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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黎6月9日电（记者 唐霁）五年一次的欧洲议会选举
6日至9日举行。法国选民9日投票选出81名代表法国的欧洲议会
议员。由于法国执政党所获支持率远低于极右翼政党，法国总统
马克龙当晚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将很快举行新的国民议会选
举。马克龙的这一决定，引起了法国从政坛到民间的震动。面对
执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的失利，法国总统为何要解散本国议会？
解散议会对执政党有何利弊？法国政局未来走向会如何发展？

执政党面临多大执政党面临多大““信任危机信任危机””

根据法国多家媒体9日晚公布的最新出口民调结果，极右翼政
党国民联盟获得31.7%的选票，在法国政党中得票率居第一；执政
党复兴党获得14.9%的选票，位居第二。分析人士指出，马克龙领
导的复兴党自2022年上一次国民议会选举后就一直面临很多执政
阻力，此次欧洲议会选举失利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法国《世界报》分析此次选举结果指出，这反映出执政党在民
众中的低支持率，对其构成巨大的“信任危机”。

在法国，执政党能否在国民议会中占据绝对多数地位，对执政
党施政有重要影响。2022年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马克龙领导
的党派得票虽然领先，但未能获得绝对多数地位，致使其在后面的
总理任命和立法改革中，都遇到反对派的强大阻力，处处碰壁。

例如2023年，政府高度重视的移民法草案，刚提交国民议会就
被反对党派提出的动议中止了审议，相当于这份草案尚未进入国
民议会审议程序便已夭折。同一年，政府推行的退休制度改革方
案，因考虑到国民议会中反对声音较大，政府不得不动用宪法相关
条款授权，绕过国民议会投票，强行通过改革方案，但引起全国巨
大争议，执政党的形象也严重受损。

《世界报》分析认为，马克龙决定解散议会，一方面考虑到执政
党在国民议会中早已失去绝对多数地位；另一方面，欧洲议会选举
的结果也表明执政党的支持率在进一步下降。与其在国民议会任
期剩余的三年内政府难有作为，不如现在打一张“险牌”。

解散议会利弊如何解散议会利弊如何

法国宪法规定，总统有权解散议会。法国媒体指出，在法国第五
共和国的历史上，曾出现过5次总统通过解散国民议会，应对政府所
面临的政治危机或社会危机的先例。总统希望通过新的议会选举，
重新洗牌，试图使执政党在议会中有机会获得绝对多数地位。

根据法国埃拉贝民意调查公司9日晚进行的民意调查，52%的
法国人支持马克龙解散国民议会的决定。

但总统解散议会也是“一步险棋”，既有成功的前例，也有失败
的案例。成功的例子如，1962年，国民议会中的反对派通过一项动
议弹劾了时任总理蓬皮杜，于是时任总统戴高乐解散了国民议
会。在重新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戴高乐领导的执政党获胜，恢
复了蓬皮杜政府的合法性。

失败的例子如，1997年，时任总统希拉克在执政党已经获得多
数席位的情况下，希望扩大席位数，因此宣布解散国民议会。但新
的国民议会选举结果显示，以社会党为首的法国左翼联盟在选举
中获胜，这使得右翼的希拉克不得不和左翼的时任总理若斯潘开
始“左右共治”。

““左右共治左右共治””局面或将重现局面或将重现

在马克龙宣布解散议会的决定后，法国多家媒体都以“法国人
面临着历史性选择”为题表达对未来的担忧。法国本次欧洲议会
选举的投票率是52.5%，超过了2014年和2019年前两次欧洲议会
选举，因此投票结果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法国主要政党在民众心
目中的地位。

马克龙率领的复兴党在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并没有领先的
民意优势，这让马克龙的决定更像一场“豪赌”。《世界报》分析说，
马克龙的决定实际上是将下一次议会选举时间从原定的2027年提
前到今年，这就打破了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之间制度上的“同步
性”。从2002年开始，为了避免法国历史上总统和总理来自不同政
党的“左右共治”、相互掣肘的问题，法国决定在总统大选后的同一
年进行国民议会选举。这使得每届总统大选获胜者所在的执政党
能借助民意优势，在国民议会选举中继续拥有领先，从而使总理在
执政党中产生，避免出现“左右共治”。

法媒担心，一旦极右翼在新的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
将会出现总统马克龙和一位极右翼总理“共治”的局面。与此同时，
作为欧洲大国，法国在本届欧洲议会选举720个席位中，分配到81
席。法国政局转向与否也将给欧洲未来政治走向增添不确定性。

法总统马克龙为何解散国民议会

新华社新德里6月9日电 印度总理莫迪9日宣誓就职，开启他
的第三个总理任期。

就职仪式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总统府举行。莫迪宣誓后，新
一届政府的部长陆续宣誓就职。

根据印度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印度人民院（议会下院）第18届选
举计票结果，执政党印度人民党主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获得过半数
席位，有权组建内阁。该联盟随后推举莫迪为联盟领导人。

此次选举中，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仅获得240个议席，未能
超过半数，须与其盟友组成联合政府。据报道，新一届政府部长名
单中，超过10人来自印度人民党的盟友政党。

新华社耶路撒冷6月9日电（记者
王卓伦 吕迎旭）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
主要反对党国家团结党领导人甘茨9日
晚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退出战时内阁，
并呼吁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甘茨说，尽管他知道以色列总理内
塔尼亚胡领导了一个“糟糕的政府”，但
他的政党出于国家利益考虑在新一轮
巴以冲突爆发后加入了紧急政府，但内
塔尼亚胡“正阻止以色列取得真正的胜
利”。

甘茨表示，“真正的胜利”意味着以
方被扣押人员获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
抗运动（哈马斯）不再是加沙地带的治

理机构，以及成立一个针对伊朗的地区
联盟。

甘茨强调，为确保以色列实现“真
正的胜利”，应在今年秋天提前举行议
会选举，最终建立一个能够赢得人民信
任且能面对挑战的政府。他呼吁内塔
尼亚胡“确定一个一致同意的选举日
期，不要让我们的人民走向分裂”，并呼
吁战时内阁另一名成员、以色列国防部
长加兰特也退出战时内阁。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
表声明希望甘茨继续留任。他说，以色
列“正在多条战线上陷入生死战”，现在
不是放弃行动而是团结起来的时候。

以色列将坚持作战直至取得胜利并实
现所有目标，“主要是被扣押人员获释
和消灭哈马斯”。

甘茨在以色列政坛属于中左翼阵
营，与内塔尼亚胡本是政治对手。内塔
尼亚胡 2022 年年底组建的新一届政府
由右翼和极右翼党派组成。去年10月7
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内塔尼亚胡
与甘茨于当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
组建紧急政府，以应对战时事务。今年
5月18日，甘茨发布一份围绕本轮巴以
冲突及后续事项的方案，要求内塔尼亚
胡最晚 6 月 8 日接受该方案，否则他将
退出战时内阁。

据英国《卫报》报道，当地时间 6 月 9 日，
执政联盟在大选中失利后，比利时首相亚历山
大·德克罗宣布他将辞职。据报道，德克罗在宣
布辞职时一度哽咽，还用手擦了擦眼角。

当地时间 6 月 9 日晚，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比利时首相亚历山大·德克罗所在的荷语开放
自民党在联邦、地区、欧洲议会“三合一”选举中
失利。新弗拉芒联盟党得票率居于首位，弗拉芒
利益党位居第二。

弗拉芒利益党奉行反移民政策，主张将比
利时分裂为两个国家。最初的出口调查结果显
示，弗拉芒利益党取得优势，但晚些时候比利时
内政部网站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新弗拉芒联
盟党领先于弗拉芒利益党。

比利时王室10日宣布，菲利普国王已经接
受首相德克罗提交的内阁集体辞呈，并要求德
克罗作为看守内阁首相继续处理政务，直到新
政府组成。从10日开始，菲利普国王将先后会
晤国内各主要党派领导人，重点就新内阁的组
成听取各方意见。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10日电（记者
付一鸣 张兆卿）第十届欧洲议会选举9
日晚结束投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中
间偏右的欧洲人民党党团和中间偏左
的社民党党团分别保持欧洲议会第一、
第二大党团地位，右翼和极右翼势力席
位有所增加，法国和德国等一些欧洲大
国执政党表现不如极右翼政党。

分析人士认为，从选举结果来看，新
一届欧洲议会中传统的中右和中左力量
保持多数地位，未来欧洲政治大方向不会
出现急剧变化。但欧洲议会政治光谱向
右移动，欧洲大国执政党表现不佳，可能
给欧盟在移民、援助乌克兰、绿色转型等
问题上的政策推进带来更多不确定性。选
举结果有利于欧盟委员会（欧委会）现任
主席冯德莱恩连任，但悬念依然存在。

主流党团仍占多数
欧洲议会10日凌晨公布的初步计

票结果显示，中间偏右的欧洲人民党党
团获得总共 720 个议席中的 189 席，较
上届议会增加13席，保持第一大党团地
位；中间偏左的社民党党团维持第二大
党团地位，获得135个席位，较上届减少
4席；持中间立场的复兴欧洲党团获83
席，减少19席，保住第三大党团地位；右
翼的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获72席，增加
3席；极右翼的“身份与民主”党团获58
席，增加9席；绿党和欧洲自由联盟组成
的党团获53席，减少18席；左翼联盟党
团获35席，减少2席。此外，包括“疑欧”
主义政党在内的不隶属于现有党团的
政治势力增加了33个议席，达到95席，
其中不少议员来自极右翼政党。

从上述结果看，席位排名前三的人
民党党团、社民党党团、复兴欧洲党团

这三个传统主流党团在欧洲议会中组
成的“超大联盟”席位虽然从417席降至
407席，但合计仍占总席位的近57%。分
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传统中右和中左
力量仍将执掌欧洲议会、主导欧盟政
策，欧洲政治大方向不会变化，欧盟大
体会延续既定议程。

政治光谱向右移动
值得注意的是，右翼和极右翼政党议

席增加，而中左翼和自由派政党议席减
少，这表明欧洲议会政治光谱向右移动。
比利时“欧洲动态”网站文章认为，新一届
欧洲议会中不隶属现有党团的极右翼党
派议员可能加入现有的右翼和极右翼党
团，或者组成新的党团，那将使右翼或极
右翼党团成为第三甚至第二大党团。

对此，有分析指出，持民族主义和
民粹主义立场的右翼或极右翼政党借
物价上涨以及民众对移民、绿色转型成
本和俄乌冲突的担忧成功扩大了票仓。
它们在欧洲议会势力的扩大将增强其
影响欧盟在移民、援乌、绿色转型等方
面政策的能力，可能使欧盟在相关领域
通过新立法变得更加困难。当然，由于
一些极右翼党派在援乌等议题上存在
分歧，它们会在多大程度上联手影响欧
盟议程还有待观察。

在作为欧盟“轴心”的法国和德国，
执政党均在此次选举中明显受挫。法国
执政的复兴党得票率不及极右翼政党
国民联盟的一半，导致总统马克龙宣布
解散国民议会提前选举。德国总理朔尔
茨所在的社会民主党得票率也被极右
翼政党德国选择党超过。此外，极右翼
政党在奥地利、荷兰、西班牙有望扩大
力量。极右翼在欧洲多国特别是大国势

力的扩大，引发了外界对这些国家如何
推动欧盟政策的质疑，也给欧洲未来的
政治走向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

欧委会主席仍有悬念
新一届欧洲议会产生后将选举新

一届议长并就欧委会新一任主席人选
进行投票表决。现任欧委会主席冯德莱
恩能否连任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欧委会主席相当于欧盟“总理”，由
欧洲理事会提名，提名人选获得欧洲议
会过半数支持即可通过。欧洲议会2014
年推出“领衔候选人”制度，即欧洲理事
会应提名欧洲议会第一大党团的“领衔
候选人”出任欧委会主席。同年的欧洲
议会选举后，第一大党团人民党党团

“领衔候选人”容克就是在这一制度下
成为欧委会主席。但2019年欧洲议会选
举后，第一大党团人民党党团推举的“领
衔候选人”德国人曼弗雷德·韦伯遭到法
国等多个欧洲国家反对，欧洲理事会最
终提名来自人民党党团的德国人冯德
莱恩出任欧委会主席，她获得欧洲议会
过半数议员支持，得以执掌欧委会。

今年选举前，欧洲议会重新强调
“领衔候选人”制度的重要性。由于这次
冯德莱恩是人民党党团推举的“领衔候
选人”，因此该党团保持欧洲议会第一
大党团地位且议席数增加，无疑让冯德
莱恩谋求连任有了更多底气。

不过，欧委会主席人选在欧洲理事
会提名时需要得到欧盟各成员国，特别
是法德等欧洲大国领导人的认可。有欧
洲媒体报道，朔尔茨、马克龙等人可能不
会支持冯德莱恩连任，德国和法国更中
意欧洲央行前行长、意大利人德拉吉。
因此，冯德莱恩能否连任仍有悬念。

比利时首相宣布辞职 当众“哽咽拭泪”

莫迪宣誓就任印度总理

甘茨宣布退出以色列战时内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