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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荷兰兰对对民民粹粹说说不不，，欧欧洲洲松松了了口口气气
极右翼自由党折戟议会选举，未能成为第一大党

吕特将着手组联合政府
很可能第三次出任首相

根据出口民调，自由民主
党赢得众议院１５０个席位中的
３１个，继续保持第一大党地位，
保住了优先组阁机会；自由党、
基督教民主联盟、六六民主党
分别赢得１９席；绿色左翼党赢
得１６席；社会党赢得１４席。选前
与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的工党
仅获９席。无政党赢得过半议席
数。荷兰选举委员会将于２１日
正式公布选举计票结果。

15日晚，面对数千名支持
者，吕特说，整个欧洲今晚都在
关注荷兰。自由民主党所得席
位虽然比现在的４０个议席略有
减少，但考虑到选前民调中自
由民主党与自由党的支持率长
时间不相上下，甚至后者常常
领先，这个结果对自由民主党
来说已算得上是惊喜。

吕特在15日晚的庆祝集会
上说：“今晚，荷兰在英国‘脱
欧’和美国大选之后，止住了错
误形式的民粹主义的脚步。”他
还说，荷兰政党将组建一个稳
定的政府，在未来数周至数月
使国家恢复团结，在未来４年理
性地领导和治理国家。

虽然这一结果意味着吕特
的自由民主党需要联合3个政
党才能顺利组阁，但不出意外
的话，吕特本人将第三次当选
荷兰首相。在竞选过程中，所有
主要政党均反复重申，不会与
自由党联合执政。六六民主党
领导人佩希托尔德表示，荷兰
的投票表明民粹主义已在这里
停住脚步。荷兰的这次选举被
视为对民粹与极右思潮在欧洲
影响力的“首场摸底”。

虽然自由党没有赢得荷兰
大选，但比起2012年大选，这次
他们多赢得了4个议席，并且一
跃成为荷兰议会第二大党，与
另外两个主流政党并驾齐驱。
自由党党首维尔德斯表示，即
便不能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自
由党也取得了胜利。

吕特开二手车用旧手机
对土耳其强硬成加分项

现年50岁的吕特出生于荷
兰一个中产家庭，在家中7个孩
子里年龄最小。他是荷兰基督
教新教教徒，至今未婚。

吕特常称自己以英国历史
上两位著名的首相丘吉尔和撒
切尔夫人为榜样。丘吉尔和撒
切尔夫人都是自由经济的拥护
者，以立场坚定、手腕强硬的执
政风格著称。吕特领导的自由
民主党成立于1948年，是荷兰
老牌自由派政党。

２００６年５月，当时不满４０岁
的吕特得到党内外很多实权人
物的支持，以略超半数的党内
支持率被推选为自由民主党党
首。他的竞选宣言是把自由民
主党改造成“服务所有人而非
精英”的政党。不过这一年的大
选中，吕特的光彩却被党内竞
争对手费尔东克掩盖，民望也
低于工党候选人。第二年，吕特
就开除了跟他唱反调的费尔东
克，展现了强硬一面。

２０１０年大选，吕特再次带
领自由民主党出征，斩获该党
有史以来最多的众议院议席数
量——— ３１席。经过曲折的组阁
谈判，吕特不得不与主张维护
传统价值观的基督教民主联盟
组成一个中右翼联合政府。从
自由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自由
党当时所获席位名列第三，以
在野党身份对执政联盟给予默
许支持。

吕特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宣誓就
职，被称为９２年来荷兰首位“自
由派”首相。６年多的首相生涯
中，吕特的执政能力在几场有
惊无险的危机中经受住了考
验。其中之一是２０１２年吕特政
府为降低赤字而出台的精简预
算案在议会陷入僵局，维尔德
斯的自由党倒戈，从此与吕特
交恶。吕特提交辞呈，荷兰举行
新议会选举，自民党大获全胜，
巩固了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

吕特的执政能力在连续三
场大选中得到肯定，一个重要
原因是这几年荷兰经济基本摆
脱了金融危机的影响，重回增
长轨道。因此在这次大选中，经
济不是争议焦点，移民问题才
是热门话题。荷兰人口中已有
约三成是移民。法新社援引分
析家评论指出，吕特在最近与
土耳其的外交冲突中异常强硬
的表现，是他在选民心中“加
分”的原因之一。

作为首相，吕特的平易近
人作风也颇受赞赏。他每周四
都会去海牙一个经济落后地区
的一所中学“支教”1小时。他平
时开二手车，用旧手机，一直住

在他１９９２年硕士毕业后买的公
寓里，即便当了首相也没换地
方。他时不时被市民撞见穿着
牛仔裤和运动鞋在海牙逛街，
据说至今保持每周六与９０多岁
老母亲共进晚餐的习惯。

欧洲人对民粹态度谨慎
但这股思潮仍颇有市场

此次议会选举表明荷兰传
统政党继续得到主流民意支
持。荷兰大选传递出来的信号
是，欧洲对民粹主义“踩了一脚
刹车”，甚嚣尘上的民粹主义或
迎来拐点。

从历史来看，在欧洲各国
上台执政的大都是中间派别，
要么中左，要么中右，或是联手
组成大联合政府。这表明，建制
派与精英主义一直是欧洲政治
的主流，理性是教育水平良好
的欧洲各国选民的特质。尽管
各国民众对政府的经济政策、
移民政策不满，但极端民粹主
义一直很难成为主流。就现实
而言，英国“脱欧”等“黑天鹅”
事件带来的负面效应开始发
酵，欧洲民众开始对喧嚣的民
粹主义持谨慎态度。

不过需要看到，此次荷兰
自由党获得的议席虽没有预想
的多，但在２８个参选政党中排
名第二，与基督教民主联盟和
六六民主党这两个主要政党并
驾齐驱，其影响力不容忽视。由
此可见，极端民粹主义思潮依
然在欧洲颇有市场。

究其根源，还是因为曾傲
视世界的欧洲如今日子不好
过，部分国家经济衰退明显，失
业率居高不下。此外，恐怖主义
的阴云不散，移民与融合问题
突出。因此，许多民众把怨气撒
到现政府和欧洲一体化上，这
为极端民粹主义的崛起提供了
丰饶土壤。只要经济依然不景
气，只要移民、难民及其融合问
题得不到解决，民粹主义就有
存在的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民粹主义
政党即便不能上台执政，但民
粹思潮已悄然影响到执政的中
间党派的施政主张。综观欧洲
各国，许多政府已收紧了移民
政策与难民接收政策，并试图

“逼迫”外来移民融入本国社
会。欧洲向何处去？民粹的风怎
么吹？荷兰是“拐点”，但绝不是
终点。 综合新华社消息

外外交交部部：：日日本本莫莫在在南南海海兴兴风风作作浪浪
美国务卿称美方过去20年对朝政策失败了

据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6日就

日本派自卫队最大驱逐舰“出
云号”前往南海及印度洋参加
联合训练和军演一事表示，日
本应反省历史，不要在南海兴
风作浪，不要再做损害地区和
平稳定的事。

华春莹说，去年以来，在中
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
海局势不断趋稳向好。有关域
外国家应该尊重地区国家维护
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她表示，
近期以来，日本出于一己私利，
不断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
煽风点火，搅局南海稳定，已经
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

对。如果日本继续执迷不悟，甚
至想以军事介入南海，危害中
方主权和安全，加剧地区紧张，
中方必将采取措施坚决应对。

“我愿再次提醒日方，日本
不是南海问题当事国，日本在
侵华战争期间还有过侵占中国
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不光彩
历史，日方理应反省历史，谨言
慎行，不要在南海兴风作浪，不
要再做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的
事。”华春莹说。

另据新华社东京3月16日
电 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国务
卿蒂勒森１６日表示，此次访问
亚洲是为了和各方商讨寻找应
对朝核问题的办法。蒂勒森当

天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出席记
者会时说，美方过去２０年试图
将朝鲜拉到无核化状态的所有
外交及其他努力均已失败，为
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美日韩
三国保持密切合作至关重要。

岸田说，日美一致认为，决
不能容忍朝鲜研制核武器和导
弹，日美韩三方应携手要求朝
鲜勿采取挑衅行动，并严守安
理会相关决议。他还说，在美国
调整对朝政策之际，日美双方
通过会谈协调对朝政策，同意
深化合作，在朝核问题上形成
一致立场。蒂勒森和岸田还就
加强美日同盟、驻日美军基地
搬迁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荷兰议会二院（众议院）选举投票１５日晚结束。出口民调显示，
主张反伊斯兰、反移民、反欧盟的极右翼自由党所获议席低于此前
预测。赢得最多议席的传统中右翼自由民主党领导人、现任首相吕
特当晚宣布，这一选举结果标志着“荷兰已叫停民粹主义”。

法德两国将分别于今年４月和９月举行大选，意大利议会选举
也可能提前于今年举行。荷兰作为欧盟创始成员和欧洲主要经济
体之一，这次议会选举结果着实让欧洲松了一口气。

15日，在荷兰海牙，荷兰自由民主党领导人、现任首相吕特出席竞选夜

集会。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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