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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初选选就就出出局局
萨科齐总统梦碎，法国极右翼少了个对手

内外形势帮大忙

默克尔连选连任的传言一
直就有。默克尔在20日说，她本
人曾多次被问及是否会再度参
选，当时她的回答是将选择“适
当时机”宣布决定。“现在就是合
适的时机”。

据德媒报道，默克尔今年９
月的民众满意度为４５％，一个
月后升到５４％，支持率趋于回
升。分析人士认为，默克尔最艰
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正朝
着对她有利的方向发展。默克
尔选择此时宣布谋求连任，时
机拿捏得十分精准。

从国内形势看，难民政策
的负面效应正逐步得到控制。
今年７月德国接连发生暴恐事
件时，默克尔政府始终拒绝把
这些事件与难民政策挂钩，这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政治止损
作用。同时，默克尔政府前期采
取的一系列难民管控安置措施
最近已开始逐步显现成效。此
外，默克尔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打
击恐怖主义，最近几个月来没有
再发生严重暴恐事件，大大缓解
了民众的恐慌情绪。

从国际形势看，特朗普当
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法国
右翼上台几成定局等一系列因

素在欧洲各地普遍催生出不安
全感。相比之下，德国政治相对
稳定，经济可圈可点，在欧洲事
务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日益凸
显。默克尔的领导力有口皆碑，
自然成为欧洲今后一段时间迫
切期待的“稳定因素”，德国民众
对她的期待也被推高。

“自由西方捍卫者”

默克尔考虑数月终于宣布
参选，新华社前驻柏林记者班
玮认为，这让德国政坛长舒一
口气，连她党内党外的反对者竞
争者都或多或少地表示欢迎。因
为在这么个内忧外患的乱世，德
国政坛还没有一人能像她一样
能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

首先，尽管默克尔因为难
民政策民意支持率下降，但仍是
德国名望最高的政治领导人，她
领导的基民盟支持率领先第二
大党社民党１０个百分点，尽管社
民党最近透出有意挑战的口风，
但目前看并不具备实力。

其次看执政联盟，默克尔
的党内要员无人能够替代默克
尔。对默克尔再次出马，基民盟
内部已经完成协调，基社盟也
公开承诺将全力支持。

再从欧洲政坛看德国，没
有哪个德国政界人士有默克尔

的影响力，她也是欧洲目前任
期最长的领导人。班玮说，在英
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特朗普获
胜之后，默克尔被美国《纽约时
报》称为“自由西方的最后一个
捍卫者”，尽管她本人认为这个
提法太过了，却从一个侧面显
示出默克尔的政治影响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
究所所长王义桅认为，在欧洲
层面，默克尔的政治作用不可
或缺。经济低迷、移民问题、安
全问题以及欧盟的离心情况，
都需要有威望的政治家聚拢各
国的力量。王义桅说，反全球化
浪潮值得警惕，德国内部也存
在这一倾向，需要从政治上予
以应对，这需要“强力领导人”。
环视欧洲政坛，默克尔被公认为

“欧洲活着的真正有为的政治
家”，西方社会，包括欧洲国家，
都希望政治上、社会理念上保留
主流价值观。由此而言，默克尔
连任，其含义超越了德国、欧洲，
对整个西方都有重要影响。

连任路上障碍多

默克尔本人对选举前景持
谨慎态度。她在宣布谋求连任
时表示，明年的大选“不是一件
轻松的事”。

有分析人士指出，如何处

理好难民问题以消除民众不
满，如何防止恐袭以确保社会
安定，仍然是默克尔连任道路
上的两个主要障碍。

班玮认为，默克尔面对的
主要困难是难民政策，她还必须
正视党内的不团结，最重要的
是，她要面向社会大众，回应被
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上台
放大了的中产阶级挫败感。英国

“脱欧”和特朗普上台极大地鼓
舞了德国的反建制派，为他们在
难民问题、贸易自由化等问题上
煽动选民的不安情绪提供了外
在的精神支持。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
心主任辜学武预计，默克尔会在
选前陆续出台一些新措施以增

强德国民众的安全感，如强制遣
返非法进入德国的“经济难民”、
大力推进难民同化政策等。

在欧盟和国际层面，默克
尔也有困难。班玮认为，英国

“脱欧”后，欧盟摆脱危机现在
得靠德法轴心并主要靠默克尔
提供领导力。默克尔谋求“三连
任”，德国国内和欧洲盟国总体
上是欢迎的，但不能因此忽视
她的“政治疲态”，以及当前欧
洲成堆问题带来的挑战。而且，
所有大选的最大变数，是竞选
期间影响选民情绪的重大突发
事件，比如暴力恐袭，所以默克
尔２０日也承认，她面对的是“德
国统一以来最艰难的选举”。

综合新华社等消息

没抓住民众痛处

观察人士认为，萨科齐被
淘汰、菲永拔头筹，表面看来出
人意料，其实却在情理之中。菲
永后来居上凭借的是受到选民
高度认可的主张。他在选战中
提出三大优先目标：释放经济
活力、恢复国家权威、重申法国
价值观。他还提出未来５年削减
财政赤字１００亿欧元、禁止出国
参加恐怖组织的法国人重返法
国等１５项具体主张，涵盖了法
国选民最关注的就业、移民和
反恐三大议题。在社会理念上，
菲永比较保守，是传统右派。

法国参议院共和党党团代
表布鲁诺·勒泰洛指出，与朱
佩、萨科齐相比，只有菲永全面
把握住了当前法国人的心态，
他认识到“法国人对于社会经
济地位下滑和失去身份认同的
恐惧实际上是同一种焦虑”。同
时，菲永在电视辩论中充分展
现了集萨科齐的果断和朱佩的
稳重于一身的形象，这也使喜
欢他的人越来越多。法国民调
机构“舆论之路”在共和党初选
首轮投票前的最后一次民调显
示，菲永的支持率已从最初参
选时的１０％左右飙升到２５％。

菲永胜出与此次共和党初
选的选民构成也有关系。共和
党此次规定初选虽然定位为

“中右翼初选”，但左翼选民也
可参加投票。这样的安排对萨
科齐的选情直接造成影响。“舆
论之路”２０日进行的调查显示，
约４２％的左翼选民投票的目的
是为了“阻止萨科齐获胜”。法国

《费加罗报》报道，极右翼政党国
民阵线的支持者中，也有不少人
参加投票以阻止萨科齐获胜，因

为他们认为具有“民粹主义”色
彩的萨科齐如果成为共和党总
统候选人，将影响国民阵线领导
人玛丽娜·勒庞的选情。

“特朗普效应”明显

在接下来一周内，菲永和
朱佩将展开最后较量，以争取在
１１月２７日的共和党初选第二轮
投票中胜出。胜者将代表共和党
参加２０１７年法国总统大选。

从选票流向看，菲永占有
一定优势。２０日晚，萨科齐未等
投票结果完全公布，便公开承
认失败并表示将在第二轮投票
中支持菲永。另一位竞选人、前
农业部长勒梅尔也于当晚宣布
支持菲永，他在第一轮投票中
获得约２．４％的支持率。民调预
计，菲永将在第二轮投票中以
５６％的得票率胜出。

目前，法国由社会党执政，
但社会党籍总统奥朗德民意支
持率低迷；而打着民粹主义和
排外旗号的国民阵线也引起不
少选民警惕，因此中右翼候选
人与这两派对阵时都有一定胜
算。而此次左翼选民参加中右
翼政党投票的原因一方面是认
为明年大选左派必败；另一方
面则是担心玛丽娜·勒庞进入

“决赛”。这些判断无疑让明年
的总统大选更具悬念。

对于此次法国共和党初
选，英国《卫报》发表社评称，特
朗普胜选在欧洲引起的连锁效
应以法国最为明显，这个有着欧
洲大陆最大极右翼政党的国家
即将展开一场关键的选举。评论
称，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距离执
政只有一步之遥，而唯一能阻止
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上台的只
有中间偏右政党。据新华社等

法国２０１７年总统竞选２０日爆出冷门：前总统萨科齐在当天举行的中右翼政党共和党初选首轮投
票中意外被淘汰；而此前在选战中相对低调的前总理菲永则拔得头筹，赢得约４４％的支持率，超出此
前被舆论普遍看好的另一位前总理朱佩约１６个百分点。

冲冲击击““三三连连任任””
默克尔终于表态，想当欧洲“定海神针”不易

德国总理默克尔２０日正式表态将参加明年９月举行的德国大选，并谋求连任。她表示，这次选举
将是德国统一以来最困难的一次。如果默克尔能在２０１７年大选中获胜，将开始她的第四个总理任期。
德新社认为，此举不仅对德国，而且对政治动荡的欧洲关系重大。

20日，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巴黎发表讲话时稍作停顿。 新华/路透

20日，在德国柏林，德国总理默克尔准备出席新闻发布会。 新华/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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