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内政部11日在其官网公布
法国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的统计结果，
现任总统马克龙获得 27.84%的有效
选票，在12名候选人中居首位；极右
翼政党“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勒
庞以 23.15%的得票率位居第二。二
人将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对决。

分析人士指出，与2017年总统选
举时一样，代表中间派的马克龙和代
表极右翼的勒庞再次进入大选第二
轮，传统左右翼大党均铩羽而归，这
反映出法国政治格局和生态已发生
深刻变化。极右翼的崛起，让马克龙
能否连任充满变数。

连任仍存悬念

法国内政部11日在其官网公布
的法国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统计结果
显示，现任总统马克龙获得27.84%
的有效选票，在12名候选人中居首
位；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候选人玛
丽娜·勒庞以23.15%的得票率位居
第二。法国总统任期5年，选举采用

“多数两轮投票制”。在第一轮投票
中，如无候选人获得逾半数选票，得
票居前两位的候选人参加第二轮角
逐。第二轮投票将于4月24日举行。

马克龙上台以来推行系列改革，
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国政治、经
济、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民意支持
率一度跌至23%的历史低点。但随
着法国新冠疫情逐步缓解，去年实现
经济增长7%的“好成绩”，马克龙的
支持率一直缓步上升。乌克兰危机
期间，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领导人，
马克龙在俄乌之间积极斡旋，他的个
人支持率大幅上升，一度超过30%。

不过，极右翼候选人勒庞的强势

崛起，对马克龙寻求连任构成巨大威
胁。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第一轮
投票后进行的民调显示，马克龙和勒
庞在第二轮可能分别获得约51%和
49%的支持率，差距很小，与2017年
大选第二轮马克龙以得票率66.1%
对 33.9%大胜勒庞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马克龙能否连任尚有悬念。

主张各有不同

马克龙和勒庞10日晚分别发表
讲话。马克龙呼吁选民信任他的“进
步、开放、维护法国和欧洲独立的竞
选纲领”。他说：“我想要的是属于更
强大欧洲的法国，而不是一个脱离欧
盟、只有民粹和仇外情绪的法国。”

勒庞在讲话中呼吁“所有在第一
轮投票中没有给马克龙投票的选民”
支持她，强调她将保障国家独立、控
制移民并重建治安。

法国《世界报》发表分析文章指
出，马克龙和勒庞将带给法国人不同
的未来。马克龙是欧洲一体化的坚
定推动者，他将欧盟作为让法国摆脱
困境、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支柱；
勒庞则强调民族主义、法国优先。虽
然出于竞选策略考虑，勒庞放弃了脱
离欧元区的口号，但其竞选纲领仍充
满民粹主义色彩。

马克龙选前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
指出，极右翼势力利用法国社会在新
冠疫情、地缘政治和生态环境等方面
的恐慌，不断扩大影响力。他呼吁法
国人不能因为害怕社会存在“不平等”
而退回到完全封闭的社会系统，认为
法国必须走开放的市场经济之路。

政治生态变化

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法国

选民首次放弃传统左右翼政党，将马
克龙和勒庞送入第二轮对决。五年
后，两人将再决高下，传统左右翼大
党在第一轮投票中惨败，其中右翼
政党共和党候选人瓦莱丽·佩克雷
斯得票率为4.9%，左翼社会党候选
人安妮·伊达尔戈得票率仅为约
1.7%。这显示出法国政治生态已发
生深刻变化。

与此同时，法国极右翼的选民基
础在不断扩大。据法国资讯电视台
BFMTV报道，勒庞23.4%的得票率
高于她在 2017 年大选第一轮的
21.3%。另外两名极右翼候选人泽穆
尔和尼古拉·杜邦-艾尼昂的得票率
分别为7.3%和1.8%，使整个极右翼
阵营的得票率接近总票数的三成，创
法国政治历史纪录。

《世界报》分析文章指出，从选举
结果来看，法国长期遭受经济衰退和
高失业率的影响，从左翼和右翼政党
中交替选择总统的传统已转为在“进
步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选择。《费
加罗报》也在社论中指出，左翼和右
翼政党已在总统大选的决赛中消失，
让位给“民粹主义”阵营，这种新的政
治格局未来可能会长期存在。

10日投票初步结果出炉后，梅朗
雄、伊达尔戈和法国共产党候选人法
比安·鲁塞尔都呼吁自己的支持者在
第二轮投票中“抵制极右”。而两名
极右翼候选人泽穆尔和杜邦-艾尼昂
则呼吁各自支持者投票给勒庞。一
场针锋相对的对决已拉开帷幕。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多米尼
克·雷尼说，五年后的今天，“马克龙-
勒庞”对决重现，“一切都表明我们迎
来的不是一场普通的选举”，法国人将
再次面临“历史性选择”。 据新华社

4月10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参加总统选举首
轮投票后的集会。 新华社发

4月10日，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
娜·勒庞在法国埃南-博蒙一处投票站投票。 新华社发

法国大选进入第二轮

勒庞强势崛起马克龙连任充满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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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伊斯兰堡4月11日电 巴基
斯坦国民议会（议会下院）11日在首都
伊斯兰堡举行总理选举，穆斯林联盟（谢
里夫派）主席夏巴兹·谢里夫当选巴基斯
坦新一任总理。

在当天的选举中，夏巴兹·谢里夫共
获得174名国民议会议员支持。

此次选举原本有两名候选人。投票
开始前，正义运动党提名的总理候选人、

该党副主席沙阿·马哈茂德·库雷希宣布
正义运动党抵制此次总理选举，该党议
员将集体从国民议会辞职。随后，来自
正义运动党的国民议会副议长卡西姆·
苏里和该党国民议会议员等一同离席，
未参加投票。

投票由穆盟（谢派）议员萨达尔·阿
亚兹·萨迪克主持。国民议会共有342
个席位。

当选总理后，夏巴兹·谢里夫在国民
议会发表讲话。他表示，中国是巴基斯
坦忠实可靠、值得信赖的好伙伴，始终支
持巴基斯坦发展。巴中两国友谊地久天
长，且深植于两国人民心中。巴方将继
续全力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10日凌晨通过
针对总理伊姆兰·汗的不信任动议，使他
成为巴基斯坦历史上首位遭国民议会罢

免的总理。
现年70岁的夏巴兹·谢里夫是巴前

总理纳瓦兹·谢里夫的弟弟。20世纪80
年代进入巴基斯坦政坛后，夏巴兹曾三度
担任巴东部旁遮普省首席部长，从政经
验较为丰富。2018年3月，夏巴兹当选穆
盟（谢派）主席。同年，他领导的该党在
国民议会选举中不敌伊姆兰·汗领导的
正义运动党，成为国民议会第二大党。

克里姆林宫：
芬兰瑞典加入北约
无益欧洲稳定

英国《泰晤士报》11日援引美国
政府官员的消息报道，芬兰和瑞典可
能最快于今年夏天加入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不过芬兰和瑞典领导人就
加入北约问题出言都比较谨慎：芬兰
正在认真考虑该问题，瑞典正在重新
审视自身安全政策。

俄罗斯总统府克里姆林宫11日
对此表示，芬兰和瑞典加入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不会为欧洲带来稳定。

“我们已经反复说过，北约仍是
一个用来对抗的工具，其扩张不会为
欧洲大陆带来稳定，”俄总统新闻秘
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当天在一场电
话记者会上回答芬兰和瑞典可能加
入北约相关提问时说。

芬兰和瑞典长期奉行军事不结
盟政策。苏联解体后，北约多次拉拢
两国入伙未果。俄罗斯2月对乌克
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前后，芬兰和瑞
典立场有所变化，分别宣布向乌克兰
运送反坦克武器和枪支弹药等。

芬兰总理桑娜·马林上周末重申
芬兰必须认真考虑加入北约的问题：

“我们会进行细致讨论，但不会在这
一进程上耗费更多时间，因为局势非
常紧迫。”

近期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支持加
入北约的芬兰人增加，3月这一比例
达到62%，较一个月前增加19个百
分点。

瑞典正在重新审视自身安全政
策，预计下月底前完成。瑞典首相玛
格达莱娜·安德松先前表示，“不排除”
加入北约这一选项。近期，瑞典民众
对加入北约的支持率也有所提升。

芬兰与俄罗斯之间有长约1300
公里的边界线，是欧洲联盟成员国
中与俄边界线最长的国家。多名
欧洲外交官告诉《泰晤士报》记者，
吸纳芬兰和瑞典入盟将显著增强
北约实力，尤其是在情报收集和空
中力量方面，还将促使俄罗斯在西北
部调整军事部署。

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
格3日说，如果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
北约，北约将欢迎并确保迅速接纳
它们。

在美国主导下，北约自1999年
以来先后五次东扩，成员国从16个
增加到 30个，向东推进 1000多公
里，直抵俄罗斯边境。

俄罗斯把北约东扩视为威胁俄
方安全的“红线”，警告芬兰和瑞典不
要加入北约。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
佩斯科夫8日警告，如果两国加入北
约，打破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平衡，
俄罗斯会将其视为危及俄整体安全
架构的威胁，并采取额外举措。

据新华社

夏巴兹·谢里夫当选巴基斯坦新任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