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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长期主宰政坛
左翼人物首次胜选

墨西哥总统由直选产生，每
6年选举一次，任期６年，终身不
得再任，选举只进行一轮投票，
获简单多数的候选人胜出。

墨西哥自1929年建立革命
制度党以来，右翼倾向的革命制
度党和国家行动党已轮流执政
长达89年。其中，当前执政的革
命制度党长期主宰墨西哥政坛，
自1929年起执政，直至2000年大
选首次下台，执政长达71年。

奥夫拉多尔曾在2000年至
2005年担任首都墨西哥城市长，
也曾属于执政的革命制度党和
民主革命党，并参加过前两届大
选。这一次奥夫拉多尔代表竞选
联盟“我们一起创造历史”参选，
该联盟由国家复兴运动党、墨西
哥劳动党和全国汇合党组成。

墨西哥现任总统培尼亚·涅
托祝贺奥夫拉多尔获胜，说将配
合新政府过渡。奥夫拉多尔说，
他定于3日上午11时与培尼亚见
面，商讨与过渡期相关的事宜。

奥夫拉多尔的竞争对手之
一是代表“为了墨西哥向前”竞
选联盟参选的国家行动党前主
席阿纳亚，而这一联盟包括国家
行动党、民主革命党和市民运
动。另外两名对手分别是执政党
革命制度党候选人梅亚德和独
立候选人卡尔德隆。目前，这3位
候选人均已承认败选。

被称“墨版特朗普”
主张具有民粹风格

内政方面，奥夫拉多尔表示
将致力于全国对话和解，和平
解决分歧，反对外国干涉。他主
张打击腐败、消除社会不平等，
誓言终结“权力黑手党”。他曾
说，如果当选总统，他就职后不
会容忍“把犯罪分子搂在怀里”
的政客，不允许公职人员把职
位视为暴富的金钥匙。

奥夫拉多尔提议收紧财政
预算，腾出资金刺激经济发展、
促进就业，提高民众薪金和福利
水平，同时主张加强刺激墨西哥
国内市场发展。奥夫拉多尔在竞
选中还承诺，将会自上而下地在

墨西哥进行一场社会变革。同
时，他还将出售总统专机，并把
总统府改造成对外开放的公园。

奥夫拉多尔的反对者认为，
他的竞选主张体现出浓厚的民
粹主义风格，有媒体称他为“墨
西哥版特朗普”。反对者表示，奥
夫拉多尔收买中下层选民，并非
打算从根本上刺激经济与就业。

部分墨西哥商界人士也对
奥夫拉多尔的当选表示担忧，他
们担心政府将过多地干预经济。
不过，奥夫拉多尔向他们保证，
将尊重私有经济，不会搞国有
化，也不会提高赋税。

虽然民众对奥夫拉多尔寄
予极高的期望，但有分析人士认
为，他在选举中承诺打击的贪腐
与暴力犯罪在墨西哥根深蒂固，
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解决，他将
如何兑现自己的选举承诺，不让
民众失望，有待进一步观察。

对美国持批评立场
希望重建墨美关系

外交方面，奥夫拉多尔一贯
对美国持批评立场，他上台后
如何处理墨美关系成为焦点。
法新社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
反贸易、反移民的政策，已将美
国与墨西哥等主要贸易伙伴的
外交关系变成一个“雷场”。

竞选期间，奥夫拉多尔曾多
次强硬回应特朗普。在贸易问题
上，他称不会在农业和制造业等
方面再让外国占便宜。他还在上

个月的演讲中强烈谴责特朗普
的“骨肉分离”移民政策。不过，
奥夫拉多尔在胜选演讲中说，希
望与美国保持互相尊重，保护墨
西哥移民在美国的利益，将寻求
与美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奥夫拉多尔上个月还表示，
希望与特朗普达成一项协议，劝
后者放弃修建边境隔离墙，转而
以发展经济和增加就业的方式
减少非法移民数量。按路透社的
说法，如果奥夫拉多尔不能与特
朗普达成协议，并且特朗普继续
激怒墨西哥，绝大多数墨西哥人
认为，向来言辞犀利的奥夫拉多
尔不会“善罢甘休”。

不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博尔顿此前暗示，即便是
面对奥夫拉多尔这样的左翼政
治家，特朗普依然能找到共同
点。他还预测，特朗普与奥夫拉
多尔之间可能会有“一些令人意
外的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1日
晚通过社交媒体祝贺奥夫拉多
尔胜选。特朗普表示期待与奥夫
拉多尔共事，并指出为了两国利
益，双方“仍有许多事要做”。

拉美多国大选
左右翼均有胜绩

４月，哥斯达黎加执政党、中
左翼公民行动党候选人阿尔瓦
拉多在大选中胜出。同月，巴拉
圭执政的右翼政党红党候选人
贝尼特斯当选总统。６月中旬结
束的哥伦比亚大选第二轮投票

中，民主中心党候选人杜克战胜
左翼候选人彼得罗，延续了该国
右翼政党执政的传统。在委内瑞
拉和古巴，左翼政党继续稳固了
政权。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再次
连任，将执政至２０２５年。迪亚斯-
卡内尔则当选古巴国务委员会
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

进入下半年，墨西哥大选
中，左翼候选人奥夫拉多尔强
势胜选。接下来，拉美第一大经
济体巴西将在10月迎来总统选
举。不过，巴西联邦经济委员会
经济学家帕格努萨特表示，今
年巴西大选是自上世纪８０年代
以来选情最不明朗的一次，目
前未能看到具有号召力的合格
候选人出现，不同政党之间的
竞选联盟也并未形成。

在经济放缓和腐败盛行等
因素影响下，近年来拉美政坛

“左退右进”势头较为明显。但墨
西哥大选的结果，似乎表明左、
右翼政治势力的拉锯仍在激烈
进行。面对近年来严峻的内外经
济形势，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
府，拉美国家都将把发展经济和
改善民生放在重要位置。

同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领
导力衰退的现实背景下，进一步
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成为很多拉
美国家的选择。目前，中国是拉
美第二大贸易伙伴，拉美是全球
对华出口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
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上台执政，都
会高度重视发展与中国关系。

综合新华社等消息

8899年年了了，，墨墨西西哥哥首首次次““左左转转””
左翼人物奥夫拉多尔当选总统，拉美政局仍在左右拉锯之中

墨西哥国家选举委员
会当地时间7月1日晚发布
的计票结果显示，当天举
行的总统选举中，左翼候
选人、现年64岁的洛佩斯·
奥夫拉多尔得票率超过
53%，赢得选举。奥夫拉多
尔定于12月1日正式就职，
他将成为墨西哥这一拉美
第二大经济体89年来的首
位左翼总统。２０１８年可谓
拉美“大选年”，在一系列
选战中，拉美左、右翼政治
力量激烈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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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奥夫拉多尔出席在首都墨西哥城举行的胜选集会。 新华/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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