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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总理默克尔

英国“脱欧”打开
了欧洲民粹主义的潘
多拉魔盒，2017年法
德等欧洲多国将迎来
大选，民粹主义和极
右翼政党都在觊觎执
政地位。极右翼政党
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
一旦上位，法国将会
步英国的后尘搞“脱
欧”公投。这将使德国
在欧洲更显孤立，谋
求连任的默克尔压力
巨大。如此，欧洲一体
化前景将更加暗淡。

本报记者 赵恩霆

半年了！2016 年 6 月下旬公
投决定“脱欧”后，只等来了卡梅
伦自作自受般辞职，以及“豹纹
控”女首相特雷莎·梅入主唐宁
街 10 号。除此之外，英国似乎在

“脱欧”这条“不归路”上猛地踩了
一脚刹车，什么大动静都没有
了。别急，进入 2017 年后，英国的

“脱欧”进程将会有实质性进展。
公投“脱欧”后，英国国内曾

出现过两股相关浪潮，一是不少
民众被真的“脱欧”这一结果惊
呆了，回过神儿后联名请愿要求
重新投票；二是当初闹过“脱英”
公投的苏格兰不乐意了，为了能
够留在欧盟享受各种便利，决定

再度启动苏格兰独立进程。
2016 年 11 月，英国高等法

院裁定，启动《里斯本条约》第
50 条开始“脱欧”进程需要议会
投票批准，政府不能自作主张。
特雷莎·梅随即上诉至英国最
高法院，目前最高法院正在就
此进行审理，预计将在 2017 年
1 月作出最终裁决。一旦维持原
判，英国“脱欧”进程将出现又
一波动，在英国议会下院，主张
英国应该“留欧”的议员占了多
数，即便不能推翻全民公投这
一严肃的结果，他们仍然可以
给特雷莎·梅政府制造障碍，继
续在“脱欧”问题上“拖后腿”。

英国政府承诺在 2017 年 3
月底前启动“脱欧”程序，剩下的

就看英国到底以何种方式离开。
启动程序后，英国将开始与

欧盟就具体退出细节和今后双
方关系进行马拉松式谈判。英国
想优雅地转身离开，拒绝人员自
由流动原则的同时，继续享受欧
盟共同市场零关税的便利。

但英国面临的现实却很骨
感。欧盟在英国公投“脱欧”后
就开始冷落英国，一直对其十
分强硬：欧盟负责英国“脱欧”
的首席谈判官员、“强硬派”巴
尼耶称，如果英国在 2017 年 3
月底前启动程序，欧盟希望在
2018 年 10 月前达成协议。

巴尼耶的表态意味着留给
英国的谈判时间只有不到 18 个
月。巴尼耶很严肃地表示，英国

不可能得到比留在欧盟更好的
待遇，英国不可能在拒绝移民的
基础上获得完全的市场准入。

英国一方面需要理顺本国
内部的政治缠斗，另一方面还
要面对欧盟方面的催促和强
硬。此外，接下卡梅伦烂摊子的
特雷莎·梅，还需要面对苏格兰
独立公投问题。

英国启动“脱欧”程序，法、
德等欧盟主要国家遭遇大选的
变量，加上持续存在的难民危
机和严峻的反恐形势，接下来
的 2017 年，欧洲或将更加不平
静。需要提防的是，一旦欧盟内
部出乱子，很容易拿对外关系
来当挡箭牌，因此中国在处理
对欧关系时需要做多手准备。

内内部部较较劲劲欧欧盟盟催催逼逼，，英英国国““脱脱欧欧””很很费费劲劲

本报记者 赵恩霆

欧洲遍地极右政党

2017 年 3 月 15 日将迎来
荷兰大选。反伊斯兰教、反欧盟
的极右翼政党自由党领导人威
尔德斯曾表示，特朗普的胜利
是历史性的，如果自由党赢得
大选，自己出任首相后将力推
荷兰退出欧盟。

威尔德斯并没开玩笑，他
的底气来自近期该党的民调支
持率持续攀升，甚至领先现任
首相吕特领导的自民党。不出
意外的话，自由党将在今年 3
月的大选后成为荷兰第一大
党。不过，即便自由党真的赢得
荷兰议会最多议席，也未见得
就能实现执政梦。

当前，荷兰其他党派几乎
均已排除与自由党组成执政联
盟的可能性，这将导致威尔德
斯的自由党会因为找不到政治
伙伴，进而达不到议会绝对多
数，从而无法组阁。相反，一旦
自由党在议会拔得头筹，自民
党等其他政党势必会更加抱
团，组成政治联盟对威尔德斯
的自由党形成阻击。

《纽约时报》最近的一项统
计数据显示，除了西班牙之外，
欧元区几乎所有主要国家的极
右翼政党在本国议会中的影响
都成提升态势，其中有的甚至
可能上台执政。

2016 年 12 月 4 日，奥地利
举行了总统选举重新投票，该
国极右翼的自由党领导人霍费
尔一度被认为将成为二战后上
台的欧洲首位极右翼领导人。
最终，代表中左翼出战的 72 岁

老将范德贝伦胜出。这一结果
稳了稳欧洲的心神，但范德贝
伦这股清流仍无法彻底涤荡欧
洲民粹泛起的风潮。

目前，匈牙利、波兰等国的
执政党都具有一定的右翼民粹
主义色彩，还有一些国家将在
2017 年举行大选，包括塞尔维
亚（ 5 月）、挪威（ 9 月）、捷克

（ 10 月）。在欧美政坛频出“黑
天鹅”事件的背景下，现在很难
确定这些国家的民粹势力能否
上台，但欧洲政治风向右转似
乎已成了一种趋势。

法国大选面临冲击

相比荷兰以及其他欧洲国
家，对欧洲政治生态最具决定性
影响的，是将于 2017 年 4 月 23
日、5 月 7 日举行的法国大选。

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后，法
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创始人
老勒庞就曾放言，“今天是美国，
明天是法国”。眼下，国民阵线的
领导人正是这位老先生的女儿
勒庞女士———“法国版特朗普”，
她声称一旦当选总统，将让法国
退出欧元区，恢复使用法郎，同
时举行“脱欧”公投。近日，她在
接受采访时甚至呼吁葡萄牙、意
大利、西班牙、爱尔兰、希腊和塞
浦路斯都应“脱欧”。

在现任总统奥朗德不谋求
连任、执政的左翼社会党缺乏
过硬候选人的情况下，2017 年
法国大选将上演一场“右右之
争”——— 右翼共和党候选人、前
总理菲永对决国民阵线领导人
勒庞。目前民调支持率领先的
菲永，被认为将有很大可能性
成功阻击勒庞。

勒庞之所以能再度得势，

有望复制 2002 年大选其父带
领国民阵线创造的政坛纪录，
一方面缘于奥朗德政府惨淡的
执政表现，另一方面法国也受
到难民潮冲击，社会矛盾突出，
巴黎、尼斯遭恐袭后安全形势
恶化，从而推升了反移民、反欧
盟的国民阵线的支持率。相较于
2002 年在第二轮投票中完败，
15 年后的法国政治生态已然发
生巨变，勒庞以及国民阵线从未
距离爱丽舍宫这么近过。

鉴于法国在整个欧盟中的
核心地位，外界担忧勒庞一旦
上位将引发欧盟解体。不过从
法国大选两轮投票的制度设计
来看，平添了一道阻击勒庞的

“防火墙”。法国有个政治传统，
以往共和党或社会党无论谁首
轮投票失利，都会呼吁自己的
选民在第二轮投票时支持对方
政党，如同 2002 年老勒庞遭遇
的一样，左右联手投掉极右。

可是，当看似顺理成章的
推断，在遭遇英国“脱欧”和特
朗普胜选的“意外”冲击后，一
切变得皆有可能。万一勒庞入
主爱丽舍宫，不仅将重创法国
政坛，法国“脱欧”更将导致推
进了几十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
严重倒退，其冲击波比一直处
于游离状态的英国选择“脱欧”
更加猛烈，陷“西方价值观最后
一位旗手”默克尔和德国于孤
立之中。

默克尔须力保连任

现在，所有的重担都压在
默克尔身上了。这位年过六旬
的“铁娘子”，已经宣布将在
2017 年 9 月、10 月间举行的大
选中谋求第四个任期，此前，她

已经主政德国 11 年之久。德国
能否迎来“默克尔 4 . 0 时代”，
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判断欧洲
政治走向最重要的风向标。

在美国大选结果出炉前的
一段时间，德国多个民调显示，
平均超六成民众并不支持默克
尔连任。然而，特朗普当选美国
总统后，德国的民调来了个 180
度转弯，约六成民众希望默克
尔继续连任。目前，默克尔领导
的基民盟与执政伙伴基社盟在
大选中的优势明显。最新民调显
示，56% 的德国民众认为默克尔
能够赢得 2017 年的政治挑战。

默克尔明显的减分项是她
的难民政策。来自中东北非的
难民潮刚出现时，默克尔决定
敞开国门接纳难民。这一举措
在短期内再度提升了默克尔个
人以及德国在欧洲事务中的绝
对领导地位，但一年下来，110
万难民的涌入让德国喘不过气
来，社会矛盾和反恐形势日益
严峻，对默克尔的批评声四起。
受此影响，主张退出欧元区、恢
复使用德国马克，以及反移民
反多元化的极右翼政党选择
党，在 2016 年三个州的议会选
举中三战三捷，而默克尔领导
的基民盟得票率都出现下滑。

目前，选择党已成为德国
第三大党，公开喊出“默克尔必
须下台”，但其在 2017 年大选
中恐难有更大斩获。该党很可
能分散传统政党的选票，并在
大选中可能首次进入联邦议
院，但成为执政党的可能性极
低。在不发生大规模恐袭等突
发事件的情况下，默克尔如果
成功连任，对德国和欧洲意味
着稳定和连续性，有助于稳定
西方主流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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