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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极左和极右，马克龙如何化解政治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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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结束至今已近两
个月，然而法国新政府依然“难产”。8月
26日晚，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声明，明确
表示不会任命一个由左翼政党联盟“新
人民阵线”领导的政府，理由是这将威胁
法国的“机制稳定性”。

今年7月7日，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举行
第二轮投票。根据法国内政部公布的最终
结果，在国民议会577个议席中，“新人民阵
线”获得182席，马克龙领导的执政党复兴
党及其中间派联盟“在一起”获得163席，极
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拿到143席，传统右翼政
党共和党占68席，其余各党派占据21席。

这一结果造成法国出现“悬浮议
会”，即没有党派或政党联盟获得超半数
席位，在中间派和左翼联盟联手成功阻
击极右翼之后，接下来由谁来组建新政
府成了新问题。

“新人民阵线”囊括了极左翼政党
“不屈的法兰西”、传统中左翼政党社会
党、法国共产党、生态党和其他意识形态
偏左政党。其中，“不屈的法兰西”在国民

议会选举中所获席位最多。
然而，由于“不屈的法兰西”领导人梅

朗雄的立场激进，遭到中间派和右翼共和
党抵制。其实，早在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
票前，马克龙就曾表示不会与极左翼合作，
认为其与极右翼一样威胁法国的稳定。

左翼阵营成为国民议会第一大政党
联盟后，强调应该由其推选的候选人出
任总理并组建新政府。但围绕新总理人
选，左翼阵营内部一度存在分歧，“不屈
的法兰西”坚持从该党推举人选，但社会
党人也想谋求总理之位，试图以此为跳
板重拾对法国政坛的影响力。

最终，梅朗雄做出妥协，称只要左翼
阵营人选可以出任总理，他本人和“不屈
的法兰西”的人选可以退出竞争，后来他
甚至表示只要能组建左翼政府，哪怕没
有“不屈的法兰西”成员担任内阁部长也
行。即便如此，左翼阵营提出的总理人
选、37岁的女经济学家、高级公务员卡斯
泰仍被马克龙一口回绝。

7月下旬，马克龙给出的理由是巴黎
奥运会举办期间需要看守政府继续主持
政务、以免出现混乱。8月26日，马克龙表

示，一个纯左翼政府“势必立刻受到国民
议会其他党派的限制……为法国机制稳
定性考虑，我们不该选择这一方案”。

当天，马克龙与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
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及其他党派进行了新
总理人选谈判。8月27日，马克龙再度与相
关政党领导人以及“在服务政府和国家方
面经验出众的人士”商谈新总理人选。

马克龙呼吁社会党、生态党、法国共
产党与其他党派合作，但把“不屈的法兰
西”排除在外。这遭到“新人民阵线”成员
的反击：梅朗雄呼吁发起弹劾总统动议；
法国共产党领导人鲁塞尔呼吁民众集会
抗议，并拒绝与马克龙进行新谈判；生态
党领导人通德利耶指责马克龙罔顾选举
结果，呼吁民众“摆脱马克龙”。

“不屈的法兰西”8月27日发表声明称，
计划在9月7日——— 巴黎残奥会闭幕前一
天——— 举行反对马克龙的大规模抗议示
威。为了确保巴黎奥运会顺利举办，马克龙
决定让已在国民议会选举后递交辞呈的总
理阿塔尔继续履职。在新政府迟迟难以组
建的情况下，阿塔尔作为看守政府总理的
时长已经创下二战结束以来的新纪录。

从左翼阵营各党派的表态来看，马
克龙分化“新人民阵线”的意图并没有实
现。与此同时，传统右翼政党共和党内部
出现分化，即以该党领导人西奥蒂为首
的少部分议员选择与国民联盟结盟，西
奥蒂也因此被马克龙排除在外。

在左翼阵营依然抱团，中间派和共
和党公开拒绝与极左翼合作，以及极右
翼国民联盟遭到中间派和左翼排斥的情
况下，马克龙打破政治僵局的难度可想
而知。不过，留给马克龙的时间并不多
了：法国政府必须在9月底之前制定2025
财年预算草案，并提交国民议会审议；同
时，法国政府还得在9月20日之前向欧盟
提交计划，解释如何降低预算赤字。

欧盟委员会7月26日确认，法国、意大
利、匈牙利、比利时、马耳他、波兰和斯洛伐
克财政赤字过高，对这7个成员国启动过度
赤字程序，要求这些国家采取措施降低赤
字水平。2023年，法国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
总值（GDP）的5 . 5%，预计2025年仍将达到
5%，远高于欧盟3%的门槛。中间派和右翼政
党普遍担心左翼上台后大举提高政府支
出，让法国高企的预算赤字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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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将于9月27日举行
党总裁选举投票，目前选举进入“混战”阶
段，包括已经宣布参选的前经济安保大臣
小林鹰之、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现任
数字大臣河野太郎在内，被媒体提及的人
选已经超过12人，人数之多实属罕见。

由于现任首相、自民党总裁岸田文
雄已宣布放弃参选，这意味着此次选举
后自民党新总裁将接任首相一职。在日
本媒体的民调中，现任经济安保大臣高
市早苗和外务大臣上川阳子都是热门人
选，日本是否会出现第一位女首相，成为
本次选举的一大看点。

在近期的舆论调查中，高市早苗的支
持率一直稳居第三，外界传言她正考虑宣
布参选的合适时机。高市早苗是自民党内
的保守派，政治主张激进。虽然她在2011年
就退出原“细田派”（后称“安倍派”），成为
无派系议员，却是公认的“安倍心腹”。在
安倍晋三提携下，高市早苗从政之路顺风
顺水。她不仅在所谓“安倍经济学”的基础
上推出“高市经济学”，还继承了安倍关于
修宪等政策主张，不仅否认“慰安妇”问
题，而且每年都会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
犯的靖国神社，迎合极右翼保守派。因此，
高市早苗在原“安倍派”和保守势力中拥
有不少支持者。安倍晋三生前十分倚重保
守派，认为只要抓住自民党支持者中大约
30%的保守选民，就不会在选举中失败。

高市早苗能否如愿上位，自民党内
两位“大佬”——— 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

和现任总裁岸田文雄的“背书”十分关
键。随着安倍晋三遇刺身亡以及原“安倍
派”因自民党派系“黑金”丑闻而解散，曾
经的党内第一大派系现在很难再形成统
一的导向。目前唯一存在的“麻生派”中，
河野太郎已经宣布参选，并且得到了该
派系会长麻生太郎的同意，预计该派系
的一部分选票会流向河野太郎，另外会
有一部分流向高市早苗等人。河野太郎
虽然属于“麻生派”，但并不为麻生太郎
所青睐，反而与前首相菅义伟关系密切，
这是高市早苗“挖墙脚”的一个机会。

原“岸田派”中，预计现任内阁官房长
官林芳正和外务大臣上川阳子都将参选。

“岸田派”虽已解散，但私下联络仍然紧

密，二人料将瓜分本派系选票。此外，高市
早苗曾在2021年与河野太郎、岸田文雄等
人竞争自民党总裁职位，虽然那次高市早
苗是被派来搅局的，但正是她和最后一刻
参选的前总务大臣野田圣子分流了选票，
才导致河野太郎未能在第一轮投票中凭
借党员票优势取胜，在被拖入决胜轮后败
给岸田文雄。当初的“做局者”正是安倍晋
三和麻生太郎，此番岸田文雄是否会因高
市早苗的“保送”之功而“投桃报李”，对她
来说也很关键。去年，高市早苗成立了“高
市学习会”，在自民党几大派系宣布解散
后，该学习会成为一些议员的新组织。

上川阳子在近期的民调中一直居于前
六位，目前已集齐参选党总裁所需的20名

国会议员推荐。上川阳子毕业于东京大学，
曾在哈佛大学留学，并担任过美国国会参
议员的政策企划职员。2000年，她首次当选
国会议员，2007年8月出任少子化对策担当
大臣，2014年后先后三次担任法务大臣。

上川阳子最广为人知的是2018年7月
担任法务大臣期间，在判决日本最大邪教
组织“奥姆真理教”头目麻原彰晃等13人
死刑的执行书上签字。这在很少执行死刑
的日本颇为罕见，她当时也因此遭到“奥
姆真理教”残余势力的威胁。但上川阳子
的决断力得到绝大部分日本民众的支持，
也为她赢得了广泛声誉。上川阳子8月23日
出席在东京召开的非洲开发会议部长级
会议时表示，她对于日本产生首位女首相
十分期待，称“将尽最大努力（争取）”。

不过，上川阳子也有“政治污点”。
2015年3月，她被爆出存在政治献金问题。
自民党在静冈县的一家支部被指在2013
年从当地一家物流企业违法获得60万日
元政治献金，当时上川阳子是该支部的
负责人。在目前自民党因派系“黑金”丑
闻而失去民众信任的状况下，这一问题
恐被放大，成为其累赘。

另一位可能再次参选自民党总裁的
女性是野田圣子，但在参选者众多的情
况下，她极有可能因凑不齐20名国会议
员推荐而作罢。

一直以来，自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均
由男性政客主导，日本社会希望女性政治
人物能够打破积弊，给日本政坛带来新气
象。此次女性候选人能否在自民党总裁选
举中创造历史，目前还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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