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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欧盟推动少数群体社会融入政策的影响下ꎬ德国也加大了推动少数群

体ꎬ尤其是穆斯林人口社会融入政策的力度ꎮ 为此ꎬ德国采取了反对歧视ꎻ推动德国语

言文化教育、打击教育隔离ꎻ推动公共学校加强伊斯兰宗教教育ꎻ强调“文化适应”ꎻ加强

与穆斯林对话、打击穆斯林极端主义等措施ꎮ 但由于穆斯林问题本身的复杂性ꎬ以及德

国的政策本身存在一些不足ꎬ德国促进穆斯林社会融入的政策的近期效果并不明显ꎮ
〔关键词〕穆斯林ꎻ伊斯兰教ꎻ社会融入ꎻ极端主义

据粗略统计ꎬ欧盟成员国大约有 １５００ 万到 ２０００ 万穆斯林人口ꎬ〔１〕其中以法

国、德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国家为多ꎬ在北欧和中东欧

也有少部分穆斯林人口ꎮ〔２〕 新世纪以来ꎬ穆斯林组织策划、参与的恐怖事件升

级ꎬ例如 ２００１ 年的 ９１１ 事件ꎬ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的西班牙马德里连环爆炸事

件ꎬ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７ 日的伦敦连环爆炸事件ꎬ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在斯德哥尔摩发生的轿

车自杀性爆炸事件ꎬ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公共汽车纵火事件ꎮ 这

些事件在一定程度宣告了欧盟及其成员国对穆斯林政策的失败ꎬ同时ꎬ它也促进

了欧盟及其成员国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推动穆斯林融入社会的政策ꎮ
欧盟虽然在经济、内务、司法ꎬ甚至在教育管理方面大力推动一体化ꎬ但在文

化方面ꎬ欧盟强调“多样化”ꎮ “多样性统一”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Ｕｎｉｔｙ)已成为欧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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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口号ꎮ 而确保“多样性统一”的重要步骤ꎬ就是推动少数

群体ꎬ尤其是在文化方面与主体人群具有明显差异的少数族群在保持其自身文

化特征的情况下融入社会ꎮ〔３〕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ꎬ欧盟通过了十年经济发展的规划ꎬ即著名的“里斯本战略”ꎮ
“里斯本战略”将打击社会排斥ꎬ促进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ꎬ作为推

动社会公平及充分就业ꎬ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ꎮ
为了推动少数群体ꎬ尤其是移民融入欧盟社会ꎬ２００４ 年ꎬ欧盟出台促进移民

融入(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政策的 １１ 项共同原则ꎬ包括参与就业、接受教育、享有公共服

务、掌握居住国语言ꎬ免于歧视ꎬ参与民主进程和政治决策等ꎮ〔４〕１１ 项原则强调

的是移民和成员国居民相互之间的双向容纳(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进程ꎬ遵守欧盟的

基本价值观ꎮ
２００５ 年ꎬ欧盟委员会提出“融入共同议程” (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ꎬ将 １１ 项原则进一步具体化ꎬ它包含了促进少数族群妇女就业、促进不同信

仰之间的对话ꎬ促进非欧盟公民参与地方选举ꎮ 但欧盟强调ꎬ这个议程并不是强

制性的ꎬ各国可以根据实际去执行ꎮ〔５〕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 日ꎬ欧盟委员会出台“积极融入建议”文件ꎬ〔６〕 文件指出ꎬ由
于就业形势和贫穷问题更为严峻ꎬ弱势群体问题更为复杂ꎬ各国需要有一个综合

的促进社会融入的政策ꎬ政策应该将社会保护、收入支持、劳动力市场建设等问

题都涵盖进去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ꎬ欧盟在对过去十年“里斯本战略”总结的基础之上ꎬ又出台“欧

洲 ２０２０ 战略”ꎬ作为对“里斯本战略”的接替与革新ꎬ使推动少数群体的社会融

入政策继续深入ꎮ
从欧盟的视角看来ꎬ推动少数群体融入社会ꎬ与保护少数群体的文化并不必

然相互排斥ꎬ因为少数民族可以带着自身的文化特征去融入社会ꎬ最终达成“多
样性统一”的终极目标ꎮ 但从各国的推行情况看ꎬ在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ꎬ
推动少数群体的社会融入ꎬ实现“多样性统一”ꎬ并不是容易做到的ꎮ 在穆斯林

融入问题上ꎬ欧盟各成员国就遇到了较大的困难ꎮ 各国均按照欧盟的要求ꎬ在推

动穆斯林融入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ꎬ但每个国家做法却是不一样的ꎮ 英国以崇

尚多元文化主义著名ꎬ而法国以“公民主义”或“共和主义”为其鲜明特色ꎬ〔７〕 包

括德国在内的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则介于两者之间ꎬ但总的来说都不算成功ꎮ

一、德国推动穆斯林融入社会的基本态度

德国(西德)的穆斯林人口主要是因为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ꎬ由于劳动力

短缺ꎬ从土耳其、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葡萄牙、摩洛哥等国引入的ꎮ 由于德国的

经济繁荣、穆斯林国家普遍的不景气和穆斯林的高生育率ꎬ使穆斯林人口在 ２０
世纪末以来增长尤其迅速ꎮ 据估计ꎬ在 ２００５ 年ꎬ德国有 ３００ 万穆斯林人口ꎬ约占

德国总人口的 ３. ６％ ꎮ〔８〕 而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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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的研究结果显示ꎬ２０１０ 年时德国大概有 ４００ 万穆斯林人口ꎬ约占总人口的

５％ ꎮ〔９〕５ 年内增加了 １００ 万左右ꎮ 德国穆斯林族人口主要居住在传统的西德地
区ꎬ尤其是在北莱因—威斯特伐利亚(Ｎｏｒｔｈ Ｒｈｉｎｅ － 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ａ)州ꎬ居住着全国

１ / ３ 的穆斯林人口ꎬ〔１０〕其中一半以上是从土耳其移民来的ꎮ〔１１〕 穆斯林人口大多
信奉伊斯兰教ꎮ

起初ꎬ德国只是将这些劳动力视为临时工人、客工(Ｇａｓｔａｒｂｅｉｔｅｒꎬｇｕｅｓｔ ｗｏｒｋ￣
ｅｒ)、新移民(Ｎｅｗ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ꎬ而不是少数民族ꎮ 但随着移民人口越来越多ꎬ德
国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些移民的身份及对其长远政策问题ꎮ

根据德国 １９４９ 年“基本法”(即宪法)第七条第 ３ 款ꎬ“宗教教育是国家和地

方普通学校教育课程的一部分ꎬ宗教教育应与宗教群体的宗教信条一致”ꎮ 该

条款没有明确指出宗教教育为哪种宗教教育ꎬ这为多种宗教教育的存在提供了
可能ꎮ〔１２〕此外ꎬ“基本法”第 １４０ 条规定ꎬ德国在各种宗教之间ꎬ宗教与世俗之间
保持中立ꎬ这又使德国不能在支持宗教教育方面做得过多ꎮ

在现实中ꎬ由于“犹太教—基督教”文化是德国的主流文化模式ꎬ德国对犹

太教和基督教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ꎬ但对其他宗教及文化ꎬ则认为它们应该服

从、适应和融入主流文化之中ꎮ 然而ꎬ长期以来国家并未采取有力的融入措施ꎮ
随着穆斯林人口越来越多ꎬ如何对待穆斯林人口ꎬ伊斯兰教及其文化ꎬ是德国面

临的重要问题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针对移民群体ꎬ德国开始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ꎮ 在法律方面

主要体现为两个变化:一是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的新的«国籍法»ꎬ对公民资格

获得进行改革ꎬ大大降低外国人获得德国国籍的门槛ꎬ为移民的第二代获得公民

身份提供了可能ꎬ新“公民法”改变了过去不承认二战后“新移民”的公民权的做

法ꎬ允许移民申请归化为德国公民ꎮ 新的公民法使每年能获得公民身份的穆斯
林增加到约 １６ 万ꎮ〔１３〕但新的“公民法”也规定ꎬ申请德国公民身份ꎬ必须通过有
关德国语言、文化、历史的考试ꎬ并需要在归化仪式上宣誓效忠德国ꎮ

二是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的新«移民法»生效ꎬ该法认为“新移民”也不仅仅是

移民ꎬ而且是德国居民ꎬ符合条件的可以转化为公民ꎮ 新法律放宽了对专业技术

人才、科学家和熟练工人进入德国和获得永久居留的条件ꎬ同时放松受到迫害的

人申请进入德国获得政治庇护的条件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该法律还有部分的推动

移民融入德国的条款ꎬ包括接受德国语言、历史和文化教育ꎮ 该法还为移民融入

社会制定了一系列新举措ꎬ例如第 ４３ － ４５ 节要求国家出台融入计划ꎬ设立移民

融入课程ꎻ第 ７５ 节明确规定了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局在实现移民融入进程中的

角色和职责ꎮ
新的«国籍法»和«移民法»表明ꎬ德国在承认多元文化的基础上ꎬ开始积极

推动其他文化群体融入德国社会ꎮ 为此ꎬ德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ꎮ

二、德国推动穆斯林融入社会的主要措施

根据欧盟要求ꎬ德国在新世纪以来积极加强推动对少数群体的社会融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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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年ꎬ德国开始出台了第一个“消除贫穷和打击社会排斥国家行动计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ꎬ教育部门要求

学校普遍开展职业教育ꎬ而联邦就业办公署则在学校之外展开了多种多样的就

业培训ꎮ 同年ꎬ在魏玛举行了“德国教育制度与穆斯林文化之部长会议”ꎬ会议

的主题是如何推动穆斯林融入ꎮ 会议认为ꎬ推动穆斯林融入对德国非常重要ꎬ但
融入只有在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人们能够平等相处ꎬ他们的政治、社会、经
济和文化参与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ꎮ〔１４〕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２ 日德国联邦政府、所有州政府(１６ 个)及
一些地方政府ꎬ会同部分非政府机构ꎬ共同起草的第一个“国家融入计划”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ꎬ该计划主要针对德国 １５００ 万具有移民背景的群体ꎬ推动

他们融入德国社会ꎮ〔１５〕 该计划表达了德国对“融入”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内涵的理解:
“融入”的基础是自由民主宪政制度ꎬ它植根于德国和欧洲历史ꎬ体现在德国«基
本法»中ꎻ“融入”不是采取命令的方式ꎬ它要求每个人作出努力ꎬ起决定性作用

的是移民愿意参与( ｉｎｖｏｌｖｅ)我们的社会生活ꎬ无条件接受«基本法»和所有法

律ꎬ愿意学习德语并表现出对德国的归属感ꎻ对于东道主社会来说ꎬ关键是愿意

接纳、包容欢迎他们并作出一定的承诺ꎮ 为此ꎬ德国联邦政府及地方政府决定采

取以下方面的措施:从幼儿园开始推动德语学习ꎻ招聘更多有移民背景的幼儿园

和中小学教师ꎻ改善移民健康服务和养老服务覆盖ꎻ设立“融入顾问”以更好帮

助移民ꎻ加强移民参与社区决策及相关事务安排等ꎮ
在推动穆斯林融入社会方面ꎬ德国近年来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
１. 反歧视措施

反歧视是融入的前提和基础ꎮ 德国宪法规定ꎬ保护个人尊严(第 １ 条)ꎬ确
保个人的平等权利(第 ３ 条)ꎬ保障宗教自由(第 ４ 条)ꎮ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 日ꎬ根据

欧盟“种族平等法令”及“就业平等法令”的精神ꎬ德国出台“反歧视法”ꎮ “反歧

视法”规定ꎬ雇主不得在发布雇佣广告、雇佣工人时和在工作场合中出现基于性

别、种族、民族出身、宗教信仰、年龄、残疾、性取向方面的歧视做法ꎻ另一方面ꎬ该
法还明确了受到歧视者申请补偿的程序ꎮ 当然ꎬ该法也指出ꎬ如果确实由于工作

的要求ꎬ需要对年龄、宗教信仰或其他方面做出一定的限制时ꎬ雇主需要提供可

信的客观原因ꎮ “反歧视法”出台后ꎬ联邦政府立即建立了监督该法执行以及打

击各种歧视的“联邦反歧视局”ꎬ其主要职责是:提供反歧视方面的法律服务ꎻ为
国家其他机构提供咨询服务ꎻ协助个人在受到歧视的情况下采取相关行动ꎻ进行

反歧视研究并向国家定期作出反歧视报告等ꎮ 一些州建立了一些专门的反歧视

机构ꎬ例如柏林市在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公布了反对公共机构服务人员穿戴宗教服饰的

法律后ꎬ为了防止由此而带来的对穆斯林的歧视ꎬ成立了“反歧视办公室”ꎮ
２００６ 年ꎬ德国联邦政府还出台了“普遍平等待遇法案”ꎮ 该法更注重在就业领域

实现平等ꎬ强调反对和惩罚就业领域的种族、宗教、性别、兼职与否的歧视ꎬ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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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的骚扰行为进行惩罚ꎮ
２. 推动德国语言文化教育ꎬ打击教育隔离

欧盟在推动少数族群融入社会的政策和项目中ꎬ强调推动少数族群在教育、
就业、健康、住房等领域的融入ꎮ 但对于德国的穆斯林人口来说ꎬ学习德语是融

入的首要方面ꎮ 在新的«国籍法»和«移民法»以及 ２００７ 年的“国家融入计划”
中ꎬ均有要求移民学习德语的规定ꎮ 例如“国家融入计划”规定ꎬ必须推动德语

和德国价值观在德国社会的推行ꎬ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ꎬ提高就业机会ꎬ改
善妇女及女孩的生活质量ꎻ各州在各级学校入学之前需实行德语语言能力测试ꎬ
并为德语存在问题的学生建立德语培训班ꎮ

在该计划的要求下ꎬ德国推行了众多促进移民学习德语的项目ꎮ 德国推动

少数族群融入教育的重要项目之一是“移民儿童和青年发展计划”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 ｗｉｔｈ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ꎬ重点是为移民的儿童和青

年进行德语培训ꎬ该计划由联邦政府教育与研究部和一些州政府资助ꎮ 包括培

训德语教师ꎬ在幼儿园和小学设立德国语培训班ꎬ动员移民父母参与孩子的德语

教育ꎮ 也有些学校走的更远ꎬ要求学生在学校期间ꎬ只能以德语交流ꎮ〔１６〕另一个

影响较大的项目是“拒绝上学———第 ２ 次机会” ( Ｓｃｈｏｏｌ ｒｅｆｕｓａｌ －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ｈａｎｃｅ)ꎬ该项目在德国主干学校实施ꎬ针对每个失学学生的具体情况ꎬ实施由专

人负责ꎬ实行点对点式的“个案管理”ꎮ 在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 年期间ꎬ共 １８００ 名青少年

学生被纳入“个案管理”计划ꎬ其中 ８０％的失学学生都复学了ꎮ〔１７〕

为了打击教育隔离ꎬ德国也采取了一些措施ꎮ 例如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ꎬ柏林市出

台的“融入政策”(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中强调ꎬ必须建立更多的幼儿园ꎬ并在 ２０１１
年实现包括移民和少数族裔在内的所有儿童免费上幼儿园ꎮ 其次ꎬ该政策计划

要求建立更多的“综合学校”ꎬ使所有中小学学生都在“综合学校”里接受共同的

教育ꎬ以改变教育隔离的现象ꎬ有利于少数族群的德语学习和融入社会ꎮ
３. 推动公共学校的伊斯兰宗教教育

根据德国 １９４９ 年宪法第 ７ 条ꎬ国家和地方政府可以在公共学校中实行宗教

教育ꎮ 由于德国公共学校中已有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的宗教教育课程ꎬ因此ꎬ
对于穆斯林儿童和青少年来说ꎬ学校是否在课程中涵盖了伊斯兰教的宗教教育ꎬ
是德国社会是否真正接受了他们以及德国社会是否欢迎穆斯林融入的表现ꎬ而
不是相反ꎮ〔１８〕

上世纪 ６０ 年代ꎬ随着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儿童进入德国普通中小学学习ꎬ不
少家长呼吁ꎬ应该将伊斯兰教宗教教育纳入德国中小学课程之中ꎮ 在穆斯林群

体的呼吁下ꎬ从上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ꎬ德国一些公共学校开始将伊斯兰教宗教教

育纳入学生的课程表之中(选修课)ꎮ〔１９〕但是ꎬ争议仍然存在ꎮ ２００１ 年 ９１１ 事

件使德国认识到推动穆斯林融入的紧迫性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ꎬ“德国联邦和

地方政府首脑决议”指出ꎬ“进行伊斯兰教宗教教育是我们社会进行成功的宗教

间对话的基础”ꎬ“伊斯兰宗教教育应该纳入到学校教育的每一天之中”ꎮ〔２０〕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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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ꎬ德国越来越多的州逐渐在公共学校中将伊斯兰教宗教教育纳入课程表之中ꎬ
以满足部分学生ꎬ尤其是穆斯林学生的需要ꎮ 只有这样ꎬ才会有更多的穆斯林学

生选择到公共学校来参与学习ꎬ而不是选择与社会其他群体脱离的穆斯林族学

校ꎮ
４. 要求“文化冲突”服从“文化适应”
穆斯林人口信奉的伊斯兰教及其文化ꎬ例如穆斯林戴头巾现象ꎬ男尊女卑现

象ꎬ对婚姻的态度差异等ꎬ与德国主流文化及价值观相去甚远ꎬ有时会导致正面

的“文化冲突”ꎮ 例如公共机构服务人员穿戴穆斯林传统宗教服饰ꎬ是社会融入

的障碍呢ꎬ还是穆斯林的一个文化权利? 成为近些年一直争论激烈的话题ꎮ 德

国宪法规定宗教自由ꎬ但对于穆斯林教师和学生在公共学校带头巾问题ꎬ联邦宪

法及法律均没有对此作出规定ꎬ因此该问题由各州裁决ꎮ ２０００ 年ꎬ巴登—符腾

堡州政府要求一位公共学校的穆斯林女教师露丁(Ｆｅｒｅｓｈｔａ Ｌｕｄｉｎ)放弃穿戴头

巾ꎬ否则将会被解雇ꎮ 露丁将州政府告上了联邦宪法法院ꎮ ２００３ 年ꎬ联邦宪法

法院作出裁决ꎬ认为州议会应该出台专门的法律禁止或者允许公共学校教师穿

戴宗教服饰ꎬ在未有专门法律之前ꎬ不能将穿戴宗教服饰者解雇ꎮ 联邦法院实际

上将这个问题推给了各州ꎮ 因此ꎬ在这个问题上ꎬ每个州的做法不一样ꎮ 但不久

联邦法院支持了两个州对公共学校教师带头巾的禁令ꎮ〔２１〕 此后ꎬ越来越多的州

颁布了公共学校教师和职工穿戴穆斯林服饰的禁令ꎮ 支持对宗教服饰采取禁令

的人认为ꎬ头巾是父权社会对妇女禁锢的标志ꎬ也是不宽容和不平等的标志ꎬ这
也与德国公共学校倡导的男女平等是相悖的ꎮ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ꎬ柏林市也出台了

“中立法”ꎬ规定在公共学校和其他一切公共服务机构中ꎬ不允许穿戴包括头巾

在内的宗教服饰ꎮ 不久ꎬ巴伐利亚州、巴登—符腾堡州、下萨克森州、萨尔州、黑
森州等都通过了类似的法律ꎮ

近年来ꎬ德国在对待穆斯林文化特殊性的问题还集中地反映在穆斯林女生

是否有权不参与游泳课程上ꎮ 由于穆斯林文化ꎬ不允许女生裸露身体及与赤裸

上身的男生一起游泳ꎬ但德国中学的游泳课并没有将男女分开ꎬ这引起了众多穆

斯林学生及其父母的不满ꎬ针对该问题的诉讼案件也时有发生ꎮ 例如 ２００８ 年ꎬ
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ꎬ一位 １２ 岁的穆斯林女中学生被要求参与学校的游

泳课ꎮ 女生的父母与学校协商退出该课程或者希望能男女分班上课ꎬ但未获允

许ꎬ于是将该中学告上了雷姆沙伊德(Ｒｅｍｓｃｈｅｉｄ)地方法院ꎮ 法院认为ꎬ让女生

接受教育是国家的首要责任ꎬ尽管这样做可能侵害某种宗教自由ꎬ但女生可以采

取措施将这种侵害减少到最低ꎬ例如穿更宽大的泳衣ꎬ并且在整堂游泳课呆在水

中ꎮ〔２２〕

５. 加强与穆斯林对话ꎬ同时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

所有欧盟成员国都承认绝大多数穆斯林是温和派ꎬ激进者只是一小部分ꎮ
虽然穆斯林温和派在德国也是主流ꎬ但近年来ꎬ和欧盟不少国家一样ꎬ德国伊斯

兰教极端主义有所抬头ꎮ 根据德国国内情报局的估计ꎬ从 ２０１１ 年到 ２０１４ 年ꎬ德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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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数量从 ３８００ 人增加到了 ６３００ 人ꎬ其中不少人与国外

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有着紧密联系ꎮ〔２３〕 在青年中尤其明显ꎬ他们不认同德国社

会ꎬ而是主张泛伊斯兰主义ꎮ〔２４〕对此ꎬ德国一方面加强与穆斯林对话ꎬ一方面加

大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力度ꎮ
在加强与穆斯林对话方面ꎬ德国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ꎬ加强了与穆斯林市

民社会组织的合作ꎮ 例如 ２００６ 年ꎬ为了推动穆斯林与国家的对话ꎬ尤其是推动

穆斯林的政治参与ꎬ德国内务部发起了“德国穆斯林大会”ꎮ 内务部部长沃尔夫

冈朔伊布勒(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Ｓｃｈäｕｂｌｅ)在会议上强调ꎬ“伊斯兰是德国和欧洲的一部

分ꎬ是我们过去和未来的一部分ꎬ德国欢迎穆斯林人ꎮ” 〔２５〕２００６ 年ꎬ在德国总理

默克尔号召下ꎬ发起了由政府、研究机构和穆斯林社会组织参与的融入高峰会

议ꎬ探讨穆斯林的融入问题ꎬ该会议此后每年一次ꎬ成为了各方面为德国推动移

民社会融入的总结大会ꎮ 为了推动对话活动ꎬ联邦政府还成立了促进文明间对

话的联邦对外办公室(Ｆｅｄｅｒａ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ꎬ ＦＦＯ)ꎮ 该机构发起了众多“穆斯

林———西方世界”的对话活动ꎬ承办了一些穆斯林国家外交官的培训ꎻ该机构还

发起了德国和一些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学生、教师、青年专业人才的交流访问项

目ꎬ以及加强了对穆斯林问题的研究ꎮ
争取穆斯林多数ꎬ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孤立和打击穆斯林中的极端主义ꎬ为

此ꎬ德国在近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ꎮ 主要包括:(１)对过去的宗教实践自由进行

了一定的限制ꎮ ２０１１ 年德国通过的«反恐怖法»规定ꎬ官方可以进入清真寺内部

进行安全检查———而这是过去所不允许的ꎮ (２)允许官方对一些宗教组织及其

活动进行调查ꎬ例如官方可以对教会的募捐活动进行监督ꎮ (３)取缔了一部分

具有激进倾向的穆斯林组织ꎮ 近年来ꎬ德国取缔了“哈里发国”(Ｋａｌｉｆａｔｓｔａａｔ)ꎬ阿
克萨组织(Ａｌ － Ａｋｓａ ｅ. Ｖ)ꎬ伊斯兰拯救党(Ｈｉｚｂ － ｕｔ － Ｔａｈｒｉｒ)等极端主义组织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ꎬ德国宣布“伊斯兰国”组织(ＩＳＩＳ)对德国安全构成了威胁ꎬ决
定在德国禁止任何该组织发起的及支持该组织的活动ꎬ同时禁止任何印有该组

织名称的穿戴和标志ꎮ (４)对居住在德国的穆斯林居民进行更严厉的安全监

督ꎬ对部分激进主义者采取拘禁措施ꎮ 德国的部分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还远赴阿

富汗—巴基斯坦边境接受培训ꎬ并潜伏在德国境内ꎮ 德国一方面对部分极端主

义者进行拘禁ꎬ一方面发起了“退出计划”ꎬ鼓励极端主义者与政府合作ꎬ共同打

击恐怖主义ꎮ (５)积极参与打击国外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ꎮ 例如在 ２０１４ 年ꎬ德
国至少为 ４０００ 名伊拉克库尔德武装人员提供武器弹药、坦克等ꎬ以支持他们打

击伊拉克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ꎮ〔２６〕

三、德国推动穆斯林融入社会的政策存在的问题

从德国的政策看ꎬ与其说对穆斯林政策的重点在于推动其融入社会ꎬ不如说

德国在融入模式和多元文化模式之间徘徊不定ꎮ 欧盟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对德国执

行欧盟“积极融入建议”的评估中指出ꎬ德国从来不是执行“积极融入”的国家ꎻ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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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ꎬ德国也没出台过综合性的国家融入计划ꎮ〔２７〕具体来看ꎬ德国推动穆斯林融

入的政策存在以下一些问题ꎮ
首先ꎬ德国推动穆斯林融入最根本问题是ꎬ推动穆斯林融入的政策有自相矛

盾之处ꎬ即未解决承认“文化差异”与推动“融入社会”之间的关系ꎮ 例如穆斯林

妇女穿戴头巾ꎬ虽然可以视为是一种民族文化现象和宗教信仰权利ꎬ但它们往往

因为这个原因而找不到工作ꎬ或者在工作场合受到歧视ꎮ 在这个两难中ꎬ如果推

行类似法国的做法ꎬ让“宗教信仰权利”服从“社会融入”ꎬ就有推行强制同化的

嫌疑ꎮ 如果采取英国式的“多元文化政策”ꎬ让“社会融入”让位于“宗教信仰权

利”ꎬ或者任两者并行不悖ꎬ结果将形成两个完全不相交的平行社会ꎮ 德国虽然

让各州自行决定ꎬ但由于联邦宪法、国籍法、移民法、国家融入计划等都有明显的

强制德语和德国文化的倾向ꎬ因此各州权衡的结果ꎬ也是越来越多的州强调“德
国文化”优先ꎬ其他文化在与其冲突时应该作出让步ꎮ 但这样做的结果ꎬ必然引

起穆斯林人口的反对ꎬ增加他们对德国主流社会和德国政府的对立情绪ꎮ
其次ꎬ双方的价值观迥异ꎬ德国政府与德国社会需要有更大的包容决心ꎮ 穆

斯林的传统习俗ꎬ例如戴头巾面纱、割礼包办婚姻、清真屠宰、男尊女卑、政教合

一传统等与德国自由、平等、世俗主义等价值观差异很大ꎬ有时截然相反ꎬ无法相

容ꎮ 不少德国人将穆斯林视为德国社会的“异类”ꎬ而不是德国社会的一部分ꎮ
尽管越来越多的穆斯林人成为德国公民ꎬ但由于“只有祖辈是德国人ꎬ才是真正

的德国人”的思维模式已在德国生根ꎬ一些穆斯林即使获得了德国公民地位ꎬ仍
然被“真正的德国人”视为外族人ꎮ〔２８〕在政府层面ꎬ对穆斯林的包容程度也远远

不够ꎬ例如柏林市金融部部长蒂洛萨拉钦(Ｔｈｉｌｏ Ｓａｒｒａｚｉｎ)在 ２０１０ 年出版了在

德国影响巨大的著作———«德国自取灭亡»(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ｓｃｈａｆｆｔ ｓｉｃｈ ａｂ)ꎬ该书认

为战后德国的移民政策是个失败的政策ꎬ书中描绘穆斯林智力低下、依赖国家福

利ꎬ孩子太多ꎮ 这使德国的总体智商下降ꎬ德国人将变得越来越不优秀ꎮ〔２９〕２０１１
年 ３ 月ꎬ德国新就任的内务部部长弗利德里克(Ｈａｎｓ － Ｐｅｔｅｒ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在记者招

待会上指出ꎬ“伊斯兰是德国社会的一部分这一事实ꎬ未被德国历史所证实”ꎮ〔３０〕

与此相对的是ꎬ很多穆斯林也确实并不愿意完全融入德国社会ꎮ 调查表明ꎬ８６％
的穆斯林人认为ꎬ可以同时做一个好的穆斯林人和一个德国人ꎮ〔３１〕因此ꎬ他们愿

意在适度参与德国社会的同时ꎬ构建和参与一个与德国社会平行的穆斯林社会ꎮ
最后ꎬ从具体的措施来看ꎬ也存在一些问题ꎮ 例如在德语学习方面ꎬ由于大

多数穆斯林家长不懂德语ꎬ使穆斯林儿童、青少年在学校学习德语和以德语接受

教育时遇到了很多麻烦ꎮ 据统计ꎬ在土耳其裔穆斯林学生中ꎬ遇到学习方面的特

殊问题的比例是普通德国学生的 ２ 倍ꎬ而其失学率也是普通德国学生的 ２
倍ꎮ〔３２〕而由于语言和教育差距等因素ꎬ又使土耳其裔穆斯林族的失业率相对于

普通德国人也更高了ꎮ 在建立清真寺方面ꎬ部分州虽然持支持态度ꎬ但德国联邦

政府却并没有同意从“教会税”中拨款支持建立清真寺及伊斯兰组织的规定ꎬ而
罗马天主教、犹太教和部分新教派别均能从“教会税”中获得拨款而建立教堂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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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 ２０１５. ２学界观察



这使德国推动穆斯林融入社会的政策大打折扣ꎮ 在对穆斯林恐怖主义进行打击

时ꎬ也常常“殃及池鱼”ꎬ使穆斯林可能遭遇更多的不公正待遇和歧视ꎬ也可能威

胁到个人隐私和个人人权ꎬ从而也削弱了促进社会融入的政策效果ꎮ 例如德国

在 ２００８ 年曾经出台过“数据保留法”ꎬ该法要求电信公司保留公民电话通话、网
络使用等信息 ６ 个月ꎬ但该法却侵犯了个人隐私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ꎬ德国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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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及价值观ꎮ
〔３〕关于欧盟对少数民族的“社会融入”政策的具体内容ꎬ参见杨友孙:«欧盟少数民族“社会融入”政

策述评»ꎬ«河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ꎮ
〔４〕Ｔｈｅ １１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Ｈｏｍｅ Ａｆ￣

ｆａｉｒ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ＥＵ ｉ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４. ｈｔｔｐ: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ｗｓｉ / ｅｎ / ＥＵ＿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ｆｍ.
〔５〕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ꎬ ２００５.
〔６〕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８ / ８６７ / ＥＣ ｏｆ 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８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ｏ￣

ｐｌｅ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 ꎬ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Ｌ ３０７ ｏｆ １８. １１. ２００８.
〔７〕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对多元文化的包容ꎬ接纳ꎬ以缓和不同群体间的紧张关系ꎻ法国传统的

共和理念强调共同的公民身份ꎬ除此之外不再有其他的族群身份ꎮ 参见任梦格、常晶:«英国多元文化主

义政策的困境与反思»ꎬ«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ꎻ马胜利:«“共和同化原则”面

临挑战———法国的移民问题»ꎬ«欧洲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ꎮ
〔８〕Ｍｕｓｌｉｍ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Ｇｕｉｄｅꎬ ＢＢＣꎬ Ｄｅｃ. ２３ꎬ ２００５.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ｂｂｃ. ｃｏ. ｕｋ / ２ / ｈｉ / ｅｕｒｏｐｅ /

４３８５７６８. ｓｔｍ.
〔９〕Ｔｈｅ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ｆｅꎬ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ｕｓｌｉｍ Ｐｏｐｕ￣

ｌａｔｉｏｎ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１０〕Ｓｏｎｊａ Ｈａｕｇꎬ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 Ｍüｓｓｉｇꎬ Ａｎｊａ Ｓｔｉｃｈｓꎬ Ｍｕｓｌｉｍ Ｌｉｆｅ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ꎬ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Ｍｉ￣

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ꎬ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 ｉｓｌａｍ － ｋｏｎｆｅｒｅｎｚ. ｄｅ / ＤＩＫ / ＥＮ / Ｍａｇａｚｉｎ / Ｌｅｂｅｎｓｗｅｌｔｅｎ / Ｚａｈｌ￣
ｅｎＤａｔｅｎＦａｋｔｅｎ / ＳｔｕｄｉｅＭＬＤ / ｓｔｕｄｉｅ － ｍｌｄ － ｉｎｈａｌｔ. ｈｔｍｌ.

〔１１〕根据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的报告ꎬ德国穆斯林有 ６３％ 来自土耳其ꎮ Ｓｏｎｊａ Ｈａｕｇꎬ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
Ｍüｓｓｉｇꎬ Ａｎｊａ Ｓｔｉｃｈｓꎬ Ｍｕｓｌｉｍ Ｌｉｆｅ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ｓｌａｍ ꎬ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ꎬ ２００９.

〔１２〕Ｇüｎｔｅｒ Ｄüｒｉｇꎬ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ꎬ Ｉｎ Ｕｌｒｉｃｈ Ｋａｒｐｅｎ
ｅｄｉｔｅｄ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ꎬ Ｂａｄｅｎ － Ｂａｄｅｎ: Ｎｏｍｏｓ Ｖｅｒｌａｇｓ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出版

商)ꎬ １９８８ꎬ ｐｐ. １１ － ２４.
〔１３〕Ｐａｕｌ Ｇａｌｌｉｓꎬ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 Ｋｒｉｓｔｉｎ Ａｒｃｈｉｃｋꎬ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Ｍｉｋｏꎬ ａｎｄ Ｓｔｅｖｅｎ Ｗｏｅｈｒｅｌꎬ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８ꎬ２００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 ３３２. ｐｄｆ.

〔１４〕Ｇｉｓｓｅｎｄａｎｎｅｒꎬ Ｓｃｏｔｔ Ｓｔｏｃｋꎬ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２. ０: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ＮＧＯ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

—５３２—

德国推动穆斯林社会融入政策考察



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ꎬ ＡＩＣＧＳ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Ｇｅｒ￣
ｍ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１０９.

〔１５〕德国“国家融入计划”的英文版本ꎬ参见: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ａｕｓｄｅｒｋｕｌｔｕｒｅｎ. ｅｕ / ｍｅｄｉａ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ｌａｎ＿
ｆｌｙｅｒ＿ｅｎｇｌｉｓｃｈ. ｐｄｆ.

〔１６〕〔２４〕〔２８〕美国国会研究中心(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研究报告:Ｍｕｓｌｉｍ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Ｐｒｏ￣
ｍｏ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７ꎬ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ｆｗｏｒｌｄ. ｏｒｇ / ｄｏｃｉｄ / ４ｅ９６ｂ８１４２.
ｈｔｍｌ.

〔１７〕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ꎬＢｅｒｌｉｎꎬ ３０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ｓｏｃｉａｌ / ＢｌｏｂＳｅｒｖｌｅｔ? ｄｏｃＩｄ ＝ ２５４６＆ｌａｎｇＩｄ ＝ ｅｎ.

〔１８〕Ｒｅｕｔｅｒꎬ Ｌｕｔｚ 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ꎬ Ｉｎ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Ｊ. Ｗｏｌｆ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ａｃｅｄｏ
ｅｄｉｔｅｄꎬ Ｅｄｕｃａｔｉｎｇ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Ｃｉｖ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ｏｉｃｅ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２３１.

〔１９〕Ｊｏｙｃｅ Ｍａｒｉｅ Ｍｕｓｈａｂｅｎꎬ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ｅｒｇｈａｈｎ Ｂｏｏｋｓ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２９０.

〔２０〕Ｇｉｓｓｅｎｄａｎｎｅｒꎬ Ｓｃｏｔｔ Ｓｔｏｃｋꎬ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２. ０: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ＮＧＯ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ＡＩＣＧＳ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Ｇｅｒｍ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１０４ － １１０.

〔２１〕Ｐａｕｌ Ｇａｌｌｉｓꎬ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 Ｋｒｉｓｔｉｎ Ａｒｃｈｉｃｋꎬ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Ｍｉｋｏ ａｎｄ Ｓｔｅｖｅｎ Ｗｏｅｈｒｅｌꎬ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８ꎬ２００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 ３３２. ｐｄｆ.

〔２２〕Ｍｕｓｌｉｍ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Ｃａｎ'ｔ Ｓｋｉｐ Ｓｗｉｍ Ｃｌａｓｓꎬ Ｃｏｕｒｔ Ｒｕｌｅ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ｗ. ｄｅ / ｍｕｓｌｉｍ － ｓｔｕｄｅｎｔ － ｃａｎｔ －
ｓｋｉｐ － ｓｗｉｍ － ｃｌａｓｓ － ｃｏｕｒｔ － ｒｕｌｅｓ / ａ － ３３２３１５０.

〔２３〕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ｔ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ꎬ Ｆｒａｎｋ Ｊｏｒｄａ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ꎬＯｃｔ ２５ꎬ ２０１４. ｈｔ￣
ｔｐ: / / ａｂｃｎｅｗｓ. ｇｏ. ｃｏｍ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ｗｉｒｅＳｔｏｒｙ / ｎｕｍｂｅｒ － ｉｓｌａｍｉｃ －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ｔｓ － ｇｒｏｗｉｎｇ － ｇｅｒｍａｎｙ － ２６４４８５４８.

〔２５〕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Ｓｃｈäｕｂｌｅ 在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８ 日的讲话ꎬ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ｍｉ. ｂｕｎｄ. ｄｅ / ｓｈａｒｅｄＤｏｃｓ / Ｒｅ￣
ｄｅｎ / ＤＥ / ２００６ / ０９ / ｂｍ ｂｔ 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ｓｅｒｋｌａｅｒｕｎｇ ｚｕｒ ｓｉｌａｍｋｏｎｆｅｒｅｎｚ. ｈｔｍｌ.

〔２６〕Ｇｅｒｍａｎｙ ｔｏ ｓｅｎｄ ｒｉｆｆｌｅｓꎬ ｔａｎｋ ｂｕｓｔｅｒｓ ｔｏ ａｉｄ Ｋｕｒｄ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ｔｓ ｉｎ Ｉｒａｑꎬ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３１ꎬ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ｘ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４ / ０８ / ３１ / ｇｅｒｍａｎｙ － ｔｏ － ｓｅｎｄ － ｒｉｆｌｅｓ － ｔａｎｋ －
ｂｕｓｔｅｒｓ － ｔｏ － ａｉｄ － ｋｕｒｄｓ －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 ｉｓｌａｍｉｃ －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ｔｓ － ｉｎ / .

〔２７〕Ｗａｌｔｅｒ Ｈａｎｅｓｃｈ ꎬ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 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ꎬ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
ｓｉｏｎ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ꎬ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 Ｇｅｒｍａｎｙ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ꎬ２０１３. ｈｔ￣
ｔｐ: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ｓｏｃｉａｌ / ＢｌｏｂＳｅｒｖｌｅｔ? ｄｏｃＩｄ ＝ ９９３９＆ｌａｎｇＩｄ ＝ ｅｎ?.

〔２９〕Ｔｈｉｌｏ Ｓａｒｒａｚｉｎꎬ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ｓｃｈａｆｆｔ ｓｉｃｈ ａｂ ꎬ ＤＶＡ Ｄｔ. Ｖｅｒｌａｇｓ － Ａｎｓｔａｌ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ꎬ Ａｕｇｕｓｔꎬ ２０１０.
〔３０〕Ｇｅｒｍａ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Ｓｌａｍｍｅｄ ｏｖ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Ｍｕｓｌｉｍｓꎬ Ｓｐｉｅｇｅｌｏｎｌｉｎｅꎬ Ｍａｒｃｈ

３０ꎬ ２０１１.
〔３１〕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Ｇｅｒｍ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 ｐｏｓｔ － ｃｒｉｓｉｓ ｕｐ￣

ｄａｔｅｄꎬ ｈｔｔｐ: / /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ｉｃｇｓ.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９０５２.
〔３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ꎬ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ꎬ Ｍａｒｃｈ １４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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