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不久前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
得票率遥遥领先于该国执政党复兴党。这一结果引发法国政
坛“大地震”——总统马克龙旋即宣布解散国民议会、举行新的
选举，两轮投票日分别定于6月30日和7月7日。

国民议会选举不会威胁总统的地位，但与新总理的产生密切
相关。法国可能出现总统和总理来自不同政党的“共治”局
面，而这位新总理很有可能来自极右翼政党。法国多家媒体
以“法国人面临着历史性选择”“马克龙的政治豪赌”为题表达对
未来的极度担心。马克龙此举为哪般、胜算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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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法国政治正步入一个重
要历史关口。

近几年，新冠疫情、乌克兰危
机等使本就发展缓慢的欧洲经济雪
上加霜，移民、安全等问题也空前
严峻，欧洲选民对执政党的不满和
要求变革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从欧
洲 议 会 选 举 结 果 看 ， 法 国 、 德
国、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等多
个欧盟国家的极右翼政党得票率或
处于领先、或强势崛起，导致欧洲
和欧洲一体化未来风险加剧。

马克龙的决定，放到欧洲“政
治光谱”右移的大环境中看，可以
说是法国中间派的“最后一搏”，以
图唤醒民众、团结反对极右翼的力
量。与此同时，法国 2027 年总统选
举可能出现“极右翼上台”的风险
预警提前到眼下。

然而，包括执政党在内的法国
政界和民众并没有做好准备。法国
BFMTV新闻资讯台报道，总理阿塔
尔曾试图劝阻马克龙不要解散议
会，并提出辞职以承担责任，但马
克龙没有同意。法国经济和财政部
部长勒梅尔则表示，这只是总统个
人决定，“令人无法理解”。

马克龙的决定也为 7 月 26 日开
幕的巴黎奥运会带来隐患。如果议
会选举中马克龙领导的执政党失
利，新政府很可能难以在7月中旬之
前到位，届时奥运会安保等需要政
府保障的环节势必受到影响。

为何说
法国站在历史关口？

为什么说提前议会选举
让法国人面临历史性选择

新华社记者 唐霁

“破釜沉舟”为哪般？

2016 年，政坛“新秀”马克
龙创立“前进”运动 （后改名为
复兴党），以“中间派”身份登上
法国政坛，受到选民认可。在
2017 年总统选举中，马克龙战胜
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时任主席勒
庞，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创建
以来最年轻的总统。但在马克龙
第一个5年任期里，他主导的多项
改革遭到巨大社会阻力，马克龙
和执政党的民意支持率逐渐跌到
谷底。

在 2022 年总统选举中，马克
龙虽成功连任，但国民联盟和执
政 党 支 持 率 的 差 距 已 大 大 缩
小。执政党没能在当年举行的国
民议会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席
位。在之后的总理任命和立法改
革中，马克龙遭遇反对派强大阻
力，处处碰壁。此次欧洲议会选
举极右翼的强势崛起，促使马克
龙做出解散议会这一“破釜沉
舟”式决定。

近年来，面对严重的经济和
社会危机，越来越多法国选民对
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失去耐
心，慢慢向极右翼政党倾斜。究
竟是为了长远发展进行痛苦的社
会改革、继续以开放的姿态坚持

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还是像极
右翼政党那样强调“法国人优
先”、放弃改革走一条封闭保守的
发展之路？这是摆在法国人面前
的一道难题。

马克龙不久前这样解释解散
议会的决定：一方面，在欧洲议
会选举中，多数法国人投票支持
激进派 （包括极右和极左）；另一
方面，在国民议会中，执政党只
拥有相对多数议席，改革方案被
反对派处处掣肘。他说，自己任
期还有 3 年，此后不会再竞选总
统 ， 做 出 这 一 重 要 决 定 目 的
是“让法国人想清楚自己的选
择”。

而 法 国 媒 体 对 马 克 龙 这
次“政治豪赌”还有另一番解
读 ： 按 照 国 民 联 盟 的 发 展 势
头，未来产生一位极右翼总统的
可能性正逐渐变大。即便国民联
盟在提前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
获得多数席位拿下总理职位，这
一完全没有执政经验的政党领导
人也会不停“栽跟头”，极右翼各
种激进化改革措施也将处处受
挫。如此一来，法国民众会在
2027 年总统选举前进一步认清极
右翼，破除幻想。

法国政局
面临何种可能性？

法国埃拉贝民意调查公司6月22
日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联盟将
在接下来的国民议会选举首轮投票中
大幅领先，有望获得高达36%的支持
率，拿下250至280个议席；新组建
的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可能获得
27%的支持率；而马克龙的中间派联
盟“在一起”的支持率仅为20%，预
计只能保住90到110个议员席位。

根据法国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
有权任命总理，但按惯例，总理一般
来自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议席的
政党代表人物。因此，如果国民联盟
在国民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无论是
相对多数还是绝对多数，国民联盟主
席若尔当·巴尔代拉都将是总理的人
选之一。法国可能迎来新的“共治时
代”：中间派的总统马克龙有可能和
来自极右翼的总理巴尔代拉共同治理
国家。

不过目前一切仍是未定之天，法
国政局未来走向存在多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不到 30 岁的巴
尔代拉顺利出任总理。不过他最近明
确表示，如果国民联盟在选举中拿不
到议会“绝对多数席位”，他将拒绝
出任总理。法国鲁昂大学宪法专家安
妮-沙莱娜·贝齐纳解读巴尔代拉的
表态是在给选民“施压”，争取拿到
绝对多数。

第二种可能性是国民联盟只拿
到“相对多数”，巴尔代拉本人拒绝
出任总理。那么，马克龙很可能寻求
和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形成一个
政党联盟，马克龙会提出一个政党联
盟都接受的总理人选。

第三种可能性是现政府继续履
职，即倘若马克龙无法就总理人选和
议会其他党派达成一致，那么法国最
高行政法院可以裁定现任政府部长在
新政府任命之前继续日常工作。根据
法国宪法规定，总统在解散议会一年
后才能再次解散议会，因此一年后马
克龙或再次解散议会并举行国民议会
选举，各方则再次就新总理和政府的
产生展开博弈。

法国国民议会会议现场。 资料图

6 月 9 日，在法国勒图凯市一处
投票站外，法国总统马克龙 （右
二） 在参加欧洲议会选举投票前与
民众交流。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