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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欧洲议会选举结果近
日出炉，中间偏右的欧洲人民党
党团和中间偏左的社民党党团分
别保持欧洲议会第一、第二大党
团地位，右翼和极右翼势力席位
有所增加。

这场选举被视为欧洲政治生
态的“风向标”。欧洲议会“向右
转”倾向明显，增加了欧罗巴大陆
的政治不确定性。未来具体有哪
些影响？我们请专家详细解读。

——编者

欧洲议会选举“向右转”明显
“风向标”预示政策不确定性

▲ 马耳他工作人员在计票大厅举着选票 新华社发

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日本在防

务领域的动向引发世界关注。近

日，日本在战斗机研发领域有了大

动作。参院投票通过了日本、英国

与意大利三国设立国际机构

“    ”负责共同开发管理下一代

战机的条约草案。这一机构将在英

国设立，首任“一把手”由日本人出

任，日本政府将加紧敲定人选。

急于挽回颓势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曾提

出战斗机的“划代标准”：第一代为

    ；第二代为            ；第

三代为   ；第四代为       ；第

五代为       。日本此次联合意

大利和英国两个老牌欧洲工业国家

联合研制的多半是第六代战斗机。

日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首先是挽回对华军事颓势。自

从日本挑起钓鱼岛争端后，中日关

系一度紧张。随着中国在装备现代

化领域不断进步，日本在竞争中逐

渐处于下风。在现代战争中，制空

权的大小，在相当程度上对战争进

程产生决定性影响。为此，日本不

惜耗费巨资研发第六代战斗机，希

望能借此获取对华装备的代际优

势，提高夺取制空权的能力。

增加军火销量
其次是增强日本在国际军火市

场的影响力。军火交易是具有特殊

政治含义的贸易，武器出口在很大

程度上能够提升政治影响力。日本

一直想通过军火出口来谋取大国地

位。日本政府    年  月制定的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规定，可以

在“有助于日本安全保障”等条件

下，降低共同开发和出口的门槛。

日本希望通过扩大防卫装备领域的

合作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同时与

其他国家在安保领域深化合作。

日本方面此前的估算非常乐

观，认为如果日本松绑军火出口政

策，舰船、电子等优势军工产业将占

据全球同类产品出口的“半壁江

山”，航空航天相关产业的出口也将

占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一。然而，现

实却令日本政府很不满意——军售

记录几乎为零。直到    年，日本

才首次成功向菲律宾出口了四套防

空警戒雷达。

因此，日本这次拉上英国和意

大利这两个传统军工强国一起研发

下一代主力战机，力图借助他们的

影响力，增加日本出口军火的成功

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是日本

首次在涉及安全的多边合作项目中

占据主导地位，充分显示出日本方

面的野心。

面临巨大风险
然而，日本此次和英国、意大利

共同研发第六代战斗机面临巨大风

险。首先是资源问题。目前能够以

先进技术装备陆海空三军的只有少

数强国。能独立研发第五代战斗机

的国家只有中国、美国和俄罗斯。

日本、意大利和英国三国都缺乏研

发“五代机”的经验与资源，却想研

发“六代机”，显然这一想法显得过

于冒进。

其次是三国之间的磨合问题。

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身处不同的地

缘环境，对主力战斗机的性能和侧

重点也有不同需求。然而战机主要

发展路径和设计理念只有一个，那

么以谁为主？从目前来看，好像是

以日本为主，但是这样的安排能否

得到意大利和英国的同意并愿意为

此投入资源？恐怕得画个问号。毕

竟欧洲在“台风”战斗机联合研发问

题上产生的龃龉殷鉴不远。

此外，日本在航空产业方面的

不光彩记录也对该项目产生负面影

响。二战以后，日本在航空领域几

乎成了重灾区的代名词：   战斗

机探测距离短得可怜的有源相控阵

雷达、高开低走并最终夭折的   

三菱支线客机以及由日本组装、飞

行没多久就坠毁的首架    A战

机等，这些负面新闻都说明日本的

航空工业出现了问题。带着这样的

问题想要研发下一代战斗机，成功

概率可想而知。

因此，日本拉上意大利和英国

研发下一代战斗机显然有其军事和

政治目的，然而该计划面临资源、磨

合和底蕴等多方面问题，前途未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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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欧洲

议会选举于本月6日至9日举行。每一成员

国进入欧洲议会的议员人数根据各国人口

比例确定。此次选举最大特点是欧洲极右

翼力量继续在欧洲议会壮大，欧洲出现一定

程度的极右化倾向。

几大阵营有喜有忧
此次议会选举共产生720名议员，代表

27个成员国200多个政党。结果显示，传统

上占第一、第二位的人民党党团和社民党党

团依然处于优势地位，各自议席比例较上届

提升了一个多百分点。

本届议席数量变化最大的党团来自左

翼、极右翼和中间派自由主义三个阵营。左

翼方面的党团包括了左翼党团和绿党党团，

其中绿党党团议席占比下降幅度近3个百分

点，这对本就议席数量较低的绿党而言是一

次重大失败。中间派自由主义党团复兴党

团也明显失利，议席比重从上届的14.4%降

到如今的11%。最令人关注的是，极右翼的

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和“身份与民主”党团

加起来占据了近20%的议席，显示欧洲议会

极右化趋势在加快。

选举结果反映出欧洲主流意识形态及

政党政治正发生重要变化。由于议员直选，

欧洲议会的极右化趋势体现了一些国家政

治生态的深刻转变。

此次欧洲议会中的极右翼议员主要来

自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荷兰等国。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获得了这次选举

中约三分之一的选票，比总统马克龙领导的

法国复兴党高出一倍多；德国极右翼政党选

择党得票率也超过总理朔尔茨领导的执政

联盟；意大利和比利时的极右翼政党同样获

得空前大胜。

此外，目前欧盟27国中有7个国家的极

右翼政党获得或即将获得执政地位，包括意

大利、匈牙利、瑞典、捷克和荷兰等。

总之，此次欧洲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极

右化趋势将对欧洲政治生态造成严峻挑战。

影响欧洲内外政策
极右化趋势将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内

外政策产生一定影响。

首先，欧洲内部政策可能发生变化。一

是能源和产业政策。此次选举中绿党党团

势力大幅下降，反映出选民面对俄乌冲突下

欧洲能源短缺的现实，不太愿意追随绿党的

激进主义主张。一些极右政党重视国内“再

工业化”和产业保护，降低对“绿色”议题的

关注而强调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呼声可能有

所加强。二是移民归化政策。各国极右政

党在这一问题上共识较大，欧洲议会可能将

推动欧盟进一步加强移民归化，削弱多元主

义政策影响。三是不少极右势力属于“疑

欧”主义者，欧洲议会极右力量的上升可能

会影响欧盟对成员国的影响力。另外，为获

得多数主导权，占优势地位的人民党党团如

果与极右党团结盟，将大大改变欧洲议会和

欧盟委员会的政策取向。不少极右翼政党

具有保守主义倾向，可能会改变欧盟在少数

族群权益、堕胎、毒品等问题上的立场。

其次，欧洲对外政策可能有所调整。这

主要涉及移民政策、对外经贸政策和俄乌冲

突等热点问题。极右势力在欧洲议会和部

分成员国的抬头，未来或将对外来移民（尤

其是中东、北非地区的移民）进入欧盟采取

强硬立场，在对外经贸上的保护主义倾向也

可能会有所加强。对于俄乌冲突，鉴于有些

极右政党主张采取不干涉立场（如法国国民

联盟），有些持同情俄罗斯的立场（如匈牙利

青民盟），因此将加大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

立场的复杂性。

最后，应客观看待极右化趋势，无需夸

大其影响力。一是在欧洲议会占主导地位

的还是中右翼和中左翼政党，代表欧洲100

多个主流政党的意识形态取向。尽管极右

力量有所增强，但依然无法主导欧洲议会的

决策。二是极右翼势力也并非铁板一块。

如意大利兄弟党和法国国民联盟在对待欧

洲一体化上立场不一，后者更激进，难以完

全整合成单一力量。三是尽管欧洲议会和

欧盟理事会具有共同决策地位，但在重大问

题上，欧盟理事会依然是主要决策机构。四

是有些想争取或已处于执政地位的极右政

党，出现了向主流靠拢的迹象。五是极右势

力在欧洲的分布并不均衡，主要在一些西欧

和北欧国家势头正盛。

体现政治生态改变
欧洲议会“右转”明显，将会对未来中欧

关系产生哪些影响呢？第一，尽管需要重视

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但无需过分夸大对中

欧关系的冲击。欧洲议会的重要性有限，议

会内党团林立，难以构成有重大影响的统一

立场。议员来自不同国家，在考虑对华政策

时首先考虑的是本国利益和立场，而不完全

是所在党团的意识形态偏好。

第二，欧洲议会选举可以视为欧盟成员

国下次大选的预演，体现了欧洲政治生态改

变。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等国的极右势

力明显抬头，未来可能会影响对华政策。如

何应对欧洲各国的政治生态变化，是我们需

要认真关注的课题。

第三，应关注欧盟领导人的改选。欧洲

议会选举后，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和欧

洲议会主席及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

表等都将改选，这些重要机构领导人及相关

部门领导人的调整，将对整个欧盟对华政策

产生影响。

第四，做好应对挑战的准备。欧洲极右

力量的上升，从整体上看将强化欧盟对外经

贸保护主义，并可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对

华攻击。但考虑到不同国家极右翼立场和

意识形态差异，不能将极右翼力量完全视为

一体，未来应考虑区分对待，分党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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