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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4 月 24 日，法国总统选举第

二轮投票结果出炉，现任总统马克龙击败

极右翼党派“国民联盟”领

导人勒庞，成为继希拉克之

后 20 年来首位实现连任的法

国总统，也成为法国未来 5 年

的“掌舵手”。

马 克 龙 首 个 任 期 可 谓 一

波三折。2017 年头顶“法国最

年轻总统”光环上任后，马克

龙前期强势推行养老、税收等

多项重要制度改革，触碰多方

利益遭遇反对，甚至激化社会矛

盾，支持率一度跌至 23%的历史

低点。但马克龙后期积极调整，

自“黄马甲”事件后逐渐加强与

大众沟通，任内 13 年来最低的失

业率以及优于欧元区整体水平的经

济表现则是助其胜选的重要因素。

在本次大选结果公布后，马克

龙将着手处理新总理的任命以及新

政府的组阁问题，新一届政府的部长

人选成为焦点。在大选结果公布当

晚，马克龙在巴黎埃菲尔铁塔前的战

神广场举行胜选集会，在演讲中他表示

要建设一个“更独立的法国与更强大的

欧洲”，这也是马克龙下一个 5 年的施政

主线。

在安全防务领域。马克龙多次强调欧

洲战略自主的重要性，其中安全防务是其

尤为关注的重点，俄乌冲突无疑更加坚定

了马克龙的决心。马克龙提出重新建立一

个完整的军队模式，以使一个国家在面对

危机时更加独立。未来 5 年，马克龙将持续

增加国防预算，希望在 2025 年增至 500 亿

欧元，尤其是注重投资顶尖军事技术，并计

划将军队预备役人员增加一倍。

在能源领域。面对能源独立与绿色转

型的迫切需求，马克龙计划大力发展可再

生能源和核能，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计划在 2050 年建成 50 个海上风力发电场，

将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增加 10 倍，允许法

国重启民用核电站建设，拟在 2050 年前新

建 6 座第三代压水核反应堆（EPR2）。与此

同时，每年将为 70 万间住房进行能源改造，

并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电动汽车长期租赁

服务。

在社会民生领域。养老金改革是马克

龙的着重发力点，马克龙拟将法定退休年

龄逐步推迟至 65 岁，从 2023 年到 2032 年

每年增加 4 个月，同时承诺将最低全额养

老金提高到每月 1100 欧元。就业方面，马

克龙提出失业保险改革、降低公共运营成

本、提供更便捷就业平台等举措，希望在

2027 年实现充分就业，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标准，当失业率低于 5%时可称为充分就

业。税收改革方面，马克龙承诺增加遗产

免税额，将把本位继承和代位继承的继承

税 免 税 额 度 从 10 万 欧 元 提 高 至 15 万 欧

元；计划取消商业增值捐税，以增强法国

企业特别是科技企业的竞争力。文化教育

方面，有针对性地提高教师工资，给予学

校更大自主权；计划通过一个 2 亿欧元的

投资基金投资法国文化和创意产业，支持

创作以及保护版权。公共安全方面，将简

化、加快驱逐非法滞留外国人程序，改革

居留证申请模式；增设 200 支宪兵大队，

提高治安罚金。

马克龙的施政纲领充分体现其建制派

的底色，这也是欧洲主要政治力量发声支

持马克龙的重要原因。在此次法国大选期

间，德国、西班牙、葡萄牙三国领导人在法

国《世界报》撰文呼吁法国民众投票给马克

龙。法国《费加罗报》评论称：“马克龙胜选

后欧洲人松了一口气。”

然而经过短暂喜悦后，马克龙将面临

另一场挑战——6 月份的国民议会选举。

国民议会作为立法机构在法国政治中扮演

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选举被法国媒体评

论为“大选中的第三轮投票”，若执政党无

法掌控足够席位，其推行政策时将面临强

力掣肘。

目前，尽管马克龙胜选，但德西葡领导

人罕见的“拉票举动”侧面凸显出法国建制

派控局能力的下降。事实上，在大选第一

轮投票中，马克龙、勒庞与极左翼候选人梅

朗雄以 27.6%、23.41%、21.95%位列前三，传

统右派共和党候选人佩克雷斯得票率仅为

4.78%，表明法国政坛已形成“极左、中间、

极右”三足鼎立的局面，传统党派更加式

微，社会阶级更加分化。

总体来看，马克龙赢下了最关键的战

役，而 6 月份的“第三轮投票”形势依旧复

杂。马克龙是为了国民议会的多数席位选

择在政府组阁中让步，还是其领导的共和

国前进党“一枝独秀”再次报捷，依然充满

悬念。

法国大选折射欧洲分化与矛盾

李鸿涛

当地时间 4 月 24 日，法国现任总

统马克龙在大选第二轮投票中获胜，

成功实现连任。本次大选期间呈现出

的极左翼与极右翼崛起、社会激进化

等现象，凸显法国政治与社会在面临

多重内外冲击和巨大不确定性下正经

历着持续动荡，侧面反映出欧洲社会

当下的分化与矛盾。

此次总统大选的两轮投票被

外界称为法国政治与社会现状

的“显影剂”，暴露出的诸多问

题正引起法国乃至欧洲各界

反思。

首先，法国内政部统计

数据显示，在第二轮投票

中，选民弃权率高达 28%，

创 下 1969 年 以 来 的 最 高

水平，显示出法国民众正

对 政 治 出 现“ 疲 惫 ”“ 厌

倦 ”情 绪 ，甚 至 对 所 有 12

名候选人提出的各类政治

纲领都“不感兴趣”。法国

ELABE 民 调 机 构 数 据 显

示，35%的弃权者认为“没有

候选人与自己的观点一致”。

其次，法国传统的左右政

党日渐式微。在大选第一轮投

票中，共和党候选人佩克雷斯得

票率仅为 4.78%，社会党候选人伊达

尔戈得票率仅为 1.74%，这意味着法

国传统政党已在国家层面被选民暂时

抛弃，且各自内部仍面临着分裂与重

组的巨大挑战。

此外，法国政治格局面临重新洗

牌。传统的左右政治分歧正日趋模

糊，取而代之的是极端化、激进化候

选 人 正 获 得 越 来 越 多 的 支 持 与 关

注。极左翼候选人梅朗雄在第一轮

投票中得票率达 21.95%，位列第三，

而极右翼候选人勒庞则再次进入第

二轮，并获得 41.46%的有效选票，虽

然二人都最终败选，但其在法国社会投射的影响与冲击短期难

以消除。法媒分析认为，法国社会未来面临的将是以马克龙为

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中右翼、以梅朗雄为代表的极左翼和以勒庞

为代表的极右翼的“三足鼎立”格局，将对马克龙新任期续推改

革的步伐与效果形成掣肘。

法国当前日趋分化与割裂的态势背后有着深层次矛盾。一方

面，马克龙第一任期内对产业、就业、税收等多领域进行大刀阔

斧的改革，并坚定不移推动数字、技术创新、能源等领域转型，

在一定程度上为法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各项经济数据一度回

暖。但在部分涉及工资、退休、医疗等民生领域的政策效果并不

理想，部分强势的改革计划甚至进一步激化了底层民众与精英阶

层的对立矛盾，叠加新冠肺炎疫情与俄乌冲突的双重冲击，法国

经济正进入高通胀、低增长的疲弱时期，持续刺激这种矛盾对立

情绪进一步发酵。另一方面，部分民众对于传统政党“轮番上

阵”带来的政策摇摆、攻讦内耗充满失望情绪，认为这种缺乏长

期性、连贯性与确定性的政策设计无法真正集中精力解决深层次

的结构性矛盾，无法真正深耕、激发法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潜

力，而仅是一次又一次相似的恶性循环。

有法国媒体将此次法国大选形容为“两个法国”间的争夺，

一个是“开放、充满信心的法国”，另一个是“悲观、充满愤怒的法

国”，这种复杂且矛盾的心态恰成为当前欧洲社会的一个缩影。

长期以来，法国始终是强化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力量，推动了从经

贸、防务到技术、能源等各领域的主权建设，希望欧洲能够以独

立自主的姿态成为国际舞台的重要力量。但“马克龙版”的欧洲

自主之路并不平坦。在经贸领域，区内发展差异化、失衡化明

显，呈现双速乃至多速发展；在社会领域，欧盟团结的理念共识

正日益削弱，并面临甚嚣尘上的各类思潮挑战；在外交领域，经

历“美国优先”政治梦魇、英国脱欧等系列挑战后，欧洲日益觉醒

的自主意识与被外部势力掣肘、利用的疲软现实形成巨大反差，

特别在俄乌冲突下，欧洲视美为跨大西洋伙伴盟友与美国视欧

为维护自身优先权帮手的结构性、战略性定位差距更显示得淋

漓尽致，也使得欧洲主权战略建设的紧迫感进一步增强。此轮

大选中，勒庞关于退出北约、指责北约将破坏欧洲稳定的论断并

非偶然，而这一理念还获得一定规模选民的支持，这本身就值得

欧洲领导人认真思考。

随着新任期开始，马克龙表示将继续聚焦安全、环保、经济

复苏等重点议题，并更加重视购买力等民生议题。同时，作为欧

盟轮值主席国，法国将加速“欧洲战略主权”建设，并以更加“独

立自主”视角引领欧洲走出阴霾。但是，马克龙将面对的不仅是

来自外部不确定性的挑战，更有内部极左翼、极右翼势力强势崛

起、社会裂痕加大、发展失衡等诸多难题，而如何尽快弥合分裂

局面、有效回应民众诉求、以更加自主姿态保持欧美间利益平衡

则将成为考验马克龙政治智慧与检验其能否成为合格“欧洲领

袖”的重要标准。

金砖国家智库国际研讨会上，国内外专家热议——

以 金 砖 合 作 带 动 南 南 合 作
本报记者 杨啸林

在当前复杂国际局势下，作为发展中

国家和新兴市场的领头羊，金砖国家推动

多边合作逆势前行，对重塑当代国际关系

具有深远影响。4 月 25 日，由金砖国家智

库合作中方理事会主办、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承办的金砖国家智库国际研讨会在北京

举行。与会专家以“推动金砖国家高质量

经贸合作”为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秘书

长、中联部政研室主任金鑫表示，百年变局

和世纪疫情交织共振，国际格局加速演变，

世界经济复苏任重道远，金砖五国作为推

动国际秩序演变、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共同

发展的重要力量，理应维护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在维护多边主义、

加强抗疫合作、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发挥更

大的作用。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持续增加，多边主义的有效性蒙受诟病，尤

其是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政策中的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本土主义倾向明显，已给全

球发展合作带来诸多不利影响。”金砖国家

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副理事长、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校长夏文斌表示，当前广大发展

中国家，尤其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

市场国家开展深度合作，加强以金砖国家

合作为范本的南南合作，将为保护全球化

发展成果、推动新冠肺炎疫情后世界经济

复苏作出重要贡献。

“ 为 有 效 应 对 当 前 新 挑 战 ， 应 从 区

域、跨区域和全球等多个层面开展合作，

首 要 任 务 便 是 进 一 步 激 活 ‘ 金 砖 +’ 机

制。”俄罗斯智库“瓦尔代俱乐部”教授

雅罗斯拉夫·利索沃里克表示，“金砖+”

机制不仅通过聚集单个国家实现发展，还

可通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

急储备安排和其他区域发展性金融机构等

补充形成的区域核心网络，探索形成统一

的区域发展模式，构建全球发展中国家经

济联盟。

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和信息系统研究

院研究员安布·库马尔表示，《金砖国家经

济伙伴战略 2025》已为金砖国家未来合作

制定了路线图，当前各国应更多关注如何

将规划落到实处。“我认为各方应先从利益

契合度较高的领域加强合作，如加强世贸

组织多边立场协调、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消除贸易投资壁垒等。”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大学经济、发展和

旅游学院教授罗尼·恩瓦迪表示，当前金砖

国家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和深化工业化进

程的攻坚时期，加强投融资合作应成为当

前合作的重点方向之一。

“在世界经济遭受疫情持续冲击背景

下，维护金砖框架下经贸合作，助力成员国

经济稳步复苏将是当前的重要目标。”巴西

应用经济研究所教授费尔南多·里贝罗表

示，从长期来看，金砖国家应加快新工业革

命伙伴关系建设。

针对建设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

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

主任、长三角贸易研究院院长、智库理事会

理事蓝庆新也提出建议，一方面推动建立

金砖国家创新基地，打造高层次金砖国家

人才体系团队，为深化数字、绿色等新领域

合作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以共同维护网络

稳定安全为契机，推动建立全球数字治理

规格体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

部长、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理事

张琦就推动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提出四点建

议：一是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

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二是加强发展

规划对接，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紧密协

调，做大共赢的“蛋糕”；三是在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和平台企业发展、

数字贸易和全球规则等领域深化合作；四

是深入推进开放型发展合作，以金砖合作

带动南南合作，推动引领更大范围的经贸

发展。

现任总统马克龙击败极右翼党派现任总统马克龙击败极右翼党派““国民联盟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实现连任领导人勒庞实现连任，，其新任期施政重点为安全防务其新任期施政重点为安全防务、、能源能源、、社会民生等领域社会民生等领域，，以建设以建设

一个一个““更独立的法国与更强大的欧洲更独立的法国与更强大的欧洲”。”。总体来看总体来看，，马克龙赢下了最关键的战役马克龙赢下了最关键的战役，，而而 66 月份的月份的““第三轮投票第三轮投票””形势依旧复杂形势依旧复杂。。马克龙是为马克龙是为

了国民议会的多数席位选择在政府组阁中让步了国民议会的多数席位选择在政府组阁中让步，，还是其领导的共和国前进党还是其领导的共和国前进党““一枝独秀一枝独秀””再次报捷再次报捷，，依然充满悬念依然充满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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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高 静摄

4 月 24 日，在法国巴黎附近的克

里希市，一名男子走过街头的马克龙

和勒庞的竞选海报。

新华社记者 高 静摄

马克龙总统新任期仍面临挑战马克龙总统新任期仍面临挑战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钱钱 通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