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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选进入冲刺 谁的胜算更大？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丁纯

法国总统马克龙3日宣布，参加定于
下月投票的总统选举，寻求连任。这标志
着在俄乌冲突升级之际，法国大选正式进
入了冲刺阶段。
根据最新民调，现任总统马克龙的支

持率暂时领先。以“不左不右”的中间面
目出现、高举“变革”大旗上位的马克龙，执政得失如
何？各路候选人有怎样的政策主张？选民关切的议
题有哪些？我们请专家为您详细解读。 ——编者

丁纯

马克龙5年“成绩单”得失参半

乌克兰危机成为选战焦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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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格贸然启动“入约”一场巨大的安全冒险
尽管在申请加入北约的问题

上，乌克兰似乎松了口，但不可否认
的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本轮冲突
让北约东扩再次成为焦点。

表现强烈“入约”诉求
随着北约在冷战结束后东扩步

伐的推进，原本只是“遥望”北约的
部分独联体国家不仅与北约已成
“邻居”，而且要更进一步、成为北约
的一员。在2008年4月的布加勒斯
特峰会上，北约同意“乌克兰与格鲁
吉亚将成为成员国”，自此开启了俄
罗斯与欧美国家在北约东扩问题上
的新龃龉。
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

局变动加快，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也
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入约”诉求，乌
克兰2019年更是把加入北约写入

宪法。不管是乌克兰还是格鲁吉
亚，都将满足其安全需求作为加入
北约的理由，但俄罗斯方面则把北
约接纳乌、格等国视为安全威胁。
那么，加入北约究竟对乌克兰

和格鲁吉亚的安全有何影响，就成
为需要仔细审视的问题。

无法解决安全困境
加入北约可为乌克兰与格鲁吉

亚提供短期安全保障。由于北约奉
行集体防御原则，对任何北约成员
国的军事进攻都可能触发联盟第五
条款，成为北约所有成员国的敌
人。而北约是目前世界上军事开支
最多、武器装备最强和军力部署最
广的军事政治组织，因此，加入北约
将使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得到其目前
无法企及的军事力量。从这个角度

看，入约的确能够部分解决乌克兰
和格鲁吉亚的安全担忧。
然而，加入北约无法解决乌克

兰和格鲁吉亚的主要安全困境。乌
克兰和格鲁吉亚之所以要努力加入
北约，主要是期待借北约增强自身
防御力量，改变面对俄罗斯时的弱
势。然而，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期待
加入北约并不能改变北约与俄罗斯
之间越来越突出的安全困境，反而
会使自身成为北约与俄罗斯对抗的
最前线。一旦北约与俄罗斯发生摩
擦和冲突，它们极可能成为最先被
波及的国家。从这个角度看，乌克
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并不能克服
安全困境。
再次，北约安全保障的效力取

决于北约盟国的投入与决心。乌克
兰和格鲁吉亚若在未获得足够支持

或谅解的形势下贸然推进加入北约
的进程，而北约没有意愿卷入冲突，
这么做反而会恶化两国的安全环
境。本轮俄乌冲突中，北约便没有
表露出深度干预的意愿，甚至德国
总理舒尔茨公开表示，“过去拒绝乌
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是正确的
决定”。在这种背景之下，贸然启动
“入约”进程，不仅无法保障眼前的
安全，还可能陷入一场看不到尽头
的冒险。

贸然行动引火上身
最后，北约安全保障的供给度

也受制于两国安全困境的深化。无
论格鲁吉亚还是乌克兰，要想通过
加入北约获得更多安全保障，都要
面对同一个问题，即不仅无力控制
全部领土，而且领土上还有外国驻

军。一旦北约接纳乌格两国，就意
味着北约与俄罗斯发生正面冲突。
对于两国而言，这不仅不是所谓“安
全威胁”的终结，反而是更大的安全
冲突的开端。
综上所述，身处地缘政治断裂

带的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很难通过
加入北约来从根本上获得安全感。
尽管加入北约可以为其提供短

期安全保障，却不能缓解引发安全
风险的主要问题，即欧亚大陆的安
全困境。在北约未能提供充足的短
期保障或合理缓冲安排的情况下贸
然启动加入北约的进程，将是一场
巨大的安全冒险。
罗天宇 清华大学国际政治系

博士生

马斌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

院副研究员

问：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执政
5年来政绩如何？
答：从2017年至今的5年任期

里，马克龙努力革新求变，但也喜忧
参半。
上任伊始，作为法国史上最年

轻的总统、面对经济长期萎靡、结构
性失业严重、贫富两极分化、以及长
期形成的体制沉疴，面对此前右翼
萨科齐和左翼奥朗德两任总统力图
改革，却都铩羽而归的结局，马克龙
采纳了由法国行政学院和巴黎政治
学院专家教授为主组成的“纯书生
智囊团”的建议，大刀阔斧地推出了
一系列改革举措。其间遭遇了“黄
马甲”运动抵抗和新冠疫情冲击，但
革新求变仍是主旋律。
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马克龙出

台了税制改革，对富人和资本减税、
下调企业税、取消外迁税、减少雇主
缴费等，为投资者和企业减负，也吸
引了外资注入；改制国营铁路公司
等国营企业，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修
改劳动法，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提
高失业补助领取条件、缩减补助水
平，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同时
深化退休制度、医保体制及公务员
体制等改革。
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扭

转了法国经济长期以来“三高一低”
即高赤字、高逆差、高失业、低增长的
困境。2019年甚至改写了长达13年
经济增长率被德国压一头的局面。
在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下，马

克龙政府出台抗疫政策和财政刺激
计划，减税降费，增加补贴，救助中
小企业，并努力推动生态和数字化
转型，寻找经济新增长点。法国
2021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全年
增长7%；失业率也降至15年来的
最低水平。尽管法国《世界报》等媒
体评论对马克龙执政5年来的经济
业绩不以为然，但对经济一贯疲沓
的法国而言，在疫情下已是一张颇
为不错的成绩单了。
此外，依照马克龙自己总结的

成绩，这5年来加强了法国军力；法
国减少了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农业
现代化进程继续展开。
当然，在5年中，马克龙也遭遇

过“滑铁卢”，如忽略控制改革节奏，
未能充分平衡各方利益，匆忙提高
燃油税，动了中下层民众的“奶酪”，
招致了持续经年的“黄马甲”运动，
典型的欲速则不达；同时，“再工业
化”计划乏力，“重振法国”推进缓
慢，外贸逆差创 1970 年以来的历
史新高；民众购买力被削弱；法国税

负，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均仍
居高位，不容乐观。
在国际舞台上，以戴高乐为楷

模的马克龙可谓长袖善舞，积极推
行多边主义外交。既反对美国前总
统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也阻击要求“选边
站”的“拜登式多边主义”。马克龙
努力强化法德轴心，与德国前总理
默克尔组成“默克龙”组合，力推“欧
洲战略自主”，热衷推进欧洲一体
化，倡导“重塑欧洲”计划。马克龙
断言北约已经“脑死亡”，力推“欧洲
军”，加强欧洲军事合作，积极参与
国际热点话题的调解和斡旋，推进
大国外交，满足了法国民众对大国
形象的想象和追求。同时，马克龙
也主张强化全球在气候变化和抗击
新冠疫情等领域的合作。
但与此同时，马克龙的外交表

现也屡屡被舆论诟病，例如他关于
深化欧洲一体化的倡议未能得到德
国的全力支持，在美英澳成立三边
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潜艇事
件中被盟友暗算，穿梭斡旋俄乌冲
突但未有实际成果，“欧洲战略自
主”雄心虽在却力有不逮，马克龙被
媒体揶揄为“对自己的政治才能过
度自信”。

问：参加本次大选的其他
主要候选人有什么样的政策
主张？
问：法国宪法委员会3月7

日公布名单，共有12位候选人
获得参选总统的资格。此次
大选的角逐，其实从去年夏天
就已经开始，除了马克龙迟迟
未宣布参选，其余各路人马均
“粉墨登场”。

左翼候选人主要包括：极
左翼候选人，“不屈法国”的
让-吕克-梅郎雄，来自绿党的
雅尼克-贾多特，左翼的非裔
候选人克里斯蒂娜-图比拉，
巴黎市长、社会党候选人安
妮-伊达尔戈，以及来自法共
的法比安-胡塞尔等。
梅郎雄主张缩短工作时

长，降低退休年龄，提高最低
工资、福利和最高税率以及结
束第五共和国的总统体制；绿
党虽为左翼大党，但其参选人
激进的环保主张接受度不高；
而曾经推出过密特朗和奥朗德
两任总统的社会党目前也后继
无人。左翼参选人最大的特征
是各自为战，相对分化。一方
面各党派和参选人间互不相
让，难以拧成一股绳；另一方面，不
少候选人和党影响力日渐式微。
因而此次大选还未正式展开，左
翼候选人就不被看好，恐怕会沦
为“陪读”的角色。
此次的右翼参选人包括能言

善辩的极右翼阿尔及利亚裔法国
人埃里克-泽穆尔，老牌极右翼、
国民联盟党党首玛丽-勒庞，还有
右翼阵营中颇为活跃、来自共和
党的瓦莱丽-佩克莱斯。

勒庞虽属极右翼，但审时
度势刻意进行了一些去极端化
的操作，包括将其父创建的国
民阵线更名为国民联盟党，主
张、纲领和口号尽量往中间靠，
努力迎合法国主流社会偏好。
她主张打击移民，削减犯罪，将
法国从全球化中“拯救”出来；
媒体记者出身的泽穆尔颇具蛊
惑力，民粹底色深沉，被称为
“法版特朗普”，其所著的哀叹
法国“衰落”的系列书籍颇为畅
销，以反欧盟、反移民、崇尚武
力等极端观点和主张赢得了不
少追随者，异军突起，堪称“黑
马”；而来自传统右翼共和党的
佩克莱斯，则结合了传统右翼
的保守特质和务实的个性风
格。她在移民问题上倾向于强
硬右翼，但在经济问题上按照
传统右派共和党的标准来看，
应该属于相对中间派。
马克龙则属于中间势力的

代表人物。在《告法国人民书》
和首次竞选集会中，他提出首
先解决能源价格上涨问题，加
强对乌克兰局势的斡旋，将危
机转化为欧洲新时代的起点；促
进法国在可再生能源、核能、农

业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摆脱对天
然气、石油和煤炭的依赖；使法国
成为欧洲出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根据法国3月3日发布的最新

民调显示：现任总统马克龙在首
轮投票中的支持率为28%，排在首
位；右翼和极右翼的勒庞、佩克莱
斯和泽穆尔分别以 17%、14%和
12%的支持率分列位居第二、三和
四位，紧随其后的是左翼的梅郎
雄和贾多特。

问：本次法国大选的焦点议题
有哪些？您对选举结果有怎样的预
测？
答：法国民众关注的议题大多

偏向国内事务，涉及经济、社会、治
安、移民、教育、环境、医疗卫生、能
源、养老和失业保险等各领域。
在竞选中，常见的是右翼和左

翼内部，各自就相关议题捉对厮
杀。主要热点议题涵盖了移民和治
安、购买力、社会公平、环境、能源和
教育等。右翼和极右翼阵营候选人
争论的议题主要集中在移民等备受
法国社会关注和历次大选必争的传
统议题上，这也是他们赚取选票的
“大杀器”。右翼政客主张限制移民
数量，遣返非法移民，强化治安；主

张“法国人优先”，搞经济爱国主
义。而左翼政党参选者则更多地将
目光聚焦于社会公正上。包括各种
缩小贫富差距的举措，如提高遗产
税、减少工时、提高福利待遇等，也
包括接纳和善待移民等。在能源议
题上，左翼主张弃核与发展可再生
能源，右翼则反之。
随着俄乌冲突升级，尤其是俄

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开展“特别军事
行动”以来，乌克兰危机成为选战中
绕不开的话题。最新民调显示，近
半数法国人（49%）认为马克龙“在
外交上捍卫了法国的利益”，说明他
的穿梭斡旋活动获得富于民族自豪
感的法国民众的认同。当然，他的
竞选对手也大肆攻击马克龙的斡旋

“无功而返”，完全是“竹篮打水”。
法国总统选举投票采用两轮

制。第一轮投票中，如无候选人获
得逾半数选票，则得票居前的两名
候选人进入第二轮角逐。展望4月
10日和24日即将举行的法国大选
两轮投票，依据目前的民调结果，不
出意外的话，首轮应是现任总统马
克龙和右翼候选人晋级，而在第二
轮投票中，复刻上届2017年大选结
果的概率很大。
分析人士提醒，不少选民仍未

作出决定，选战最后阶段的情绪可
能剧烈波动。当下俄乌冲突正酣，
内外变化因素不少，加上法兰西民
族生性奔放感性，不确定性依然有，
对结果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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