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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代表： 
德国人眼中的中国人？

德国群众

2014：人数 = 1000 
2012：人数 = 1000

德国政治决策者

2014：人数 = 100 
2012：人数 = 80

中国经济决策者

2014：人数 = 200 
2012：人数 = 170

等高线或无.（未升高）
意味着未在相应国家、
特定调查群体或2012 
年中提出该问题。

按四舍五入原则，图形、

图表和表格中的所有百分比数值相加得±100%。

绿色代表： 
中国人眼中的德国人？

中国群众

2014：人数 = 1000 
2012：人数 = 1319

中国政策决策者

2014：人数 = 100 
2012：无.

中国经济决策者

2014：人数 = 200 
2012：无.

等高线或无.（未升高）

意味着未在相应国家、

特定调查群体或2012 

年中提出该问题。

按四舍五入原则，图形、

图表和表格中的所有百分比数值相加得±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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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明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共

和国大使

柯慕贤 (Michael Clauss)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

2011

1972

300 1400

2008 2012 17%

40

1972 20

2013 5

60% 30%

2012 2013/2014

2012

柯慕贤
德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史明德 
中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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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纳 (Patrick Köllner)
（博士）教授 

德国全球和区域研究所 

(giga) / 来莱布尼兹全球和

区域研究机构旗下亚洲研究

所负责人

程戟 (Toni Cheng) 
华为德国有限公司首

席执行官

2012

2001 18

1700

giga

1956

giga 2006 giga

(Leibniz-Gemeinschaft) giga

程戟 科尔纳（博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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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关系：战略合作关系和

体制竞争关系

经济关系：竞争对手和合

作伙伴

1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1

giga

2600

1000 200 100  

2012

2014

2014

¹

执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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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关系：着迷和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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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群体 对种群的界定

群众 普通家庭中说德语的18 岁以上居民

政策决策者
联邦议员和州议员，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
的行政人员

经济决策者 各规模私营企业的管理者

图标  群体 对种群的界定

群众
大城市中说中文的18岁以上居民

（在19个大城市1）

政策决策者
国家机关的领导、部门负责人和办公室主任：政府
部门和地方行政机关

经济决策者 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管理者和决策者

德国 中国

抽样规模

对比2012
1 000
1 000

100
80

200
170

1 000
1 319

100
无.

200
无.

挑选方法 rdd tns1 tns1 rdd tns1 tns1

方法 cati cati cati cati cati cati

调查问卷长度 25 分钟 15 分钟 15 分钟 20 分钟 15 分钟 15 分钟

问卷调查期限

2013年9
月9日 

至 
9月30日

2013年9
月9日 

至 
9月30日

2013年9
月9日 

至 
9月30日

2013年10
月27日 

至 
10月28日

2013年10
月8日 

至 
11月4日

2013年10
月8日 

至 
11月4日

图 3.02 

种群 

对德国调查组别总体的界定

对中国调查组别总体的界定 

1 鞍山、成都、大同、广

州、江西、九江、绵阳、北

京、上海、沈阳、唐山、威

海、武汉、无锡、厦门、西

安、许昌、肇庆、株洲

图 3.01 

方法简介：调查问卷 

对德国问卷调查组别的研

究设计 

对中国问卷调查组别的研

究设计 

1 从 tns Emnid 的自有数据库

中进行随机抽样

调查问卷的设计理念以及与 

2012 年研究的差异
tns emnid

(1) (2) (3) 

(4) (5) 

cati

1 2012

2012

www.huawei-studie.de

1 为简化起见，文章中关

于“群众”调查组别的数

据就直接写为“德国人”

或“中国人”。为体现代表

性，三个调查组别始终是分

开的。

研究设计：调查问卷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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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中国

方法 定量内容分析 定量内容分析

所研究的媒体

跨地区日报：《南德意志报》(sz)、
《法兰克福汇报》(faz)、《法兰克
福评论报》 (fr)、《商报》、
《日报》 (taz)、《图片报》、
《世界报》
新闻杂志：《明镜周刊》、《焦点
周刊》、《明星周刊》 周刊：《时
代周刊》

中文日报：《北京晚报》、《北京
青年报》、《财经》、《经济观察
报》、《环球时报》、《南方周末
报》、《东方早报》、《人民日
报》、《文汇报》、《羊城晚报》
、《21 世纪经济报道》

研究时间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文章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文章

研究标准 文章中提及“中国”或“中国的” 文章中提及“德国”或“德国的”

抽样规模

日报： 每一家 200 篇文章，周报和
新闻杂志：每一家 100篇文章，抽
样净值：1 759 篇文章

设定：每一家媒体 100 篇文章（合
计1 000 篇文章），抽样净值：764 
篇文章

挑选方法 随机抽样 随机抽样

可信度 .96.7（总系数） .960.8（总系数）

图 3.03 

方法简介：媒体分析 

德国媒体报道分析的研究

设计 

中国媒体报道分析的研究

设计

媒体分析的设计理念以及与 

2012 年研究的差异
 Ausschnitt Medienbeobachtung 

I.

II.

III.

21

“Southern Weekly”

研究设计：媒体分析3.2 



概述： 
兴趣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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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20%
经济实力 人口增长
2012: 28 2012: 25

15% 15%
共产主义 万里长城
2012: 10 2012: 15

14% 14%
中国美食 人权丧失
2012: 17 2012: 16

12% 12%
幅员辽阔 剽窃想法
2012: 14 2012: 8

8% 5%
廉价产品 独生子女政策
2012: 7 2012: 4

60% 38%
经济实力 汽车工业
2012: 16 2012: 23

19% 19%
啤酒 工业/技术
2012: 无. 2012: n. e.

12% 11%
性格特征 德国产品
2012: 5 2012: 6

10% 10%
环境和自然 足球
2012: 2 2012: 9

10% 7%
饮食/食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
2012: n. e. 2012: 10

图 4.01a 

自发联想（多项回答）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一想到中国，您会自发联想

到什么？

图 4.01b 

自发联想（多项回答）

（以百分比计） 

问题（中）：

一想到德国，您会自发联想

到什么？

自发联想和兴趣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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ɝ ቦ ᄪ  ஓ Aɔ ྡ ไ 89A
ɦ ᔆ ө ͬ 8Aɦ ᔏ ࡉ ி Ό A ɒ ໗ ႜ  ̫ Aɑ ໆ  ุ  A

ᕍ ֝ ̥ Aɛ ᅧ  9̷ A ڒ4
图 4.02 

相互兴趣 ： 旅游国家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您对中国的旅游兴趣有

多大？

问题（中）： 

您对德国的旅游兴趣有多

大？

图 4.03 

相互兴趣：历史、哲学和

文化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您对中国历史、哲学和文化

的兴趣有多大？

问题（中）：

您对德国历史、哲学和文化

的兴趣有多大？

图 4.04 

相互兴趣：产品和品牌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您对中国产品和品牌的兴趣

有多大？

问题（中）： 

您对德国产品和品牌的兴趣

有多大？

图 4,05 

相互兴趣：政治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您对中国政治的兴趣有多

大？

问题（中）：

您对德国政治的兴趣有多

大？

(5) 毫无兴趣

不知道/未回答

(1) 兴趣极大

(5) 毫无兴趣

不知道/未回答

(1) 兴趣极大

(5) 毫无兴趣

不知道/未回答

(1) 兴趣极大

(5) 毫无兴趣

不知道/未回答

(1) 兴趣极大
2.5 2.7

平均值 平均值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3.1 3.42.3 2.4
平均值 平均值平均值 平均值

23

26
32

8

23

26

25

11

14

12

24

12

25

38

26

16

22

20

8

9

3.1 3.1
平均值 平均值

10

25

20

28

16

1

18

13

34

20

15

18

41

34

28

35

23

19

18

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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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柏林

图 4.06a 
德国人对中国的认识

问题（德）： 

中国首都叫什么？

中国国家主席是谁？

中国有多少人口？

图 4.06b 

中国人对的德国的认识 

问题（中）： 

德国首都叫什么？ 

德国联邦总理是谁？ 

德国有多少人口？

2%
知道习近平是中国的

主席

98% 不知道。

24%
知道中国人口在 12 亿

至 15 亿之间。

中国有 13.5 亿人口

（时间：2013)。

76% 不知道。

21%
知道安格拉·默克尔

是德国的总理

79% 不知道。

50%
知道柏林是德国的

首都

50% 不知道。

15%
知道德国人口在 8000 

万至 8200 万之间。

德国有 8050 万人口

（时间：2013)。

85% 不知道。

81%
知道北京是中国的

首都

19% 不知道。

国家认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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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单位¹/企业²与中国

有联系。

49
2012: 59

50
2012: 50

我的工作单位¹/企业²与德国

有联系。

5
2012: 无.

11
2012: 无.

我目前或曾经的工作与中国

有直接关系。

34
2012: 48

44
2012: 49

我目前或曾经的工作与德国

有直接关系。

18
2012: 无.

31
2012: 无.

我愿意到中国单位¹/中国企

业²中工作。

21
2012: 33

30
2012: 36

我愿意到德国单位¹/德国企

业²中工作。

17
2012: 无.

13
2012: 无.

我曾到中国出差。
18

2012: 35
35

2012: 36
我曾到德国出差。

26
2012: 无.

20
2012: 无.

我计划到中国出差。
7

2012: 9
27

2012: 29
我计划到德国出差。

8
2012: 无.

15
2012: 无.

我的工作单位¹/企业²计划与

中国建立联系。

18
2012: 29

26
2012: 28

我的工作单位¹/企业²计划与

德国建立联系。

2
2012: 无.

12
2012: 无.

我使用中国产品或品牌。
56

2012: 56
我使用德国产品或品牌

25
2012: 21

我经常吃中餐。
53

2012: 50
我愿意到德国企业工作。

10
2012: 无.

我有认识的中国人。
32

2012: 40
我经常吃德餐。

4
2012: 3

我愿意到中国企业工作。
31

2012: 33
我曾经到过德国。

4
2012: 无.

我现在或曾经的工作与中国

有关。

19
2012: 20

我现在或曾经的工作与德国

有关。

3
2012: 1

我曾经到过中国。
11

2012: 11
我有认识的德国人。

3
2012: 2

我的朋友圈中有中国人。
11

2012:  无.
我的朋友圈中有德国人。

2
2012: 2

我计划近期去中国。
5

2012: 7
我计划近期去德国。

2
2012: 无.

图 4.07 

中德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您符合哪种说法？ 

问题（中）： 

您符合哪种说法？

图 4.08 
政治决策者和经济决策者与

中国/德国的联系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您符合哪种说法？

问题（中）：

您符合哪种说法？ 

面向决策者组别的不同提问 

1 政治决策者 

2 经济决策者

相互联系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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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停留 在德国停留

1 个月以下 61 22 39 1 个月以下 40 50 45

1 个月至 6 个月 27 39 32 1 个月至 6 个月 43 42 35

6 个月至 1 年 4 22 19 6 个月至 1 年 12 4 13

1 年以上 8 17 10 1 年以上 5 4 8

63% 64%
休假 休假
2012: 60 2012: 80

39% 26%
出差 出差
2012: 44 2012: 20

5% 0%
学习语言 学习语言
2012: 2 2012: 0

9% 14%
学生交流 学生交流
2012: 4 2012: 0

16% 10%
考察访问 考察访问 
2012: 18 2012: 0

5% 0%
其它 其它
2012: 8 2012: 0

图 4.09 

到访原因 （多项回答）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您曾因什么原因到过中国？

问题（中）： 

您曾因什么原因到过德国？

筛选问题： 

仅由回答曾到过中国/德国的

受访者回答

（图 4.07 中的 数字）

图 4.10 

停留时长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您总共在中国停留了多长

时间？ 

问题（中）： 

您总共在德国停留了多长

时间？ 

筛选问题： 

仅由回答曾在中国待过的群

众、决策者回答（图 4.07 和 

4.08 中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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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人认为德国的环境和气候政策处于全球领先水平。1%的德国人认为中国的

环境和气候政策处于全球领先水平。

42%

的德国人认为中国媒体均受到政府控制。22%的中国人认为德国媒体受到政府

控制。

63%

的中国人认为将在德国可以公开辩论很多政治和社会议题。8%的德国人认为中

国也是这种情况。

56%

的德国人猜测，15年之后中国的人权状况会达到全球中等水平，相对2013年改善

21%。39%的中国人认为目前德国的人权状况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28%

的德国人将中国的政治实力视作威胁。反之，很少有 (17%) 中国人担心联

邦德国的政治。

59%

的德国人认为 
德中关系 

与德美关系 
同样重要

57%

结果概览
调查问卷

5.1
5.1.1



框架 言论 A1 部分A1，部分A2 A2

11 (a1) 中国积极参与世界政治 

(a2) 中国在国际政坛上较为克制
89 7 5

11 (a1) 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

(a2) 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81 11 8

9 (a1) 中国干涉他国事务

(a2) 中国保持中立
72 13 15

8 (a1) 中国是一支和平力量

(a2) 中国是一支军事力量 11 23 66

8 (a1) 中国支持气候保护/环境保护

(a2) 中国根本不保护环境
18 20 62

细分议题

38% 外交和国防政策

25% 政治体系

22% 法规

8% 环境

7% 其它

重点议题

35% 的中国相关报道涉及 

“政治与国家”

细分议题

39% 外交和国防政策

29% 法规

23% 政治体系

7% 环境

2% 其它

重点议题

33% 的德国相关报道涉及

“政治与国家”

框架 言论 A1 部分A1，部分A2 A2

19
德国遵循 

(a1) 国家导向型政策

(a2) 超国际化/国际化政策
75 18 7

13 (a1) 德国是一个专制国家

(a2) 德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0 2 98

11
德国坚持

(a1) 法治原则

(a2) 非法治原则
77 21 2

10
德国 

(a1) 积极参与国际政治

(a2) 在国际政坛上较为克制
94 4 2

10
德国政治 

(a1) 保守

(a2) 注重改革/具有进步性
16 9 74

ɕ ࿄ ͓ I ɛ ᅞ  I
图 5.01a 

重点议题及细分议题的总

比例 

媒体分析（德）：

德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有

多少涉及“政治与国家”这

一重点议题

图 5.02a 

各细分议题的论调

（以百分比计） 

媒体分析（德）： 

德国有关中国的前四大细分

议题的报道论调（不包括

其它）

图 5.03a 

报道的前 5 大框架 

（以百分比计） 

媒体分析（德）：

前 5 大框架中有关中国的德

国报道以及各版中言论分布

百分比

图 5.01b 

重点议题和细分议题的总

比例 

媒体分析（中）：

中国媒体关于德国的报道有

多少涉及“政治与国家”这

一重点议题

图 5.02b 

各细分议题的论调 

（以百分比计） 

媒体分析（中）：

中国有关德国的前四大细分

议题的报道论调（不包括

其它）

图 5.03b 

报道的前 5 大框架 

（以百分比计） 

媒体分析（中）：

前 5 大框架中有关德国的中

国报道以及各版中言论分布

百分比

正面

负面

矛盾

中立

正面

负面

矛盾

中立

35%
政治与国家

60

18

18

5

外交和国防政策

35

39

23

3

政治体系

20

2

法规

12

环境

64

14

18

46

24

33%
政策和国家

法规 政治体系 环境外交和国防政策

59

8
5

29

31

18

40

11
83

4
10

4

41

6

50

3

媒体分析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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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5 

评价政府对企业的控制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德国人赞成这种言论：

“在中国，企业受到国家

控制。”

问题（中）：

中国人赞成这种言论：

“在德国，企业受到国家

控制。”

图 5.04 

对政治体制的感知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您个人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感

知如何？

问题（中）：

您个人对德国政治体制的感

知如何？

图 5.06 

对国家政体的评价 （以平

均值计） 

问题（德）：

德国人对中国政体各种说法

的认同度 

问题（中）：

中国人对德国政体各种说法

的认同度 

5 个层级： 

5 =完全赞成 

1 =完全不赞成

(5) 非常负面

(5) 非常负面

不知道/未回答

不知道/未回答

(1) 非常正面

(1) 非常正面

无. 无.无. 无.

3.8
平均值

2.2
平均值

22

25

34

15

28

19

17

15

9

8 73

2.3 3.0
平均值 平均值

1.9 2.62.0 2.8

4.0

4.0

4.1

2.8

2.8

2.8

2.5

2.5

2.8

3.3

3.4

3.5

4.0

4.0

4.4

3.2

3.2

3.2

4.0

3.5

3.8

1.6

1.3

1.4

2012: 无.2012: 无.

2012: 无.

2012: n. e.

2012: 2.72012: 3.5

2012: 3.4

2012: 3.5

2012: 4.02012: 2.9

2012: 2.8

2012: 3.0

2012: 4.0

2012: 无.

2012: 无.

2012: 无.

2012: 无.

2012: 无.

2012: 无.

2012: 无.

2012: 无.

2012: 1.6

2012: 1.5

2012: 1.5

民主主义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经济高效

1 7

23

45

22

3

50

22

1714
6

民主主义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经济高效

民主主义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经济高效

民主主义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经济高效

政治体系
感知

5.2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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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描述：政治体系

分类和背景：政治体系

1 “自发联想”中可以明显

看出，人们总是把“共产主

义”和不民主、极权主义、

独裁或“专制”等而视之。

2 关于“有缺陷的民主”概

念 Merkel et al. 2003. 这个

概念原本是用于形容转型国

家，这些国家的政治不能被

归为极权或独裁，但相对于

已稳固建立民主制的国家又

存在明显缺陷。

3 对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不是为了对政治体制作出评

价，而是为了反映生产资料

的所有制关系。

39% 35%

23%

81% 1978

 (3.8/5)

1978

2008

17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Leibniz 1697)

¹

²

³ 32% 2012 36% 40%

5.2.2 中国政治体制：自成一体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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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7
1900–2013中国重要事件

1911
1949

1978

2012/13

2002/03
1976

辛亥革命，中国

封建王朝的终结

毛泽东

逝世

崛起

胡锦涛和温家宝

出任中国新一届

领导人

开始实施改革开放

政策（十一届三

中全会）

1900 1920 1940 1960 1980 2000 2020

领导班子换届：

习近平（国家主

席、中共总书记）

和李克强（总理）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G20

5.2.1 5.06

40%

4

1978

2012 2013 3

80

7.3 2010 10 2011 7

4 美国的宪法原则是制衡，

也就是三权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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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权力：分化的中国印象

38%

2012 11

2013 3

8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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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8 

对当前和15年之后人权状况

的评价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您如何看待当前和15年之后

中国人权状况在全球对比中

的位置？ 

问题（中）： 

您如何看待当前和15年之后

德国人权状况在全球对比中

的位置？

图 5.09 

对国家法制的评价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德国人赞成这种言论：“中

国是一个法制国家。”

问题（中）：

中国人赞成这种言论：“德

国是一个法治国家。”

图 5.10 

对当前和15年之后司法保障

的评价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您如何看待当前和15年之后

中国司法保障在全球对比中

的位置？

问题（中）：

您如何看待当前和15年之后

德国司法保障在全球对比中

的位置？

(5) 完全不赞成

(5) 最后一组

不知道/未回答

不知道/未回答

(1) 完全赞成

(1) 领先组

(5) 最后阵列 |

不知道/未回答

(1) 领先组

7

28

3
1

31

38

60

2

28

3

20282013

1,8 1,72,01,7 1,41,8
平均值 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 平均值平均值

32

39

29

47

1319

2
1 1

71

7

1

1

24

33

67

12

18

31

43

5

39

2

45

8

2
1  2

 2

12

2

72

24

27

24

5

51

66

39

14

22
36

32

31

45

9

2028

20282028

2013

20132013

20282028 20132013

4,5 3,9
平均值 平均值

4,64,7 4,03,9
平均值平均值 平均值平均值

4,1 1,64,6 1,73,7 1,43,7 1,6
平均值 平均值平均值 平均值平均值 平均值平均值 平均值

19

11

34

29

8
25

9

44

49

45

45

15

48

24

42

1
1

16 3

40
15

30

8

13

32

66
26

31

34
25

56

41

4,2 2,5
平均值 平均值

25
24

14 26

30

49

10

7

3 4 91

4,5 2,24,4 2,5

2028 20282028 20282013 20132013 2013

国家与社会
感知

5.3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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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对网络自由的评价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德国人赞成这种言论：“中

国人不能自由访问网络。”

问题（中）： 

未提问。

图 5.11 

对民主运动的感知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德国人赞成这种言论：“中

国民主运动已争取到越来越

多的空间。”

问题（中）：

 未提问。

图 5.13 

对言论自由权利的评价

（以百分计）

问题（德）：

德国人赞成这种言论：“在

中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问题（中）：

中国人赞成这种言论：“在

德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图 5.14 

对公开辩论文化的评价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在中国，人们可在多大程

度上公开辩论政治和社会

议题？

问题（中）：

在德国，人们可在多大程

度上公开辩论政治和社会

议题？

(5) 完全不赞成

不知道/未回答

(1) 完全赞成

(5) 完全不赞成

不知道/未回答

不知道/未回答

(1) 完全赞成

很大程度

一半，一半

较小程度
(5) 完全不赞成

不知道/未回答

(1) 完全赞成 2,8

3,3

平均值

平均值

22

18

16

4

24

39

18

29

13

10

7

2

3,3

2,5

3,3

2,5

2012: 2,7

2012: 2,4 2012: 2,4

无.
平均值

无. 无.

无.
平均值

无. 无.

4,5 2,0
平均值 平均值

29

15

8

4124

63

4
6

2 2 51

4,7 2,24,6 1,9

8

8

80

5

69

3

5

23

14

26

56

23

17

59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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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们可以在网络上

自由发表言论。
4 在德国，人们可以在网络上

自由发表言论。
59

在中国，人们可以自由发表

部分言论，部分言论受到

管制。
6

在德国，人们可以自由发表

部分言论，部分言论受到

管制。
12

在中国，网络言论受到严格

管制。
86 在德国，网络言论受到严格

管制。
23

不知道/未回答 4 不知道/未回答 7

在中国，媒体都受到国家

管制。
63 在德国，媒体都受到国家

管制。
22

中国既有公立媒体，也有私

立媒体。
14 德国既有公立媒体，也有私

立媒体。
12

中国媒体也是私立性质。 14 德国媒体也是私立性质。 60

不知道/未回答 9 不知道/未回答 6

图 5.15 

对网络言论自由的评价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在中国，人们拥有多大的网

络言论自由？

问题（中）： 

在德国，人们拥有多大的网

络言论自由？

图 5.16 

对媒体系统构造的评价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中国媒体都是公立性质？

还是也有私立媒体？ 

问题（中）： 

德国媒体都是公立性质？

还是也有私立媒体？

图 5.17 

对当前和15年之后环境和气

候政策的评价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您认为当前和15年之后中国

的环境和气候政策在国际对

比中处于什么位置？ 

问题（中）： 

您认为当前和15年之后中国

的环境和气候政策在国际对

比中处于什么位置？

(5) 最后一组

不知道/未回答

(1) 领先组

4,3 4,44,53,4 3,33,3
平均值 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 平均值平均值

12

3
12

2
1

31
41

52

2

5659

3131

9
9 2

11

1

14

28

11

1512

2124

4543

1718

22

2

20282013

2028

20282028

2013

20132013

1,9 1,82,11,8 1,51,9
平均值 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 平均值平均值

32

42

28

47

1620

12

1 1

31

15

18

50

38 35

3

2
2

 2
 2

1
1

10

2

31

7

58

20

27

44

6

20282028 201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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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用户（以百万计）

2008 298

2009 384

2010 457

2011 513

2012 564

图 5.18 

2008–2012中国的互联网

用户 

数据来源： 

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2012/2013

调查结果描述：

互联网和新媒体

分类和背景：

互联网和新媒体

87% 96% 95%

63%

5.16

 (1.9–2.3/5) 

90 40%

oecd¹ (80%) 

 (2012 72.4%) (cnnic 2013)

90

3 6 8

7.3

1 oecd（经济合作和发展

组织）

5.3.2 网络时代国家与社会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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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描述：法制国家

分类和背景：法制国家

调查结果描述：环境

 (Fu/Cahu 2013) 

 (64%) (14%) 

15

 (3.3/5) 

 (4.5/5) 

80%

8%

90

2013

86%

(4.5/5  4.4/5) 

 (40%) 

2

 (1997) 

1999

 (1999 5

rule of law

rule by law

8%

5

2 wto（世界贸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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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和背景：环境

(46%) 

70%

17% 6% (eia 2012) 

2020 15%

2020 gdp 16% 1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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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正面看待中国

非常正面

偏正面 

居中 

偏负面 

非常负面

3
21
40
31

4

73% 62%
对法国的看法很正面 对英国的看法很正面

非常正面

偏正面 

居中 

偏负面 

非常负面

20
53
22

4
0

非常正面 

偏正面 

居中 

偏负面 

非常负面

13
49
28

8
1

20% 51%
对印度的看法很正面 对日本的看法很正面

非常正面 

偏正面 

居中 

偏负面 

非常负面

2
18
40
32

6

非常正面 

偏正面 

居中 

偏负面 

非常负面

9
42
32
14

1

18% 47%
对俄罗斯的看法很正面 对美国的看法很正面

非常正面 

偏正面 

居中 

偏负面 

非常负面

3
15
32
42

8

非常正面 

偏正面 

居中 

偏负面 

非常负面

9
38
31
18

3

67%
正面看待德国

非常正面 

偏正面 

居中 

偏负面 

非常负面

30
37
22

7
5

69% 60%
对法国的看法很正面 对英国的看法很正面

非常正面 

偏正面 

居中 

偏负面 

非常负面

33
36
19

7
6

非常正面 

偏正面 

居中 

偏负面 

非常负面

24
36
27

9
5

19% 28%
对印度的看法很正面 对日本的看法很正面

非常正面 

偏正面 

居中 

偏负面 

非常负面

6
13
33
26
21

非常正面 

偏正面 

居中 

偏负面 

非常负面

10
18
19
15
38

47% 51%
对俄罗斯的看法很正面 对美国的看法很正面

非常正面 

偏正面 

居中 

偏负面 

非常负面

15
32
39
11

4

非常正面 

偏正面 

居中 

偏负面 

非常负面

21
30
28
11
11

图 5.19a 

各国形象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您个人是如何看待以下

国家的？

与100%的差值：不

知道/未回答

图 5.19b 

各国形象

（以百分比计）

问题（中）：

您个人是如何看待以下

国家的？

与100%的差值：不

知道/未回答

国际政治格局
感知

5.4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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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 

对国际政治

活动的感知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您个人对中国的国际参

与有什么感知？

问题（中）：

您个人对德国的国际参

与有什么感知？

(5) 非常负面

不知道/未说明

(1) 非常正面

3.4 2.4
平均值 平均值

3.4 2.23.6 2.0

35
41

6 13
3 1

46

33

5
2 115

调查结果描述：

国际政治格局 I
20%

53%

13% 49%

38%

31% 18%

60% 16%

 (51%) 24%

 (20%) 

 (35%) 

18% 42%

cdu/csu

spd

5.4.2 世界政治中的中国：
是积极的参与者，还是被动的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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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和背景：

国际政治格局 I

调查结果描述：

国际政治格局 II

 (41%)

14%

2009

 (1978) 

2013

2009

2013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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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和背景：

国际政治格局 II
60

(1894/1895) 

 (1895) 

1937

1956

1989–1991

20 90 2001

4.1 4.01b

5.2.1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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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方面 在经济方面

和中国的关系对德国

更重要
6 6 3 27 35 33

和美国的关系对德国

更重要
38 54 42 15 23 18

德中关系和德美关系

对德国同样重要
56 40 55 57 42 49

不知道/未回答 0 0 0 1 0 1

在政治方面 在经济方面

和欧洲的关系对中国

更重要
19 19 14 23 13 18

和美国的关系对中国

更重要
12 7 9 19 9 10

中欧关系和中美关系

对中国同样重要
66 74 77 56 78 73

不知道/未回答 2 0 0 2 0 0

图 5.21 

担忧因素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对于中国的实力、权力和辽

阔您有何评判？

问题（中）：

对于德国的实力，权力您有

何评判？

在中国，德国的幅员无人

问津。

与100%的差值：

不知道/未回答

图 5.22 

国际关系意

义的评估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从政治和经济的视角来看，

您认为哪些国际关系对德国

更重要？

问题（中）：

从政治和经济的视角来看，

您认为哪些国际关系对中国

更重要？

非常/比较担忧

不太/根本不担忧

26

9

15

43

38

46

30

14

18

51

48

47

15

17

16

49

59

56

… 中国的经济实力？

… 中国的政治权势？

… 中国的军事实力？

… 德国的经济实力？

… 德国的政治权势？

… 德国的军事实力？

30

14

18

26

9

15

15

17

16

70

86

82

74

91

85

82

78

77

50

40

41

61

57

62

54

68

50

53

54

66

49

59

56

35

43

38

46

27

51

48

47

32

无.27

无.32

无.35

… 中国的幅员辽阔吗？ … 德国的幅员辽阔吗？

双边政治关系
感知

5.5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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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3 

对外交的看法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德国人赞成这种言论：

“中国干涉他国利益。”

问题（中）：

中国人赞成这种言论：

“德国干涉他国利益。”

(5) 完全不赞成

不知道/未回答

(1) 完全赞成

29

28

12
11

16

513

22

39

16

9 2

2.8 2.8
平均值 平均值

2.2 2.92.5 3.0

2012: 2.2 2012: 无.2012: 2.4 2012: 无.

2012: 2.6 2012: 2.6

调查结果描述双边政治关系

分类和背景：

双边政治关系

41%

52%

63%

5.4.1

5.20

57% 59%

7.1

7.04a

1972

2011

5.5.2 中国、德国与世界：战略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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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实际”军费支出

详细分析 Liff/Erickson 2013
：1–26

结论

2009

1

2013

11 16

2020

2013

 (60%) 

 (5%)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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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伯哈德·施耐德沙

(Eberhard Sandschneider)
（博士）教授

德国外交关系理事会研究所

(dgap) Otto-Wolff-主任

5.6

35

70

2013

特约评论：埃伯哈德•施耐德沙（博士）
教授：更好地理解中国符合西方的最高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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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嘉·列维 (Katja Levy) ,
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讨

会中国

5.7

2012 11 2013

1978 11

2013 11 12

2013 11 15

60

183 (68) (88) (115) (78) 60 2013

(138) (143)

2013 11 15 60

(74) (143) (24)

特约评论：卡嘉•列维（博士）
教授：中国政治阐述--言简意赅



经济与创新6.



的德国人承认中国的科技产品有国际竞争力。83%的中国人对德国的科技产品做

出了同样的评价。

61%

的德国人相信，中国的投资对德国的就业市场有着积极意义。71%的中国人对德国

在中国劳动市场上的投资持积极评价。

42%

的德国人觉得中国商品性价比高。66%的中国人这么表扬德国产品。59%

的德国人认为中国适合做大批量生产企业的落户地。大约59%的中国受访者表

示，德国是主要的产品创新地。

86%

的中国人知道西门子，因此它也成为了德国在中国最知名的企业。作为在德国

知名的中国企业，联想以30%的知名度荣居榜首，华为被五分之一的德国人所

熟知 (21%) 。

87%

的德国人相信，
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德国经济

至关重要。
43%的中国人认为，

德国经济对中国经济有同样
的意义。

58%

结果概览
调查问

6.1
6.1.1



框架 言论 A1 部分 A1，部分 A2 A2

17
中国是一个

(a1) 领导性的经济体

(a2) 无足轻重的经济体
93 7 1

13
中国对德国而言是

(a1) 经济机遇

(a2) 威胁
62 18 21

12
中国经济在未来会

(a1) 赢得地位

(a2) 失去地位
59 26 15

11
中国对德国而言是

(a1) 重要的销售市场

(a2) 无关紧要的销售市场
93 6 1

6
中国生产

(a1) 高品质商品

(a2) 廉价商品
21 15 65

细分话题

30% 全球化市场/价值创造链、

27% 双边经济关系、

18% 中国经 济体制、

8% 其他、 

6% 产品质量、

6% 投资、

5% 创新/专利

细分话题

23% 全球化市场/价值创造链、

18% 双边经济关系、

15% 其他、

15% 产品质量、

11% 创新/专利、

9% 投资、

8% 德国经济体制

重点话题

49%的报道围绕中国

的经济与创新。

重点话题

34%的报道围绕德
国的经济与创新

框架 言论 A1 部分 A1，部分 A2 A2

16
德国是一个

(a1) 领导性的经济体

(a2) 无足轻重的经济体
93 4 3

13
德国对中国而言是

(a1) 经济机遇

(a2) 威胁
91 7 2

12
德国经济在未来会

(a1) 赢得地位

(a2) 失去地位
21 57 23

10
德国生产

(a1) 高品质商品

(a2) 廉价商品
77 6 17

7
德国经济建立在

(a1) 仿制基础上。

(a2) 自主创新基础上。
3 3 94

ɕ ࿄ ͓ I ɛ ᅞ  I
图 6.01a 

重点话题及

细分话题的总比例

媒体分析（德）：

德国媒体把中国经济与

创新作为主题的专题

报道的分布图

图 6.02a 

细分话题的中论调统计

（以百分比计）

媒体分析（德）：

德国有关中国的前四

大细分话题的报道论

调（不包括其它）

图 6.03a 

报道的前 5 大框架

（以百分比计）

媒体分析（德）：

前 5大框架中有关中国的

德国报道以及各版中

言论分布百分比

图 6.01b 

重点话题和细

分话题的总比例

媒体分析（中）：

中国媒体把德国经济与

创新作为主题的专题

报道的分布图

图 6.02b 

细分话题的中论调统计

（以百分比计）

媒体分析（中）：

中国有关德国的前四大

细分话题的报道论调

（不包括其它）

图 6.03b 

报道的前 5 大框架

（以百分比计）

媒体分析（中）：

前 5大框架中有关德国的

中国报道以及各版中

言论分布百分比

正面 积极

负面 消极

矛盾 矛盾

中立 中性

双边经济关系 中国经济体制全球化市场/价值

创造链

产品质量

13

63

8

17

58

10

14

18

41

18

23

18

44

11

19

26

双边经济关系 产品质量 创新/专利全球化市场/价值创

造链

11

4
5

81

4

13

3

80

23

15

6

56

14
2
2

82

49%
经济与创新

34%
经济与创新

媒体分析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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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06 
投资对就业市

场影响力的估计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中国投资怎样影响德国

的就业市场？

问题（中）：

德国投资怎样影响中国

的就业市场？

图 6.07
进口影响力的估计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本土生厂商会遭到中国产

品的排挤吗？

问题（中）：

本土生厂商会遭到德国

产品的排挤吗？

图 6.04 

双边经济关系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您认为中国经济对德

国有哪些影响？

问题（中）

：您认为德国经济对

中国有哪些影响？

图 6.05 
经济增长对宏观经

济的意义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中国经济增长对德国宏

观经济有多重要？

问题（中）：

德国经济增长对中国

宏观经济有多重要？

(5) 毫无影响

不知道/未回答

(1) 影响非常大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不重要

负面

不知道/未回答

不知道/未回答

重要

积极

一半，一半

否

不知道/未回答

是

Ɇ ೡ  411AȤ ܶ ॆ έ 22A
ɟ ዬ 54H Ș ό ൵ ͡ 1Hɤ ᑌ ௶ 3H Ȱ ৢ ൖ 51H

2.3 2.6
平均值 平均值

28

44

16 14
14

41

35

4 1 221

1.9 2.42.1 2.2

2012: 2.0 2012: 无.2012: 2.0 2012: 无.

2012: 2.2 2012: 2.7

58

20

21

1

43

13

42

2
8

12

80

27

15

58

15

7

79

14

26

61

26

13

60

2

42

28

28

3

71

14

12

3 3

20

18

59

16

12

72

1

23

23

54

10
2 

89

58

15

26

1

33

14

53

63

15

22

25

12

64 13

66

22

国际和双边经济关系
感知

6.2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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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均从技术合作中获益。 35 37 43 两国均从技术合作中获益。 71 75 83

技术合作有时候使双方

都获益，有时候德国比较

吃亏。
21 9 10

技术合作有时候使双方

都获益，有时候中国比较

吃亏。
12 10 7

德国从技术合作

中得到的好处比

中国少。
42 53 47

中国从技术合作

中得到的好处比

德国少。
16 14 11

不知道/未回答 2 1 1 不知道/未回答 2 1 0

图 6.08 
技术合作影响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谁会从德中之间的技术合

作中受益？

问题（中）：

谁会从中德之间的技术合

作中受益？

调查结果描述：

国际和双边经济关系

37% (2012:28%) 

 (60%) 

13%

18% 23%) 

78% 73%

56%) 

(60%)  (72%) 

 (91%) 

 (42%) 69% 65%

6.2.2 中国的崛起—期望和担忧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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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分析结果

 (58%) 

79% 80%

43% 58%

61%

 (49%) 

 (43%)  (51%) 

2012

2012 73% 80% 78%

82%

74% 71%

42%

35% 47% 43%

53% 37%

(71%) (75%) (83%)

 (53%) 

 (58%)  (64%) 

2012

46% 57% 52%

60% 63% 66%

42%

28%

54% 59%

71% 72% 89%

(49%)

35% 16%  (30%) 

 (27%)  (18%) 

26% 11% 18%

10% (93%)

 (93%)  (62%) 

59%

 (34%)  (33%) 

 (33%) 

(23%)  (18%) 

 (15%)  (11%)  (9%) 

 (8%) 

82% 2% 81% 4% 80%

13% 56% 15%

 (94%)  (93%) 

 (91%)  (2%) 

21%

 (23%) 



093经济与创新6.  |

1820 1952 1978 2012 （名义国内

生产总值）

2012 （购买力平

价/kkp

中国 32.9 5.2 4.9 8.4 (11.6) 14.8

欧洲 26.6 29.3 27.8 26.4 (23.1) 20.2

日本 3.0 3.4 7.6 8.8 (8.3) 5.5

美国 1.8 27.5 21.6 25.2 (21.8) 18.6

印度 16.0 4.0 3.3 2.6 (2.6) 5.7

图 6.09 

所选国家于1820–2012年在

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

（以百分比计） 

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与购买力

平价计算是2005年的参数为

基础。括号内数值显示了汇

率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以

美元实时价值为基础。

数据来源：截止到1978
年的资料，参见Maddison 
2007:44 2012年的数据源自

2013年的世界银行。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2001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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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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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6
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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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 6.10
2001–2012年中国

的外贸

（以百亿美元计）

数据来源：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2011；nbs（中国

国家统计局）2012 a:
233; nbs 2013

出口

结余

进口

分类和背景：

国际和双边经济关系

30

1978 4.9% 2012

11.6%  (14.8%) 

 (kkp)  Maddison (2007) 

1820

6.09

5.5.1 5.22

2012 41513

6076 2013

 (hu 2011:13) 

 (2011–2015) 

2300

 (German.China.org.cn 2011) 

2001

6.10

8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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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10.8

1973 1983 1993 2003 2012

11.7

6

12

4

10

14

2

8
7.8

1.0

5.1

6.4

12.3

2.6

4.5

8.3

11.4

4.9

2.5

12.6

图6.11 

所选国家的

1973–2012年全球货物

出口份额

（以百分比计）

数据来源：

wto（世界贸易组织）

2013

美国

德国

日本

英国

中国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

的新角色对德国的

影响

15

80

1

80

90

90

[fta]

2013 9

2008

2010 1 1 10

(Schüller/John 2012: 14–15)

1% 2012 11.4%

2009 10

6.11 2012

10%  (12.8%) 2013

2012 17.2% 27 2012

14.1% 16.3% 11.7%

5.1% 3.4%

26% 46%

2013 11

10%

7.4%  (9.8%) 10.8% 9.3% 7.3%

 (15.8%) 

6.12 6.13

2012 1219 2189

2013

iPhone

iPhone

178.06 3.6% 6.5

 (Zhang et al.2012 41–42)

1 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

文莱、印度尼西亚、

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

缅甸、菲律宾、新加坡、

泰国和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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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ረ ᓻ 977֭ A
 11.7欧盟，总计

 5.1欧盟，德国

 6.6欧盟，其它国家

10.8东盟

 9.8日本

 9.3韩国

 7.3台湾

43.8其它

 7.3美国

ɒ 3 84ྎ ԁ ௳ A 10.0东盟

 7.4日本

  4.3韩国

 15.8香港

29.0其它

17.2美国

图 6.12
2012年中国的主要

进口国

（以百分比计）

数据来源：

nbs（中国国家统计局）

2013

图 6.13 

2012年中国的主要出口国 

（以百分比计） 

数据来源： 

nbs（中国国家统计局）

2013

德国对中国的出口 德国从中国的进口

机械 33.1 5.3

机动车和机动车零件 26.4 –

电子产品 9.4 8.9

电子 2.4 33.3

化学产品 8.1 4.3

纺织与服装 – 13.5

图 6.14 
德国与中国2011年

的外贸结构 

（以百分比计） 

数据来源： 

gtai（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 

2012）

 16.3欧盟，总计

 3.4欧盟，德国

 12.9欧盟，其它国家

Williams/Donnelly 2012:18–19 2013

2009 2011

2009 9.4% 2010 44.3% 2011

20.6%

6.14

 (Rhode 2012) 

6.15

713

927.59

2011 167.80

163.26

2001 2011

2011 33.74% 2001 25.25%

 (16.58%)  (5.42%)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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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2001年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德国2011年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电子 25.3 33.7

纺织品/服装 14.3 13.7

电子技术 10.8 9.1

机械 4.7 5.4

金属制品 4.7 3.8

其它 40.3 34.3

图 6.16
2001年与2011年德

国从中国进口商品

的比较（以百分比计）

数据来源：

以 unsd（联合国统计司）

公布的2013数据为基础

自行汇总

德国2001年往中国出口的商品 德国2011年往中国出口的商品

机械 35.3 31.6

电子 12.7 2.6

机动车和机动车零件 9.8 26.8

电子技术 9.3 9.7

化工产品 7.7 7.8

测量和调节技术 3.6 5.1

其它 21.6 16.4

图 6.17
2001年与2011年德

国对中国出口商品

的比较（以百分比计）

数据来源：

以 unsd（联合国统计司）

公布的2013数据为基础

自行汇总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

40

60

80

100

120

49.4

17.7

75.2

92.8

30.7

10.8

55.9

76.4

32.5

13.7

59.2

88.1

26.4

9.8

50.1

71.3

图6.15
德国与中国从

2001–2011年贸易

的发展

（以百亿美元计）

数据来源：

imf(国际货币基金 )

2012:153,241; 
imf 2007:130,212–213

中国对德国的出口

（中国数据）

德国对中国的出口

（德国数据）

德国从中国的进口

（德国数据）

中国从德国的进口

（中国数据）

2001 2011

 (001 9.78% 2011 26.83%) 6.17

2007

31% 643

443 30% 506

721 Aichele 2013:35–36

1992

1% 2010 44% (Jungbluth 2013:24) 

 (adi) 

2011

2150

1000 2012a

1980 1992 50

1987 450 80

2008 2010 2011 1060

1180 6.18 2012

1117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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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总计 40.72 60.33 63.02 74.77 92.40 90.03 105.73 117.70

亚洲 25.48 35.72 35.09 42.12 56.35 60.65 77.59 89.51

拉丁美洲 4.62 11.29 14.16 20.12 20.90 14.68 13.53 12.50

欧洲 4.77 5.64 5.71 4.37 5.46 5.50 5.92 5.88

德国 1.04 1.53 1.98 0.73 0.90 1.22 0.89 1.13

北美洲 4.79 3.73 3.69 3.39 3.96 3.68 4.01 3.58

大洋洲与太平洋岛屿 0.69 2.00 2.26 2.74 3.17 2.53 2.33 2.08

非洲 0.29 1.07 1.22 1.50 1.67 1.31 1.28 1.64

图6.18
2000–2011年中国境外直接

投资的来源地区

（以百亿美元计）

数据来源：

Nbs（国家统计局） 

2001,2006–2012a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
9 5.

5

0.
8

12
.2

2.
3

21
.2

26
.5

7.
0

4.
7

2.
2

2.
1

1.
8

2.
1

0.
6        

80

100

60

40

20

55
.9

56
.5

68
.8

74
.7

图6.19
2003–2011年中国在

国外的直接投资，总

体与生产行业

（以百亿美元计）

数据来源：

mofcom（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务部）

2011,2012

注：

中国ofdi（国外直

接投资办公室）的年

均流量在2003–2005
年没有包含金融投

资，在2006–2011 年

包含了金融投资。

ofdi 年均流量

ofdi 在生产业的流量

[ofcs]

(Erber 2012:28) 2011 387.95

349.55

2008–2011

396000 500000 2013

6.19 

2003–2011

2011 746.5

 (mofcom 

2012:4) 4247.8 177

122 888000  (mofcom 2012:5) 

2011

12.34 1998 1.48

2007 2011 2011

15.02 2012:89

1996–1992 &

25 9

8

25 16

 (Schüler-Zhou/Schüller 2013; Schüller/Meuer/Schüler-Zhou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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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99 03 0700 04 0801 05 0902 06 10 2011

图6.20
1998–2011年 中国在

德国的直接投资

（数据单位为：百万

欧元）

数据来源：

德意志联邦银行2013 

年数据

1,250

1,500

750

1,000

500

250              14
8

12
9 15

7

15
3

15
6

32
8

56
4

90
7

1,
23

4

68
5

44
4

23
5

19
1

17
7

2003

2006 Dürrkopp 

Adler, Wohlenberg, Waldrich Coburg, Zimmermann, Wirth, HPTec, and Bullmer and TopCut Hop-

penstedt

 (Schüller/Schüler-Zhou 

2013) 

2001

2008:411–413 2006

 (Schüller 2011) 

 (efi 2012:113–115) 2013

2013

(gccc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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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更重视大规模生产。 86 90 94 德国更重视大规模生产。 27 31 25

中国把大规模生产

和产品创新看得同

等重要。
9 8 6

德国把大规模生产

和产品创新看得同

等重要 。
11 18 10

中国更重视产品创新。 4 1 1 德国更重视产品创新。 59 51 65

不知道/未回答 1 1 0 不知道/未回答 3 0 0

图 6.21
对经济间谍的看法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中国企业有没有窥

探德国的技术与发明？

问题（中）：

德国企业有没有窥探

中国的技术与发明？

图 6.23
对高科技领域能力

的看法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中国的企业是否有能力

生产自己的高科技产品？

问题（中）：

德国的企业是否有能力

生产自己的高科技产品？

图 6.22
对产品盗版的看法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中国的企业更多的是

发展自己的产品还是剽

窃西方的？

问题（中）：

未提问

图 6.24
对大规模生产和改

革创新的看法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中国更重视大规模生产

还是创新产品？

问题（中）：

德国更重视大规模生产

还是创新产品？

不知道/未回答

不知道/未回答

不知道/未回答

是

是

发展自己的产品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否

否

剽窃西方的产品

8

21

71

2

28

79
18

13

6

48

7
2 2

3

11

84

4

40

21

35

1
4
3

93

1

61

24

16

82

10

8
1

85

7

7
2

11

20

69

87

8
5 10

12

78

5

94

2

2

72

20

6

1

78

17

5

创新
感知

6.3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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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的描述：创新

分类和背景：创新

1 这里的创新指的是技术改

革或者技术进步，以及新产

品开发和理解流程。成功的

创新过程是以工业与研究

（和教育）领域的相辅相成

为基础。

90

1

(12%,2012

8%) 

 (71% 2012:85%)  (72% 2012:85%) 78

 (2012 90%) 

 (86%)  (94%) 

 (90%) 

 (59%) 

 (79%)  (2012 82%) 84%  (2012 89%) 

 (93%) 

(2012 92%)  (88%) 

28% 18%

16%

5%

18% 10% 11%

 (56%) 

 (Mathews 2002) 

(Schüler-Zhou/Schüller/Clement 2013) 

6.3.2 模仿与创新，如何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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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产品组的出口¹ 2000 2010

顶尖技术 14.6 23.2

高品质技术 14.3 18.0

研发密集型产品 28.9 41.2

其它经过加工的工业产品 67.0 57.4

原材料（来自农业和采矿业） 4.2 1.4

各产品组的进口¹

顶尖技术 20.4 21.8

高品质技术 26.5 23.5

研发密集型产品 46.8 45.3

其它经过加工的工业产品 40.0 28.1

原材料（来自农业和采矿业） 13.1 26.7

技术 出口 进口 结余

十亿美元 百分比 十亿美元 百分比 十亿美元

计算机与电信 392.943 71.6 105.641 22.8 287.302

生命科学 17.843 3.3 15.796 3.4 2.047

电子 86.584 15.8 213.975 46.2 -127.391

电脑配置产品 8.940 1.6 46.926 10.1 -37.986

航空航天科技 4.599 0.8 19.015 4.1 -14.416

数码影像 32.114 5.8 54.203 11.7 -22.089

生物工程 0.414 0.1 0.449 0.1 -0.035

原料 4.716 0.9 5.933 1.3 -1.217

其它 0.677 0.1 1.287 0.3 -0.610

总计 548.830 100 463.225 100 85.605

图 6.25 
2000与2010年 中国

的商品进出口范畴

（各产品进出口所占

份额百分比）

数据来源： 

Gehrke/Krawczyk2012:46

1 在出口产品组中，“顶尖

技术”和“高品质技术”组

成了“研发密集型产品”，

余下的产品并未算在其中，

而是以独立产品组出现。在

进口产品组中情况同上。

顶尖技术类商品表现出最

高的研发密集性。(Gehrke/ 
Krawczyk2012: 6).

图 6.26 
2011年中国高科技对外贸易

数据来源：

nbs（国家统计局） 

2012b: 159

2 f&e（ 研究与开发） 
2000 2010 2

2012

2010 41.2% 57.4%

6.25

90

90 2009 2010

60% 2000

3.5% 2010 19.4% (Gehrke/Krawczyk 2012 45) 

2000 2010 14.6% 23.3%

6.25 2010 19%

9% 7% 6.5% 5% (Gehrke/Krawczyk 2012 45) 

2010 2870

1270 6.26

2007 90%

(Gaulier/Lemoine/Ünal 2011:18–19; Schüller 2014)

2011

(52.4%)  (49.6%) 6.27

2010 82% (Xing 20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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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中国

研发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 2.88 1.77

科研人员1 132 53

其中科学家数量2 79 25

研发经费

企业 65.6 73.9

政府部门 30.3 21.7

其它 4.1 4.4

研发执行

企业 67.4 75.7

政府部门 14.8 15.0

高校部门 18.3 7.9

私人非盈利部门 n. v.³ 1.3

研究类型

基础科学研究 n. v. 4.7

应用性研究 n. v. 11.8

实验开发 n. v. 83.5

2000 2005 2010 2011

总计   49.9 58.5 53.8 51.1 

出口 47.9 58.3 54.6 52.4

进口 52.1 58.7 52.9 49.6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0.5

1

1.5

2

2.5

2011

0.9

1.13

1.84

1.47
图 6.27 
2000–2011年中国外资企业

在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

（以百分比计）

数据来源：

nbs（国家统计局） 

2001, 2006, 2011和 2012c

图 6.28 
2000–2011年科研经费支出

（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

数据来源：

nbs（中国国家统计局） 

2011b；most（中华人民共

和国科学技术部）2013

图 6.29 

中国与德国创新指标对比(参

见2011年)

（以百分比计）

1 以10000员工人数为标准

2 基于科研员工

3 n.v.（不可用）

注： 

2011年无中国研发经费数

据，2010年国外费用部分

以1.3%为基准（1995年为

1.3%）。

德国研发经费：其他方面对

外国在德国境内进行研发的

经费也算作3.9%：这三类目

录基于到数据的临时性以及

统计换算的问题，并不能加

到100%。

数据来源：

nbs（国家统计局） 2012b: 
248; Gehrke et al. 2013:104, 
108

3 scie（科学引文索引）， 

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2006 2011

3000 8690 3

2000 0.9% 2011 1.84% 6.28

1995 2% 2011 14%

42% 12% 26%

 (15%)  (13%)  (12%)  (11%) 

98%

46% (Gehrke et al.2013:73-81) 

 

(4.7%) 11.8% 83.5%

6.29

15–25%

18.3% 7.9% 6.29

2011

4000 1900

2011 1000 25 78

2013 6.29

2000 2010 3

3.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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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2008 2010

美国 32.1 28.7 28.0

中国 3.5 9.2 11.0

英国 9.3 7.9 7.8

德国 8.1 7.2 7.3

日本 8.7 6.6 6.0

法国 5.9 5.3 5.2

加拿大 4.2 4.5 4.5

意大利 3.9 4.3 4.3

印度 2.0 3.3 3.4

韩国 1.6 2.9 3.3

2000 2008

世界 2.9 3.7

美国 4.6 5.6

中国 1.3 3.1

英国 3.8 5.4

德国 3.5 5.1

日本 2.7 3.6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0000

400000

600000

800000

1000000

1200000

 12683

105345  37154

182226

172113

960513

 93706

411982

图 6.30 
2000–2010年各国科学出版

物份额比较

（数据以百分比显示）

数据来源：

efi（专家委员会：研究与创

新）2012：112

图 6.31 
2000年与2008年科学出版

物的引用

（每项出版物的引用率）

数据来源：

efi（专家委员会：研究与创

新）2012：112

图 6.32
2000–2011年中国获

批专利

数据来源：

nbs（国家统计局）

2011b

获批专利数

发明专利数

2010 28% 6.30

2008

6.31

80

80

20

2006

2006–2020

2020 2.5%

60%

2 5

3

 (Pattloch 2010) 2000 105345 2011 960513

6.32

2007

2010

27.2% 49.5% (efi 2012:113)

 (efi 2012: 113–

114) 2010

51% 45% 15%

25%  (Neuhäusler et al. 20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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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领域 企业  营业额/十亿美元

研究和发展/

十亿欧元 员工

移动通信

（生产商）

 华为 23.2 2.07 110000

中兴 8.8 0.89 85232

移动通信

（业务公司）

中国移动 60.7 6.07 164336

中国联通 21.4 – 215820

消费性电子产品

tcl 6.5 0.23 50000

海尔 4.5 0.01 18200

太阳能

尚德太阳能 2.4 0.03 20200

天合光能 1.5 0.02 13000

互联网

百度 1.0 0.09 11000

阿里巴巴 0.7 0.07 13674

计算机/PC

联想 13.8 0.18 22205

方正 TG 0.8 – 4500

电动汽车（电池技术） 比亚迪（BYD） 2.1 0.07 55000

图 6.33 

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增长领域

数据来源：

efi (专家委员会：研究与创

新)2012

数据以2010年年度财报为基

础；比亚迪数据为2007年版

2011 4685 3617

2011

2826 1831

2013

6.33

 (46%) 

30%  (8%)  (22%) 

 (10%)  (29%) 

2011 2015 5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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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4
竞争力的评价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中国的科技产品是否具

有国际竞争力？

问题（中）：

德国的科技产品是否具

有国际竞争力？

图 6.36
产品质量的评价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您对质量的要求是

您觉得中国产品的质量

如何？

问题（中）：

您对质量的要求是

您觉得德国产品的质量

如何？

图 6.35
性价比的评价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您对中国产品的性价比

有何看法？

问题（中）：

您对德国产品的性价比

有何看法？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否

低

不好

不知道/未回答

不知道/未回答

不知道/未回答

是

高

好

1

69

18

13

4
4

93

14

61

83

23

2
8

9

1

59
66

19

20

23

13

16
18

62
68

19

3

18

14

12

8

13

10

8177

2

1

35

11

82

53

1

53

17

34
43

13

40

5

12

1
6

1

93

15

84

22

20

29

49

6

9

85

产品质量
感知

6.4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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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描述：产品质量 分类和背景：产品质量20

8%

2012:7% 4.01

53% 2012 49% 53% 2012 25%

40% 2012 51%

43% 2012 40%

(82%) 93%

(82%) (78%)

85% 94%

(61%) 69%

(83%)

(85%) (93%)

(63%)

(65%) 21%

(15%) 80%

6.3.2

1. 2.

Pula Santabarbara (2011)

1995

6.4.2 高科技产品与问题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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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标准

分类-组

2001进口（以百

万美元计）

2011进口（以百

万美元计）

增加量 

(%)

0–9 总计 17687.6 111070.5 528

0 食品 403.2 1619.2 302

2 原料 318.4 1187.6 273

33 石油 5.8 77.6 1 238

51–59 化工产品 677.2 4882.8 621

64 纸张纸板 58.5 362.7 520

65, 84 纺织品/服装 2519.6 15172.9 502

67 钢铁 49.4 1149.5 2 227

68 有色金属 132.0 677.3 413

69 金属制品 826.9 4176.7 405

71–74 机械 834.9 6016.0 621

75, 76, 776 电子 4466.3 37474.6 739

77 (不包括776) 电气工程 1906.6 18415.2 866

78 机动车和机动车零件 175.0 1604.5 817

87 测量和调节技术 278.0 1539.9 454

88 光学 460.4 1247.0 171

图 6.37 
2001年和2011年德国自中

国的进口

数据来源：

unsd（联合国统计局）2013
该统计使用了sitc（国际贸

易标准分类）修订版3，以

便可以对比2001年和2011年

的数据。商品组分类借鉴了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的统

计数据。

2001 2011

739% 866% 6.37

2012

72%

28% (Statista2012)

(BAuA) BAuA

BAuA

(BauA 2013)

2010 10 22

(Bartsch 2010)

2007 150

(Schüller 2007)

2009

2011–2012 23% (Abele 

2013)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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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1%
联想 华为

2012 2012
知道品牌

仅知道名字

不知道

未回答

30
16
54

0

27
16
57

0

知道品牌

仅知道名字

不知道

未回答

21
14
65

0

12
12
76

0

17% 9%
英利绿色能源 青岛啤酒

2012 2012
知道品牌

仅知道名字

不知道

未回答

17
13
69

1

19
17
63

0

知道品牌

仅知道名字

不知道

未回答

9
17
74

0

9
19
72

0

5% 4%
一汽集团 中兴

2012 2012
知道品牌

仅知道名字

不知道

未回答

5
12
83

0

4
15
81

0

知道品牌

仅知道名字

不知道

未回答

4
7

88
0

1
8

90
1

4% 3%
阿里巴巴 海尔

2012 2012
知道品牌

仅知道名字

不知道

未回答

4
19
76

0

4
17
78

1

知道品牌

仅知道名字

不知道

未回答

3
11
84

1

7
10
82

0

2% 2%
比亚迪 百度

2012 2012
知道品牌

仅知道名字

不知道

未回答

2
11
87

0

无.

无.

无.

无.

知道品牌

仅知道名字

不知道

未回答

2
8

91
0

4
9

86
0

2%
新浪微博

2012
知道品牌

仅知道名字

不知道

未回答

2
11
87

0

2
10
88

0

87% 86%
西门子 大众汽车

2012 2012
知道品牌

仅知道名字

不知道

未回答

87
10

4
0

91
8
1
0

知道品牌

仅知道名字

不知道

未回答

86
11

3
0

90
8
2
0

85% 82%
宝马汽车 阿迪达斯

2012 2012
知道品牌

仅知道名字

不知道

未回答

85
12

3
0

无.

无.

无.

无.

知道品牌

仅知道名字

不知道

未回答

82
10

8
0

79
18

2
0

67% 49%
妮维雅 麦德龙

2012 2012
知道品牌

仅知道名字

不知道

未回答

67
23
11

0

58
32

9
1

知道品牌

仅知道名字

不知道

未回答

49
33
18

0

56
26
17

1

39% 36%
博世 德意志银行

2012 2012
知道品牌

仅知道名字

不知道

未回答

39
33
28

0

42
28
26

4

知道品牌

仅知道名字

不知道

未回答

36
13
51

0

27
24
45

5

33% 33%
拜耳 汉高

2012 2012
知道品牌

仅知道名字

不知道

未回答

33
35
31

0

34
33
29

4

知道品牌

仅知道名字

不知道

未回答

33
18
49

0

24
25
47

4

20%
双立人

2012
知道品牌

仅知道名字

不知道

未回答

20
24
56

0

23
19
53

5

图 6.38a
品牌与企业的知名度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您能认出以下哪些

中国品牌？

图6.38b

品牌与企业的知名度

（以百分比计）

问题（中）：

您能认出以下哪些

德国品牌？

品牌形象与知名度
感知

6.5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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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36%
联想 英利绿色能源

2012 2012
政策决策者

经济决策者

平均值

50
46
48

27
39
33

政策决策者

经济决策者

平均值

33
40
36

50
33
42

28% 13%
华为 一汽集团

2012 2012
政策决策者

经济决策者

平均值

26
30
28

18
26
22

政策决策者

经济决策者

平均值

12
13
13

34
19
27

11% 10%
百度 阿里巴巴

2012 2012
政策决策者

经济决策者

平均值

19
2

11

10
16
13

政策决策者

经济决策者

平均值

13
7

10

4
20
12

10% 9%
中兴 海尔

2012 2012
政策决策者

经济决策者

平均值

11
9

10

4
8
6

政策决策者

经济决策者

平均值

7
11

9

12
23
18

5% 3%
比亚迪 青岛啤酒

2012 2012
政策决策者

经济决策者

平均值

6
3
5

无.

无.

无.

政策决策者

经济决策者

平均值

0
6
3

14
15
15

0%
新浪微博

2012
政策决策者

经济决策者

平均值

0
0
0

4
10

7

91% 74%
宝马汽车 大众汽车

2012 2012
政策决策者

经济决策者

平均值

92
89
91

无.

无.

无.

政策决策者

经济决策者

平均值

76
72
74

无.

无.

无.

69% 67%
汉高 拜耳

2012 2012
政策决策者

经济决策者

平均值

70
68
69

无.

无.

无.

政策决策者

经济决策者

平均值

68
65
67

无.

无.

无.

67% 65%
德意志银行 麦德龙

2012 2012
政策决策者

经济决策者

平均值

65
68
67

无.

无.

无.

政策决策者

经济决策者

平均值

67
62
65

无.

无.

无.

63% 62%
西门子 阿迪达斯

2012 2012
政策决策者

经济决策者

平均值

42
83
63

无.

无.

无.

政策决策者

经济决策者

平均值

63
61
62

无.

无.

无.

62% 62%
妮维雅 博世

2012 2012
政策决策者

经济决策者

平均值

63
61
62

无.

无.

无.

政策决策者

经济决策者

平均值

52
71
62

无.

无.

无.

59%
双立人

2012
政策决策者

经济决策者

平均值

47
70
59

无.

无.

无.

图6.39a
品牌与企业的创新力量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您如何评价下列

中国品牌的创新精神？

5 个层级：

1 = 非常创新

2 = 偏创新

3 = 居中

4 = 偏不创新

5 = 根本不创新

这里列出了前2名的评

论（非常/比较具有创新

精神）平均值显示了2
个决策组对创新能力的

评价

图6.39b
品牌与企业的创新力量

（以百分比计）

问题（中）：

您如何评

价下列德国品牌的创新

精神？

5 个层级：

1 = 非常创新

2 = 偏创新

3 = 居中

4 = 偏不创新

5 = 根本不创新

这里列出了前2名的评

论（非常/比较具有创新

精神）平均值显示了2
个决策组对创新能力的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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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0
国际品牌形象

（以百分比计）

提问（德）：

您是如何评价中国品牌

的国际声誉的？

问题（中）：

您是如何评价德国品牌

的国际声誉的？

一半，一半

低

不知道/未回答

高

24

12

61

80

7274

2221

75

2
7

11

52

614

8984

2

调查结果描述：

品牌形象与知名度

分类与背景：

品牌形象和知名度

1 电脑企业联想在德国的调

查中有30%的识别率，是该

行业最成功的企业。联想

目前是电脑销售市场的领

军者，并且赶超了当今的业

界巨头，如美国的戴尔和惠

普。在2013年4月到6月期

间，联想占据了市场份额的

16.7%，以0.3%的优势超越

了当时业界领军者惠普。优

秀的质量和紧密的广告活动

提高了它的品牌形象。联想

的成功是因为它把优秀的服

务与实惠的价格结合在一起

回馈给了企业客户 (Geißler 
2013年资料)。

2 参见下页

90

12%

5%

(29%) (15%)

80% 84%

89%

IT ¹ 

[30%] [21%] 17%

(2012 12%) (2012 27%) 2

(2012 19%)

(87%) [86%] [85%]

(82%)

2013 2012

91% 90% 79%

3

6.5.2 中国品牌— 
市场占有率高，但形象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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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2005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

40

60

80

43

57

46

26

39

31
34

45

42

56

39

52

29

50

40

30

49

47
34

55

51

29

49

40

图 6.41
在3个所选国家中，

2012–2013年中国国家

形象

数据来源：

Xie/页2013：8

西班牙

美国

德国

上接2。英利太阳能排在联

想与华为之后，是在德国的

调查中比其他的商品更出

名，知名度为17%的企业。

在国际竞争中，英利太阳能

名列第1，是全球最大的太

阳能模块生厂商。处于顺位

第3、5、7位的是3家来自

中国的企业，分别是天合光

能、尚德太阳能和晶科能源 

(Handelsblatt 17.09.2013) 。
英利集团绿色能源在2012
年占据了太阳能光伏模块市

场份额的6.7%。8个在该领

域最重要的中国企业2012
年共占据市场份额的28.4% 
(Statista 2013) 。

3 作为最成功的电信设备

商，中国企业华为在过去的

十年中于欧洲快速拓展其市

场份额。目前华为在欧洲有

超过7500名员工。除了电信

设备，华为也在开拓并强化

自己在无线电设备市场的实

力。在2013年第三季度华为

成为了世界第三大的智能手

机生产商，拥有1270万部智

能手机并占据了市场份额的

5.1%。市场领军者为三星

（占市场份额35.2%）和苹

果 (13.4%) (Mobile Studien 
2013)

90

oem

2002

(Wilson 2013)

(Kreppel/Holt-

brügge 2012: 79–80) 

2012 29%

22%

(40%) Xie/2013

Fetscherin & Toncar (2009)

Demirbag et al. (2010) 

Sharma (2011) 

2 Laforetund Chen (2010) 

Kreppel Holtbrügge (2012)

301

2012

IK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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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5400

19%

22% 26%

(German.China.org.cn 2013)

2012

Kiekert (55%) Fudi Texroll

(75%) Fluitronics (70%) 

Kion

 (Böning 2013: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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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1975 (Helmut Schmidt)

1974

196

1977 1978

1979

4%

200 1978 450 2012 84000

80 76 6076 1980 440 1999

3600 39000 20480

40%

37000 10 9–11%

1830

14 6

6 12 1991 48000

1975

2

500

35

特约评论：提欧·苏默博士 
先驱推动器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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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欧·苏默 (Theo Sommer) 
博士 

德国记者、主编和德国世界

报的前发行人

1975

2014

20

1896 6

Richard von Weizsäcker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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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Paul Watzlawick)

24000 4000

2011 640000

1000000

Twitter WhatsApp

特约评论：薄睦乐博士 
彼此的支持者——新视野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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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睦乐 (Martin Brudermüller) 
博士 

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会成员副总裁，亚太委员

会德国经济中方支持者

2014



社会与文化7.



的中国人认为德国的社会保险水平处于国际前列。而只有38%的德国人认为，中

国保险体系将在未来跨入中等水平行列。

43%

的中国人认为德国人民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德国的经济增长。而只有15%的德国人

认为中国人受益于自身的经济增长。

61%

的德国人能够想象自己去中国生活。而45%的中国人能够想象自己去德国生活。21%

的中国人认为德国的教育竞争力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而只有52%的德国人认

为中国的教育竞争力处于国际前列。

76%

的德国人认为，礼节在中国起到很大的作用。81%的中国人认为在德国也是如

此。双方都认为礼节在对方国家中是最重要的文化特征。

90%

的德国人感知中国文
化十分陌生。

50%的中国人认为德国
文化十分陌生。

57%

结果概览
调查问卷

7.1
7.1.1



版面 言论 A1 部分 A1，部分 A2 A2

19 (a1) 强调文化共性

(a2) 强调文化差异
39 20 41

10
中国是一个

(a1) 传统社会

(a2) 现代社会
31 43 26

7 (a1) 在中国审查制度十分严格

(a2) 中国存在新闻自由
100 0 0

6 (a1) 中国受益于经济增长

(a2) 中国未受益于经济曾扎根
59 23 18

6 (a1) 中国存在言论自由

(a2) 中国不存在言论自由
0 5 95

细分议题

25% 工作与社会

22% 一般文化

21% 日常文化

16% 高端文化和流行文化

10% 媒体格局

7% 教育

细分议题

46% 一般文化

15% 教育

13% 日常文化

13% 高端文化和流行文化

11% 工作和社会

3% 媒体格局

重点议题

16%针对中国的报道

是关于社会与文化的

重点议题

33%针对德国的报道
是关于社会与文化的

版面 言论 A1 部分 A1，部分 A2 A2

16 (a1) 德国社会是保守的

(a2) 德国社会是前卫的
6 9 86

13 (a1) 强调文化共性

(a2) 强调文化差异
47 2 51

12 (a1) 在德国，教育很重要

(a2) 在德国，教育不重要
98 2 0

11
德国是一个

(a1) 德国是传统社会

(a2) 德国是现代社会
57 8 35

11 (a1) 德国人值得信赖

(a2) 德国人不值得信赖
50 44 7

ɕ ࿄ ͓ I ɛ ᅣ บ I
图 7.01a
重点议题及细分议题

的总比例

媒体分析（德）：

德国媒体把中国社会与

文化作为主题的专题报

道的分布图

图 7.02a
细分议题中的论

调统计

（以百分比计）

媒体分析（德）：

德国有关中国的前四大

细分议题的报道论调

图 7.03a
排名前5位的报道版面

（以百分比计）

媒体分析（德）：

前5大框架中有关中国

的德国报道以及各版

中言论分布百分比

图 7.01b
重点议题和细分议题

的总比例

媒体分析（中）：

中国媒体把德国社会与

文化作为主题的专题报

道的分布图

图 7.02b 

细分议题中的论调

（以百分比计）

媒体分析（中）：

德国有关中国的前四大

细分议题的报道论调

图 7.03b 

排名前5位的报道版面

（以百分比计）

前5大框架中有关德国

的中国报道以及各版中

言论分布百分比

正面

正面

负面

负面矛盾

矛盾

中立

中立

39

10

20

31

41

12

18

29

59

8

14

19

37

28

25

11

高端文化和

流行文化

一般文化 日常文化工作与社会

33

7

10

50

一般文化

14

3

83

教育

49

5

46

高端文化和

流行文

50

2

46

2

日常文化

16%
社会与
文化

33%
社会与
文化

媒体分析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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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88%
礼貌 等级观念

非常重要

一半，一半

不重要

未回答

90
4
4
1

非常重要

一半，一半

不重要

未回答

88
6
4
3

81% 79%
家庭 集体

非常重要

一半，一半

不重要

未回答

81
9
9
2

集体更重要

一半，一半

个体更重要

未回答

79
12

6
3

78% 74%
尊重老人 传统

非常重要

一半，一半

不重要

未回答

78
10

8
4

非常重要

一半，一半

不重要

未回答

74
17

8
2

73% 71%
工作 爱好和平

工作更重要

一半，一半

自由更重要

未回答

73
15

7
5

非常重要

一半，一半

不重要

未回答

71
21

6
2

52% 38%
灵活性/实用性 包容

非常重要

一半，一半

不重要

未回答

52
17
26

5

非常重要

一半，一半

不重要

未回答

38
26
28

7

37%
节约

节约更重要

一半，一半

消费的快乐更重要

未回答

37
29
29

5

81% 77%
礼貌 家庭

非常重要

一半，一半

不重要

未回答

81
8
9
2

非常重要

一半，一半

不重要

未回答

77
9

11
3

74% 74%
尊重老人 爱好和平

非常重要

一半，一半

不重要

未回答

74
11
10

5

非常重要

一半，一半

不重要

未回答

74
12
13

1

64% 62%
传统 等级观念

非常重要

一半，一半

不重要

未回答

64
13
19

4

非常重要

一半，一半

不重要

未回答

62
12
22

4

61% 60%
包容 灵活性/实用性

非常重要

一半，一半

不重要

未回答

61
13
22

4

非常重要

一半，一半

不重要

未回答

60
13
24

3

53% 45%
集体 节约

集体更重要

一半，一半

个体更重要

未回答

53
10
33

4

节约更重要

一半，一半

消费的快乐更重要

未回答

45
14
38

3

42%
娱乐

节约更重要

一半，一半

消费的快乐更重要

未回答

42
15
41

2

图7.04a
德国人眼中中国的

文化价值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您是否赞同下列有关中

国文化及精神的表述

（比如您认为传统在中

国社会非常重要吗）？

图 7.04b

中国人眼中德国的文化

价值

（以百分比计）

问题（中）：

您是否赞同下列有关德

国文化及精神的表述

（比如您认为传统在德

国社会中非常重要

吗）？

民族文化及精神
感知

7.2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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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中国

权力距离 35 80

风险规避 65 30

个人主义 67 20

男性化特征 66 66

长期导向性 31 118

图 7.05 

霍夫斯泰德眼中的中德文

化比较

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在

0–100之间。而在中国文化

中较其他各国都更为强烈

的长期导向性则是后来才添

加上去的。它在量表上等值

于118。

数据来源：

霍夫斯泰德1997年

调查结果描述：

民族文化及精神

分类和背景：

民族文化及精神

1 学术意义上的文物被认为

具有“代表一个社会的能

力”（Schönhuth[无日期]）

。作为例子可以将中国菜及

其社会文化功能看作是文物

或中国文化的产物。

2 道教也被称为中国自己的

真实信仰。它崇尚一个普遍

的原则，即有意识地将事件

归入各种自然运动并追求一

种和谐的生活。虽然道教对

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各个方面

都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它相

对而言却鲜为人知，也常常

不被理解（Staiger/Schütte/
Friedrich 2003年）。

3 历史因素在该项研究框架

下因为篇幅原因被有意识地

排除在内容之外

I) 译者注：权利距离是指权

力的分配状况。个体之间的

权力差异越大，则权力距

离越大

4 由霍夫斯泰德发展而来的

文化维度法并非没有争议

的，但是，它却为我们的分

类提供了可能性。通过它我

们可以更快速地辨识区别并

更好地理解这些区别。

(74%)

(90%) (88%) (81%) (79%)

(81%) (77%) (74%) (74%)

(64%)

1

2

Boulding (1971)

Boulding

3

4.1

4.01b

(57%) 703b

64%

(1997)

l)

7.05 4

7.2.2 中德文化比较



151社会与文化7.  |

5 所谓“集体主义”描述的

是这样的社会：社会中的个

体从出生开始就处于一个高

度紧密的“我们”的群体之

中。个体一生受其保护且需

对其无条件忠诚。(Kutschker/
Schmid 2006: 715)

6 爱面子是中国社会最重要

的行为准则之一。它要求社

会成员尊重他人，不可通过

言语或行为使他人处于尴尬

的境地。

8 长期导向性是指“追求目

标具有极大的耐力和毅力；

以社会地位为基准的等级秩

序；对这种秩序的尊崇；高

储蓄率、高投资以及强烈的

羞耻感”。(Kutschker/Schmid 
2006: 720)

7 所谓权力距离是指“社会

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期待和接

受其成员所拥有权力的不平

均分配” (Kutschker/Schmid 
2006: 720)

(0–100) 20

5 67

6

18

(53%)

7 0–100

80 35

56.5

(Pohl 1999: 71)

(93%)

118 8

31

(52%) (26%)

37%

29% 29%

(Kap.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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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东德/西德） 中国

平均值

（最小值/最大值）

风险规避 5.22 / 5.16 4.94 4.16 (2.88 / 5.37)

权力距离 5.25 / 5.54 5.04 5.17 (3.89 / 5.80)

机构中的集体主义 3.79 / 3.56 4.77 4.25 (3.25 / 4.25)

集团和家庭中的集体主义 4.02 / 4.52 5.80 5.13 (3.53 / 6.36)

男女平等 3.10 / 3.06 3.05 3.37 (2.50 / 4.08)

执行力 4.73 / 4.55 3.76 4.14 (3.38 / 4.89)

未来导向性 4.27 / 3.95 3.75 3.85 (2.88 / 5.07)

绩效导向性 4.25 / 4.09 4.45 4.10 (3.20 / 4.94)

人际行为 3.18 / 3.40 4.36 4.09 (3.18 / 5.23)

图 7.06 
globe研究：中德之间的文

化差异（说明：量表分为七

度，从1=文化含义轻微递进

到7=文化含义重大）

数据来源：

House et al. 2004

9 风险规避可以定义为“

社会成员感觉到受不确

定或陌生情况威胁的”

程度。(Kutschker/Schmid 
2006:714)。

10 男性特征的社会中，性

别角色分配区分明显。男性

坚定、刚强、注重物质，而

女性则是温和、敏感并注重

精神因素的”。(Kutschker/
Schmid 2006: 717)。

11 和最后两章——政治与经

济——所显示的研究结果不

同，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与

德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具

备高度一致性

9

65 30

(Schroll-Machl 2007: 75)

(60%)

(52%)

¹0 66

globe 1993 2003 62

706 globe

globe 62

3.18 3.40

(4.36) 4.09

(73%)

42%

(41%)

¹¹

(Klemm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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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中产阶层更

倾向于西方的生活

方式
65 无. 无.

中国的中产阶层既

有倾向于西方生活

方式的方面，又有倾

向于中国传统的方面

14 无. 无.

中国的中产阶层更

加倾向于中国传统

的生活方式
19 无. 无.

不知道/未回答 2 无. 无.

图 7.08
经济增长的社会用途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中国经济增长中有多少

比例惠利于中国人民？

问题（中）：

德国经济增长中有多少

比例惠利于德国人民？

图 7.07
生活方式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中国的中产阶层更倾向

于西方的生活方式还是

传统的生活方式？

问题（中）：

未提问。

图 7.09
对当前与十五年后社

会保障体系的评估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您认为当前以及十五年

后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世界处于什么水平行

列？

问题（中）：

您认为当前以及十五年

后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世界处于什么水平行

列？

不知道/未回答

大部分

一半，一半

小部分

(5) 最后一组

不知道/未回答

(1) 领先组

19

17

64

1

69

19

11

15

11

2

72

61

11

24

5

1

14

35

7

6

38

2

15

38

10

35

17

29

43

2
2
8

8

40

2
11

40

10

32

7

49

2

41

13

3

41

2 4

6

12

44

36

4.2 4.34.23.6 3.63.5
平均值 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 平均值平均值

2028

20282028

2013

20132013

1.8 1.61.7 1.41.6
平均值 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 平均值平均值

27

50

11

2
2

9
5

11

36

48

1.7

19

22

59

1
1

10

39

51

1
1
6

27

67

2028

20282028

2013

20132013

社会变迁
感知

7.3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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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人口增长

迅速的国家
49 德国是一个人口增长

迅速的国家
23

中国既是人口增长迅速的国

家又是老龄化国家
15 德国既是人口增长迅速的国

家又是老龄化国家
12

中国是一个老龄化国家 33 德国是一个老龄化国家 61

不知道/未回答 4 不知道/未回答 4

中国人很容易接受

新兴科技。
89 91 德国人很容易接受新

兴科技。
66 76

中国人面对新兴科技时

有时开放有时保守。
6 6 德国人面对新兴科技时

有时开放有时保守。
9 7

中国人不太容易接

受新兴科技。
4 4 中国人不太容易接受

新兴科技
21 18

不知道/未回答 1 0 不知道/未回答 3 0

图 7.10
社会人口结构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您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

增长迅速的国家还是一

个老龄化国家？

问题（中）：

您认为德国是一个人口

增长迅速的国家还是一

个老龄化国家？

图 7.11
与新兴科技的关系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社会变迁？

您认为中国人和新兴科

技的关系怎样？

问题（中）：

社会变迁？

您认为德国人和新兴科

技的关系怎样？

调查结果描述：社会变迁

分类和背景：社会变迁

(72%) (65%)

(49%) (33%)

1990

(fokus 2012)

(72%)

1980 0.31 2012

0.4 (un) 0.4

7.3.2 社会及人口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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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82 84 86 88 90 92 94 96 98 00 02 04 06 08 10 2012

20000

25000

10000

30000

15000

5000

7917.0

24565.0

191.3
544.9477.6

1180.2
1926.1

4838.9

3587.0

11759.5

图 7.12
1980年至2012年中国

城市与农村居民人均

收入比较

（以元/每人每年表示）

数据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

在线数据库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城乡差距

区域差异

贫富差距

2012 0.47

0.61 2013

1958

80%

(Gransow 2012) 80

7.12

90

2012 24565

7917

2012 40188

60%

36468.8 34550.3

24565

17156.9 2013

2012

234:1

0.1%

23.4% 2013

2011 2011

5000

2011:85

2011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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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中产阶层

72%

0.31 Ginsburg 2013

(61%) 2008–2011

2008

2012

2002

21

(Hefele/Dittrich 2011

2005

60000–500000 7000 60000

(Hefele/Dittrich 2011)

50% 2012

68%  (Barton/Chen/Jin 2013)

(65%)

2020 13%

2012 150

2017

A. T. Kearney 2013

2013 3 11.5 85%

71% 2013

(8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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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9

10 – 14

15 – 19

20 – 24

25 – 29

30 – 34

35 – 39

40 – 44

45 – 49

50 – 54

55 – 59

60 – 64

65+

0 – 4

262119

59

81

79

106

125

97

101

127

100

75

71

76

118

114

111

93

98

125

98

74

70

75

97

89

73

64

              
              

图 7.13
中国2010年至2030年的年龄

结构单位：百万

数据来源：

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2013：69

2010
2030

人口变迁

1 即使在过去也曾有过放

宽独生子女政策的措

施。比如已婚夫妇双方

如果都是独生子女，则

允许生第二胎。当前改

革则规定，夫妇双方只 

要有一方为独生子女，

也可以有第二个孩子。

37%

29% 29%

13 2013 7

1979

(49%)

(33%)

Business Insider 2013

2012

117.70 100 2013 2020

2012 14.3% 60 15–59

2012 345 2013

2012 12.1

1970 33.4 2013

4–2–1–

2030 65 2010 15 64

7.14 2013 11

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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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2015

20

40

60

80

100

74.5

71.8
16.6

17.5

10.7

8.9

15.6

2020 2025 2030

68.4 66.9 66.2

18.3 17.9

15.113.3

18.2

图 7.14
预计2010年至2030年的

年龄结构变化

（以百分比计）

数据来源：

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2013：69

65+
15–64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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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教育体制正积极地影

响着中国的竞争力。
66 56 德国的教育体制正积极地影

响着德国的竞争力。
54 65

中国教育体制中的一部分积

极地影响着中国的竞争力，

另一部分则稍显乏力。
12 21

德国教育体制中的一部分积

极地影响着德国的竞争力，

另一部分则稍显乏力。
12 10

中国的教育体制对中国竞争

力的推动起着较小的作用。
15 18 德国的教育体制对德国竞争

力的推动起着较小的作用。
29 26

不知道/未回答 7 7 不知道/未回答 5 0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教

育体制更加重视成绩压力。
83 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教

育体制加重视成绩压力。
33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教育

体制中的一部分更加重视成

绩压力，而另一部分则程度

稍轻。

6

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教育

体制中的一部分更加重视成

绩压力，而另一部分则程度

稍轻。

13

中国的教育体制并不比其他

国家更重视成绩压力。
7 德国的教育体制并不比其他

国家更重视成绩压力。
50

不知道/未回答 4 不知道/未回答 4

中国人十分愿意去国外工作

或学习。
83 德国人十分愿意去国外工作

或学习。
60

有些中国人十分愿意去国外

工作或学习，而有些则兴趣

不大。
9

有些德国人十分愿意去国外

工作或学习，而有些则兴趣

不大。
12

中国人并不太热衷于到国外

工作或学习。
6 德国人并不太热衷于到国外

工作或学习。
23

不知道/未回答 3 不知道/未回答 4

在国际教育竞争中，

中国处于领先地位。
52 在国际教育竞争中，

德国处于领先地位。
76

在国际教育竞争中，

中国部分领先，部分落后。
21 在国际教育竞争中，

德国部分领先，部分落后。
12

中国在国际教育竞争中

稍显落后。
18 德国在国际教育竞争中

稍显落后。
10

不知道/未回答 9 不知道/未回答 3

图 7.15 

教育中的成绩压力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

成绩压力有多重要？

问题（中）：

在德国的教育体制中，

成绩压力有多重要？

图 7.17 

出国学习与工作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中国人到国外学习或工

作的意愿是否强烈？

问题（中）：

德国人到国外学习或工

作的意愿是否强烈？

图 7.18 

教育体制与竞争力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中国的教育体制如何影

响中国的竞争力？

问题（中）：

德国的教育体制如何影

响德国的竞争力？

图 7.16 

国际教育竞争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以国际标准的眼光来看，

中国的教育水平如何？

问题（中）：

以国际标准的眼光来看，

德国的教育水平如何？

教育
感知

7.4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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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描述：教育

分类和背景：教育
II) 译者注：Amy Chua，

即“虎妈”蔡美儿，美国华

裔教授，《成功之母：我教

育我的孩子取得成功的方

法》“Die Mutter des Erfolgs: 
Wie ich meinen Kindern das 
Siegen beibrachte”是其作品

《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 的德文版。

(83%)

(66%)

(56%) (52%)

(83%)

(76%)

2009 2012

21

19

ll) 

83%

719 2001 2011 5

2001 4.2%

2011 5.0% 2001 2.8%

2011 3.9%

7.4.2 成绩压力与教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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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01–2011年教

育支出

数据来源：

nbs(中国国家统计局)

（在线数据库）

全部教育支出（亿元）

全部教育支出占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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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在德国的数量

1990–2012

数据来源： 

daad（德意志学术交流

中心）2013a,2013b

2012 26000

(83%)

2009 2012

(76%)



175社会与文化7.  |

图 7.21 

个人对对方文化的感受

（以百分比计）

问题（德）：

您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与下列

哪项陈述相符？

问题（中）：

您对德国文化的看法与下列

哪项陈述相符？

不知道/未作答

相符

一半，一半

不相符

文化

陌生度

移民

友谊

长期居住

我喜欢中国文化。

我觉得中国人移民到我们国家是一件好事

我能够想象自己和中国人成为朋友

我能够想象自己在中国生活

中国文化于我而言十分陌生

我喜欢德国文化

我觉得德国人移民到我们国家是一件好事

我能够想象自己和德国人成为朋友

我能够想象自己在德国生活

德国文化于我而言十分陌生

58

61

67

45

50

5 35

223 25

10

73

41

1

28 141

16 23 2

22215

6

8

26

47

1

1

13 36 2

3822

50

86

216

57

调查结果描述：

对彼此文化的态度

分类和背景：

对彼此文化的态度

55% 4.1 4.03

(55%)

(49%) 4.1 4.03  

(58%)  (50%) 

55%

 (86%) 

(50%)

(22%)

对彼此文化的态度
感知

7.5
7.5.1

7.5.2 热情与距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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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i Bedi) 1992

(Bedi 1992: 10)

(57%) (73%)

(21%)

(50%) 36%

(Pohl 1999)

38% 3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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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丽塔·海德曼 

(Britta Heidemann)
中国地区区域研究学者，德

中经济联合会大使，击剑奥

运冠军和世界冠军

7.6

III) 译者注：德国教育体系同

中国一样分为小学和中学，

但中学分为针对大学高等教

育的文理中学、注重实践类

似于技校的实科中学以及包

含上述两种类型的综合中

学。文理中学中的11年级相

当于中国的高二或高三，已

经可以参加全国联考，联考

的成绩是大学录取学生的重

要参照。

2004

2010

40

(Guido Westerwelle)

2008

11 lll)

特约评论：布丽塔•海德曼 
筑桥越天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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