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体育部 责任编辑/孙福能
电话：0596-2523695
E-mail:vip3344007@163.com4 2022年4月10日 星期日

漳州新闻网：www.zznews.cn
今 日

天 气 国际全市：晴到多云。
市区：晴，偏东风 2-3级，气温 15～30℃。
更多天气资讯，请关注“漳州气象”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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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国 际 时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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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声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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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马克龙在内的各总统候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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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总统大选折射“法国困境”

国 际 观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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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北约打“东扩牌”贻害无穷

“战争贩子多年来煽动与俄
罗斯的新冷战……这符合他们的
利益，将万亿美元装进军工复合
体的腰包。”美国前国会众议员图
尔西·加巴德在俄乌冲突升级前
这样说道。

分析人士指出，正如挑动俄乌
冲突那样，美国长期以来在全球通
过制造冲突和挑起战争收割财
富。其背后推手和“赢家”正是那
些美国军政官员、军工企业和国会
议员组成的利益共同体。

政商勾结沆瀣一气

俄乌冲突升级前，加巴德在接
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发出战争警告
称，美国不少两党议员、主流媒体
和华盛顿一些政治精英都与美国
军工复合体有关。一些人已从乌
克兰局势中看到“美元的信号”，看
到如何攫取巨额财富和政治利益。

在美国政府持续不断为局势
“火上浇油”后，俄乌两国 2 月下
旬冲突升级。与此同时，美国主
要军工企业股价大幅上涨。“领头
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股价从年
初每股 354 美元一路上涨至 3 月
25 日的 453 美元，涨幅 28%。雷
神技术公司同期涨幅近 20%。诺
思罗普-格鲁曼公司和通用动力
公司股价也都大涨。

在美国，军工企业凭借议员
和 高 官 支 持 ，获 得 军 方 巨 额 合
同；议员则获得军工企业提供的
竞选资金，一些高官从政前或卸
任后在军工巨头担任高管，既拿
高薪又当说客。如此军工复合
体近半个世纪以来，利用媒体和
智库制造了各种战争威胁，而军
政官员、军工企业和国会议员则
从一场场战争中各取所需，赚得

“盆满钵满”。
美国非政府组织“捍卫公众利

益”曾发布数据，阿富汗战争持续
的 20 年间，洛克希德·马丁、诺思
罗普-格鲁曼、波音、通用动力的股
票回报率分别高达1236%、1196%、
975%、625%。美国“截击”网站媒
体人乔恩·施瓦茨表示，对于美国
一些最有权势的人而言，阿富汗战
争“可能是个巨大成功”。值得注
意的是，上述国防承包商的董事会
中都有退休的高级别军官。

搅乱全球发战争财

在军工复合体左右下，美国
搅乱全球和平与稳定，为军售铺
路。冷战期间，美国以“抵御共产

主 义 ”为 名 向 海 外 大 量 出 口 军
火。冷战后，反恐战争令其军工
产业经历繁荣期。近年来，从欧
洲到中东，从亚太到拉美，美国强
化同盟、鼓动对抗、煽动冲突，不
断扩大军售。

俄乌冲突正是美国长期“围
堵”俄罗斯的结果。美国防部前
官员富兰克林·斯平尼指出，美国
军工复合体应该对爆发俄乌冲突
负责，因为军工复合体的商业模
式及其游说活动是冷战后北约一
再东扩的重要原因之一。

挑起俄乌冲突让美国如愿撬
开了盟友的钱袋。德国等欧洲国
家宣布调整防务政策，给美军工
企业带来商机。美国反战组织

“公正外交政策”执行主任埃里
克·斯珀林说，俄乌冲突将使北约
成员国国防预算增加，意味着他
们将大量使用美制武器，对美国
企业是极大利好。

不择手段抢夺资源

不少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
抢夺并控制能源市场一直是美国
在全球挑起对抗、发动战争的重
要目的。俄乌冲突中，美国借机
攫取了欧洲能源市场由俄方占据
的部分份额。

欧盟国家进口的石油和天然
气分别约三成和四成来自俄罗
斯。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宣布
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将对俄天然气
需求量减少三分之二。美国则借
机与欧盟达成能源合作计划，扩
大其对欧液化天然气出口。根据
计划，美国将帮助欧盟市场今年
额外获得至少 150 亿立方米液化
天然气。有分析认为，此举不仅
能使美国向欧洲高价兜售更多美
国液化天然气，还为美国油气产
业取代俄罗斯、扩大欧洲市场份
额提供了机会。

为抢夺资源美国不择手段。
数十年来，美国不惜破坏世界和
平和地区安全，在不断通过制造

“可控混乱”和“离岸平衡”维护全
球霸权的同时，也让军工复合体
长期从美国制造的战争、冲突和
敌对中牟利。美国 2003 年发动
的伊拉克战争曾被媒体称为“石
油战争”。战前，伊拉克石油产业
完全国有化，而十年后已被美国
埃克森美孚公司和雪佛龙石油公
司等企业彻底掌控。这背后与美
国军政商界的利益交换脱不了干
系。 （据新华社）

不择手段敛财的趁火打劫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