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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后的新变化

今年6月6日至9日，欧洲议会选举在欧盟
27国举行。对于选举结果，舆论早有预测：欧
洲恐将进一步“右转”。欧洲议会议员由各成
员国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一般来说，当选议员
在欧洲议会中按照党派组成跨国党团，议员
更多是依据党团的政治诉求展开日常工作。
本届欧洲议会共有720个席位，其中德国、法
国、意大利分配到的席位较多，分别有96席、
81席和76席。

结果显示，欧洲议会向右倾斜趋势明显，
几乎所有右翼或极右翼党团席位都得以增加：
中间偏右的欧洲人民党党团获得189席，比上
届议会增加13席；中间偏左的社民党党团获
135席，减少4席；持中间立场的复兴欧洲党团
获83席，减少19席；右翼的欧洲保守与改革党
团获72席，增加3席；极右翼的“身份与民主”党
团获58席，增加9席；绿党和欧洲自由联盟组成
的党团获53席，减少18席；左翼联盟党团获35
席，减少2席。

从欧盟各主要成员国来看，法国极右翼政
党国民联盟获得超过31 . 7%的选票，在法国政
党中得票第一；执政的复兴党仅获得14 . 9%的
选票。德国的联盟党获得30 . 7%的选票；极右翼
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得票率与总理朔尔茨所在
的社民党持平，均为14 . 5%。在意大利，总理梅
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得票率达27 . 7%，稳
居第一；中左翼的意大利民主党以23 . 7%的得
票率紧随其后；民粹主义的五星运动党排名第
三，得票率为11 . 1%。

马克龙的“豪赌”

受欧洲议会选举冲击最大的莫过于法国。
执政党的失利对法国总统马克龙而言可谓沉
重打击，直接导致他在6月9日晚宣布解散法国
国民议会、提前选举。

这场“政治豪赌”的过程跌宕起伏。法国国
民议会选举共两轮，第一轮投票结束后，极右
翼国民联盟以33%的得票率领先。面对这一结
果，左翼与中间派决定联合阻击极右翼。7月8
日，法国内政部公布了选举的最终结果：左翼
联盟“新人民阵线”获得182席，执政的复兴党
及其中间派执政联盟占据163席，国民联盟拿
到143席。三者均未获得过半席位，法国国民议
会由此形成“三足鼎立”格局。

尽管成功阻击极右翼，但马克龙的“豪赌”
并不成功。执政党联盟失去议席优势，组建新
政府变得困难。马克龙拒绝从左翼阵营和国民

联盟中选择总理，僵持到9月才任命了来自中
右翼共和党人巴尼耶为新总理。

然而，巴尼耶政府任职仅三个月在12月初
遭弹劾下台。起因是巴尼耶动用宪法条款、绕
过国民议会推动2025年预算案，引发极右翼和
左翼联盟不满，巴尼耶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总理。不久后，马克龙在
12月13日任命与中间派阵营中的民主运动党
主席贝鲁为新总理。

政坛震荡给法国经济蒙上阴影。国际信用
评级机构穆迪公司12月14日将法国主权信用
评级下调至Aa3。尽管贝鲁已组建新政府，但面
临的还是老问题：一是寻求与在野党阵营合
作，避免短期内被弹劾；二是尽快出台2025年
财政预算。

虽然国民联盟这次没能掌权，但已经展示
出左右法国政坛的能力。在2017年和2022年的
法国总统选举中，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勒
庞与马克龙的得票差距显著缩小，在马克龙将
在2027年卸任的情况下，法国是否会产生一位
极右翼总统将牵动欧洲神经。

德国政党碎片化

贝鲁忙着组建法国新政府之际，德国朔尔
茨政府在12月16日毫无悬念地未能通过联邦
议院信任投票，德国于明年2月23日举行议会
选举。

朔尔茨政府走到死胡同，早在2021年12月
社民党与自民党、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时就已
埋下伏笔。三党围绕预算和经济问题的分歧在
11月6日引爆，朔尔茨解除自民党主席林德纳
的财政部长职务，自民党随即退出执政联盟，
朔尔茨政府成为少数派政府。

对于下届大选，德国福沙舆论调查所12月
10日发布的民调显示，由基民盟及其姊妹党基
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为31%；极右翼的德
国选择党以18%的支持率位列第二；社民党的
支持率为17%。

2017年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德国选择
党在2017年大选后首次进入联邦议院，震惊四
座。去年6月，德国选择党候选人首次赢得地方
行政长官选举。今年初的民调显示，德国选择
党的支持率稳定在20%以上，仅次于联盟党。

2024年可谓德国选择党崛起的一年。该党
在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得票率14 . 5%，与朔尔
茨所在的社民党持平。8月至9月间，德国选择
党在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州议会选举中取得
历史性胜利，分别成为图林根州议会第一大党
和萨克森州议会第二大党，且与萨克森州议会
第一大党基民盟的得票率差距仅1 . 3%。相比之
下，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的得票率均未突破
两位数。

目前来看，德国主要党派所能赢得的选票
较为分散，在下届联邦议院选举中，单一政党
很难获得过半数议席，仍需多党联合组阁。德
国选择党的表现值得关注，如果该党赢得足够
多的议席，法国政坛的乱象也可能在德国上
演。

说到底是经济

法德政坛碎片化背后的深层原因还是经
济问题。民众对朔尔茨政府交出的“经济成绩
单”感到不满，自然不会给执政联盟投票。今年
以来德国经济疲软，联邦政府在12月初将2024
年经济增长预期从0 . 3%下调至-0 . 2%，这意味
着德国经济将连续第二年陷入衰退。曾经的欧
洲经济“火车头”沦为“全球唯一负增长的主要
发达经济体”，多家德国公司被外国资本收购，
欧洲最大车企大众集团关闭三家本土工厂、裁
员数万人。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基尔世界经济研
究所预测，2025年德国经济可能陷入停滞，国
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预期为零。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数据
显示，今年11月法国家庭对失业的担忧显著上
升，达2021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众普遍担
心物价加速上涨、裁员风险加剧、生活水平持
续下降，而且人们对经济现状的不满还被“导
向”移民议题，越来越多人心中的天平向保守、
排外的极右翼阵营倾斜，对马克龙倡导的社会
改革和欧洲一体化失去耐心。

除了法德两国，在荷兰、瑞典、比利时、奥
地利等多个欧洲国家，极右翼政党的力量也在
不断增长。荷兰极右翼政党自由党牵头其他三
党在今年5月组成四党执政联盟，推出无党派
人士肖夫为新首相，被媒体称作“荷兰几十年
来最右翼的内阁联盟”；9月底的奥地利国民议
会选举中，基克尔领导的奥地利自由党取得历
史最佳战绩，奥地利自二战结束以来首次有极
右翼政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意大利上台已
满两年的极右翼政客梅洛尼执政基础稳固，她
可谓七国集团中唯一不存在国内选举或政治
危机困扰的领导人。

此外，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第四个连续总
理任期已经过半，7月1日匈牙利接任欧盟轮值
主席国时，他提出了“让欧洲再次伟大”口号，
接着又不顾欧盟反对访问俄乌两国。不久前，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访俄，成为继奥地利总理内
哈默和欧尔班之后第三位到访俄罗斯的欧洲
国家领导人。菲佐与欧尔班观点相似、关系交
好，被认为是欧洲政治圈的“异类”。

尽管2024年欧洲政坛“左右互搏”、极右翼
崛起之势明显，但到头来还是英国首相斯塔默
那句话：无论是“左转”还是“右转”，民众首先
考虑的是“财富创造”和“经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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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说
2016年是欧洲
右翼民粹主义
的“元年”，那
么在8年后的
2024年欧洲的
极右翼政党正
在“ 开 花 结
果”，重塑欧洲
的政治格局。
今年，法德这
两个欧盟核心
国家都在欧洲
议会选举后出
现政局动荡，
一 个 进 一 步

“右转”的欧洲
将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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