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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5日电（记者
付一鸣 张兆卿）新一届欧洲议会选举将

于6日至9日举行。这是英国“脱欧”后

的首场欧洲议会选举，选后欧洲领导层

也将迎来新一轮换届，本次选举因此被

视为欧洲政治生态的“风向标”。

欧洲目前深受乌克兰危机、巴以冲

突外溢效应等影响，内外矛盾与挑战相

互叠加。分析人士指出，选民的意志立

场将在此次选举中得到集中体现，欧洲

政治版图或面临新一轮洗牌，右翼政治

势力可能“异军突起”，进一步扩大在欧

洲议会的影响力，这或将深刻影响未来

五年欧洲政策走向。

右翼或将崛起

欧洲议会是欧盟的立法、监督、预算

和咨询机构，每五年举行一次选举。本

次选举中，欧盟27个成员国的选民将投

票选举720名议员。

德国Statista数据平台对欧洲议会

各党团得票的最新预测显示，持中间偏

右立场的欧洲人民党党团预计仍将继续

稳坐议会第一大党团的位置，但席位数

相比2019年选举将有所下降。中间偏左

的社会党党团、持中间立场的复兴欧洲

党团及绿党和欧洲自由联盟组成的党团

也将失去一些席位。

与此同时，多项预测显示，在此次选

举中，欧洲右翼政治势力将进一步增

强。从国别来看，右翼政党的崛起在德

国、法国、意大利等国较为明显。近期多

项民调显示，法国国民联盟、荷兰自由

党、意大利兄弟党都有望在本国投票中轻

松获胜。德国执政联盟中的三个政党民

调也均落后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

欧洲新闻电视台分析指出，极右翼

在一些重要国家的胜利，必然会影响欧

盟委员会（欧委会）主席等欧盟高层职位

的任命，从而对欧盟的决策和未来走向

产生深远影响。

一些分析人士对欧洲右翼势力的增

强表示担忧。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外交

事务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此前表示，如

果极右翼势力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重

大突破，“它可能会破坏长期以来被视为

欧盟核心的价值观和法律承诺”。

多重挑战并存

隶属欧委会的官方民调机构“欧洲

晴雨表”近期一份调查显示，60%的受访

者对即将进行的欧洲议会选举“感兴趣”

或“非常感兴趣”，比例明显高于上届选

举的49%。81%的受访者表示，乌克兰

危机和巴以冲突等问题使投票变得更加

重要。此外，贫困、医疗、就业和国防成

为选民最关心的几大议题。

有分析指出，民众关心的这些话题

与欧洲面临的多重挑战高度契合。乌克

兰危机延宕深刻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

格局，欧洲因此笼罩在越发恶化的安全

形势阴影下，欧盟成员国之间及成员国

内部各党派在欧盟扩员、安全、援乌、移

民等多个议题上的分歧日益突出。

在经济方面，虽然欧洲经济暂时走

出停滞，但前景依然难言乐观。受乌克

兰危机和中东局势影响，当前欧洲经济

仍面临诸多不利因素。分析人士指出，

两场冲突激化了原本存在的多重矛盾与

分歧。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红海危机

给全球贸易造成破坏性影响。欧盟持续

加码援乌挤占自身社会福利资源，加上

外来移民涌入，导致民众生活压力骤增，

对现状愈加不满，对传统政党的失望不

断增加。

路透社报道，民调显示民粹主义、民

族主义和“疑欧”主义政党在本届欧洲议

会选举中赢得的选票数将创下历史新

高，主要原因是选民认为主流政党在促

进经济复苏、控制外来移民数量、提供住

房和医疗服务方面表现不佳。今年3

月，益普索集团为欧洲新闻电视台进行

的民调显示，过半欧洲人对欧盟的移民

政策抱有负面看法。

西班牙《国家报》网站评论文章认

为，此次欧洲议会选举是“一场为欧盟现

有模式存亡而进行的政治斗争，欧盟内

部和外部都正在受到地缘政治不稳定和

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抬头的威胁”。

影响关键人事

新一届欧洲议会产生后，还面临一项

重要任务，即对欧委会新任主席人选进行

投票表决。2009年生效的《里斯本条约》

规定，欧洲理事会提名欧委会主席人选时

“要考虑到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并经过适

当的磋商”。

现任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正在谋求连

任。她及其所在的人民党党团主张提高欧

盟经济竞争力和加强欧盟防务能力等。

尽管人民党党团有望在本次选举中继

续保持欧洲议会第一大党团的位置，但冯

德莱恩仍需得到法德等欧洲大国领导人的

认可，并获得新一届欧洲议会过半数选票

才能获得连任。

近日，社会党党团高层多次警告，如果

冯德莱恩通过接受极右翼党派支持确保其

在欧洲议会获得多数席位，她将不会得到社

会党党团的支持。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

如果冯德莱恩与极右翼达成协议，西班牙社

会党将反对她连任。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

认为冯德莱恩“过度政治化”其角色，并表示希

望看到一位争议较少的候选人担任欧委会主

席一职。现任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也指

出，欧委会应“减少政治色彩、更加公正”。

此间媒体报道，在复杂平衡与激烈博弈

中，社会党党团“领衔候选人”尼古拉斯·施

米特、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等都可能成为

冯德莱恩的潜在竞争者。（参与记者：康逸）

据新华社科伦坡6月5日电（记者伍
岳陈冬书）印度选举委员会5日公布的印

度人民院（议会下院）第18届选举最终计

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印度人民党（印人

党）主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获得过半数席

位，在2024年印度大选中获胜。现任总

理莫迪如无意外将开启第三任期。

分析人士认为，全国民主联盟的胜

选符合预期，但印人党获得的240个席位

距莫迪此前宣称要拿下的370席甚至400

席相去甚远。在此情况下，印人党须与

其政治联盟联合组阁，同时要应对反对

党联盟带来的挑战，“莫迪3.0”执政面临

不少压力。

微弱优势获胜

印人党主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此次胜

选是继2014年、2019年后第三次赢得全

国大选。计票结果显示，现任总理莫迪

领导的印人党赢得240个议席。最大反

对党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获得99个

议席，其主导的反对党联盟印度国家发

展包容性联盟获得的议席超过230个。

另外，莫迪在位于印度北方邦瓦拉

纳西的选区胜选，当选印度人民院议

员。舆论普遍认为他将开启第三个总理

任期，追平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的任期

纪录。据报道，莫迪已要求内阁制定连

任后的“百日议程”。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

主任刘宗义认为，执政党胜选有三重因

素：一是莫迪及印人党善于利用印度教

民族主义拉拢印度教选民；二是印人党

运用“执政优势”打压反对派；三是印人

党及其背后“国民志愿服务团”有较强的

组织动员能力，发动基层人员拉票。

据印度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此

次大选投票率明显低于2019年。分析认

为这与天气炎热、选举议题缺乏新意以

及族群矛盾激化等因素有关。

议席不及预期

印人党主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虽然获

胜，但印人党没能实现莫迪选前“拿下

400席”的豪言，甚至未能拿到半数席位。

分析人士指出，印人党选情不及预

期有多重原因，包括莫迪政绩名过其实，

印度社会问题严峻，印人党的限制打压

迫使对手更为团结等。

此次选举，印人党在其“票仓”北方

邦遭遇挫折，获得席位数较2014年和

2019年两次选举大幅减少。有分析说，

印人党在北方邦大兴基建，重修罗摩神

庙一向被视为莫迪的重要政绩，而此次

选举结果证明，选民最关心的问题是高

失业和高通胀。印度阿约提亚贸易商联

盟主席拉凯什·亚达夫说：“我们对这座

寺庙很满意，但人们对印度人民党已经

厌倦了。”

相比之下，反对党联盟领袖、国大

党主席拉胡尔·甘地的策略则是抓住莫

迪政府执政期间的“软肋”。北京外国

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副

教授许娟说，国大党聚焦贫富差距、失

业率、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矛盾等现实问

题，切中印人党执政的薄弱环节，取得

了印度妇女、青年、农民和少数宗教团

体的支持。

不过，反对党联盟未能最终获胜。

分析认为，反对党联盟依然缺乏对抗印

人党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强有力意识形

态，同时也受到印人党的打压。有报道

称，国大党银行账户被冻结，其候选人甚

至“没钱出差拉票”。

执政挑战重重

根据印度宪法，在印度人民院选举

中赢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有权

组建内阁。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

作中心助理研究员毛克疾说，由于此次

大选中印人党所获议席不足半数，不得

不与执政联盟中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

府，相关政党不仅可以对印人党“坐地起

价”，争取更多有实权的内阁部长职位，

大概率还会在具体政策制定上讨价还

价，对莫迪执政形成多方位的掣肘。

分析人士认为，莫迪在即将开启的

任期中将面临经济、宗教、地域问题等诸

多挑战。

首先，印度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

刘宗义认为，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

业占比不足两成，“有增长无就业”的问

题始终困扰印度，失业率居高不下，贫

富分化严重。“印度选择以扶植垄断寡头

的形式实现经济增长，导致印度穷者越

穷。”

印度复杂选择高级研究所教授兼联

合创始人阿尼尔·苏德认为，印度亟需采

取更多措施改革经济结构，否则所谓的

“增长潜力”只是空谈。

其次，印度国内宗教矛盾愈演愈烈，

印度教民族主义盛行，严重挤压宗教弱

势群体利益，印度国内的教派矛盾或将

激化。 （参与记者：孙楠）

6月4日，印度班加罗尔民众在电视上观看选举结果直播。新华社发

议席不及预期
“莫迪3.0”压力不小国际观察

欧盟在多重挑战中寻找方向国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