在当代转型发展中所表

现出来的结构性变化，是德国中国学 研 究 适

应性变化的延伸，也是德国中国学新 的 学 术

研究力量代际生成的结果。同 时，这 种 结 构

性变化与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自身在改革发

展中所产生的结构性变化密切相关。
( 1 ) 作为德国中国学研究客体的中国与

外部世界关系以及对外部世界影响的结构性

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 立 后，中 国 对 外 部 世

界的影响经历了以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相对

突出到以经济和国际贸易影响相对显著的转

变。建国后，中国逐步建立了 以 单 一 公 有 制

为特征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近 30
年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的

过程中，国民经济获得了较 大 发 展，但 是，在

一些历史时期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这一

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影响从国 内 走 向

世界，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起了包括德

国中国学 在 内 的 西 方 思 想 界 和 学 术 界 的 关

注。20 世纪 80 年 代 后，中 国 实 行 改 革 开 放

的政策，在此后的 30 年间经济快速发展。自

21 世纪 以 来，中 国 成 为 世 界 上 重 要 的 经 济

体，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更加广泛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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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在受到世界经济影响的同 时，也 对

世界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因 此，这 一 时

期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更显著地表现为经

济和贸易的影响，中国发展模式和由 此 带 来

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成为德国学 者 研 究

的重要内容。
( 2 ) 德国中国学在转型发展中学术研究

主体和价值取向出现了结构性变化。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特别是 21 世纪

以来，德国当代中国研究呈现较快的 发 展 态

势，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在整个德国中国学和

汉学研究成果中的比例趋 于 上 升。近 年 来，

德国传统汉学接纳当代中国研究，推 动 了 德

国中国学的结构性变化。在 此 方 面，传 统 的

经院式德国汉学研究在继续保留其固有学术

传统的同时，以关注现实为突出特征 的 现 实

主义学术研究取向凸现，成为德国中 国 学 的

重要发展取向。
在德国中国学学 术 群 体 结 构 上，目 前 从

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趋于增加，学 术 研 究

群体呈现 扩 大 趋 势，尤 其 突 出 地 表 现 为“新

生代”德国中国学学者群体的出现。伴随着

德国中国学的发展，具有丰富的中国 人 文 知

识并且兼具中英文多语言能力以及熟悉现代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德国中青年学者不断进

入中国学研究领域，成为新生代的德 国 中 国

学学者，推动着德国中国学学者在专业背景、
知识结构、研究领域、学术视角等方面的多元

化发展。
但是，德国中国学 在 实 现 结 构 转 型 发 展

的同时，也存在着制约德国当代中国 研 究 更

大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例如，教 授 职 位 设 置

比例失调，政治学学科占有较大比例，而社会

学和人类学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应有 的 体 现。
关于中国经济和工商业教学与研究的教授岗

位也十分有限。因此，无论是 从 学 术 发 展 的

需要还是从社会需求看，教授职位设 置 失 衡

都是较为突出的问题。但是，由 于 不 同 学 术

部门之间 难 以 达 成 协 调 一 致 等 诸 多 方 面 原

因，这种局面似乎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改变。

三、德国中国学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向

从德国中国学的发展历程、特征 及 其 学

术研究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看，未来 的 德 国

中国学研究将在继承原有的汉学和中国学学

术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并呈现出 新 的 发

展趋势。
1． 社会需求和学术重要性的增长将推动

德国中国学继续稳定发展

德国中国学的当代发展是其历史发展的

延续和对当代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中国现实

的回应。德国中国学研究的当代发展体现了

其严谨、求实的学术传统; 同 时，伴 随 研 究 客

体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德国的当代中 国 研 究

正在转型发展中发生着适应性的变 化，出 现

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其中，德 国 中 国 学 研

究的稳步发展是未来德国中国学发展的总趋

势。尽管德国中国学研究存 在 诸 如 语 言、实

施条件等现实障碍，但是，随着德中两国之间

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以及中国的社 会 变 迁，

对中国知识的社会需求日益增长，促 使 人 们

深入认识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发 展 路 径 和 发 展 模

式，这些都推动着德国中国学研究成 为 一 个

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它的稳步发展 是 现 实

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
2． 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将在德国中国学中

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中国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时间里，经历

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深刻转 型，经 济

体制和社会结构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对世界政

治经济的影响将进一步显 现。因 此，深 入 研

究中国的当代发展和社会变迁十分 必 要，具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此方 面，德 国 中 国 学

通过历史与现实研究的双重视角推动着研究

的发展，使这种研究更加深刻地反映 中 国 的

历史与现实。
3． 传统汉学和中国学吸纳当代中国研究

并实现融合发展是必然的趋势

事实上，德国的汉 学 正 在 适 应 现 实 学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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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变化并拓展原有的研究，包容 和 吸 纳

当代中国研究。这种接纳、包 容 与 融 合 是 对

传统汉学发展的理念创新，推动着传 统 汉 学

与中国学研究的当代转型，成为现代 中 国 学

发展的显著标志，对德国中国学发展 路 径 和

学科自身的发展都将产生深刻影响。从近年

来德国中 国 学 与 当 代 中 国 研 究 的 互 动 关 系

看，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正在成为德国 汉 学 界

关于中国研究的重要领域，同时关于 当 代 中

国研究的成果不断出现，影 响 不 断 扩 大。因

此，传统汉学包容、吸纳当代 中 国 研 究，并 且

与当代中国研究实现互补与兼容，提 升 了 汉

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推动 汉 学 由

传统的经院科学向学术性和应用性双重维度

发展，扩展了学科发展空间，使得学科的理论

性、实践性和社会价值得到新的提高。
4． 德国中国学研究队伍的组织化和融合

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

与德国汉学早期发展阶段的学术研究主

要由汉学 家 个 体 的 学 术 兴 趣 和 行 为 所 致 不

同，现代德国中国学的研究更多地体 现 为 组

织 化 的 行 为。在 此，德 国 中 国 研 究 学 会

( DVCS ) 和 德 国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学 会

( ASC) 多年来始终保持 活 跃，并 通 过 年 会 的

方式将不同学科的中国学学者集聚 在 一 起。
其中，德国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学会正 在 日 益

成为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同 时，德 国 中 国

学学者在学术研究上由个体化向较高的组织

化程度的发展，顺应了现代学术研究 团 队 化

的发展趋势。目前，德国中国 学 学 者 在 国 外

中国学的学术组织和学术团体中正发挥着积

极而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欧 洲 的 中 国 学 学

术团体中，不少德国中国学学者加入 到 欧 洲

汉学 学 会 ( EACS ) 、欧 洲 中 国 学 术 网 络

( ECAN) 、欧洲 台 湾 研 究 学 会 ( EATS ) 、欧 洲

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大会( ECARDC) 等学术团

体，通过跨国界的学术交流，加强了国际学术

研究的合作，推动学术成果的产生和共享，提

升了学术研究的水平。未来，随 着 中 国 国 际

影响的扩 大 以 及 德 国 中 国 学 学 术 研 究 的 发

展，这种学术研究的组织化和国际化 程 度 必

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5．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和创新成为

德国中国学在研究方法论上的发展趋向

德国中国学研究 方 法 的 创 新，伴 随 着 当

代中国研究的开展而出现，从根本上 说 源 于

学术研究的现实需要，更是德国中国 学 研 究

价值取向和学术转型在方法论上的体现。在

当代德国中国学和方法论运用的关 系 上，是

研究需要决定研究方法，而 不 是 相 反。特 别

是在德国中国学发展的过程中，呈现 一 定 程

度的国别学发展态势，客观上要求德 国 中 国

学研究必须在学术研究的价值理念和方法论

上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将现代社会科 学 研 究

方法植入传统汉学和中国学研究的学术传统

和研究方式之中，从经院研究的学术 取 向 转

为注重综合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突出以

经验主义为特征的学术研究理念和导向。从

目前德国中国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当 代 中

国学的研究方法从传统汉学注重文献研究的

倾向走向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开展对

有关问题的研究，包括采用定性研究 与 定 量

研究的方法，使得对于中国问题的研 究 更 加

深入和准确，也为当代中国学研究的 发 展 奠

定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此 外，在 学 术 观 点

的表达上，越来越多的德国中国学学 者 使 用

英语作为工作语言来表达学术观点，发 表 研

究成果，从而扩大了德国中国学研究 的 国 际

影响。
总之，德国中国学研究在学术成熟性、研

究方向、群体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根 本 性 的

变化，以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当代中 国 成 为

一种普遍的发展趋势。为了更好地理解具有

数千年历史的中国，需要实现传统汉 学 与 当

代中国研究的共同发展，同时还需要 在 当 代

中国研究方面解决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

人类学等学科发展不平衡 的 问 题。此 外，在

顺应学术研究国际化发展大趋势的 同 时，面

对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德国中国学 学 者 还

需要在为公众提供有关当代中国及 时、准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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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方面给予更多的考虑。

参考文献:

1． 何培忠 主 编: 《当 代 国 外 中 国 学 研 究》，商 务

印书馆，2006 年。

2．〔德〕托马斯·海贝 勒、君 特·舒 耕 德: 《从 群

众到公民———中国的政治参与》，中央编译出

版社，2009 年。

3．〔德〕马汉茂等:《德 国 汉 学: 历 史、发 展、人 物

与视角》，大象出版社，2005 年。

4．《德国当代中 国 研 究 概 况》，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史网:

http: / / www． hprc． org． cn / gsyj / gwddzgyjjg / dg /

200909 / t20090911_30756． html

5． Thomas Heberer，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nd Vietnam: Social and Political Functioning of

Strategic Groups，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03．

6． Anna L． Ahlers and Gunter Schubert，Building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Only a Political

Slogan?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 4，2009，pp. 35 － 62．

7． Bjrn Alpermann，China's Cotton Industry: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State Capacity，

London: Routledge，2010．

8． Sebastian Heilmann，Policy Experimentation in

China's Economic Rise，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Vol． 43，No． 1，March

2008，pp. 1 － 26．

9． Sebastian Heilmann，Maximum Tinkering under

Uncertainty Unorthodox Lessons from China，

Modern China，July 2009，pp. 450 － 462．

10． Thomas Heberer，Evolvement of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or Authoritarian Communitarianism?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Autonom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 18，No． 61，2009，

pp. 491 － 515．

11． Robert Ash，David Shambaugh and Seiichiro

Takagi( eds) ，China Watching: Perspectives from

Europe，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Routledge，2007．

12． Günter Schucher，China's Employment Crisis:

A Stimulus for Policy Change?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Vol． 38，pp. 121 － 144．

13． Bjrn Alpermann，Der Staat im Dorf: Drfliche

Selbstverwaltung in China，Hamburg: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2001．

14． Thomas Heberer and Gunter Schubert，Politische

Partizipation und Regimelegitimitt in der VR

China． Band I: Der urbane Raum，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2008．

15． Gunter Schubert and Thomas Heberer，Politische

Partizipation und Regimelegitimitt in der VR

China． Band II: Der lndliche Raum，Wiesbaden:

VS-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2009．

16． Robert Heuser，Einführung in die chinesische

Rechtskultur，2nd ed． ，Hamburg: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2002．

17． Robert Heuser，Sozialistischer Rechtsstaat und

Verwaltungsrecht in der VR China ( 1982 －

2003 ) : Texte，Analyse，Bibliographie，Hamburg: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2003．

18． Thomas Scharping，Birth Control in China

1949 － 2000，London: Routledge，2005．

( 责任编辑: 张 静)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