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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这边
折射欧洲政经走势

意大利修宪公投主要涉及
政体改革，将参议院席位从３１５
个减少至１００个，同时改变参议
员直选产生的做法，以削减参议
院权力，提高立法效率，同时拟
将原本由地方行使的部分权力
收归中央政府。根据现行宪法，
议会参众两院可各自通过决议，
但两院决议相互关联，参、众议
员均由普选产生。

伦齐表示，修宪目的在于精
简机构、节约开支、确保政府执
政能力，这有利于推行必要的改
革措施。但反对者称，修宪损害
权力制衡机制，赋予政府过多权
力。修宪最初获得了大多数选民
支持，为此伦齐去年底把公投和
个人政治前途挂钩，表示如果公
投失败就将辞职，公投也随之演
变为伦齐的一场“政治赌局”。

自２０１４年２月担任总理以
来，伦齐虽然实施了一些改革措
施，但意大利经济持续低迷，失
业率居高不下，工资收入停滞，
再加上反对派阵营发难，伦齐原
先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

舆论普遍认为，如果公投成
功，伦齐的地位将得到巩固，有
望最迟执政到２０１８年大选前；如
果公投失败，伦齐很可能辞去总
理职务，这或导致意大利政局陷
入混乱。一旦伦齐辞职，意大利
将组建一个过渡政府，大选可能
提前举行，伦齐此前一些改革措
施很可能被推翻。

许多投资者担心，如果公投
后政局动荡或过渡政府受困于
政治斗争，意大利经济尤其是银
行业势必受到冲击。

上月２８日，经合组织警告，
意大利银行业不良贷款高达
３６００亿欧元，限制了信贷供应，
也阻碍投资恢复。意大利银行业
２００８年遭遇金融危机打击后一
直无法走出困境，根本原因在于
国内经济持续低迷。经合组织预
测，意大利经济今年仅增长
０．８％，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将分

别增长０．９％ 和１％。
有媒体报道，今后数月，意

大利银行业至少需２００亿欧元
资金，用于弥补贷款减记损失和
坏账处置。意大利第三大商业银
行锡耶纳银行下周计划公开募
集５０亿欧元资金，如果公投失
败，可能导致融资失败。一旦锡
耶纳银行出现问题，将会动摇外
界对意大利整个银行业的信心。

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
意大利一旦出现银行业危机，影
响巨大。据悉，欧洲央行已做好
增持意大利国债的准备，以平息
可能出现的市场动荡。

如果伦齐因公投失败下台，
意大利民粹势力五星运动党将
在政治上获利。除了担心出现五
星运动党上台的极端情况外，欧
洲舆论更担心公投失败可能产
生的连带效应。在英国“脱欧”、
特朗普当选之后，意大利公投被
不少欧美媒体视为反建制派和
建制派之间的“第三场对决”。

奥地利那边
测试欧洲民意风向

奥地利４日重新举行总统
选举第二轮投票，约６４０万选民
将在前绿党领导人范德贝伦和
极右翼自由党候选人霍费尔之
间做出选择。对奥地利而言，这
次大选是一次方向性选择，直接
影响国内政治走向；而对于整个
欧洲，则是一次民意风向测试。

尽管总统在奥地利只是一
个没有实权的象征性职位，如果
范德贝伦胜出，他将带领奥地利
继续成为一个包容开放的、融入
欧盟的国家，而如果霍费尔当
选，他将成为目前欧洲唯一一位
极右翼总统，将不可避免地对整
个国家和地区造成影响。

竞选启动以来，各类民调显
示，４５岁的霍费尔与对手、７２岁
的范德贝伦的支持率不相上下。
霍费尔在４月的第一轮投票中
远超其他候选人。在５月的第二
轮投票中，首轮投票中得票率位
列其后的范德贝伦以３万多票
的优势反超险胜。但自由党随后

申诉，称第二轮投票中邮寄选票
计票过程涉嫌违规。奥地利宪法
法院７月认定近８万张选票涉
及违规，裁定投票结果无效。已
发表过总统当选演说的范德贝
伦不得不再与霍费尔展开角逐。

时隔半年，奥地利面临的国
际、国内政治形势已发生变化。
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当选美
国总统，欧洲右翼主义势头上
升。这些外部情势变化，多少也
影响到奥地利选民的取向。法新
社预测，如果霍费尔当选，可能
令目前联合执政的社民党和人
民党“散伙”，推动新一届国民议
会选举提前举行。

霍费尔曾多次表示，他当选
后，如果政府长时间执行有损国
家利益的政策，他可能会行使总
统职权解散政府。分析认为，若
霍费尔上台，他很可能对总理克
恩领导的社民党和人民党执政
联盟形成掣肘，为以后提前大选
以及帮助自由党入阁埋下伏笔。

大批移民的涌入对奥地利
社会稳定构成冲击，这是强调民
族主义、排斥外来移民的自由党
受民众欢迎的最大原因。如果霍
费尔当选，预计他将推动政府继
续收紧移民政策，奥地利主流社
会倡导的包容、开放、友好的社
会氛围可能改变。

范德贝伦曾做过大学经济
学教授，被认为是“带有生态和
社会意识的自由派”，对移民和
难民总体上比较包容，主张奥地
利应成为一个开放的、融入欧盟
的国家。如果当选，他将延续现
任总统菲舍尔的角色定位。

霍费尔是奥地利国民议会
第三议长，他所在的自由党一直
以来被主流社会视为以排外疑
欧为主要号召力的右翼民粹政
党。霍费尔认为，欧盟只是一个
经济联盟，反对把更多国家主权
和权力让渡给欧盟。

民众选择范德贝伦意味着
认同欧盟和欧洲一体化，选择霍
费尔则是对欧盟前途的不信任。
如果霍费尔胜出，这一结果将极
大地提振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
士气。 综合新华社消息

英国“脱欧”公投余波未散，欧洲政坛又面临一场新的公投考验。意大利４日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通过总理伦齐的的修宪
方案。在欧洲民粹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这次公投不仅关乎意大利内政变化，更折射整个欧洲的政治和经济走势，引发发多重悬
念。巧合的是，中欧国家奥地利也在4日举行总统重选。如果自由党候选人霍费尔当选，他将成为目前欧洲唯一一位极右翼总
统，将不可避免地对整个国家和地区造成影响。

意大利修宪公投+奥地利重选总统

一一天天两两投投，，考考验验欧欧洲洲

2 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意大利总理伦齐出席集

会为修宪公投拉票。 新华/路透

2 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奥地利自由党总统候选人

霍费尔在最后一场竞选集会上演讲。 新华/法新

民民粹粹主主义义搅搅动动
欧欧洲洲政政治治秩秩序序

继英国“脱欧”和美国大
选之后，12 月初的欧洲很可
能 再 次 飞 出 两 只“ 黑 天
鹅”——— 意大利修宪公投和
奥地利总统选举。而且，英美
民粹主义的崛起，进一步助
长了欧洲多国民粹主义政治
势力的抬头，甚至成为主导
一国政坛的主要力量。

促成欧洲民粹主义回潮
和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 2015 年以来席卷欧盟的难
民危机。作为北非难民进入
欧洲的重要登陆点，意大利
经济和社会深受其累。难民
潮所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问
题，导致意大利经济刚刚显
现的缓慢复苏岌岌可危，并
引发本国民众极大不满。

这些对政府提振经济不
力、解决难民危机无果的愤
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
前民调反对修宪占上风的状
态。如果修宪公投失败，并不
必然导致意大利“脱欧”，但
伦齐辞职将引发政府更迭，
还有可能提前举行的议会选
举，都可能导致意大利极右
翼民粹势力五星运动党获取
更大政治影响力。

在今年的地方选举中，
反欧盟、反移民的五星运动
党成绩斐然，拿下首都罗马
和北部工业重镇都灵两大城
市。现在五星运动党已成为
意大利议会第二大党和最大
的反对党。之所以将意大利
修宪公投视为又一只“黑天
鹅”，原因在于一旦极右翼的
五星运动党未来上台，将导
致意大利效仿英国搞出“脱
欧”公投。

不过，服务业唱主角的
意大利经济更加倚重欧盟和
欧元区，而且对欧盟和欧元
区的认同也比较深入人心。
另外，相较于英国“脱欧”公
投前民调的表现，现在外界
对意大利这次修宪公投的结
果早有心理准备，故未必会
引起中长期动荡。

同期举行大选的奥地
利，去年有 10 万难民涌入这
个人口 800 多万的国家。虽然
其在欧盟中的体量和影响力
不及意大利，但如果该国自
由党候选人霍费尔当选，他
将成为二战后欧洲首位极右
翼国家领导人，这将极大地
鼓舞欧洲其他国家的极右翼
民粹主义政治势力。

受到鼓舞的，会有今年
在州议会选举中高歌猛进的
德国极右翼选择党，也会有

正谋求在明年大选中一展身
手的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
在 11 月下旬的一项民调中，
国民阵线领导人玛琳娜·勒
庞的民调支持率，曾一度遥
遥领先于中左翼和中右翼候
选人。

国民阵线打破了法国政
坛中左翼社会党与中右翼共
和党唱对台戏的格局。目前
来看，现在执政的社会党很
可能在明年 4、5 月的大选中
首轮遭淘汰，进而重演 2002
年大选第二轮投票共和党与
国民阵线对决的一幕。

勒庞的父亲、当年与希
拉克对决的老勒庞，在美国
大选之后曾放言：“今年是美
国，明年就是法国。”自称法
国唯一支持特朗普的政治人
物的勒庞，也被外界称为“法
国版特朗普”，她早就许诺，
一旦当选就会着手在法国推
进“脱欧”公投。

虽然法国社会十分警惕
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历史上也
有中左翼与中右翼联手抵抗
国民阵线的传统，但在当前欧
洲多国民意整体转向的背景
下，法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无疑
会加剧战后 70 年欧洲一体化
进程面临的倒退风险。

好在，德国总理默克尔
上个月正式宣布参加明年大
选，谋求第四次连任。默克尔
的资本是执政 11 年来的政
绩——— 冷战后德国最长的经
济增长期，以及金融危机和
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没有出
现衰退。

但去年以来默克尔遭遇
了上任以来的最大危机———
接纳了 110 万难民、社会问题
和安全形势恶化，这导致她
领导的执政联盟在今年的州
议会选举中连续失利。不过，
综观德国政坛，默克尔仍拥
有极大优势和绝对实力，而
且在当前形势下，德国也需
要政策的连续性来保持稳定
发展。

因此，默克尔站出来谋
求连任，其意义不仅之于德
国，对整个欧洲而言都具有
积极意义，被视为欧洲一体
化的稳定剂和欧盟的旗手。
英国《卫报》评论说，默克尔
和勒庞的其中一人，将塑造
欧洲的未来。如果默克尔得
以继续执政，将起到稳定西
方主流政治秩序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民粹主义
在欧洲抬头之际，即便那些极
右翼政党并未站上政治顶峰，
其对各国政坛政策主张的影
响已经形成，一些中间派政党
不得不为了迎合民意变化而
采纳一些右翼主张。正如《经
济学人》杂志所言，欧洲政治
左右之争休矣，如今重要的是
开放与封闭之争。

有声若霆
本报记者 赵恩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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