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利耶夫    年当选保守党领导人

深
海评 特朗普放话“购岛”背后的极地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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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总理贾斯廷 ·特鲁多
近日宣布辞去执政党自由党领
袖职务，并表示将在该党选出新
领袖后辞去总理职务。加拿大
长达9年的“特鲁多时代”即将
迎来终结，但这依然很难改变自
由党在下届选举中的不利地位。
特鲁多为何辞职？加拿大

政局未来走势如何？我们请专
家为您详细分析。——编者

特鲁多辞职难挽自由党颓势
加拿大政治格局面临“洗牌”

 特鲁多发表讲话宣布辞去自由党领袖职务 图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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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  月赢得美国总统大

选后，特朗普多次表达了要“购买”

丹麦格陵兰岛的想法。今年 月 

日，他又公开表示，出于对美国“经

济安全需要”考虑，他不会排除通过

“军事或经济胁迫”手段夺取格陵兰

岛控制权的可能性。

其实，特朗普上次入主白宫期

间就多次提及美国购买格陵兰岛之

事，还一度导致美国和丹麦关系紧

张。再往前追溯，    年美国在买

下阿拉斯加后，就曾想买下格陵兰

岛。二战期间德国占领丹麦后美国

也曾军事占领过格陵兰岛。    

年杜鲁门总统也提出过用 亿美元

向丹麦买格陵兰岛，但未被接受。

是什么原因让美国对人迹罕

至、常年冰封的格陵兰岛如此惦记？

宝地意义重大
格陵兰岛最早由挪威人发现。

几经周折，    年丹麦确立了对格

陵兰岛的主权。格陵兰岛是世界上

最大岛屿，面积达   万平方公里，

是丹麦本土的  倍。岛上约  . %

的面积被厚厚的冰层所覆盖，所含

有的冰雪总体积约为   万立方千

米，占全球冰川总体积的  %左右，

占全球淡水总量的 %至 %，全岛

居民只有 万左右。

格陵兰岛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位于欧洲和北美洲之间、北冰洋与

大西洋交界之处，是整个北极地区

的枢纽之地，也扼守着北极地区通

往大西洋的咽喉之地。

冷战时期，北极地区是美苏军

事对峙的前沿，美国和北约通过从

格陵兰经冰岛到英国的所谓“    

线”对苏联舰队南下大西洋进行严

密监控。如今，格陵兰岛是美国对

飞越北极的俄罗斯战略导弹进行预

警的关键阵位，美军在格陵兰岛上还

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部署大型预

警雷达和    战机等军事设施。

格陵兰岛对于美国实施北极战

略极为重要。五角大楼宣称将增强

在北极地区的军备能力和监视活

动，确保北极不会成为“战略盲点”。

另外，格陵兰岛拥有丰富的矿

石资源，主要有金、铂、铜、锌、镍、

钼、铁、铝、铀等，还有红宝石和钻

石，石油储藏量估计达   亿桶，天

然气则大约为 万亿立方米。该岛

也是全球最大稀土矿之一，估计蕴

藏有    万吨稀土氧化物，占全球

  %左右。对于青睐传统能源资源

产业的特朗普而言，格陵兰岛简直

就是一块宝地。

各方反应强烈
正因为格陵兰岛重要的地缘政

治地位，特朗普的言论立即引发了

各方的强烈反应。

首先是丹麦首相费雷泽里克森

表示，格陵兰岛是“非卖品”并强调保

持丹麦的统一。丹麦还有史以来第

二次修改了自己的国徽，将格陵兰的

北极熊元素放大，加到了国徽上。

其次则是直接当事方格陵兰

岛。格陵兰岛    年获得正式自

治的地位，甚至拥有部分外交事务

权，但丹麦在格陵兰岛的防务和外

交事务上拥有最终决定权。格陵兰

岛自治议会拥有议席的所有 个政

党一致驳斥了特朗普“吞并”企图。

格陵兰自治政府领导人埃格德也拒

绝特朗普购买格陵兰岛。

欧盟方面同样作出了强烈反

应。法国外长巴罗表示，美国不应

该威胁欧盟的主权边界，波兰、德国

等欧洲国家领导人也表示反对美国

的要求。对于欧盟而言，三年来付

出了巨大的经济政治代价，和美国

一起援助乌克兰的理由就是“维护

安全和领土完整”，如果欧盟成员国

自身的领土居然被美国随意拿取，

那么欧洲的外交政策甚至欧盟本身

都将受到巨大的质疑。

 月 日，特朗普儿子小唐纳德

以私人旅行名义访问了格陵兰岛。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小唐纳德

和我的代表已抵达格陵兰岛，受到

了热情欢迎……（美国对格陵兰岛

的控制）是一笔必须完成的交易。”

无视盟友利益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主要战

略趋势是实施战略收缩，主要目标

是进行内部改革，重振美国经济。

特朗普放话要放弃诸多国际义务，

盟国的利益更不是他关心的焦点。

特朗普对格陵兰岛念念不忘，是其

“美国优先”战略的体现，这样的行

为可能会将盟友越推越远。

目前来看，虽然美国直接通过

购买“拥有”格陵兰岛并不是短期内

可以实现的目标，但特朗普的“执

念”恐怕也不是无的放矢。只是美

国如果坚持以这种  世纪帝国主

义的方式行事，未来将对现行国际

秩序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造成极其

严重的冲击和破坏。

2024年12月16日，加拿大副总理兼财

政部长克里斯蒂娅 · 弗里兰突然宣布辞职，

此举看似是为了配合特鲁多政府维持内部

团结而“壮士断腕”，然而仅仅过了20多天，

特鲁多也宣布辞任自由党领导人，提前结束

总理任期，留下一个民意支持率长期低迷的

自由党政府去迎接联邦大选，加拿大政治格

局面临重新“洗牌”。

特鲁多重蹈父亲覆辙
特鲁多眼下的处境，与40年前他的父亲

非常相似。1984年2月，时任加拿大总理兼

自由党党首的皮埃尔 · 特鲁多同样面临民意

支持率极为低迷的状况，自由党与保守党的

支持率差距高达20%至30%。

加拿大从1935年到1984年这半个世纪，

有超过80%的时间是自由党执政。对当时的

加拿大人来说，自由党组阁似乎已经成了惯

例。老特鲁多宣布辞职后，自由党的支持率

有所回升，一度反超保守党10%。然而仅仅

过了一个月，自由党的支持率就跌回老特鲁

多辞职之前的水平，并在9月的大选中惨败。

在2019年10月的联邦议会大选中，特

鲁多领导的自由党未能建立多数派政府。

也就是说，在特鲁多第二个任期开始时，自

由党的执政基础已不稳固。此后过了不足

两年，特鲁多便要求总督宣布解散议会，启

动大选。但从最终结果来看，2021年的大选

并没有加强自由党在议会中的力量，仅增加

了个位数的议席，且总得票数依旧不及保守

党。此事引发了许多选民的不满，认为相比

民生，特鲁多更关注自由党的议席数量。

近年来，住房危机、生活成本飙升等问

题引发加拿大民众不满，要求特鲁多辞职的

声音也越来越多。反对党指责特鲁多政府

政策与民众实际需求脱节：未能有效抑制房

价飞涨和提升民众收入水平；移民政策过于

激进，给住房、就业、医疗等带来巨大压力；

绿色碳税政策增加了企业运营成本等。

自由党和特鲁多的民意支持率持续低

迷，叠加加拿大各类经济数据不如预期等诸

多因素，至2024年底，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

的支持率差距已经扩大到了20%，再现了

1984年的情况。数据显示，如果现在举行大

选，保守党预计将赢得大多数席位，执政概

率高达99％。

多数分析人士认为，无论由谁来接任特

鲁多出任自由党领导人，要想在几个月时间

里实现民意反转的难度都很大。

保守党改组再次崛起
1984年，加拿大保守党（此时名为进步

保守党）面对的是一个深受自由主义政策影

响的加拿大，它和多个右翼党派结盟，最终

在大选中胜出。由马尔罗尼领导的右翼力

量获得了多达74.8%的下院议席。此后新的

右翼力量崛起，瓜分选票，加上魁北克省与

联邦政府的矛盾激化，进步保守党在1993年

的大选中失利。史蒂芬 · 哈珀等人重新整合

右翼力量，并在2003年成立新的保守党。

新保守党具有“大帐篷”党的特性，吸纳

中间偏右和右翼选民，没有过强的意识形态

色彩，基于社会现实持续调整目标。这些特

点为保守党赢得2006年大选奠定了基础。

加拿大政坛的格局也从20世纪30年代至80

年代的自由党独大，逐步在过去40年里转变

为自由党与保守党平分秋色。这既是21世

纪以来西方国家政坛“向右转”的一个例子，

也是保守党不断改组和调整的成果。

现任党首皮埃尔 · 波利耶夫便是保守党

崛起的见证者。2003年，24岁的波利耶夫加

入重组后的保守党，在史蒂芬 · 哈珀担任总

理期间曾领导多个内阁部门。2022年9月，

波利耶夫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保守党领导

人。以目前的支持率来看，波利耶夫领导的

保守党赢得2025年联邦大选的几率很大。

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保守党目前的支

持率大幅领先自由党，但波利耶夫本人的受

欢迎程度并不高。特鲁多宣布辞职前后，美

国企业家马斯克曾在社交媒体上赞扬波利

耶夫并转发他的视频，此举与他支持其他国

家右翼党派和领导人的做法同出一辙，但这

有可能进一步引发部分加拿大民众对波利

耶夫的不满。

应对美国成为新考验
对波利耶夫来说，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

是如何在兼顾民意的基础上，发展与美国政

府和商界高层的关系。美加互为邻国，加拿

大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国境线

长，人员往来密切，意识形态也有不少相似

之处，因此常被北美以外的国家视为一体。

然而，在加拿大国内多种民族主义情绪中，

也包括反美情绪。这种情绪在特朗普的第

一个任期有所加强，因为有些原本生活在美

国的移民因为不满特朗普的政策，转而选择

移居加拿大。

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即将开始，他

在当选后宣称，计划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入

美国的所有产品征收25%的关税，这一言论

激起加拿大民众的不满，面对美国的关税威

胁，加拿大主要党派领导人必须提出自己的

应对方案来赢得选民的支持。由于加拿大

不同省份的产业结构不同，且联邦制国家的

省级政府权力较大，如何解决与美国的关税

问题，不仅影响选民的观感，也会触发联邦

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的争论，尤其是可能激

化目前关系已经较为紧张的西部省份和联

邦政府的矛盾。

波利耶夫目前的政策导向是降低国内

税负，为美国的科技企业提供更多的能源支

持，以此扩大加拿大自身产业的优势。加拿

大第三大党新民主党领导人抨击他没有回

应增税这一关键事项，避重就轻，没有采取

对应性的国家保护主义政策，如限制美国所

依赖的稀土和化肥等资源的出口。

假若自由党选出一位既有声望，又能对

特朗普的政策采取符合民意的反制措施，还

有能力协调联邦政府和西部省份关系的领

导人，对波利耶夫及保守党而言，仍然可能

产生不小的冲击。保守党政府究竟是否能

重现1984年的大胜，还要看波利耶夫和未来

新任自由党领导人在关键议题上的立场，哪

个更能获得多数选民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