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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 4 年，对于默克尔即将开始
的下一个任期，舆论更多持谨慎甚至悲
观的论调。如一些外媒所言，复杂的选
后政治格局将对默克尔的领导力构成严峻考验。如何组阁，如何平
衡党派之间的利益分配，如何磨合不同党派的政策分歧，都是迫在
眉睫的问题。

崔洪建认为，在新的格局下，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或许很难指
望德国腾出太多精力处理对外事务。

然而，对于这个欧盟最强大的经济体，世界尤其是欧洲依然十
分关注德国在大选之后可能的方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 25 日表
示，鉴于全球面临的重要挑战，德国应尽快组建一个强大的联合政
府，帮助塑造欧盟的未来。

对此，西班牙 《国家报》 认为，无论德国是否继续沿用“大联
合政府”模式，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新议会将发出更多反对欧洲计
划的声音。因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既定事实是，以不宽容、排外主义
和反欧洲作为自己身份标签的选择党，得到了战后德国任何右翼政
党都未曾得到的民意支持。

路透社也认为，未来4年，默克尔将
不得不应对选择党所代表的一股更具对
抗性的反对势力。对于新联合政府来

说，更加深度融合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将更有挑战性。
阻力的背后是欧洲右翼力量快速兴起的现实。“这次大选结果表

明，目前民粹主义抬头带动欧洲政治整体的右倾和保守化已是一个
不可否认的事实。虽然这次主流政党依然掌权，默克尔也能继续连
任，但是德国社会的分裂和碎片化已经非常明显。大党往下掉，小
党往上走，这本身就表明这种动向。”崔洪建说。

如西班牙 《国家报》 所言，尽管在席卷欧盟的持续危机中，持
欧洲怀疑论或反欧党派遍地开花并不新鲜，但这些党派能在德国找
到生长的沃土仍旧令人惊讶。“因为德国的文化特性，它的社会表面
看似平静，实际可能已经蕴藏着分歧和矛盾，这是值得警惕的。未
来一段时间，如果欧洲国家不能很好地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那么
民粹化和保守化的趋势还会继续，并将在各个国家以不同的形式呈
现出来。”崔洪建指出，对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而言，这次大选无疑
是一记响亮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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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德国联邦议
院选举结果出炉，德国
总理默克尔领导的联盟
党获得最多选票。如果
组阁顺利，已担任总理
12年的默克尔将迎来她
的“第四任期”。然而，
不少外媒纷纷认为，默
克尔的这份胜利有些

“苦涩”，因为她同时还
要接受的结果包括：联
盟党得票率大幅下降；
右翼政党选择党跃升为
第三大党。

随着德国政治光谱
明显向右推移，一个前
所未有的局面给德国乃
至整个欧洲带来不可轻
视的警示。

对于近年来频现“黑天鹅”的国际
政坛而言，刚刚出炉的 2017 年德国大选
结果可谓一剂定心丸。

根据 9月 25日凌晨出炉的初步计票结果，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
领导的联盟党 （由基民盟和基社盟共同组成） 获得33.0%的选票，保
持联邦议院第一大党地位。在连任12年总理之后，默克尔锁定她的
第4个任期几成定局。这在人们的预期之内。

不过，胜利并未迎来尽情的庆祝。毕竟，看似没有悬念的结果
却仍有不少意料之外的枝节。如俄罗斯 《消息报》 所说，很少有人
怀疑默克尔将继续担任总理职务，但这不代表本次选举缺乏复杂情
节和变革。

德新社报道称，初步统计结果显示，联盟党本次得票率比上次
大选减少 8.5个百分点，仅算“惨胜”。此外，议会另一大党社会民
主党支持率也下滑到 20%左右，创造了该党在联邦德国历史上的最

低纪录。
与之相应的是，以反欧盟、反难民

等为口号的右翼政党选择党异军突起，
以 13%的得票率一跃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在此之前，德国国内舆论
曾普遍认为，这个成立仅4年的政党只可能获得5%左右的选票，勉
强“挤进”议会的门槛。

面对大选结果，英国 《每日邮报》 引述欧洲历史学者的话称，
这是自二战以来，右翼民族主义政党首次在德国议会中赢得大量议
席。该报直言，对于默克尔来说，这场选举实际是一场政治地震。

法国《费加罗报》25日也引述法国政府发言人克里斯托夫·卡斯
塔内的话称，这次大选对于默克尔而言是一次痛苦的胜利，因为极
右翼通过选举不仅在德国，也在其他地方“崛起了”，这一点引人注
目。

担忧，而非喜悦，似乎成为此次德国大选之后弥漫的主基调。

惨淡的胜利

作为德国政坛名副其实的“常青
树”，默克尔领导联盟党赢得这次大选，
与其在此前三届总理任期内取得的可观
成绩密不可分。有分析认为，德国经济正处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以来的最好时期，创下历史新低的失业率更为默克尔加分不少。

“当前，欧洲整体形势让人缺乏安全感，默克尔作为一种稳定的
象征，可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此外，几大主流政党在此次大选
中合作默契，在把控舆论、把握议题等方面更有经验。”中国国际问
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这些
因素都增加了默克尔的胜算。

德国 《图片报》 日前也评论称，默克尔具有让对手难以诟病的
向心力，使得“两大党派之间的分歧逐渐消除”。

不过，对于默克尔来说，这次大选结果相比预期还是有些惨
淡，暴露的问题远比取得的胜利更值得关注。

选举之前，英国 《金融时报》 就称，作为欧洲难民潮以来德国
的首个全国性选举，此次大选结果也被解读为选民对默克尔难民政

策的信任投票。而在英国广播公司看
来，此次大选成为基民盟在默克尔领导
下 12年来成绩最差的一次，很可能正是

她决定向上百万难民敞开国门的结果。
据悉，民调显示，在这次大选中，有超过100万支持联盟党的选

民“倒戈”支持选择党。一些分析认为，反难民的政治主张正是
“年轻的”选择党强势进入德国议会的重要原因。

“难民危机等政治问题的确给默克尔带来一定的反对者。同时，
还有一些声音认为，默克尔的任期太长，不符合所谓的民主体制。
目前，德国社会出现一种讨论，认为默克尔之所以会在政治上出现
一些问题，连续两届的‘大联合政府’模式可能是一个原因，两个
大党合在一起，屏蔽了一些反对声音，影响了决策的合理性。”崔洪
建指出，右翼政党选择党的迅速崛起和主流大党的人气下降是互为
因果的，“选择党最大的支持者来源是那些曾被主流政党所遗忘的、
对政治感到厌倦的选民，而他们被重新点燃的参与政治的热情，正
是建立在对政府的批评和反对之上”。

暴露的问题

响亮的警钟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9月25日正式宣布，他将于28日召集
临时国会，并在临时国会伊始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虽
然安倍称他此举是为克服“国难”，但日本舆论批评他是为躲
避在野党对其所涉丑闻的追究而强行为政权“续命”。

强行解散为“续命”
在25日傍晚举行的记者会上，安倍称，为了与国民共同

克服“国难”，必须倾听国民的声音，此次解散众议院是“国难
突破解散”。

不过，安倍关于解散理由的这些说辞与日本舆论的看
法显然不同。许多媒体和专家指出，安倍解散众议院提前
大选其实另有所图。

今年六七月间，森友学园和加计学园等丑闻导致安倍
内阁支持率一度跌破 30％。这两起丑闻的相关调查结果预
计将于10月相继出台。日本许多媒体都指出，安倍选择在
临时国会伊始解散众议院，是为了防止在野党在临时国会
上就这些丑闻对他进行追究。

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纐缬厚认为，被丑闻逼至墙角
的安倍此次无视民众要求弄明真相的呼声，为维持自身政
权而一意孤行提前解散众议院。“为政权续命”是安倍此次
解散的本质目的。

此外，抓住在野党尚未做好准备的时机攻其不备也是安
倍提前大选的一个目的。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
真表示，安倍急于解散众议院是因为他认为目前的时间点对
执政党最有利：内阁支持率较8月初改组前有所回升；最大在
野党民进党党势持续低迷；最有可能对安倍自民党构成威胁
的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一派的新党尚未真正成形。

在野党匆忙应战
面对安倍的“突然袭击”，在野党开始匆忙应对选战。
从最大在野党民进党方面看，自7月初的东京都议会选

举以来，该党爆发退党潮，党内议员纷纷出走。尽管该党本

月初选出了新党首前原诚司，但他暂时还难挽颓势。
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的新党则在加速组建。小池 25

日宣布结成新党“希望之党”并亲自出任党首。
小池势力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被许多选民视

为可取代自民党的候选项，现有政党中的一些人正在向小池
势力靠拢。分析人士认为，提前大选加速了日本政治势力的
分化组合，小池新党的加入将进一步推动各方势力重新洗牌。

此外，为在选举中共同对抗自民党势力，各在野党还
在探讨联合推举候选人事宜。不过有分析认为，由于各在
野党政治主张差异较大，它们要保持一致以实现“在野党
共斗”难度不小。

选举结果将如何
关于选举结果，安倍在记者会上说，他将此次大选获胜

的标准定为自民党和公明党执政联盟赢得过半数席位。分
析人士认为，由于修宪需要获得2/3以上议席，安倍这一表态
意味着他的首要目标是维持政权而非修宪。

从安倍在记者会上的发言和日本媒体的相关报道来看，
朝核问题、修宪问题、消费税问题或将成为选战的几大重要
议题，但这些话题都充满争议，不一定有利于自民党。

此外，一些专家和在野党认为，安倍毫无理由肆意解
散众议院的行为存在违宪争议。预计这也将成为大选中争
论的一个重要议题。

纐缬厚认为，目前民众对自民党缺乏信任，民进党持
续瓦解，小池新党即使成立也存在知名度不足和政策不透
明等问题。自民党虽呈现衰落倾向，但在野党势力难以团
结一致，因此自民党在选举中虽难大胜，但也不排除获得
一定优势的可能。

伊藤真则认为，虽然目前形势对执政党有利，但安倍
的修宪企图不得民心，而且在野党已经明白，在此次选举
中如不团结一致就无法取得胜利。它们或将竭尽全力把危
机化为转机。

安倍能否借解散众议院脱困
新华社记者 王可佳

安倍能否借解散众议院脱困
新华社记者 王可佳

多年来，根本性的外形变化和技术突破较少
发生在船舶制造业上。船舶设计在科技发展突飞
猛进的当下是否有机会发生重大改变？陆地交通
工具上已经采用的先进技术能否被应用于在海洋
中行驶的轮船？答案不言而喻。

近日，在美国加州，一名工程师坐在电脑
前，手握桌前的操纵杆。他不是在玩电子游戏，
而是在远程操控数千公里外苏格兰海岸附近的一
艘大型货船。工程师手中的操纵杆通过卫星与货
船相连，这让他能够精确地控制船的行动。这项
实验由芬兰一家能源技术公司主导，工程师们可
以在半个地球之外控制自动化的货船。该公司认
为，未来的智能船只将允许船主更有效地控制船
只的运动，减少燃料消耗和碳排放。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技
术成本的下降和某些航运领域劳动力短缺，自动化船

舶正以超过预期的速度到来。同时，碳排放量高的大
型商业船舶设计制造将会在不远的将来获得改变。

欧盟最近推出了一个“纤维船”项目，为超
过 50米长的货船开发复合材料船体。挪威船级社
项目经理、船舶设计教授沃尔克·波特拉姆表示，
对于包括客船在内的许多船只来说，采用复合材
料建造的船体可以极大地减轻船只重量，从而提
高燃油效率，并增加货物的容量。

日本的经济船用动力公司则正在开发一种可以
安装在货船上的太阳能电池板。该公司首席技术官
格雷格·阿特金森认为，当前许多大型货运船只仍然
需要引擎和传统燃料，而风能和太阳能可以减少化
石燃料的消耗，他希望未来轮船80%的能源来自于
风帆的作用，还有20%来自于太阳能电池板。

未来，在科技的助力下，水上的“庞然大
物”将不断创新，并且不断造福我们的生存环境。

《中俄对话：2017模式》发布
本报北京9月26日电（记者 汪灵犀）《中俄

对话：2017 模式》 报告今天在北京发布。这本凝
聚了中俄两国 18名顶尖专家心血的著作，对中俄
关系的现状进行了梳理总结，也对两国关系未来
发展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由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和新华社世界问
题研究中心主办的 《中俄对话：2017 模式》 报告
发布会暨当前中俄关系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
官员及专家学者围绕中俄关系现状和未来发展进
行了讨论。

《中俄对话：2017模式》报告以中文和俄文两
种语言发行，俄文版此前已在莫斯科发布。报告
重点介绍了 2016 年以来中俄政治、经贸、军事、
人文等领域的合作情况，“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
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取得的新进展及存在的问题。

北京大学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关贵海表示，报
告内容“全面”“新鲜”，将中俄双方的观点“以
建设性方式融合在一起”。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
心研究员盛世良指出，报告“坦率、坦诚”，具有
权威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前武官王海运认为，中俄
关系具有广泛而强大的内生性，双方战略利益接
近，战略理念相通，发展要素互补，必须坚定不
移地联手合作。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万成才说，
今后中俄要继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开
展更加密切的合作，以更好地维护本国安全、主
权和发展利益，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

科技铸造科技铸造

未来船舶未来船舶
林小艺林小艺

图为挪威康斯伯格公司开发的亚拉·伯克兰号
自动化运输船。 资料图片

国际宇航大会举行
为期 5 天的第 68 届国际宇航大会 9 月 25 日在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会展中心开幕，逾 4000名来自
世界各地的宇航员、航天机构和企业代表、专家
学者、青年学生等出席。国际宇航大会自 1950年
以来每年举办一次，是世界航空界的最大盛会。
图为在阿德莱德会展中心，人们在第 68届国际宇
航大会上参观。 新华社记者 徐海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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