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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选之于欧洲
影响甚于英国“脱欧”

号称史上最难预测的法
国大选首轮投票，结果却并
不出人意料：中间派“前进”
运 动 候 选 人 马 克 龙 获 得
２３．７５%的选票，极右翼“国民
阵线”候选人玛丽娜·勒庞紧
随其后拿下２１．５３%的选票，
两人如此前外界预期的那样
携手进入5月7日的“决赛”。

首轮投票结果公布后，
马克龙不仅获得总统奥朗
德、总理卡泽纳夫、右翼共和
党候选人菲永、左翼社会党
候选人阿蒙、前总统萨科齐
的“背书”，连极左翼“不屈的
法国”候选人梅朗雄也排除
了第二轮投票给勒庞的可能
性。日前有调查显示，首轮得
票率分别为１９．９１%、１９．６４%
的菲永和梅朗雄，其支持者
阵营中将有近半数人会在第
二轮投票中支持马克龙。而
首轮支持梅朗雄的选民中只
有16%愿意转投勒庞，菲永的
支持者中只有28%愿意转投
勒庞。

欧盟方面也一片欢呼
声，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向
马克龙表达祝贺，并祝愿他
在决胜轮中“交好运”。德国
总理默克尔的发言人说，默
克尔祝愿马克龙“在今后两
周内一切顺遂”。

勒庞已辞去“国民阵线”
主席职务，准备破釜沉舟。她
的崛起让德国《明镜》周刊认
为，法国大选已远远超出了

“未来几年谁来决定法国政
策”的范畴，而是将决定整个
欧盟的未来。一旦勒庞上位，
法国很可能启动退出欧元区
进程，如果说英国“脱欧”伤
了欧盟，那么法国再生变将
重创欧盟，更重要的是欧元
区恐将面临解体。

在社会问题上左倾、在
经济问题上右倾的马克龙是
坚定的“挺欧派”。如果按照
法国大选左右联合抵制极右
的传统，马克龙有很大可能
在第二轮轻松胜出。此前的
民调显示，他可能以超过60%
的选票获胜，甚至有报道称，
马克龙入主爱丽舍宫已板上
钉钉。这意味着反移民、反欧

盟的勒庞，或将重演15年前
其父老勒庞在大选第二轮败
北的一幕。

朝核难解“萨德”犹在
韩国换了总统又如何

韩联社26日发布的最新
民调显示，最大在野党共同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文在寅
的支持率达40 . 4%，而国民
之党总统候选人安哲秀的
支持率为26 . 4%。就在不久
前，安哲秀还曾一度赶超文
在寅，如今差距再度拉大至
14个百分点。

这份民调发布的同一
天，韩美两国开始向星州高
尔夫球场搬运“萨德”系统的
各种装备，如移动发射台、X
波段雷达系统、交战指挥所
等组件。围绕“萨德”延展开
的一系列问题，都成为这次
韩国提前大选的争议点。

“萨德”问题是韩美打着
防范朝鲜核导威胁的旗号引
进的，并由此严重破坏了地
区战略平衡，严重损害了中
国、俄罗斯的战略安全利益，
进而导致中韩关系陷入低
谷，并为中美关系增添了一
个负面因素。

文在寅26日通过发言人
表示，驻韩美军加快部署“萨
德”“无视国民意见和程序”，
重申“萨德”一事应由下届韩
国政府充分讨论，并经过国
民协议程序再做决定的态
度。安哲秀也对此事表示遗
憾。此外，两人前不久均谈及
将来的对朝政策，其中均包
括重启六方会谈。

不过，摆在韩国新总统
面前的个个都是难题。朝鲜
继续核导开发几乎是毫无疑
问的，韩朝重启对话甚至更
多接触的难度不小。同时，

“萨德”部署生变的可能性也
比较低，因为如果取消部署

“萨德”无疑会得罪美国，这
种情况下谈改善对华关系绝
非易事。

同时，“萨德”也会影响
中美两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
的合作。虽然当前特朗普政
府为了在朝核问题上获得中
国帮忙，而暂时将贸易战偃
旗息鼓，但不排除将来中美
摩擦重燃的可能，彼时“萨
德”也将成为中美关系的一
颗“定时炸弹”。

改革与保守再次对决
伊核协议存废有悬念

前不久，伊朗公布了6位
获得参选总统资格的候选人
名单。除了现任总统鲁哈尼，
及其主要对手强硬保守派教
士莱希，其他四人分成两派：
德黑兰市长卡利巴夫、原总
统顾问米尔萨利姆属于强硬
保守派；现任第一副总统贾
汉吉里、前副总统哈希米-塔
巴与鲁哈尼属同一阵营。

4年前，由于强硬保守派
选票极为分散，力主核谈、重
振经济的改革派鲁哈尼拿下
过半选票直接当选。那一次，
鲁哈尼获得了前总统拉夫桑
贾尼和哈塔米的支持。

4年来，鲁哈尼使伊朗一
度高达30%的通胀率降至个
位数，并与西方达成伊核问
题全面协议。但4年来失业率
居高不下，伊核协议达成后
所获外资远低于预期，且西
方国家并未严格履行解除制
裁的承诺。当初伊核协议签
订时，伊朗国内的强硬保守
势力就曾坚决反对。现在，这
份协议将成为强硬保守派攻
击鲁哈尼的口实。

作为强硬保守派代表人
物，莱希去年被最高领袖哈
梅内伊任命为伊马姆·礼萨
慈善基金会主管，管理着伊
朗大量企业与基金会联合
体。莱希还是伊朗专家会议
成员，该机构是选举伊朗最
高领袖的最高权力机构。莱
希一旦当选总统，很可能扭
转鲁哈尼的对美和解政策，
转而采取强硬立场。在美国
特朗普政府同样反对伊核协
议的情况下，这次大选的结
果将决定这份协议的存废。

伊朗自1981年以来的4
位总统都获得了连任，但今
年1月拉夫桑贾尼去世后，
伊朗改革和保守两派的平
衡被打破，鲁哈尼能否连任
仍有悬念。鉴于伊朗特殊的
政教合一体制，最高领袖对
国家内外政策具有最终决
定权，而哈梅内伊对美国一
直没啥好感，所以无论是鲁
哈尼连任，还是上来一个强
硬保守派的人物，未来4年
伊朗的对美政策都会更加谨
慎，美伊关系甚至还有变坏
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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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围观观选选举举月月
选举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即将到来的五月，将2017年选举年

的特征发挥到了极致：5月7日法国大选第二轮投票，政坛新秀马克
龙能否力压“女版特朗普”勒庞入主爱丽舍宫？5月9日韩国大选，文
在寅能否击败安哲秀笑到最后，圆了2012年那场破碎的总统梦？5
月19日伊朗大选，现任总统鲁哈尼能否顶住保守派反扑，凭借成功
抑制通胀和伊核问题协议守住改革派执政阵地？

法国总统候选人马克龙（左）和勒庞。

韩国总统候选人文在寅(左)和安哲秀。

伊朗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鲁哈尼（左）和强硬保守派候选人莱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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