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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
2 月 5 日 ，
法 国 极 右
翼政党“国
民联盟”候
选 人 玛 丽
娜·勒庞在
兰 斯 出 席
竞选集会。

这 是
4 月 2 日，
法国总统
马克龙在
巴黎附近
的拉德芳
斯体育馆
出席竞选
集会。

vs
法国将于 4月 10日迎来总统大选第一

轮投票。民调显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极
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
的支持率排名前两位，极有可能进入第二
轮投票。同时，首轮投票的弃投率可能会
高达三成以上。

分析人士指出，极右翼崛起和民调显
示可能出现的高弃投率反映出选民对政治
的失望，这增大了马克龙连任的不确定性，
也折射出法国面临的困境。

连任面临不确定性

法国总统由普选产生，任期 5年，选举
采用多数两轮投票制。第一轮投票中，如
无候选人获得逾半数选票，则得票居前的
两名候选人参加第二轮投票角逐。经法国
宪法委员会核准，今年共有 12名来自各党
派的总统候选人参选。

法国媒体7日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马
克龙和勒庞以约 26%和约 22%的首轮投票
支持率领跑。其他主要候选人包括极左翼
政党“不屈法国”党的让-吕克·梅朗雄、极
右翼政党光复党的埃里克·泽穆尔和右翼
政党共和党的瓦莱丽·佩克雷斯，支持率分
别为约17%、约9%和约9%。

马克龙能否连任是本次大选的主要看
点。马克龙上台以来因提高燃油税引发

“黄马甲”运动和强推退休制度改革引发全
国罢工，其民意支持率一度跌至23%的历史
低点。但随着近来法国新冠疫情逐步缓
解，去年实现了经济增长7%的“好成绩”，加
上马克龙在乌克兰危机期间作为欧盟轮值
主席国领导人积极斡旋，其支持率大幅回
升，一度超过30%。

法国民调机构益普索负责人让-菲利
普·迪布吕勒认为，无论是新冠疫情还是乌
克兰危机，都成为马克龙的加分项，因为

“危机总统”身份所产生的“旗帜效应”让选
民对他的印象发生了变化。

但临近第一轮投票，马克龙越来越面
临来自勒庞的压力。民调显示，仅数周内，
勒庞的首轮投票支持率已从约 15%升至约
22%；如果勒庞和马克龙进入第二轮投票，
勒庞的支持率为 47.5%，与马克龙的 52.5%
已相差不多。

此外，高弃投率也可能给选举结果带
来变数。民调显示，第一轮投票的弃投率
可能突破30%大关，将创下法兰西第五共和
国总统选举的历史纪录。法国知名经济学
家雅克·阿塔利在法国《回声报》上撰文指

出，法国历史上曾有德斯坦和若斯潘两位
政治人物遭遇过在民调中领先却最终输掉
总统大选的情况，原因就是高弃投率，特别
是己方阵营选民的高弃投率。

大选难解社会矛盾

法国舆论认为，极右翼候选人支持率
的上升和高弃投率，是法国民众对政治不
满的表现。马克龙在上次大选中以经济自
由化、开放精神和欧洲一体化等主张获胜，
但他在执政期间的改革未能从根本上解决
法国政治、经济、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在
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双重冲击下，问题
变得更加复杂。

法国学者热罗姆·圣-马里认为，马克
龙在任期前一阶段采取的激进改革计划刺
激了法国底层民众和精英阶级的矛盾对
立。虽然政府放弃了相应的改革，但社会
矛盾仍在发酵，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据报道，俄乌冲突造成的能源价格飙
升和原材料短缺，将法国经济带入了一个
以高通胀和低增长为标志的时期，购买力
成为大选期间民众最关心的话题。法国部
分经济学家指出，各总统候选人提出了固
定燃油价格、降低燃油和电力增值税等各

种解决方案，但“都只是短期设想，因为从
长期看，这些方案的成本都太高”。

法国小城镇市长协会近日在《世界报》
上发文呼吁，所有总统候选人在向选民抛
出各种承诺的同时，“别忘了，‘黄马甲’危
机始于法国这些被遗忘的广大小城镇”。
文章指出，市镇公共医疗服务匮乏、燃油价
格飞涨、收入低等问题困扰着人们，也是

“黄马甲”运动的成因之一，而“新冠大流行
残酷地凸显了我们医疗保健系统的缺陷”。

益普索研究员保罗·塞比耶指出，有意
在本次大选中放弃投票的人群主要是最贫
穷、受教育程度最低的群体，他们是从法国
当前经济和社会制度中受益最少的社会群
体。“他们发现可以投票的政党很少或者不
能代表他们的利益”，放弃投票是“幻想破
灭”的民众“表达抗议的一种方式”。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多米尼克·雷
尼认为，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冲击下，
法国人看到了国家的巨大脆弱性。也许与
2017年相似的场景会重现，即马克龙和勒
庞共同进入第二轮投票，但实际情况和5年
前完全不同，因为民众“既可能会因相同对
决的重现而感到厌倦，也可能因为没有选
择而感到愤怒”。 □唐霁

总统大选折射“法国困境”

新华社明斯克4月8日电 白俄罗斯国
家法律门户网站8日发布的政府决议显示，
白俄罗斯政府已制定出不友好国家名单。
白俄罗斯媒体报道说，针对部分不友好国
家，白俄罗斯将采取制裁措施。

根据白俄罗斯政府的决议，上述名单
根据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3月 14日签署

的总统法令制定，被列入不友好国家名单
的有欧盟成员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
拿大、列支敦士登、挪威、新西兰、阿尔巴尼
亚、冰岛、北马其顿、黑山以及瑞士。

据白俄罗斯媒体报道，这些国家“对白俄
罗斯法人实体和个人采取了不友好的行动”。
白俄罗斯将与部分不友好国家用白俄罗斯卢

布结算，白俄罗斯还可以冻结这些国家在其境
内的投资项目，暂停它们的融资，并且不允许
这些国家以外币形式偿还公共债务等。

卢卡申科在 7日举行的白俄罗斯安全
会议上说，西方针对白方的经济战已持续
近两年。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
动后，西方国家在贸易、金融、物流等各方

面对白俄罗斯实施了经济限制措施。
2020年 8月，白俄罗斯举行总统选举，

卢卡申科高票连任。美国和欧盟声称选举
舞弊，对白俄罗斯施加多轮制裁。俄罗斯
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后，美国、欧盟
对白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其他一些国
家也对白俄罗斯实施了制裁。

白俄罗斯制定出不友好国家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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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演变至今，是多种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复
杂的历史经纬中不难看到一条清
晰脉络，冲突爆发的根源在于冷
战结束后美国长期围堵和挤压俄
罗斯的安全空间。

从历史看，美国一方面持续
推进北约东扩，不断挑战俄安全

“红线”；一方面在乌策动“颜色革
命”，搅乱乌政局，破坏俄乌关
系。从现实看，自去年俄乌关系
持续紧张以来，美国不断煽风点
火、火上浇油，推动危机一步步升
级。若论俄乌冲突“始作俑者”，
非美国莫属。

推动北约东扩

20世纪 90年代苏联解体后，美国打着
“巩固民主”“延伸稳定、推进共同价值观”
等幌子，不断推进北约东扩。自 1999年以
来，北约五次东扩，其东部边界向前推进了
1000多公里。现阶段，北约已经拥有 30个
成员国。按照 2018年的统计数据，北约各
国防务开支之和占全球各国防务支出总额
的约七成，远远高于俄罗斯的军费支出。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对俄立场强硬，
增加对乌克兰的外交和安全支持，还支持
乌克兰加入北约。这无疑触及了俄方的安
全“红线”。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主导下的北约在
冷战结束后持续东扩，全然不顾俄罗斯的
安全关切，最终把俄方“逼到墙角”。俄乌
冲突正是俄美矛盾激化、俄方对美反击的
具体表现。

美国国际问题专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日前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关于“北约东扩”
的重大决策失误导致与俄方关系恶化，美

政府应该承担相当大的责任，“美国与北约
都不是无辜的旁观者”。

无论是北约东扩，还是俄乌冲突，美国
军火商都从中受益。曾在美国国防部长办
公室工作多年的富兰克林·斯平尼认为，美
国军工复合体应对俄乌冲突爆发负责，因
为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追逐及其游说活动导
致冷战后北约一再违反不再东扩的承诺。
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利益决定美国需要敌
人，因此它总有动力在全球寻找新的敌人。

策动“颜色革命”

乌克兰 1991年独立后，原本与西方和
俄罗斯保持着相对平衡的关系。2004年和
2014 年，乌克兰先后发生“橙色革命”和

“广场革命”，国内族群严重对立，社会撕裂
难以弥合，俄乌矛盾一步步升级。

不少线索表明，两场“颜色革命”背后
都有美国的身影。美联社 2004年末曾披
露一批资料，证明美国曾插手乌克兰 2004
年选举，包括资助多个政治组织，为反对派

领导人访美埋单等。2013年至 2014年基
辅独立广场发生骚乱时，美国时任助理国
务卿维多利亚·纽兰和时任参议员约翰·麦
凯恩直接前往独立广场，对反对派表达支
持。

莫斯科国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安德
烈·马诺伊洛认为，“颜色革命”是美国人开
发的一项政治战术。涉事国当局最初往往
看不出这是政变的开始，发现时则为时已
晚。一旦政变发生，“颜色革命”组织者安
插的人顺势上台掌权，令国家失去主权、受
到外国监护人控制并为外国利益服务。

2014年，乌克兰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
在“广场革命”中被迫下台，亲西方政府在
乌克兰掌权。2019年 2月，乌克兰议会通
过宪法修正案，把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
作为国家基本方针写入宪法。

蓄意挑动对立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在
乌克兰制造一种“可控的动荡”。自去年年

底以来，拜登政府不断煽动俄乌局势升级，
一方面是着眼于今年下半年的美国中期选
举，希望在外交领域为自己加分；另一方面
意在加剧欧俄对立，进而迫使欧洲对美依
赖增强，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

因此，在俄乌局势高度紧张之际，美国
不但没有寻求缓和危机，反而不断向乌克
兰提供各种经济、军事援助，为乌方打气、
对俄方挑衅。去年 12月，美国政府批准向
乌追加价值 2亿美元安全援助。今年 1月，
北约决定向东欧成员国增派部队、军舰和
战机。2月 2日，美国宣布将向德国、波兰
和罗马尼亚总计部署 3000名军人。

在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多轮外交接触
中，俄罗斯明确提出自己的安全诉求，包括
不吸纳乌克兰为北约成员国、不在俄罗斯
边境附近部署进攻性武器等，结果遭到美
国和北约的无视，最终导致冲突爆发。

美国前国会众议员图尔西·加巴德说，
拜登政府原本只要保证不接纳乌克兰加入
北约，就可以结束危机，阻止冲突爆发，但
他们却偏不这样做。 □张远

挑动俄乌冲突的煽风点火者
——乱局背后的美国的美国““黑手黑手””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近
日再次向中国“泼脏水”，然而，

“威胁论”的说辞用在北约自身倒
是最合适不过。与其造谣抹黑，斯
托尔滕贝格更该做的是，反省北约
在俄乌冲突中扮演的角色，反思谁
才是地区和世界安全的威胁。

北约背弃承诺一再东扩是俄
乌冲突肇始的首要因素。北约是
冷战的产物，冷战结束后不少人质
疑北约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北约也
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承诺“一英寸
都不会向东扩张”。然而在美国主
导下，北约在 1999 年后先后五次
东扩，成员国从 16 个增加到 30 个，
向东推进 1000 多公里，直抵俄罗
斯边境。多年来，不少外交政策专
家一直警告北约不要东扩，认为这
将造成地缘政治紧张，威胁地区安
全。西班牙《起义报》近日刊文指
出，北约持续东扩“撕毁了柏林墙
倒塌以来达成的协议。显然，像俄
罗斯这样的大国会感受到意图驻
扎在其家门口的北约的威胁”。冲
突升级前，俄罗斯曾数度向美国和
北约“交底”“划红线”，美国前国
会议员加巴德曾表示，美方只要保
证不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就可以
结束此次危机，阻止爆发战争，但
美国政府不这么做。

俄乌冲突升级后，北约非但不
反思东扩危害，反而持续挑动军事
对抗。北约在欧洲东部增加防务
部署，同时通过对乌武器援助加剧
紧张局势，让战火烧得更旺更持
久。斯托尔滕贝格日前在北约外
长会期间说，他认为战事将持续

“许多个月甚至数年”，他呼吁北
约“维持制裁，加强防御和威慑”，
并为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

北约各国对美国亦步亦趋，加
强打造“反俄阵线”，实际维护的
是美国霸权利益。长年以来，美欧
对北约定位不同。美国将北约视为维护自身霸权的武
器，更多是出于进攻性目的的“矛”；而欧洲将北约视为
保证自身安全的屏障，更多是出于防御性目的的“盾”。
前些年美欧因防务负担吵得不可开交，而今很多“恐慌”
的欧洲国家自愿表示将提高军费开支。这表明美国利
用俄乌冲突成功裹挟了欧洲，将北约真正变成维护其霸
权的“矛”。对美国而言，北约东扩不仅为美国军工企业
创造了赚钱良机，更是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对欧洲的制
约，服务了美国经营的地缘战略“大棋局”。

北约东扩引发分裂动荡，损害了世界人民利益。北
约东扩酿成的战争和制裁恶果，导致能源、粮食价格飙
升，全球产业链安全也面临严重挑战。欧洲首当其冲，
不仅面临资金外流、能源短缺和物价飙升，大量逃难的
乌克兰人涌入，也让欧洲真金白银地为冲突埋单。对整
个世界而言，战争和制裁造成的负面影响更是难以估
量，资源和粮食价格上涨引起的高通胀，将让本就受到
新冠疫情冲击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警告，迟迟未能从新冠疫情中恢复
过来的国家“很可能陷入经济衰退”。

有乌克兰官员曾说，北约“给我们武器，我们牺牲生
命”，“交易很公平”。但这一所谓“公平”的交易，导致大
量生命逝去，无数家庭流离失所，世界经济发展机遇消
逝，更多人因此陷入困顿。面对如此种种，世人应擦亮
眼睛，看清北约“东扩牌”的贻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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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柏林4月7日电 德国联邦卫生部长劳特巴赫
6日表示，此前宣布从下月开始允许新冠感染者自愿进行
隔离的措施是“错误的”，德国将继续沿用新冠感染者强
制隔离政策。

劳特巴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感染新冠病毒
后终止隔离的安排是“错误的，也不会到来”。他强调说，
新冠不是感冒，因此感染新冠后必须由卫生当局“安排并
控制”隔离。

劳特巴赫此前宣布，德国政府从 5月 1日起取消对新
冠感染者的强制隔离政策，届时只“强烈建议”新冠感染
者和接触者自愿隔离 5天并避免与他人接触。

目前，德国原则上取消了大多数新冠防疫措施，仅要
求人们在医院、护理机构内以及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戴
口罩，在中小学和养老院定期开展新冠病毒检测，仅在疫
情高发的“热点地区”实施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 7日公布的最新
疫情数据显示，德国当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201729 例，
累计确诊 22265788 例；新增死亡病例 328 例，累计死亡
131036 例；7 天感染率（每 10 万人 7 天内新增确诊病例
数）为 1251.3。

德国取消“自愿隔离”
继续“强制隔离”

新华社巴格达4月9日电 伊拉克军方 9日说，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当天袭击伊西部安巴尔省一军事
营地，造成 2人死亡、1人受伤。

安巴尔省军方官员萨阿德·艾萨维对新华社记者说，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当天利用沙尘暴的恶劣天气条件，
袭击了该省希特市附近一个军事营地，造成 2名伊拉克军
人死亡、1名军人受伤。

2017年 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取得打击“伊斯兰国”
的胜利。此后，“伊斯兰国”残余势力主要在伊拉克与叙
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带流窜，不时发动袭击。

伊 拉 克 一 军 事
营地遭袭3人死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