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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柏林2月24日电（记者李
超 邰思聪 顾梓峄）23日，德国联邦议院

选举尘埃落定。据初步计票结果，在野的

保守派政党联盟党重新成为议会第一大

党，其领导人默茨有望出任下一任总理；

现任总理朔尔茨领导的偏左翼执政联盟

表现不佳。值得注意的是，极右翼政党德

国选择党以创纪录的得票率首次跃升为

第二大党。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选举结果标志着

德国政治生态“向右转”，接下来政府组阁

并非易事，新政府上台后也将面临内政外

交的诸多挑战。

政治生态转变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

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的联盟党在此

次选举中获得28.6%的选票，与选前预期

大致相符，是最大赢家。现年69岁的默

茨预计将被提名为下一任总理。

现任总理朔尔茨领导的社会民主党

（社民党）表现不佳，得票率仅为16.4%，

排名第三，这也是社民党在二战后的最差

选举成绩。同在朔尔茨执政联盟中的绿

党获得11.6%的选票，位居第四。

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引人

注目。这个成立于2013年的新兴政党获

得了20.8%的选票，排在第二，得票率较

2021年大选翻了一番，也是它成立以来

的最好表现。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社民党在上届选

举中胜过联盟党，并在联邦层面组建了三

党联盟执政，但随后三党分歧不断，政府

脆弱性凸显。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

级研究员杰克逊·简斯说，这是德国统一

以来投票率最高的一次选举，显示出德国

人不满于当前政府的不稳定状态，希望通

过选举改变现状。

大西洋理事会欧洲中心高级研究员

卡萝尔·舍费尔认为，德国选择党的上升

势头预示着德国政坛的重要转变，在德国

选择党影响下，曾经由默克尔领导的联盟

党也出现进一步“向右转”趋势。尽管德

国选择党很难进入下一届政府，但该党已

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组阁谈判不易

对于胜出的联盟党来说，当前最重要

的是尽快组建在联邦议院拥有多数席位

的稳定执政联盟。组阁谈判是这个过程

的核心阶段，各党派围绕政策、权力分配

和未来施政方向进行磋商。在组阁期间，

现任总理朔尔茨将继续任职。

有分析认为，鉴于各党派在移民等问

题上存在分歧，新一届政府的组阁与谈判

很可能十分棘手。默茨在23日选举结束

后的公开讲话中也承认，未来的组阁谈判

将充满挑战，但他期待能在今年的复活

节、即4月20日前完成政府组建。“世界

不会等我们。”他说。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考虑到联盟党内

部反对与绿党联合组阁的呼声较强，加之

德国政坛历来设有不与极右翼政党合作

的“政治防火墙”，联盟党未来的合作伙伴

很可能是社民党。

对此，简斯认为，如果联盟党和社民

党组阁成功，二战后德国历史上常见的两

党“大联盟”回归，但也未必意味着新的政

府就能提供德国人、甚至是欧洲人渴望看

到的政治稳定。这两个政党在议院中可

能只拥有微弱、甚至是极微弱多数，很难

保证政府执政的持久性。

新政府挑战多

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最终组阁形式如

何，未来的德国新一届政府都将面对刺激

经济复苏、弥合社会裂痕、推动战略自主

等诸多复杂挑战。

德国经济已连续两年陷入衰退。竞

选期间，联盟党主张遵守“债务刹车”原

则，承诺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但这

一方案的有效性却备受质疑。德国IFO

经济研究所近日表示，联盟党的改革方案

预计将使国家财政收入每年减少970亿

欧元，政府预算会出现巨额赤字。

移民也是此次大选中备受民众关注

的一大议题。自2022年以来，德国接纳

超过200万难民，社会治安恶化，民众不

满情绪持续发酵。极右翼政治力量借机

扩张，导致社会分裂进一步加深。

联盟党主张对非法移民采取更强硬

立场。近期，默茨提出的一项反移民动议

在联邦议院获得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

一些议员的支持，被视为打破了德国传统

主流政党不与极右翼政党合作的“政治防

火墙”，在德国多地引发抗议。

在外交方面，默茨23日晚表示，德国

的外交政策目标是摆脱欧洲对美国的依

赖，“对我而言，绝对优先的任务是尽快加

强欧洲力量，以便我们能够真正逐步实现

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欧洲与国际问题讲

师亚历克斯·克拉克森表示，默茨曾坚定奉

行主张美欧合作的大西洋主义，但在美国

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的背景下，他转而推

崇强调独立自主的戴高乐主义。德国领

导人将美国本届政府视作欧洲的潜在威

胁，美欧裂痕扩大的可能性正不断加大。

德国联盟党胜选后依旧面临政治难题
国际观察

2月23日，在德国柏林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总部，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茨（中）在出口民调显示领先后接受祝贺（左图）。联盟党总
理候选人默茨（中）向支持者致意（右图）。新华社记者杜哲宇摄

据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美国国

际开发署员工23日正式获知，该机构将

在美国境内裁员1600人，其他绝大多数

员工行政休假。

同一天，多个政府机构抵制政府效

率部负责人埃隆·马斯克让全体联邦雇

员汇报一周工作的要求，其中不乏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任命的官员。

国际开发署裁员

国际开发署说，被裁减的1600人将

自23日起陆续收到有关福利待遇的具体

通知，可继续工作的员工将在23日17

时前获通知。国际开发署一度将裁员目

标定在2000人，后有所下调。

留下来的员工，除负责关键任务职

能、处于核心领导层或参与特别指定项

目的员工，其余人员都将自美东时间23

日23时59分起行政休假。

国际开发署还说，身在国外的员工

若自愿回美，旅费将由政府承担。国际

开发署同时计划本周内公布实施细则，

要求有关员工带走个人物品并上交政府

分发设备。

国际开发署受美国国务院业务指

导，是联邦政府负责大部分对外非军事

援助的专职机构，也是政府效率部的重

点整改目标。其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

总部办公室已被关闭，美国国务卿马尔

科·鲁比奥已接管该机构。

该机构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雇员原

本被要求自7日起行政休假，但美国哥

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卡尔·尼

科尔斯7日同意暂缓行政休假计划。尼

科尔斯 21 日驳回了继续暂缓令的请

求，给国际开发署“行政休假”计划开

了绿灯。

特朗普上任即要求冻结美国对外援

助90天，国际开发署仅少数项目得以豁

免。该机构一名官员是目前美国对三个

国家食品援助项目的唯一在岗人，他告

诉美国《华盛顿邮报》，没想到自己也会

被行政休假，相关项目“只得停止”。

国际开发署员工逾万人，年度预算

超400亿美元。按法新社说法，国际开

发署被视作美国全球“软实力”的重要

工具之一，但多年来因其账目不清和项

目效果遭到批评和质疑。

多部门“已读不回”

马斯克牵头的联邦政府大裁员行动

23日遭遇多个机构抵制。

他22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所

有联邦雇员要汇报上周个人工作进展，

不服从者将面临下岗。美国人事管理局

当晚发出电邮通知，要求联邦雇员在美

东时间24日23时59分前汇报个人“上

周大约五项业绩”，不过邮件没有提及下

岗事宜。

据路透社梳理，截至23日，美国国

防部、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

部、教育部、商务部以及联邦储蓄保险

公司、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税务局的

员工都收到指示称，暂无需回应工作周

报通知。一些情报机构也准备要求员工

暂不回应。隶属司法部的毒品管制局则

要求员工回应。

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22日

告知员工，联邦调查局的全部审核流程

由局长办公室负责。国防部23日也在社

交媒体发文，要求员工“暂停”回应，

理由是“国防部负责评估员工表现，评

估将按自定程序进行”。

路透社和法新社均注意到，上述不

少机构的负责人由特朗普任命，作此回

复似乎显示，特朗普政府关键人物与马

斯克关系“紧张”，或出现“裂痕”。

眼下政府效率部已在联邦政府内裁

员超两万人，并向另外 7.5 万人提供

“买断”计划。据路透社报道，如此“疯

狂”的推进速度也导致部分机构出现混

乱，联邦政府被迫重新雇用负责美国核

武库安全等关键职能的人员，以及负责

管控禽流感疫情的人员。

在部分共和党选民集中的地区，大

裁员也遭到批评。犹他州共和党籍联邦

参议员约翰·柯蒂斯23日告诉哥伦比亚

广播公司，他支持特朗普政府削减联邦

开支的努力，但建议马斯克采取“更人

性”方法。“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有

按揭贷款要还。我们必须残忍裁人的说

法是错误的。” （海洋）

美国国际开发署正式“挨刀”
多部门抵制工作周报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