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新闻8
本版编辑 /齐 旭 视觉设计 /竹建英2020 年 6月 29日 /星期一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h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波兰大选首轮投票 现总统领跑
选前频打美国牌助选 选票未过半还得赛一轮

    出口民调显示，波兰现任总统杜达以

41.8%的得票率在推迟一个多月举行的波兰
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领先。但由于没有候选

人获得过半选票，波兰还将举行第二轮投票。
而就在大选前不久，波兰动作频频。一方

面，波兰主动“请缨”表示愿意“接盘”从德国

撤出的核武和美军；另一方面，现任总统杜达
又在即将举行大选投票的最后关头冒着疫情

访问白宫，无疑有着希望获得特朗普支持、巩
固选票的考量。

戴口罩投票
波兰原定于 5月 10日举行总统选举，但

新冠疫情打乱了波兰人的计划，令选举不得

不推迟到 6月 28日举行。
考虑到防疫的需要，根据波兰本月初生

效的法律，除了戴上口罩、前往投票站、间隔
至少 1.5米进行投票外，选民也可以选择邮寄

选票进行投票。此外，国家选举委员会也可以

根据波兰卫生部长的要求，规定某一疫情严
重的地区只能邮寄选票。

此次总统选举登记选民超过 2950万人，

约有 62.9%选民最终参与投票。
根据民调机构益普索集团公布的出口民

调结果，在 28日的大选中，执政党法律与公
正党支持的现任总统杜达得票率最高，为

41.8%；反对党公民纲领党候选人、华沙市长
恰斯科夫斯基获得 30.4%的选票，排名第二；

独立候选人霍洛夫尼亚以 13.3%的得票率排

在第三。
波兰国家选举委员会表示，最晚将于 7

月 1日宣布首轮投票的最终结果。
波兰总统任期 5年。根据波兰选举法，如

果没有候选人在总统选举中获得过半票数，
将举行第二轮投票，得票率领先的两名候选

人将进行角逐。预计第二轮投票将于 7月 12

日举行。这也就意味着，杜达将和恰斯科夫斯

基在第二轮投票中一争高下。

反对党紧追
尽管新冠疫情打乱了波兰的大选安排，

但似乎没有打乱现任总统杜达的连任计划。

一方面，他率领的执政党拒绝因为疫情

将总统选举推迟一至两年，以避免反对党通
过延期选举缩小与杜达的差距。另一方面，杜

达继续频频向特朗普政府示好，希望获得对
方支持，为自己连任造势。

虽然冷战结束后，波兰积极转向西方，追
随美国步伐，美波关系越来越近不足为怪，但

杜达就任波兰总统的这些年里，尤其是特朗

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两国互动频频。特朗普
当选总统后出访的首站即是波兰；2018 年、

2019年杜达连续访美，不仅大手笔签单购买
美国的军事武器装备，还欢迎美国在波兰建

立永久性军事基地“特朗普堡”；在能源领域
更是和美国站在一起，反对俄罗斯与德国的

“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近期更是屡屡表
态，甘愿“接盘”从德国撤出的美国核武和军

队。在这次疫情期间，杜达甚至不惜冒着感染
新冠病毒的风险远赴美国，成为疫情期间首

个访问美国的外国领导人。他还在出访前的
记者会上再度提及“特朗普堡”，表示将重点

发展与美国的军事联系。

首轮投票前，民调机构普遍认为投票结

果不存在悬念，杜达将领跑。而从首轮投票的
出口民调看，结果与预期基本吻合。尽管反对

党候选人、华沙市长恰斯科夫斯基最近几周
支持率有所上升，但杜达还是以较明显的优

势领先。
乡村和小市镇是杜达的票仓，反俄亲美，

甚至不同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立场为其提升

了在普通民众当中的支持率。背靠美国大树，
波兰期待再次强大，然而与美国捆绑在一起

是一项充满风险的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对波
兰而言，如何处理与欧洲、俄罗斯和美国的关

系是波兰生存的关键，要成为有影响力的地
区性大国，波兰的最佳策略是平衡外交。而从

这个角度看，恰斯科夫斯基或许是希望寻求
与欧洲和解的波兰大城市选民的更中意的人

选。也正因为如此，恰斯科夫斯基在最近几周
里支持率有所上升。

在接下来的第二轮投票中，杜达能否继
续大比分领先于反对派候选人恰斯科夫斯

基，依然值得关注。 玖田

    华盛顿特区要变“华盛顿道格拉邦”？特

区市长要成州长？
2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由民主

党人提出的草案，支持首都华盛顿特区成为
美国第 51个州。

执着地要从堂堂特区“自降身份”成为一
个州，华盛顿人心中有说不出的苦。但要想独

立建州，华盛顿特区还得过参议院一关。

车牌上公开吐槽
生活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但这里的

政治生活却跟你没什么关系？是的。
走在华盛顿特区的大街上，不知道你有

没有注意到汽车牌照上车牌下方的一行蓝色
的粗体小字“终结要纳税没代表”（End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甚至连奥巴马就任
美国总统时，他的车队车牌上也有这样一行

字，只不过那会儿没有“终结”（End）一词。

几十年来，这一直都是华盛顿特区车牌
的特色，称不上自豪，纯粹是在吐槽特区没特

权，市民只有纳税的义务，却没有权利拥有在
国会实实在在说得上话的代表。

占地面积 177平方公里；人口 70万，多
于怀俄明州和佛蒙特州；年预算 155亿美元，

高于 12个州；信用评价 AAA级，好于 35 个
州；坐拥白宫、国会大厦、联邦最高法院⋯⋯

甚至，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所得税总额要高过
22个州，市民人均缴纳的联邦所得税比美国

任何一个州都要高，2016年人均缴税高达 3.7

万美元，紧随其后的是特拉华州人均 1.6

万美元。但即便如此，堂堂美国首都华盛
顿特区的民众至今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中
没有正式代表，在众议院虽然有一名代表，但没

有投票权。

建国时留“隐患”

“特区”的“特”，不是特权，而是别人有的
你都没有。华盛顿特区之所以这么“特别”，还

得从美国建国早期讲起。
1776年 7月 4日，北美 13个殖民地宣布

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而独立，建立美利坚合众
国。由于 13个独立的州彼此相争，希望将首

都设在自己的州，于是各方商量后最终决定

在 13个州之外另外设一个单独的不超过 100

平方英里（约合 258平方公里）的地区作为联

邦管辖区，国会可以在这里行使专有的立法
权。而由于当时的联邦政府担心受到政府所

在地选民的影响，于是又反对给予首都在国
会的投票权。更何况当时黑人约占华盛顿特

区人口的三分之一。
等了整整百余年，直到 1961年，生活在

首都的美国人才第一次获得了投票选举总统
和副总统的权利，1973年才有了投票选举市

长和市议会的权利。而在美国众议院的那个
没有表决权的代表，也是华盛顿特区的人们

好不容易在 1971年才争取来的。
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

案，准备允许华盛顿特区拥有两名有投票资

格的参议员和一名有投票资格的众议员，但

因为未能获得所需的 38个州的同意，最终华
盛顿特区市民没能如愿。

“国会控制着整座城市的预算，可以随时
推翻我们的法律法规、扣留资金。”在华盛顿

特区长大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
问苏珊·赖斯说，这种有义务没权利的首都生

活让这里的居民“沦为二等公民”。

而这一回，推动华盛顿特区成为美国第
51个州的草案也正是民主党人。

至于联邦政府需要一块独立地盘？那就
缩小特区面积，仅包括白宫、国会大厦、联邦

最高法院以及国会广场上的其他联邦建筑

物，好让其他地方“重获自由”、成为一个新的
州。这个想法早就有人提出来过了。

民主党占便宜？

当地时间 26日，民主党主导的国会众议
院表决通过法案，以 232票赞成、180票反对

的结果通过了法案，支持华盛顿特区成为美
国第 51个州。

但是，华盛顿特区“立州”这件事跟美国
政治的联系太过紧密，尤其又在大选临近的

紧要时刻。

要知道 2012年美国大选时，民主党总统
候选人奥巴马在华盛顿特区赢得了 91.4%的

选票，2016年美国大选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希拉里·克林顿也拿下了 90.9%的选票。在共
和党看来，如果让向来是民主党选民占多数

的华盛顿特区立州，那就等于是白白送给民
主党两个在参议院的席位。这怎么可以！

上个月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美国
总统特朗普毫不掩饰自己对华盛顿特区立州

的嫌弃：“你是说华盛顿特区，一个州？为什

么？这样我们会再多出两个民主党参议员？
不，谢谢！那永远不会发生，华盛顿特区永远

不会成为一个州。”
因此，26日的投票中，表决结果几乎是按

党派划线的，仅有一名民主党议员和所有共
和党议员投了反对票。美国媒体认为，关于华

盛顿特区立州的法案一定会在接下来共和党
主导的参议院碰壁。

看来，要成为星条旗上的第 51颗星，华
盛顿特区还得多些耐心。更何况有人为声援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正在请愿网站上发
起“更改美国国旗国歌”的请愿，要求替换掉

国旗上象征 50个州的白色星星和代表北美

最初 13个殖民地的红白条纹。

本报记者 齐旭

美国首都申请“降级”为哪般?
特朗普：民主党多两张选票？ 想都别想！

■ 华盛顿特区市长穆丽尔·鲍泽
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本版图片 GJ

荨▲ 前总统奥巴马的车队车牌上

也有“要纳税没代表”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