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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乱”开始】

2024 年甫一开年，马克龙政府
此前推行的退休制度改革、新移民
法案等多项措施即面临朝野巨大阻
力，执政联盟内部裂痕扩大，总理伊
丽莎白·博尔内被迫辞职，年仅 34
岁的加布里埃尔·阿塔尔上台。

喧嚣持续，至6月欧洲议会选举
演变成大危机：执政的复兴党得票
率不及国民联盟一半。马克龙旋即
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提前举行议会
选举。法国政坛“大乱”自此开始。
执政党联盟在这场匆忙的选举中完
全失去此前议席领先优势。国民议
会形成“三足鼎立”：左翼联盟“新人
民阵线”议席数最多，执政联盟第
二，国民联盟排第三。

阿塔尔黯然辞职，马克龙犹豫
两个月后，选定资深保守派米歇尔·
巴尼耶为新任总理。为争取议会通
过2025年财政预算案，巴尼耶向国
民联盟作出让步，左翼嘲讽他是“在
极右翼监督下”工作。巴尼耶在“左
右夹击”中仅坚持三个月。12月 4
日，国民联盟和新人民阵线联手推
动通过对巴尼耶内阁的不信任动
议，这是1962年以来法国政府首次
被议会推翻。国民联盟向世人充分
展现了它已具备左右法国政坛的
能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国民
联盟为代表的极右翼势力并非今年
才崛起成势。事实上，马克龙近年
来一直在“中间派”旗帜下，推行逐
步趋于保守的政策，比如政府去年
提出的修订移民法草案就被批评

“与极右翼主张无异”。
再比如，马克龙出任总统以来

任命的内阁核心人物大多出自传统
右翼政党共和党，包括其第一个任
期内的两届总理爱德华·菲利普、
让·卡斯泰，经济和财政部长布鲁
诺·勒梅尔、内政部长热拉尔德·达
尔马宁在加入复兴党前也是共和党
人。在其第二个任期，巴尼耶是资
深共和党人，内政部长布鲁诺·勒塔
约则担任过参议院共和党党团
领袖。

然而，即便马克龙如此“迎合”
右倾的民意，也未能有效阻拦越来
越多的法国选民向“更右”的国民联
盟聚拢。

【势在必然】

极 右 翼 在 法 国 崛 起 有 其 必
然性。

从国情来说，法国社会面临阶
层民意分裂的困境。法国《快报》曾
如此评论，2022年总统选举体现了

“两个法国”之争：一个是“开放的、
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法国，另一个是

“悲观、愤怒和失望的”法国。前者
以精英阶层为代表，他们投票给马
克龙；后者更多是工人阶级和底层
民众，他们投票给勒庞。

这一判断，也适用于当下的
法国。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调
查数据显示，2024年 11月，法国家
庭对失业的担忧显著上升，达2021
年 5月以来最高水平。民众普遍担
心物价加速上涨、裁员风险加剧、生
活水平持续下降，人们对经济现状
的不满被“导向”移民议题，越来越
多人心中的天平向保守、排外的极
右翼阵营倾斜，对马克龙倡导的社
会改革和欧洲一体化失去耐心。

国民联盟的前身“国民阵线”公
开主张严格限制移民、尤其是非洲
及穆斯林移民进入法国，反对欧洲
一体化和欧元，提倡贸易保护主
义。法国主流社会对该党一直非常
排斥，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政
党代表了法国社会的“另一个侧
面”。

巴尼耶遭弹劾后，法国舆论研
究所12月11日发布民调显示，如果
马上举行总统选举，勒庞得票率可
能高达38%，复兴党秘书长、前总理
阿塔尔支持率仅20%。勒庞完成了
对马克龙阵营民意支持率上的反
超。一个变数是，勒庞 9月底因涉
嫌挪用欧盟资金出庭受审，巴黎检
察官要求法院立即禁止她在五年内
竞选公职，这可能导致她2027年无
法再度竞选总统。

不过，法国司法程序漫长，背后
政治博弈复杂，勒庞是否被定罪还
未可知。对此，勒庞态度极为强硬：

“即使他们成功让我无法参选，也无
法摆脱巴尔代拉。”勒庞所言之人正
是她钦定培养的接班人、现任国民
联盟主席若尔当·巴尔代拉。那是
又一个“勒庞”，更吸引年轻人。

【重装上阵】

在 2017 年、2022 年总统选举

中，勒庞因得票率不及马克龙而落
败，但 2022 年选举时差距已经很
小。《世界报》和法国新闻台2023年
底所做调查发现，认为国民联盟对
民主“不构成威胁”的人数，首次多
于认为“构成威胁”的人数。如今，
勒庞把“95后”巴尔代拉推向前台，
自己则在“幕后”把舵。她承诺，若
她当选总统，就任命巴尔代拉为
总理。

巴尔代拉弥补了勒庞和国民联
盟在年轻人、大学生、城市中产等群
体中缺乏支持的短板。法国媒体分
析，巴尔代拉抓住了年轻人政治娱
乐化潮流，利用社交媒体塑造个人
形象来吸引选民。他曾对媒体坦
言，自己的团队每天在社交媒体平
台投入大量精力，目的就是吸引年
轻人对政治感兴趣，而他想成为年
轻人的政治代言人。

巴尔代拉公开的施政纲领以
“移民、安全和提高购买力”为优先
议题，主张严格边境检查，限制欧盟
境内移民流动，通过降低增值税来
提高国民购买力，暂停退休制度改
革等。表面看，国民联盟似乎比它
称作“国民阵线”时期“柔软”许多，
如不再主张“退出欧元区、欧盟和北
约”，但舆论认为，该党只是重新包
装了话语体系，其极右翼意识形态
并无实质性改变。

用法国雅克-德洛尔研究所副
所长克里斯蒂娜·韦尔热的话说，国
民联盟目前的政治纲领是一份改头
换面的“脱欧计划”。

法国政治局势“右”转已是既成
事实，更多“勒庞”出现则是必然。
由于执政党在议会处于劣势，政局
短期内难有改观。马克龙剩余两年
任期难以推行任何重大政治议程，
且将可能不得不面对包括极右翼在
内在野党一次次“弹劾”总理的动
议。2027年法国大选会否产生一位
极右翼总统，则是一个更令欧洲神
经紧张的问题。

（新华社专特稿）

年终观察：

“右”潮如此汹涌 法国何去何从
唐 霁

2024年，欧元区经济持续低迷，在内外风险影响下
难有起色。欧元区一方面要应对内部不确定性和结构性
挑战，另一方面因面临美国挥舞贸易保护措施大棒而承
压。鉴于当前内外矛盾凸显，欧元区经济增长需要另辟
蹊径，加强对华合作。

“双引擎”失速加剧欧元区经济下行风险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12月4日发布经济
展望报告，预测欧元区经济2024年将增长0.8%，2025年
和2026年分别增长1.3%和1.5%。

当前，欧元区经济增长前景不佳，尤其是前两大经济
体德国和法国。德国五家主要研究机构本月12日大幅
下调对德国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平均而言，这些机构
预计明年德国经济增长率仅为 0.3%，低于此前预测的
0.8%。

德国联邦政府秋季经济预测报告预计，2024年德国
经济将萎缩0.2%。这意味着德国经济将连续第二年陷
入衰退。

德国工商总会最新调查显示，德企对未来几个月的
整体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三分之一的企业计划减少在
德投资。

专家认为，欧元区第一大经济体德国在机械制造、
汽车、化工等支柱产业领域依旧面临生产成本攀升和结
构转型滞后等多重困扰。

另外，德国政府推动改革面临挑战，且对美出口存
在关税上调风险，这些或进一步影响该国就业和经济
增长。

法国经济前景同样不容乐观。12月初，巴尼耶在被
任命仅3个月后就辞职引发法国政坛震动，令本已紧张
的社会局势和经济增长前景更加复杂。国际信用评级
机构穆迪公司 12月 14日将法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
Aa3。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12月 4日出席欧洲议会经济
和货币事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短期内欧元区经济增
长可能放缓，中期经济面临下行风险。欧元区面临的地
缘政治风险升高，国际贸易风险与日俱增，潜在贸易壁
垒对欧元区制造业和投资构成威胁。

美国保护主义令欧洲经济雪上加霜

欧洲经济陷入困境，美国因素不容忽视。拜登任
内，美国通过实施一系列单边主义产业政策持续掏空欧
洲。美国《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等以高额
补贴方式推动绿色技术在美国本土的生产和应用以及
芯片制造向美国“回流”。

德国《商报》此前报道，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从欧洲“吸走”资金超过百
亿美元。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表示，美国的做法违反
国际贸易规则，是贸易保护主义行径。

朗格表示，这些打着“美国优先”旗号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给欧
洲国家造成产业外迁压力，减少欧洲获得关键技术和投资的机会，对欧盟工
业的竞争力和投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损害欧盟企业利益，对欧洲经济构成

“生死攸关的挑战”。
随着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其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威胁令欧洲感

到分外不安。欧盟前经济事务委员真蒂洛尼警告，美国日益加剧的贸易保
护主义政策将对欧美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和意大利首当其冲。

荷兰国际集团宏观研究主管卡斯滕·布热斯基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对
欧洲经济的冲击将比第一任期更大。2017年欧洲经济相对强劲，但如今欧
洲经济增长乏力，竞争力下降。一场欧美新贸易战迫在眉睫，可能导致欧元
区经济从低迷转向衰退。

此外，欧元对美元可能再度贬值。2022年7月，因受俄乌冲突和能源危
机影响，欧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比1，自2002年12月以来首次与美元平
价。目前由于美国关税政策预期、欧元区经济低迷、美元走强等因素，一些
经济学家预测欧元可能再次接近与美元平价。

分析人士指出，欧元对美元汇率触及平价这一心理关口，将引发一系列
连锁反应，不仅将对金融市场造成冲击，还会加剧欧洲地区政治的不稳定。
欧元贬值虽可能短期刺激欧元区出口，但欧元疲软导致原材料进口成本上
升，可能令通胀压力上升，给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整带来难题。

加强对华合作必要性日益凸显

在经济低迷的情势下，欧元区经济增长需要另辟蹊径，加强对华合作的
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日益凸显。

欧盟中国商会与咨询公司罗兰贝格12月9日共同发布的2024至 2025
年度旗舰报告认为，“不确定性”成为在欧中国企业运营的关键词。中企普
遍认为，泛政治化对商业领域的影响不容小觑，期待欧盟为在欧中企营造公
平、公正和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罗兰贝格全球管委会联席总裁丹尼斯·德普说，欧盟和中国对彼此都至
关重要，双方共同努力解决或缓解问题、向前迈进的必要性愈加凸显。

当前，中欧互为主要贸易伙伴和投资对象。据中方统计，2023年双方贸
易额达783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2500亿美元。双方在财政、金融、环
保、交通、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富有成效，在数字经济、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
兴领域合作稳步推进。

2025年，中欧即将迎来建交50周年。观察人士指出，欧盟应坚持对华
合作共赢的主基调，与中方携手反对“逆全球化”趋势和“新保护主义”，将令
欧中双方受益，还将助力全球贸易投资良性增长，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更
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新华社布鲁塞尔12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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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摩根大通、花旗银行、高盛
集团等美国大型银行利益的“银行
政策研究所”与多家商业组织24日
在俄亥俄州一家联邦地区法院起诉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批评后者实
施的年度压力测试“不透明”且损害
经济增长。

其他共同原告包括美国商会、
美国银行家协会、俄亥俄州商会和
俄亥俄州银行家联盟。在原告方看
来，美联储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施
行的年度压力测试“不透明”，缺乏
对“全球市场动荡与操作风险费用”
的清晰定义，所产生资本费用“不准
确、易变且过度”，进而导致借贷减
少、经济增长受阻。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和彭博新闻社报道，美联储
年度压力测试旨在摸底银行在经济
衰退大环境中的表现，会强制银行
保留对不良贷款的缓冲资金，同时
明确规定股份回购和分红规模。

据彭博社报道，原告要求法庭
裁定美联储在 2024、2025 和 2026
三年压力测试中使用的模型和情境

“非法”，同时希望美联储在推出测
试模型前接受公开评议。

多家外媒注意到，美联储23日
已宣布，有意增强压力测试的透明
度并减少所需资本缓冲的易变性，
将就此推出“重大改革”，于明年初
接受公开评议。美联储声明说，压
力测试自大约15年前施行以来，美
国大型银行资本水平已增长一倍

多，增加金额超过1万亿美元。
据彭博社报道，美联储拟定的

改革方案包括将年度测试结果每两
年平均一次，同时在设定测试情境
前公开征询意见。但按 CNBC 说
法，美联储所推改革或许为时已晚，
可能也不足以缓解银行对过高资本
要求的担忧。

依据24日提交的诉状，美联储
须在明年2月前就诉讼涉及的部分
监管程序应诉。

银行政策研究所所长格雷格·
贝尔就美联储23日的声明表态称，
这是提高“透明度和责任感”的第一
步，但银行政策研究所认为：“为保
护我方法律权益，有必要提起诉
讼。”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大型银行
先前多次指出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对
银行资本要求过多，对需要贷款的
企业有害。

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
蒙在今年致股东信件中称，虽然可
能只是他“一厢情愿”，但美国银行
业监管程序需要接受“详尽评估，甚
至可能需要彻底改革”。戴蒙多次
强调，年度压力测试实际会制造“虚
假安全感”。

另外，在今年的年度压力测
试后，美联储 8 月调低了高盛集
团为应对压力所需保持的资本缓
冲 水 平 ，为 相 关 要 求 施 行 以 来
首次。

（新华社专特稿）

美 国 大 银 行 叫 板 美 联 储 压 力 测 试
海 洋

希腊政府近日批准恢复希腊前
王室 10 名成员的希腊国籍。这些
希腊末代国王康斯坦丁二世的子孙
辈23日发表声明，对时隔30年重获
希腊公民身份感到激动，表示将忠
于希腊共和国。

康斯坦丁二世2023年去世，终
年82岁。他与前王后、丹麦公主安
妮-玛丽的 5 名子女和 5 名孙子女
上周申请希腊公民身份。一份日期
标注为20日的希腊政府公报显示，
上述申请已获批准。

据美联社报道，康斯坦丁二世
家族与丹麦、西班牙、英国等欧洲国
家王室有亲属关系。他于 1964 年
继位，在位期间希腊政局动荡，1967
年发生军事政变，军政府于1973年
将他废黜。1974年军政府垮台后，
希腊举行议会选举选出新政府，经
公民投票宣布废除君主制、确立共
和制。1994年，希腊立法使康斯坦
丁二世失去希腊公民身份，并规定
了前国王及其亲属日后重获国籍的
条件。

据路透社报道，恢复前王室成

员国籍的决定引起希腊左翼政党不
满。他们表示，许多外籍劳工在希
腊工作生活数十年也不一定有机会
获得希腊国籍，而且这些前王室成
员 为 自 己 取 了“ 德 格 雷 斯 ”(De
Grece)这一姓氏，在法语里意为“希
腊的”，带有贵族封号色彩，有违宪
之嫌。“他们选择的这个姓氏证明他
们想要保留一种神秘光环。”主要在
野党、中左翼“泛希腊社会主义运
动”领导人尼科斯·安德鲁拉基
斯说。

前王室成员在声明中说，其全
家完全尊重 1974 年希腊公民投票
的结果，但 1994 年的立法导致其
成为“无国籍之人”，遭受情感创
伤。前国王去世已标志一个时代
的结束，而取姓是恢复国籍的必备
条件之一，他们不寻求任何王室权
力 或 头 衔 ，现 在 和 将 来 都 忠 于
希腊。

一名希腊政府发言人说，恢复
前王室成员国籍是例行公事，希腊
现行制度“有自我捍卫的能力”。

（新华社微特稿）

时隔30年 希腊前王室重获希腊国籍

随着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12 月 13 日任命民主运动党
主席弗朗索瓦·贝鲁为新总理，法国迎来 2024 年第四位、马克
龙总统任期内第六位总理，这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实
属罕见。

街头游行罢工此起彼伏，国家各项改革进展缓慢，朝野各
方矛盾空前激化。一年来，法国政局跌宕起伏，与玛丽娜·勒
庞率领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崛起密切相关。虽然勒庞本人
陷入“挪用欧盟资金”官司，可能失去再次竞选总统资格，但极
右翼势力已然成势，即便勒庞被定罪，还会有更多“勒庞式”代
言人涌现。

可可比奇的圣诞冲浪活
动 起 源 于 一 场 小 型 家 庭 聚
会，如今已发展成为一场大
型活动，吸引了来自世界各
地的人群参加，共同庆祝圣
诞节。

12 月 24 日，冲浪爱好者
们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可可
比奇参加一年一度的圣诞冲
浪活动。

（新华社发）

节 日 冲 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