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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新议会格局初现 政治光谱更趋复杂
� � � �第九届欧洲议会选举 26 日落下帷幕。初步统计
显示， 议会最重要两个党团的议席数相比上届出现
下降，而极右翼势力的席位有所增加，政治光谱更趋
复杂。

分析人士指出，欧洲议会选举每 5 年举行一次，
被视为欧盟民意“风向标”。此次选举，尽管欧盟各派
系在欧洲议会的席位、地位发生了改变，但排名靠前
的党团都支持欧盟， 因此可以预料未来欧洲一体化
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格局趋于“碎片化”
截至布鲁塞尔时间 27 日凌晨 1 时 30 分 （北京

时间 27 日 7 时 30 分）， 欧洲议会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间偏右的欧洲人民党党团将获得 180 席， 中间偏
左的社会党党团有望获 152 席。

尽管议会第一、 第二大党团的位置不会发生改
变，然而与上届议会相比，两大党团的议席数均减少
30 多个。 过去，这两大党团的席位合计超过欧洲议
会的半数，从而可以形成“大联盟”掌控欧洲议会。但
目前看，这一情况今年恐将不复存在，欧洲议会的政
治势力将更加“碎片化”。

持中间立场的欧洲自由民主联盟党团及法国总
统马克龙所领导的党派组成的党团预计掌握的席位
为 105 席，将成为欧洲议会的第三大党团。绿党和欧
洲自由联盟组成的党团预计将获得 67 席， 暂居第
四。

在疑欧阵营中， 轻度疑欧的欧洲保守与改革党
团将获得 61 席，比上届有所减少。但与此同时，极右
翼的民族与自由党团和自由与直接民主党团席位均
有所增加，前者从 36 席增加到 57 席，后者从 42 席
增加到 54 席。

政治角力变数多
此次选举前， 欧洲主流社会最大的担忧是极右

民粹势力侵蚀欧洲议会，但从结果来看，虽然极右势
力席位有增加， 但并不足以改变主要党团支持欧盟
的大局，欧盟有理由“稍微松一口气”。

随着欧洲人民党党团和社会党党团两大党团主
导欧洲议会的局面不再， 在今后 5 年甚至更长的时
间内，议会各派力量将加剧博弈。这种变化不利于决
策效率，或导致一个小议案的通过都会非常困难。

值得关注的是， 各党团内部派系力量的角力也
在加剧，这会给欧洲议会未来增添更多不确定性。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匈牙利青民盟在选举中获
得 13 席后，青民盟主席欧尔班 26 日晚表示，他愿意
与任何想要阻止向欧洲移民的政党合作。

此前，由于青民盟主张限制移民，遭到其所在的
人民党党团的排斥， 于今年 3 月宣布中止青民盟在
该党团内的权利。此后，尽管极右翼力量向青民盟发
出过邀请，但该党表示要留在人民党党团内。

分析人士认为，在“碎片化”格局中，凭借手中的
13 个席位， 青民盟增加了与各党团讨价还价的筹
码， 是否继续留在人民党党团或对议会内力量对比
造成不小的影响。

“总理”人选难决定
此次欧洲议会选举还将对欧盟委员会主席的人

选产生影响。 本来，欧洲议会无权选举欧委会主席，
只能对由欧洲理事会提名的人选进行表决 。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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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一模糊表述，欧洲议会 2014 年推出“领
衔候选人”制度，各党团一致推举议会第一大党团人
民党党团的“领衔候选人”容克出任欧委会主席。 经
过一番明争暗斗， 欧洲理事会最终决定由容克担任
此职。

容克是第一位在“领衔候选人”制度下诞生的欧
委会主席。但这次，人民党党团“领衔候选人”韦伯恐
怕没有容克那么幸运了。

与 5 年前一致推举容克不同， 如今各党团各有
“小算盘”。议席数排名第二的社会党党团的“领衔候
选人”弗兰斯·蒂默曼斯明确表示：“我想成为欧委会
主席，没有 Ｂ 计划。 ”而 26 日晚其他党团“领衔候选
人 ”登台亮相时 ，也都表
达了担任欧委会主席的
愿望。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布鲁塞尔 5

月 27 日电）

欧洲政治的新风向标
� � � �第九届欧洲议会选举 26 日晚落
下帷幕。 五年一度的泛欧选举，犹如
风向标与晴雨表，帮助人们进一步认
识欧洲政治的左与右 、“挺欧 ”与 “疑
欧”、 建制派与极端民粹主义等各种
力量的交锋与洗牌。

作为欧盟的监督、 咨询和立法机
构，近年来欧洲议会在欧盟预算、欧盟
事务、 人事任命等各领域的话语权越
来越大。因此，欧洲议会选举成为欧盟
各成员国大小政党角力的舞台，以“疑
欧”“反欧” 为标签的各种极端民粹政
党更是借此刷“存在感”，今年尤甚。在
选举开始前， 不少欧洲媒体公开表达
了对“挺欧派”席位减少的担忧。

选举结果表明欧洲政治的基本
盘尚未崩塌。 欧洲议会公布的初步预
测结果显示，“挺欧派”党团成功守住
议会多数席位，包含极右翼势力在内
的“疑欧派”党团席位数虽有所增加，
但未能颠覆议会传统格局。 “挺欧派”
的人民党党团和社会党党团保住了
议会第一 、第二大党团的位置 ，但席

位数分别比上届减少 30 多席，丧失了
能“联手遮天”的半数优势。 不过，同
属 “挺欧 ”阵营的欧洲自由民主联盟
党团及绿党党团分别位列第三 、第
四，共同保住了“挺欧派”的主导地位。

“疑欧派 ”政党力量增长势头不
容小觑 ，尤其英 、法等国一些民粹政
党的强势让人忧心。 尽管“疑欧派”政
党并未一举撬动欧洲议会的传统格
局， 但其席位比上届增加了十多个。
在法国，出口民调显示勒庞率领的极
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得票率居首，领
先马克龙总统所属的执政党共和国
前进党 ；在英国 ，据不完全计票结果
显示，极右翼政党脱欧党得票接近一
半，领先执政的保守党；在波兰，出口
民调显示，右翼政党法律与公正党得
到超过 40%的选票。

这是一张不容乐观的政治拼图，
表明极端民粹政党在欧洲依然风头正
劲。 有欧洲媒体统计过，欧盟“仅剩四
国无极右政党”。眼下民粹主义政党直
接控制或者通过执政联盟方式间接控

制着 11 个欧盟国家政府。 展望未来，
建制派与民粹、 挺欧派与疑欧派的角
力交锋依然是欧洲政治的主旋律。

经济基础决定政治风向。 从深层
次看 ，中左 、中右等传统中间路线政
党的风光不再与欧洲经济不景气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近年来，随着国
际金融危机 、欧债危机 、移民危机的
多重打击，欧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
颓势，失业率居高不下。 中间阶层的
实际收入有所下降 ， “被抛弃感 ”强
烈，他们当中许多人不再支持中间路
线政党，转而支持极右或极左政党。

欧洲的风往哪吹？ 时间或许能够
说明一切。眼下，挺欧建制派们总算是
“长舒一口气”，但前路并非坦途，还远
不到“歇歇脚”的时候。

新 华 社
记者 田栋栋
黄泳

（新华社布
鲁 塞 尔 5 月
27 日电）

� � � � 5 月 26 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与支持者握手庆祝胜利。
第九届欧洲议会选举投票 26 日夜落下帷幕。 初步统计显示，传统优势党团实力减弱，极右翼政党席位增加，未来议会

各派政治力量更趋多元。 新华社传真

巴西力挺华为 中巴合作潜力大
� � � � 巴西副总统莫朗近期力挺华为 ，表
示看好与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合作。 在此
前访华期间， 他多次表达愿与中国一道
维护多边主义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意
愿。

分析人士指出，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
形势下， 中国和巴西这两个东西半球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深化交流和互信， 排除
外界干扰， 将有利于促进世界向多极化
方向发展。

莫朗 5 月 19 日至 24 日对中国进行
正式访问。 他在访前及访问期间多次向
中巴两国媒体表示看好华为在巴西的发
展，愿与中国高科技企业继续深化合作。

“对于华为在巴西投资，我们不设限
制。 ”莫朗对媒体说。

近年来， 不少中国高科技企业与巴

西开展有效合作： 巴西多家电信运营商
使用华为提供的设备， 华为 5 月在巴西
推出的两款高端智能手机获得不错口
碑， 华为 P30 Pro 智能手机在首都巴西
利亚甫一上市 ，20 分钟便被抢购一空 ；
小米 6 月将在巴西开设第一家实体店 ；
海康威视、大疆、隆平高科等高新技术企
业也在巴西取得不错的合作成果。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
院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路易斯·保利诺日
前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 巴西没有理
由拒绝华为。他说，目前巴西几乎所有的
电信公司都在着手升级网络技术， 尤其
在巴西众多大城市中，5G 技术将成为改
善城市管理、 为市民提供更多生活便利
和安全的重要工具。 华为作为全球领先
的移动通信网络设备供应商， 在巴西业

界有着很好的声誉。
对莫朗关于华为的表态， 中国社科院

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 巴西研究中心执
行主任周志伟认为， 这种与中国继续深化
5G 等高新技术领域合作的意愿体现出巴
西与中国合作的诚意。 巴西对中国通信技
术高科技企业的支持， 在国际社会中起到
了较好的示范作用。

中巴两国建交 45 年来，双边合作取得
累累硕果。 中国连续十年成为巴西最大贸
易伙伴，去年两国贸易额突破千亿美元。 莫
朗访华期间多次提到愿促进“一带一路”倡
议与巴西“投资伙伴计划”对接。

对于中巴合作前景， 专家认为两国目
前具备很好的合作意愿、 高度互补的经贸
合作关系以及吻合的政策导向， 这三种要
素有助于两国排除外界消极因素干扰，推

动合作深入发展。
周志伟分析说 ， 中巴两国在贸易 、投

资、金融、科技创新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将迎
来长足发展。 中国市场巨大的需求对于巴
西外贸起到稳定器的作用， 未来巴西对中
国农产品出口也将会更加多元化， 除大豆
外，肉类产品的市场空间也很大。

周志伟说， 巴西政府正在推行一系列
经济改革计划，尤其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
以改善巴西市场环境、提升经济竞争力。 这
种扩大开放与合作的政策与中国实行的对
外开放政策导向高度吻合， 将保障两国延
续此前的合作效率。 中巴互联互通项目的
深入开展，将助力巴西吸引外资，助其解决
资金不足的困难。

保利诺也认为，目前国际环境复杂，巴
西政府将用务实态度来应对这些新趋势、
新变化， 而深化巴中两国合作符合双方利
益，将起到互利共赢的效果。

新华社记者 陈瑶 彭桦
（新华社北京 5 月 27 日电）

海外专家学者警告美国

升级经贸摩擦是在
加码威胁世界经济

� � � �近期，美方升级对华经贸摩擦，不仅在中国输
美商品加征关税问题上步步紧逼， 还动用国家力
量无端打压中国企业。 对此，海外专家学者、业界
人士等表示， 美方升级经贸摩擦不仅影响美中两
国，也将世界经济置于更大危险之中。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
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美方挑起的经
贸摩擦已成为世界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风险，近
期美国对华关税加码意味着世界经济所受的威
胁也在加码。

梁国勇警告， 美方对华最新一轮关税升级之
后，其负面影响可能加速释放，给世界经济带来冲
击。

巴西里约州立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毛里西
奥·桑托罗表示， 美方挑起的经贸摩擦损人不利
己，如今美方再次升级关税措施，无疑会给中美经
贸磋商带来更大困难， 并给全球经济稳定带来极
大消极影响。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巴中研究中心负责人埃万
德罗·卡瓦略认为， 中国在尽力避免和平息争端，
而美国却在不断挑起争端。 美国的态度让世界其
他国家产生恐惧， 美国挑起的经贸摩擦将令整个
世界经济受到伤害。

美国硅谷知名孵化器“创始人空间”公司首席
执行官、天使投资人史蒂夫·霍夫曼表示，美国挑
起的贸易争端制造了一种充满敌意的氛围， 其所
作所为对国际关系会产生长远影响。 “贸易战不
仅是我们的问题 ， 它也将波及世界上每一个国
家。 ”

贸易条件恶化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尤其受到
关注。 世界各国发挥比较优势、相互合作，构成了
高效运转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各方人
士普遍认为，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实际上是对链条
上的所有企业加税，会迫使企业家减少投资，致使
经济增长动力被削弱。

英国智库牛津经济研究院澳大利亚首席经济
学家萨拉·亨特认为，美方挑起的经贸摩擦将直接
影响到全球供应链，特别是亚洲地区的供应链。

泰国商业部官员说， 泰国制造业已经成为中
国制造业供应链的一部分， 若中国组装的终端产
品出口受阻， 产业链的上游部件以及原料产地必
然会被波及。

自美国挑起对华经贸摩擦以来，不少经济体，
特别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已经受到明显冲击。

数据显示， 韩国月度出口自 2018 年 12 月起
便呈现负增长， 迄今已经五连跌。 韩国贸易协会
近日发布报告预测， 在目前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
下，韩国年出口额将至少减少 8.7 亿美元。

日本大和综研经济学家小林俊介预测， 美国
最新一轮对华关税加码或令日本全年出口下降
1%。三菱 UFJ 研究员小林真一郎表示，美国对华关
税加码将令日本生产、出口和设备投资全面下滑。

泰国副总理颂奇近日表示， 美国挑起的对华
经贸摩擦将影响泰国出口， 使得泰国今年经济增
长放缓。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5 月 27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