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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新一届联邦议院（议会下院）选举2月23日
正式开启，将确定新任总理人选。由于没有设立“选
举冷静期”，此次德国大选的候选人们几乎将选战延
续至最后一刻。

在22日，总理朔尔茨在德国东部城市波茨坦参
加了一场集会，而所有民调中的大热门、基督教民主
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的联盟党的默茨则在德
国南部的慕尼黑出席一场活动。

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 22 日也在柏林举行活
动。朔尔茨所属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社民党）联合领
导人拉尔斯·克林拜尔21日在一场活动中提醒，仍
有27%的选民尚未决定投票给谁。

克林拜尔说，“最终，结果将会非常接近”，“朔尔
茨是总理职务的合适人选，我们也将战斗到23日18
点”。他指的是投票站关闭的时间。

这种情况与投票意向民调结果有关。相关民调
结果显示，联盟党将轻松占据首位，而社民党甚至可
能被德国选择党挤到第三位。

谁赢面大？
德国上一次联邦议院选举于 2021 年 9 月 26 日

举行。根据每4年进行一次选举的规定，本次选举
应该在今年9月举行。但由于总理朔尔茨领导的社
会民主党与自民党、绿党组成的“交通灯”执政联盟
提前瓦解，经信任投票和总统确认，新一届联邦议院
选举提前至2月23日进行。

在本届联邦议院选举中，有4个政党最受德国
民众关注，它们分别是联盟党、社民党、德国绿党、近
年来上升势头最强的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

此次选举中，联盟党将竞选重点放在移民问题
上。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茨认为，只有消除公众对
非法移民的担忧，才能阻止右翼极端分子的崛起。
联盟党还主张遵守德国“债务刹车”原则，推动减税、
增加援乌力度、增加国防开支等。社民党希望为德
国民众减税，加强边境管控遏制非法移民，通过举债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投资。德国绿党主张改革

“债务刹车”、引入债务融资投资基金，同时支持对电
动车提供补贴。德国选择党则在移民问题上持强硬
态度，同时提出降低税收、减少官僚主义、呼吁结束
对俄制裁等。

结果如何产生？
根据德国选举制度，德国选民并不是直接选举

总理，而是选举议员，再由议员推选总理。
德国新选举法规定，联邦议院议席为630个，联

邦议院拥有立法职权并负责选举联邦总理。所有在
选举日年满18周岁的德国公民均拥有投票权，选民
可通过现场投票或邮寄选票方式参与选举投票。

每位选民拥有两票：第一票投给该选区的直接
候选人，第二票投给自己支持的政党。目前，德国共
有299个联邦选区，这意味着将有299名议员作为各
自选区的获胜者直接进入联邦议院，剩余的331个
议席将根据选民手中的第二票得票数，按比例分配
给各政党。各政党获得的选票越多，其候选人进入
联邦议院的人数就越多。

投票结束后，若一个政党获得超过半数的议席，
即可直接组建政府，但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因此，各
政党间通常需要协商谈判，组建执政联盟，以确保在
联邦议院中占据多数席位。

政府组建有哪些挑战？
根据德国《基本法》，选举后30天内必须召开联

邦议院首次会议，由议员选出新的联邦总理。一般
情况下，获得最多选票的政党总理候选人将被提名
为联邦总理。提名为联邦总理的候选人在联邦议院
获得超半数议员支持后当选，德国联邦总统需在7
天内完成对新总理的任命。若议员无法达成一致，3
次投票均失败，总统将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在新政
府组阁完成前，原政府将继续运行。

从目前民调数据来看，联盟党大概率获得联邦
议院中的最多议席。

德国媒体认为，鉴于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茨多
次声称不会与德国选择党合作，所以目前大概率会
形成“联盟党+社民党”或“联盟党+绿党”两种政府
架构。但由于在移民及经济问题上存在分歧，且默
茨曾公开表示出任总理后会取消朔尔茨政府的部分
政策，这给“联盟党+社民党”政府的组建增加了难
度。同时，倘若联盟党与绿党联合组建政府，恐怕新
政府也会像朔尔茨领导的“交通灯”联盟一样，因政
党间无休止的争吵而最终破裂。

默茨近期提出收紧移民政策，并试图利用极右
翼政党的选票推动联邦议院通过相关提案。有专家
认为，德国传统主流政党间一直保有维持政治稳定
的默契，但默茨的做法破坏了这种默契，导致政党间
妥协意愿下降、裂痕增多，恐将为后续政府组建蒙上
阴影。 据新华社电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月
22日释放6名以方被扣押人员后，以色列方
面却以哈马斯释放以方被扣押人员时举行

“羞辱性仪式”为由，未按照约定于当天释放
600多名巴方在押人员。哈马斯指责以色列
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故意拖延放人。

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在释放巴
方在押人员时，同样设置一些争议性环节。

【推迟放人】
以色列总理府23日早晨表示，由于哈马

斯多次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举行“羞辱”被扣
押人员的仪式并利用被扣押人员展开宣传，
以色列决定推迟释放本应于22日获释的巴方
在押人员，直到哈马斯确保下次释放以方人
员时不再举行类似仪式。

按照法新社说法，自停火协议1月19日
生效以来，以方被扣押人员获释前都会被蒙
面的巴方武装人员示众，并被强迫向围观的
加沙地带民众挥手致意。哈马斯将以方被扣
押人员移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还会向以
方人员“颁发”用希伯来语写的“获释证书”。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22日晚在举行安全磋商会议过程
中作出推迟放人的决定，给停火前景带来更
多不确定性。第二阶段停火谈判本应于2月
3日启动，但以色列和哈马斯迄今尚未就此开
启实质性谈判。

就以总理府的表态，哈马斯指责以色列
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敦促斡旋方向以色列施
压，迫使其“不要拖延或阻碍”协议条款的落
实。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同样证实以方推
迟释放巴方在押人员，直至“后续通知”。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22 日获释的 6 名以
方被扣押人员是哈马斯在停火第一阶段释放
的最后一批存活以方人员，该组织下周预计
归还 4 名死者遗体。停火第一阶段结束后，
哈马斯还扣押着约62名以方人员，其中约35
人据以方推测已经死亡。

【归期未定】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原本应于22日获

释的600多名巴方在押人员中包括50名因袭
击以色列人被判处终身监禁的人员，以及60

名被判处长期监禁的人员。
另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这600多人

中还包括部分因安全原因受到监禁的巴方人
员，包括95 名哈马斯成员，16 名巴勒斯坦伊
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相关人员，40名巴勒
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相关人员，另有4
人被证实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人阵）有
关。

据报道，600多名巴方在押人员获释后，
其中约 100 人将被驱逐，11 名在本轮巴以冲
突爆发前遭逮捕的人员将被送至加沙地带，
另有43人将返回位于约旦河西岸或东耶路撒
冷的家乡。

以色列总理府 23 日下达推迟放人命令
时，运送巴方在押人员车队的领头军车正开
出监狱大门，接到命令后又折返监狱。此前，
以色列监狱管理局局长科比·雅各比下令监
狱看守给即将获释人员换上印有阿拉伯语诗
句的衬衫，上面写着“不将敌人消灭，我不会
返回”等字样。

新华社特稿

2月23日，在黎巴嫩贝鲁特，人们
前去参加黎真主党已故前领导人纳斯
鲁拉的葬礼。

当日，黎巴嫩真主党为已故前任
领导人赛义德·哈桑·纳斯鲁拉以及其
去世后曾被视为其继任者的哈希姆·
萨菲丁举行大型葬礼。2024年9月27
日，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
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
死亡，不久后萨菲丁同样在以军空袭
中死亡。

新华社/路透

德议会选举 参选各方“拼”到最后一刻

以借口“羞辱性仪式”推迟释放巴方人员

黎真主党为已故前领导人
纳斯鲁拉举行大型葬礼

新华社莫斯科/基辅2月23日电（记者黄
河 李东旭）乌克兰危机升级已三年。这场冲
突剧烈冲击地区安全、经济、社会等诸多领
域，同时深刻影响全球，阻碍世界经济复苏。

近来，特朗普政府与俄方展开对话，就结
束冲突等达成共识。美俄单独互动引发乌克
兰与欧洲多国不满。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各
方利益分歧盘根错节，相互博弈仍在激化。

冲突影响深远
乌克兰危机升级三年，俄乌两国都付出

沉重代价。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前所未有
的制裁，导致欧洲能源短缺和多种大宗商品
供应链不畅，成为近年来世界多个地区特别
是欧洲国家高通胀的一个重要推手，严重影
响各国民生。

三年来，在冲突延宕的背景下，一些欧洲
国家民众失去对传统主流政党的信任，极右
翼思潮在欧洲逐渐蔓延。德国《商报》认为，
欧洲在这场冲突中遭遇了“战略上的失败”，
影响力被削弱。

乌克兰危机的升级还影响全球多国的
粮食安全。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重要粮食出
口国，俄罗斯还是重要化肥出口国。危机升
级以来，供应链受阻，国际粮价高涨，部分国
家粮食危机加剧，非洲、中东、南亚和拉美一
些国家进口粮食的负担明显加重，粮食安全
进一步受到威胁。

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
院长周琪说，俄乌冲突不仅威胁到欧洲的稳
定，还影响到全球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并将
因此深刻影响未来的国际关系。

美国借乱牟利
分析人士指出，凭借能源贸易与军火援

助，美国实际上成为俄乌冲突的最大受益方。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欧对俄实施全方

位制裁，导致原本依赖俄罗斯油气的欧洲国
家能源供应受阻，而美国则利用“北溪”天然
气管道爆炸等事件，不断削弱俄欧之间的能
源合作，迫使欧洲高价购买美国天然气。美
国目前已成为欧盟最大的液化天然气供应
国。

克罗地亚政治分析家罗伯特·弗兰克指
出，“俄乌冲突后，美国成功接管了欧洲天然
气供应，并以远高于俄罗斯天然气的价格向
欧洲销售，并希望长期控制这一市场。”

过去三年，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
援助。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去
年的一项研究说，美国对乌克兰的巨额军援
助力美国国防制造业的振兴。美国《法律事
务》网站去年7月发布调查报告称，美国绝大
部分对乌军援并未直接流向乌克兰，而是留
在美国国内补贴了至少31个州和71个城市
的军工企业。乌克兰获得的大部分军援都是
美国的老旧装备，美国军工企业将制造的新
武器用于补充美军库存，并出售给北约盟国
从中获利。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安德烈·科
尔图诺夫表示，俄乌冲突使美国国防工业顺
势扩大了在欧洲军工市场的份额。俄罗斯常
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去年12月在联合国安理
会会议上指出，乌克兰如今已成为美西方军
工复合体的“金矿”，他们持续向乌克兰提供

武器，从中大赚特赚。
多方博弈持续

近来，美俄高层展开对话会晤，双方就结
束冲突等达成共识，但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
与乌方和欧洲盟友在乌克兰问题上矛盾加
深。分析人士认为，鉴于美、俄、欧、乌利益诉
求分歧明显，各方博弈仍将持续。

俄智库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费奥
多尔·卢基扬诺夫认为，俄美两国在后续谈判
中一定会坚持自身利益，未必能迅速达成共
识。俄高等经济大学欧洲和国际综合研究中
心副主任德米特里·苏斯洛夫表示，美国政府
近来希望迅速推动对俄关系正常化，一定程
度上说明美方只寻求实现冲突短期停火，而
非如俄罗斯所愿彻底解决冲突的根源性问
题。

乌克兰政策分析专家弗拉基米尔·沃利
亚认为，实现停火与和平的前提是乌克兰获
得可靠的安全保障，但目前美国提出的计划
中并没有包含安全保障条款。此外，俄军目
前占据战场优势，现在讨论停火为时尚早，俄
方也不太可能立即就停火协议和安全保障问
题与美西方达成一致。

爱沙尼亚安全问题专家赖讷·萨克斯同
样对和平前景持谨慎态度。在他看来，单凭
美俄之间的协议并不能完全决定乌克兰问题
的走向。美方策略缺乏清晰规划，特朗普政
府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非常注重维护自身利
益，这将使未来局势充满不确定性。“目前还
没有真正的和平进程或明确的计划，这一切
才刚刚开始。”

乌克兰危机升级三年 多方博弈仍在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