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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选举爆冷：传统政党失守 新兴势力上位

民粹主义给欧盟未来添变数
杨 宁 尹昊文

环 球 热 点

当地时间5月 26日，欧洲
议会选举落下帷幕。据美联社
报道，欧洲议会发言人表示，
这次选举的投票率达50.5%，是
近20年来最高的一次，较2014
年举办的上一届选举多出近 8
个百分点。

欧洲议会于1979年举行首
次选举，当时的 9个会员国投
票率为 62%。其后，尽管欧盟
会员之后增至28国，每5年举
行一次的欧洲议会选举，投票
率却连连下滑，2014 年仅为
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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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疗队向卢旺达捐赠药械
中国第19批援助卢旺达医疗队5月29日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

向当地的马萨卡医院移交一批中国捐赠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中国驻卢旺达大使馆经商参赞王嘉欣在捐赠仪式后接受采访

时表示，近年来每批医疗队都会向卢旺达医院捐赠物资，解决当
地医院药品和医疗器械匮乏的问题。中卢两国间卫生合作历久弥
新，合作规模逐渐扩大。

马萨卡医院院长乌维泽耶在捐赠仪式后对新华社记者表示，
中国捐赠的药械将用于治疗病患和培训医护人员，帮助当地民众
改善卫生健康状况。马萨卡医院对卢中两国间卫生合作及中国医
疗队的工作充满感激。

据介绍，中国医疗队还将向卢旺达东南部的基本戈医院捐赠药械。

欧亚经济委员会会议在哈举行
欧亚经济联盟最高权力机构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5

月29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举行，与会各方讨论了欧亚经
济联盟相关热点问题和发展前景。

根据欧亚经济联盟官网上的消息，与会各方就欧亚经济联盟
相关热点问题和发展前景进行了讨论。本次会议通过了包括 《欧
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关于欧亚经济联盟成立5周年联合声明》
在内的18份文件。

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轮值主席、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
扬在会议上说，当前欧亚经济联盟发展稳定，朋友圈持续扩大，
为各成员国经济和商业发展不断带来新机遇。

南非总统宣布削减新政府部门
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5月29日晚在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

宣布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新政府部门数量由36个减为28个。
此次被合并的部门包括高等教育部与信息科技部、环境部与

森林渔业部、矿业部与能源部等。拉马福萨此前曾承诺精简政
府，以减少开支，着力发展经济。

在新内阁名单中，戴维·马布扎将继续担任南非副总统，蒂
托·姆博韦尼和普拉温·戈尔丹将分别留任最受关注的财政部长与
公共企业部长。

姆博韦尼曾先后担任南非劳工部长和储备银行行长，在财
政、经济决策和管理方面经验丰富。他于去年10月接替因深陷腐
败丑闻而辞职的前财长奈内，被外界视为财长的最佳人选。戈尔
丹曾两度出任财政部长，后被撤换。2018年初拉马福萨接任总统
后，重新起用他负责公共企业部，整顿国有企业。

南非金山大学经济与商业学院院长詹尼·罗索乌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些部门被合并传递出“积极的信号”，缩减内
阁将大幅减轻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

土美总统通电话讨论双边关系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5月 29日通电话，讨

论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
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办公室主任法赫尔丁·阿尔通当天在社交媒

体上说，两位领导人在电话中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埃尔
多安再次提议就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问题成立土
美联合工作组。阿尔通说，双方同意在6月于日本大阪举行的二十
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

美国白宫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美土总统当天在电话中讨论了
一系列双边问题，包括增加双边贸易、美方削减进口土耳其钢材
关税以及土方计划购买 S-400 防空导弹系统问题。双方也商讨了
下月在日本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继续讨论相关问题。

2017年 12月，土耳其和俄罗斯就购买俄制 S-400防空导弹系
统签订协议。美国等北约国家多次警告土耳其不要购买这一俄制
系统，担心此举或有助于俄方今后定位及追踪美国及盟国的F-35
战机。美国今年4月宣布，暂停向土耳其提供F-35战机零部件。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发）

联合国人居大会高级别会议召开联合国人居大会高级别会议召开

吕 帅摄吕 帅摄

首届联合国人居大会高级别会议 5 月
29 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肯尼亚、
南苏丹、也门等国领导人在会上呼吁更多
国家支持联合国人居署工作，以更好应对
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诸如住房、就业和气
候变化等挑战。

上图：会议现场。
左图：肯尼亚总统肯雅塔 （右三） 在

会议上发言。

社会撕裂 政治右倾

《华尔街日报》指出，在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欧盟
各国的投票人数超出预期，这正撼动着欧盟政治体制。

德新社表示，如果说欧洲议会选举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了欧盟的状态，那么有一点是明确的：选民要求
变革，但不是从根本上对欧洲进行重新设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王朔说：
“自欧元区债务危机以来，欧洲经济发展一直不尽如
人意。一部分人希望通过投票，表达自己的主张，从
欧盟层面解决问题。一部分人单纯地希望增加一些新
面孔，这造成了传统党派的选票流失。还有一部分
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进行投票惩罚。这些人促成
了投票人数的增加。”

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欧洲议会选举
之后，欧盟传统的中间地带四分五裂，欧洲各国的民
粹主义者和右翼民族主义者纷纷宣布获胜。过去 40
年主宰欧盟的两个中间派政党在欧洲议会中失去了过
半的多数席位，欧洲怀疑论者和民粹主义者议员的数
量创历史新高。

德国之声网站表示，分布在3个欧洲议会党团的
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的议席将增加至177个，这
比其目前的议席增加了23个。欧洲议会总共有751个
议席。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说：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根源是欧洲经济不景
气，以及衍生出的难民、英国脱欧等社会问题。这导
致近年来欧洲政治整体右倾，反应在此次选举，就是
民粹主义党团的崛起。这些党团在社会治理上相对保
守，强调来自国家层面的保护；在经济政策上则强调
自由，希望经济环境相对宽松，以刺激增长。”

王朔指出，此次欧洲议会选举反映出的最明显问

题是欧洲社会的撕裂。虽然传统的中左翼和中右翼党
团依然占有优势，但以前那种两个党团瓜分大半选票
的情况没有再出现，两个党团加起来没有过半，这是
欧洲政治分化的直接后果。

绿党得票 史上最佳

据法新社报道，就算加上形形色色的联盟，极右
翼、疑欧者和反欧者总计也依然远不到议会多数的
376席门槛。分析家认为，民族主义政党和疑欧政党
的势头遭到了很大遏制。虽然整体右倾依然不可阻
挡，但至少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未能大获全胜。

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绿党的崛起。法新社
指出，绿党党团有希望成为目前政治图景中不可或缺
的对话者。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在法
国，绿党得票率排名第三。在德国，绿党的得票率更
是冲到第二。在从爱尔兰到芬兰的多个国家，绿党都
有不错的斩获。因此，在新一届的欧洲议会中，绿党
将拿下超过70席，达成自己的史上最佳战绩。

崔洪建表示，绿党崛起是欧洲政治中一个非常鲜
明的现象。绿党被划分在相对左的阵营，其崛起本身
代表了对极右翼的反动。而传统的中左翼党团拿不出
发展良方又缺乏真正解决分配问题的勇气，逐渐失去
普通民众的支持。因此，绿党又区别于传统的左翼。
而且，绿党更贴近年轻人，它关注气候变化和环保问
题、强调社会有序性，这些主张迎合了全球化环境中
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某种程度上，绿党更年轻、更
理想化。

王朔指出，近些年，欧洲政治碎片化的情况越发
严重。原来的政治光谱比较简单，只分左、中、右。
但现在的政治光谱被细分成极左、左、中左、中、中
右、右、极右，甚至还要细分。这导致没有一个党团

可以代表大多数人，欧洲政治权威正在流失。

新旧并立 三分天下

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此次欧洲议会
选举中，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战胜了现任总统马克
龙。德国选民抛弃了该国两个传统党派，令社会民主
党遭遇滑铁卢。

“欧洲议会选举更像一次政治测试。”王朔说，
“可以看到，传统党派的得票率普遍不高，民众借机
表达对现政府的不满。虽然欧洲议会选举反映的民意
和国内选举有所差异，但现政府依然需要作出应对。
如果应对不当，这次选举的影响可能会扩大。”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尽管韦伯领导的欧洲
人民党党团仍是新一届欧洲议会中最强大的力量，但
他当选下一任欧委会主席的机会没有增加。

王朔表示，今年是欧盟各机构领导人的换届年。
人民党党团和社民党党团席位相加不过半，这给韦伯
的当选埋下隐患。马克龙代表的中间派明确反对以往
的推举做法，认为有失权力平衡。如果欧委会主席人
选产生变化，欧盟其他机构领导人人选可能也会随
之产生变化。

崔洪建指出，本次欧洲议会选举，是今年欧盟政
治变化的开端。中左翼和中右翼党团，占据欧洲政治
舞台的中央，把控大局的局面，已经逐渐改变。目
前，中左、中右党团作为传统政党阵营，自由党和绿
党党团作为更具有改革意识的力量，以及具有反建制
色彩的极右翼党团，三分天下的格局正在形成。未
来，随着新兴势力的崛起，欧盟层面的政治议题会逐
渐出现多元化和碎片化的现象，决策效率会越来越
低，政策执行难度也会越来越大。民粹主义声音的增
加，还可能引起欧盟对外政策的变化，自由包容的对
外理念受到冲击，保护主义情绪进一步酝酿。

近日，历时39天的印度大选落下帷幕，这场“马拉松”
式的角逐最后以印度人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而告终，人
民党领袖莫迪将在未来5年继续担任印度总理。

延续经济改革政策

据法新社消息，当地时间5月24日，印度选举委员
会公布的大选最终计票结果显示，现任总理莫迪领导的
人民党获得下院 303个席位，超过总议席数的一半，继
2014年后再次赢得全国大选。相比之下，主要反对党印
度国民大会党所获得的52个席位有些“黯然失色”。

相关分析认为，莫迪的连任“没有悬念”。据印度
外交部称，甚至在最终选举结果发布之前，俄罗斯总统
普京、法国总统马克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澳大利亚
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多国领
导人就已致电祝贺。

“莫迪的连任可以保持印度政府经济改革政策的延
续性，有利于坚定国内投资者和国际投资者的信心，成
为印度未来发展的强大驱动力。”西华师范大学印度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龙兴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

推行“邻国优先”外交

5月27日，《印度斯坦时报》网站报道称，即将开启
第二任期的莫迪说：“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拥有同一个
目标、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以重拾印度在世界秩序中
应有的地位。”报道称莫迪计划在5年内达到这一目标。

据印度《德干记事报》报道，2018年，印度外交部
长辛格在印度上院公布莫迪出国访问旅行支出的详细情
况时表示，自 2014 年上台至 2018 年同时期，莫迪共出
访 42 次，访问了 84 个国家，这促使印度的外国合作伙
伴加强了对其重点项目的参与。

龙兴春认为：“做好邻国工作和拥有良好的周边环
境是成为大国的基础，莫迪在第一任期内出访过多个邻

国，甚至对巴基斯坦有过‘闪电式’访问。连任后将继
续推行‘邻国优先’外交政策，努力恢复与邻国的良性
互动。”

据马尔代夫媒体5月28日报道，莫迪将把马尔代夫
作为连任后首次出访的目的地，表明了印度对这个印度
洋群岛国家改革的支持，这也是他自2014年上任之后首
次访问该国。6月他还将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
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
集团峰会，将“莫迪式”外交继续推进。

应管控好印巴分歧

“莫迪的外交策略使印度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持
续提升，在他新任期内将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龙兴
春指出：“而在南亚地区，能否处理好与巴基斯坦的关
系是印度外交成败的关键。”

5月26日，印度和巴基斯坦领导人进行了自2月空袭
行动以来的首次电话交谈。印度外交部26日发表声明称，
在此次交谈中，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祝贺莫迪连任，
并表示希望两国共同努力提高人民的福祉。莫迪在回应
中强调，两国需要建立互信并创造没有暴力和恐怖主义
的环境，合作推进本地区的和平、进步与繁荣。

巴基斯坦总理向莫迪伸出“橄榄枝”，或许可看作
两国关系的新开端。龙兴春认为，莫迪在接下来的任期
内应着力管控与巴基斯坦的分歧，中断多年的高层交往
或可恢复，两国之间的矛盾如果能得到较好的控制和解
决，将为印度提供良好的周边环境支持。

据 《印度经济时报》 5月27日报道，印度外交部的
两位消息人士说，印度将不会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参加莫
迪于30日举行的就职典礼。《印度快报》 28日提及巴基
斯坦外长库雷希对此的回应：“莫迪面临的国内政治环
境不允许他向巴基斯坦总理发出邀请。”

龙兴春指出：“如果继续与巴基斯坦僵持，南亚区
域的合作就是一盘散沙，实际会对印度产生不利影响。
但这是一个短期内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

莫迪连任 印度续追大国梦
李笑然 曹文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