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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五年总统任期刚开始一
个多月，马克龙就在 6月 19日结
束的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
票中遭遇重挫。他领导的中间派
联盟“在一起”仅赢得245个议席，
未能达到确保顺利施政的 289席
绝对多数地位。

遥想五年前，当时不满 40岁
的马克龙摸准了选民厌倦传统
左、右翼政党“轮流坐庄”的心理，
凭借“不左不右”的中间路线一举
入主爱丽舍宫，彻底打碎了法国
政坛延续数十年的传统政治格
局。

在当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
马克龙领导的以中间派共和国前
进党为首的阵营顺势取得大胜，
拿下全部 577席中的 350席。由
此，马克龙意气风发地开启了首
个五年总统任期。

不过，过去五年时间里，马克
龙在内政外交上呈现出“冰火两
重天”。

在国内，他陆续推动出台新
《劳动法》、国有铁路公司改革、失
业和退休制度改革、医保改革以
及税改和能源转型计划等，上调
燃油税成为 2018年底至 2019年
上半年重创法国的“黄马甲”运动
的导火索，那次大规模抗议活动
是法国50年来最严重的骚乱。

新冠疫情迟滞了马克龙的各
项改革，2020年至 2021年，法国
至少三次全国性大规模封锁，
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萎缩

了 8.3%，创下二战结束以来的最
差纪录。

相比之下，马克龙在对外政
策上更游刃有余，加强欧洲战略
自主的基调贯穿始终，从提出组
建“欧洲军”，到欧盟领导层换届，
再到英国“脱欧”、俄乌冲突等问
题，马克龙抓住一切机会展现法
国独立外交姿态，并在默克尔卸
任德国总理之际，重新将领导欧
盟的“德法轴心”扭转为“法德轴
心”。

去年法国经济增长7%，为52
年以来最大涨幅，凭借这一成绩
以及外交表现，马克龙在今年4月
成功连任，并于 5月 14日正式开
启第二个五年任期。只是，这一
次，无论是总统选举还是刚结束
的国民议会选举，五年前的风光
都已不再。

尽管成功连任，但总统选举
结果并不好看。4月 10日首轮投
票中，马克龙虽然得票率第一，但
也只有27.85%。紧随其后的两股
势力不容小觑，极右翼政党“国民
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为
23.15%，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
领导人梅朗雄为21.95%。

马克龙与勒庞进入 4月 24日
的决胜轮投票，梅朗雄遗憾出局，
可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在总统选
举 决 胜 轮 投 票 中 ，马 克 龙 以
58.55% 的 得 票 率 击 败 勒 庞
（41.45%）。而在五年前的决胜
轮，马克龙的得票率为 66%，勒庞

只有34%。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虽然

法国社会依然对极右翼政治势力
保持警惕，法国政党也对这股力
量敬而远之，但不可否认的是，极
右翼力量在过去五年不断壮大，
支持者显著增加。

与之类似的是，梅朗雄代表
的极左翼力量也呈现这样的发展
形势。要知道，以往在法国政坛
呼风唤雨的可是两大传统政党
——中右翼共和党和中左翼社会
党。二者在2017年总统选举中一
蹶不振，并在今年总统选举中进
一步跌落谷底，共和党总统候选
人佩克雷斯的得票率仅为4.78%，
社会党总统候选人伊达尔戈甚至
只有 2%，两人都没有达到报销竞
选费用所要求的5%得票率门槛。

传统政党跌落神坛，马克龙
领导的中间派磕磕绊绊，极右翼
和极左翼便迎来了春天，这在此
次国民议会选举中再次体现得淋
漓尽致。

4月总统选举出局后，梅朗雄
就曾喊出“要当总理”，并与其他
左翼政党结盟角逐国民议会选
举。结果，这次他所在的左翼阵
营一举成为国民议会第二大党，
占据131席。更令人意外的是，勒
庞领导的极右翼“国民联盟”赢得
89席，议员人数较上届增加了 9
倍。

现在摆在马克龙阵营面前的
有两种选择，一是与其他政党结

盟，从而在国民议会实现绝对多
数；二是放弃谋求绝对多数，继续
目前的相对多数政府。

如果结盟，马克龙可能会选
择中右翼共和党，但这意味着今
后政策制定可能会有所“右倾”，
而且这还要看共和党的意愿；如
果维持现状，马克龙任命的总理
博尔内将继续领导政府运转，但
今后的立法程序将面临反对党极

大阻力，马克龙的各项改革议程
将更加艰难。

内政方面施政难度陡增，意
味着今后马克龙在外交上的行动
将受限，不得不将更多精力投入
到国内问题上。五年来，马克龙
非但没能阻止极右翼发展壮大，
如今还遭遇极左翼力量的强力冲
击，法国没有迎来政治和解，反倒
必须面对政治极化的局面。

这场选举后

马克龙更难了 法国政治更极化了

1919日日，，马克龙在法国北部勒图奎特的一个投票站完马克龙在法国北部勒图奎特的一个投票站完
成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后乘车离开成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后乘车离开。。

5月7日，获得连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右一）在巴黎出席总统就
职典礼时讲话。

19日，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在投票站投票。

19日，法国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在
巴黎举行的选后集会上讲话。

面对执政联盟因失去议会多
数席位而在立法方面举步维艰的
形势，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内
特与执政伙伴终于下定决心，推
动解散议会以便提前选举。

据以色列总理府 20日发表
的声明，贝内特与候任总理兼外
交部长亚伊尔·拉皮德决定 27日
向议会提交解散议会动议，一旦
获得通过，本届议会就将解散。

以色列议会为一院制，有120
个议席。贝内特领导的八党执政
联盟最初控制61席，然而，今年4

月以来有两名议员相继退出，执
政联盟所控制议席减至 59席，政
府遂成为少数派政府。

如果不出意外，执政联盟提
交的解散议会动议将获得通过。
新一届议会选举预计 10月 25日
举行。这将是以色列在三年半的
时间内第五次举行议会选举。

按照执政联盟内部达成的意
见，议会解散后，拉皮德将担任看
守内阁总理，直至新一届政府宣
誓就职。

2019年4月至去年3月，以色

列举行四次议会选举。在最近一
次选举中，时任总理本雅明·内塔
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成为议
会第一大党，不过，因内塔尼亚胡
未能在指定期限内完成组阁，总
统将组阁权交给议会第二大党拥
有未来党的领导人拉皮德。

经多方谈判，拉皮德最终组
建起涵盖左中右阵营的八党联
盟，通过组阁所需的 61个议席门
槛。组阁方案获得议会通过，终
结内塔尼亚胡连续 12年的执政
历史。

根据组阁方案，总理先由统
一右翼联盟领导人贝内特担任，
拉皮德为候任总理兼外长，两人
将在约两年后轮换总理职位。

政府开始运作后，执政联盟
内部各党派围绕内政、外交等一
系列问题矛盾日渐凸显。贝内
特、拉皮德虽为维持联盟稳定做
出不少妥协，但是效果不佳。

政府失去多数议席后，反对
派在议会几次发起不信任案表
决，执政联盟虽侥幸过关，但在推
进立法方面屡屡受挫。

那项法律的有效期自 1967
年以来每五年延长一次，当前有
效期截至本月 30日。《耶路撒冷
邮报》分析，贝内特与拉皮德看到
法案在议会通过无望后，决定推
动解散议会、提前举行选举，此举
可使该法律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新
政府组建后三个月。

舆论认为，贝内特和拉皮德
此举虽有破釜沉舟、绝处求生之
意，却也实乃不得已而为之，有可
能“得不偿失”。

政府下定决心推动解散议会以便提前选举

以色列或举行三年多来第五次大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