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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一体化或将遭遇逆流
本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严恒元

日前，欧盟 28 国分别举行了欧洲
议 会 选 举 ， 官 方 公 布 的 投 票 率 为
43.09%。分析人士认为，投票率止跌
反映出欧盟成员国民众对欧洲一体化
进程的关注度提高。不过，欧洲议会
本轮选举的投票率也因国而异：斯洛
文尼亚的投票率最低，只有 13%；投
票率最高的是实施强制性投票的比利
时，高达 90%。

2009 年年底生效的 《里斯本条约》
扩大了欧洲议会的权力。本次欧洲议会
选举是 《里斯本条约》 生效后的第一次
选举，因此被认为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
的重大事件，将会直接影响到欧盟未来
5 年的政坛格局和政治生态。欧盟 5 月
26 日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由卢森堡前
首相容克领导的中右翼欧洲人民党得票
率为 28.36%，在新一届欧洲议会中获得
213 个席位，所得席位虽低于上届的 274
个，但仍是欧洲议会第一大党团。由欧
洲议会议长舒尔茨领导的中左翼欧洲社
会党得票率为 25.3%，在新一届欧洲议
会中获得 190 席，从而成为欧洲议会中
第二大党团。欧盟最大的两个党团总共
夺得欧洲议会全部 751 个议席中的 403
席，虽低于上一届的议会席位，但仍占
据着欧洲议会一半以上的议席。这就意
味着欧洲人民党和社会党作为两大党团
主导欧洲政坛的传统格局基本上未变。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欧洲议会选举
结果公布后表示，欧洲议会选举初步结

果显示，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政党再
次获得胜利。欧盟虽经历了几十年来最
为严峻的经济危机，但领导和支持欧盟
反危机基本措施的政治力量再一次赢得
选举，在新一届欧洲议会形成了团结有
效的多数，他们将继续推动欧洲一体化
进程向前发展。

本次欧洲议会选举引人注目的一点
就是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极右翼政党的异
军突起。英法等国极右翼势力强悍崛起
对致力于欧盟一体化的政客来说不是一
个好消息。以反欧盟、反欧元、反移民
为政治纲领的法国极右翼党派“国民阵
线”以 25%的得票率赢得法国的欧洲议
会选举，成为法国得票最多的政党。相
比之下，法国传统上最大的右翼政党人
民运动联盟的得票率只有 20.7%，位居
第二；法国执政的左翼社会党的得票率
只 有 14.3% ， 屈 居 第 三 。 欧 洲 媒 体 认
为，极右党派遥遥领先以及人民运动联
盟和社会党选举失利是法国政坛的一次

“危机”和一场“地震”。在英国，主张
退出欧盟并收紧移民政策的英国独立党
以 27.49%的得票率获得英国欧洲议席中
的 24 个议席，比 5 年前增加了 11 个议
席，成为得票率最高的政党。相比之
下，首相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以 23.93%
的得票率获得 19 个议席，工党以 25.4%
的得票率获得 20 个欧洲议会议席。在德
国，主张将弱国踢出欧元区的新选择党
得票率 7%，首次赢得席位，是自去年成

立以来获得的最佳成绩。丹麦极右翼的
人民党在本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领
先，赢得了该国 13个席位中的 4个。

欧洲选举结果显示，反对欧洲一体
化的极右翼和极左翼政党在欧洲议会选
举中取得重大突破，欧盟成员国反对欧
洲一体化情绪见涨。那些在选举中遭到
失败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呼吁重新思考
欧洲政策和要求欧盟进行改革。法国总
统奥朗德强调指出，欧盟必须进行改
革，欧盟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促进增长、
就业和投资。荷兰首相吕特表示，欧盟
如果不能恢复增长和为失业者创造就
业，未来几年将会有更多选民反对欧
盟。分析人士认为，欧盟改革意味着少
些监管，少些紧缩措施，而推行经济增
长和创造就业的政策可以解决选民的
不满。

英法等国反欧洲一体化的极右翼政
党出人意料地获胜，将使欧洲一体化进
程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极右翼和极左
翼党派在这次欧洲议会选举中表现出
色，虽能获得欧洲议会约四分之一的席
位，但还不足以打破欧盟现行的政治格
局和扭转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大方向。不
过，中右翼和中左翼党派虽将继续控制
欧洲议会中超过半数的席位,但将会面对
来自极右翼和极左翼党派前所未有的挑
战。随着极右翼和极左翼党派在欧洲议
会的席位增加，他们将会利用自己在欧
洲议会的存在作为反欧疑欧、反对全球

化和排外主义的平台。极右翼和极左翼
党派将能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在欧洲
议会的地位将会得到提升，从而直接影
响到欧洲议会的立法进程，特别是反欧
洲一体化的极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结盟
有可能会阻碍或修改欧盟相关立法提
案，从而影响到欧洲一体化进程。

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民粹主义
极右翼势力突起既令人遗憾也值得关
注。前欧洲议会议长波特林认为，民
粹主义极右翼政党在部分成员国获胜
令 人 忧 虑 。 欧 盟 不 能 对 此 无 动 于 衷 ，
极右翼势力选票增加是对欧洲一体化
进 程 的 严 峻 挑 战 。 法 国 总 理 瓦 尔 斯
称，欧洲议会选举结果令人担忧，要
求欧盟改变政策，采取有力措施支持
经济增长和提供就业机会。欧洲部分
政界分析人士认为，民粹主义极右翼
势力反对欧洲一体化，得到了许多对
欧盟不满的选民的支持。也许正是由
于 极 右 翼 和 极 左 翼 势 力 带 来 的 新 挑
战，欧洲议会将形成一个能带动大多
数人并代表欧洲主流的大联盟。欧洲
议会的大联盟趋势意味着欧盟今后将
会变得非常保守。这就预示着欧洲议
会今后将很难在改革日程或欧洲一体
化进程方面取得一致。人民党希望继
续实施紧缩政策，社会党却主张刺激
经 济 增 长 和 增 加 就 业 机 会 。 可 以 预
料，欧洲议会主要政党在一些重大政
策议题上将会继续争执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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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卡梅伦、财政大臣奥斯本在欧洲议会选举
前几乎异口同声地呼吁选民擦亮眼睛，声称独立党领袖
法拉吉是英国经济的一大“威胁”。然而，在这场选举中，
英国选民们并没有全部听从这两位保守党领导人的呼
吁，仍有 27.49%的选民把票投给了独立党，从而使得这
个成立刚满 20 年的政党夺得了 24 个欧洲议会席位，并
彻底改变了持续上百年的英国政治版图，开启了英国“四
党政治”的新时代。

卡梅伦和奥斯本所说的“威胁”，主要是怀疑独立党
的保守政策将断送英国的未来。卡梅伦指出，英国是个
崇尚自由经济的国家，但独立党要把这个国家建立一个

“堡垒中的英国”，从而切断英国与世界的联系。而奥斯
本则把独立党的经济政策描绘得一团糟，他说，英国这个
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国家将存在滑向“反商业时代”的
危险，届时这个国家将充斥着高税收和贸易壁垒。

那么，如果独立党在明年大选中真的成为执政党，他
们会如何建设这个国家呢？从该党对外释放的信息看，
其在政治上谈得多，经济上谈得少，叫得最响的主张就是
要脱离欧盟，其经济政策仍然让人一头雾水。

尽管独立党的经济政策让人捉摸不透，但由于其政
治主张确实迎合了英国部分民众的心理，这多少会影响
到英国未来的经济政策。即使独立党在明年大选中失利
不能成为执政党，但其作为具有相当实力的在野党，其对
国家政治的影响仍不可小觑。

近年来，英国主张脱离欧盟的民众呈现增多趋势，
特别是欧债危机后势头更猛。许多英国人认为他们不
仅要为平复这场危机买单，而且还要受到欧盟的额外
盘剥。欧盟对成员国提出的交纳金融交易税的要求，
就被英国人看作是一项针对英国的不公平做法。对于
欧盟内部人员自由流动问题，许多保守的英国人更是
深恶痛绝，他们指责来自东欧国家的移民抢走了他们
的饭碗，干扰了他们的生活和文化传统。在此次选举
后，有媒体就指出，选民将选票投给了独立党，是在投

“斗气票”，借此向卡梅伦施加压力。可以预见，在明年
英国大选中，无论哪个政党执政，它都不得不考虑到这
部分新保守势力的诉求，其经济政策肯定也将因此受
到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英国是个创意型国家，其创意产业是
其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创意人才来自世界各地。
因此英国若不能在移民问题保持开放姿态，那么从长远
来讲将会对英国的创意产业造成严重打击。当地有识之
士就曾呼吁，移民政策不能趋于保守，而将创意人才挡在
国门之外。

当前，无论卡梅伦多么不愿意，独立党已经站在面
前。在随后一年的选战中，保守党为求连任可能不得不
作出政策调整。而适度调整经济政策，让选民获得实实
在在的利益，将可能成为保守党的第一选择。

英国：
政治版图改变

本报驻伦敦记者 王传宝

代表法国极右势力的政党“国民阵线”日前在欧洲议
会选举中获得超过 25%的选票，超过法国最大的在野党

“人民运动联盟”和执政的“社会党”。选举结果揭晓后，
法国总理、社会党人瓦尔斯表示，“这是一次地震”。

分析认为，此次欧洲议会选举失利，是对法国总统奥
朗德上任以来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的一次总评价。分
析称，奥朗德在法国经济治理的表现差强人意，其推出就
业计划和经济政策并未起到明显作用，今年一季度法国
经济增速为“零”。与此同时，法国失业率屡破新高、政府
民意支持率屡刷新低，在今年 3 月举行的市镇选举中，奥
朗德领衔的左派社会党就输得一败涂地。在当前法国经
济复苏乏力，失业高企的背景下，奥朗德经济政策的失效
直接决定了其政党在市镇和欧洲议会选举中双输的
结局。

失望、抱怨和愤怒的情绪在法国日益蔓延，在选举中
对执政的党派投出不信任票也就不足为怪。在重要程度
仅次于总统大选的市镇选举中，此前赢得总统大选的执
政党社会党全面落败，失去了 155 个人数在 9000 以上市
镇市长席位，前总理艾罗为此黯然辞职。而在这次欧洲
议会选举中，法国“国民阵线”得到了 43%的工人和 37%
的失业者投票，而最耐人寻味的是，这部分人曾是社会党
的票仓。法国总统奥朗德在欧洲议会选举后发表电视讲
话，承诺将继续坚持推动改革，但似乎没有什么人买他的
账。5 月 30 日公布的民调显示，奥朗德成为“3%先生”，
因为现在只有不足 3%的法国人会支持奥朗德在 2017 年
代表社会党参选总统。

法国：
遭遇信任危机

本报驻巴黎记者 胡博峰

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极右翼政党获

胜可以说是本次欧洲议会选举的一大

特点，这将导致欧洲未来政治生态发

生重大变化。近几年来，欧洲经济和

社会变化导致欧洲倡导民粹主义和反

对欧洲一体化的极右翼党派在欧洲政

治中的地位和影响得到提升，有的已

在欧洲部分国家成为重要的政治力

量，英法等国的反欧极右翼党派在本

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得票最多就是最为

明显的例证。

民粹主义极右翼党派在欧洲议会

选举中的出色表现充分反映了欧洲当

今政治生态的现实。总的看来，这些

势力抬头主要是出于以下几大原因：

首先，经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

和欧债危机带来的消极影响提升了倡导

民粹主义和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极右翼党

派的民意支持率，使极右翼党派在本次

选举中赢得更多选票。经济全球化和欧

洲一体化的负面影响严重冲击着欧洲社

会福利制度，欧洲各国不得不对现行社

会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影响到普通百姓

的基本生活。欧债危机在引发欧盟经

济危机和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同

时，迫使欧盟成员国政府大幅紧缩财

政开支和削减社会福利，普通百姓的

实际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生活水平明

显下降，民众对本国政府和政客深感

失望，而极右翼党派提出的政策主张

对部分深陷困境的欧洲民众具有较大

的号召力和吸引力。

其次，欧洲政坛出现的“碎片化”

倾向导致欧洲主流政党的选票分流。在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动下，欧洲主流政

党正越来越多地相互借鉴对方的政策主

张，出现政策趋同趋势，这让部分选民

因对主流政党失去兴趣而将选票投给极

右翼党派。受此影响，欧洲主流社会自

由宽容的价值理念受到冲击，部分民众

开始怀疑欧洲的主流价值观，欧洲各国

的政治宽容度也开始出现下降，欧洲长

期以来奉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有可能因此

陷入困境。

再者，外来移民数量急剧增加引

发欧洲部分民众的反移民情绪，使欧

洲民粹主义极右翼党派有机可乘。在

经济状况好的时候，欧洲本国民众与

外来移民的矛盾不是很突出。随着欧

债危机导致经济衰退，当地就业机会

减少，外来移民挤占了当地民众的工

作职位，从而引发了当地民众不满和

排外思潮抬头。欧洲极右翼政党正是

借助选民因紧缩政策、高失业率和外

来移民等问题而对欧盟产生的愤怒情

绪而为自己赢得了更多选票。

本次欧洲议会选举过程表明，欧

盟境内的极右翼党派正在加强联合，

以期组成一个倡导民粹主义和反对欧

洲一体化的泛欧洲政治党派联盟。如

果这些极右翼党派最终在欧洲议会成

功结盟，必将会对欧盟政治生态和欧

盟社会及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

过，极右翼政党虽在欧盟政坛上呈上

升势头并在新一届欧洲议会选举中赢

得更多的席位，但因受选举制度、社

会舆论监督和极右翼政党内部分歧等

多种因素制约，短期内难以打破欧盟

现行的政治格局，更不可能逆转欧洲

一体化进程。总的来看，欧盟支持欧

洲一体化的主流政党仍在欧洲议会占

据主导地位，从而能够继续推进欧洲

一体化进程。不过，欧洲一体化进程

的速度可能会有所减缓，一体化进程

的深度可能会有所弱化。

欧洲极右翼党派的主要政策主

张有两点：一是反对外来移民和多

元文化，二是反对经济全球化和欧

洲一体化。即使这部分极右翼党派

在 欧 洲 议 会 中 只 能 发 出 微 弱 杂 音 ，

仍有可能会制造出较大麻烦，从而

使 欧 洲 一 体 化 进 程 变 得 更 加 复 杂 。

随着倡导民粹主义的极右翼党派在

欧洲议会的席位增加，这部分极右

翼党派就可以在欧洲议会中组成一

个旨在削弱欧盟权力和反对欧洲一

体 化 进 程 的 泛 欧 洲 党 派 组 织 联 盟 ，

通过审批或修改欧盟相关法案来施

加自己的影响，从而达到阻碍或减

缓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目的。

此外，欧洲极右翼党派制造的麻

烦还在于其提出的政策主张对欧盟主

流中右翼党派产生间接影响，可能会

鼓励主流中右翼政党为争取选民而让

政策取向向极右靠拢。目前，欧洲部

分主流中右翼政党开始对欧洲一体化

产生怀疑和提出要重新审视移民政

策。极右翼党派在欧洲议会的势力增

强有可能会促使欧洲主流中右翼政党

加深对欧洲一体化的疑虑和限制外来

移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欧洲一

体化进程。

欧洲政治格局基础未变欧洲政治格局基础未变

□ 严恒元□ 严恒元

55 月月 2828 日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欧洲议会议员欧洲议会议员、、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

玛丽娜玛丽娜··勒庞勒庞（（左三左三））与欧洲议会中其他极右翼党派的代表一起出席记者会与欧洲议会中其他极右翼党派的代表一起出席记者会。。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