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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胜意料之中

24日晚，法国多家媒体出口民调结
果显示马克龙得票率领先勒庞。随后，
勒庞承认败选并表示将投入到法国国民
议会选举的选战中。此间分析人士指
出，马克龙和勒庞的对决是一场“缺乏悬
念”的比赛。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
双重影响下，“危机总统”的身份让马克
龙明显受益。

马克龙和勒庞 20 日进行了第二轮
投票前唯一一场电视辩论，马克龙因执
政经验丰富呈现压倒性优势。电视辩论
后进行的民调显示，59%的观众认为马
克龙更具说服力，只有 39%的观众支持
勒庞。

马克龙 2017 年上台后推行的一系
列改革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法国政治、经
济、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还曾导致深层
次社会矛盾被激化，民意支持率一度跌
至23%的历史低点。但他在任期后半程
调整施政策略，加之法国经济形势有所
好转，最终使他成功连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慕阳子指出，马克龙任期
最后一年聚焦安全、环保、经济复苏等议
题，满足了民众在经济与就业方面的普

遍期望。虽未完全履行其改革承诺，但
他推行的搞活劳动力市场、降低企业税
负、扶持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等政策已初
见成效。

法国《快报》评论文章指出，2022年
的总统大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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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的、愤怒和失望”的法国。前
者更多以精英阶层为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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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续“马克龙时代”

从马克龙 3 月公布的竞选纲领来
看，他连任后将保持第一个任期政策的
连贯性，对内推动经济、就业、科研、能
源、国防、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对外打造

“更加独立自主”的法国，提升法国在欧
盟的领导力。

在能源问题上，马克龙主张大力发
展核工业，同时发展太阳能和风能等可
再生能源。在移民问题上，马克龙表示
将制定针对非法移民的更高效遣返程
序，对不配合遣返的国家收紧签证政
策。他主张收紧长期居留许可发放政
策，若要获得长期居留许可，必须通过相
关法语考试并实现职业融合。在退休制

度改革问题上，马克龙希望将退休年龄
从现行的62岁逐步推迟到65岁，并考虑
进行更广泛的改革。

法国今年上半年作为欧盟轮值主席
国，一直在积极推动“欧洲战略主权”建
设和申根区改革等多项计划，马克龙的
连任将给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利好。未
来五年，马克龙将延续一贯政策，推动欧
盟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创新欧洲脱碳的
经济解决方案，并继续推动欧洲共同防
务建设不断取得进展。

在俄乌冲突问题上，马克龙始终主
张在“诺曼底模式”框架下通过谈判解决
危机。预计马克龙连任后仍将是欧盟方
面劝和促谈的主要力量。

挑战不可忽视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成功连任，但与
五年前相比，马克龙和勒庞在总统选举
第二轮投票中的得票率差距大幅缩小，
表明代表民粹主义的法国极右翼势力强
势崛起，这一力量将成为马克龙今后执
政的重大挑战。

法国多家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此次
大选第二轮投票的弃票率高达28%，法国
人用弃票的方式表达了对现状的不满。

法国政治学者吕克·费里指出，法

国人曾对马克龙给予厚望，但是五年
过去，在马克龙承诺的退休制度、生态
转型、教育等领域，法国人没能看到

“重要的改革”。相反，公共支出激增，
政府背负巨额债务。状况不佳的法国

“被撕裂”，对政府的失望和对变革的
渴望，使很多法国人转向支持极右翼
民粹主义。

慕阳子表示，目前在法国国内，疫情
和俄乌冲突使国家财政再次陷入高债
务、高赤字旋涡，政治极端化、社会碎片
化趋势继续加剧，解决医疗、环境、移民、
治安等民生问题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
在外部，面对美国掣肘和复杂的国际形
势，马克龙推动的欧洲战略自主也面临
更大压力。

分析人士指出，即将在 6 月举行的
国民议会选举对马克龙来说是迫在眉睫
的挑战。勒庞和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
党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的支持率在
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紧随马克龙之
后，他们率领的政党在议会选举中表现
如何，将直接影响马克龙政府的未来组
成。法国政局未来形势如何发展，有待
进一步观察。（参与记者：徐永春、刘芳、
胡雪、邢建桥）

新华社巴黎4月25日电

马克龙连任，对法国和欧洲意味着什么
法国内政部25日凌晨公布总统选举

第二轮投票统计结果，现任总统马克龙获

得58.54%的有效选票，获得连任；极右翼

政党“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获得

41.46%的有效选票。

和五年前一样，法国总统选举决胜轮

再次上演“马克龙-勒庞”对决，法国人再次

选择了马克龙，放弃了代表民粹主义的勒

庞。现年44岁的马克龙成为继前总统希

拉克之后，又一位连任成功的法国总统。

然而，本次大选出现的高弃票率、民粹主义

崛起等问题，预示着马克龙未来执政之路

充满挑战。 新华社记者唐霁

新华社莫斯科 4月 25日电（记
者李奥）俄罗斯国防部 25 日发表声
明说，俄方自莫斯科时间 25 日 14 时
（北京时间 25 日 19 时）起单方面停
止在亚速钢铁厂的作战行动，以保
障平民撤离。

声明说，乌克兰政府表示有包括
工人、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被困在
亚速钢铁厂，俄方就此回应，仍将持

续开放此前已在亚速钢铁厂设立的
人道主义通道。俄武装力量和顿涅
茨克部队遵循人道主义原则，决定自
莫斯科时间 25 日 14 时起单方面停止
在该地的一切作战行动，相关部队将
撤至安全距离并保障上述平民向任
意方向撤离。

亚速钢铁厂建于苏联时期，所处
工业区有自己的供电、供水系统，还

有铁路、立交桥。俄罗斯国防部长绍
伊古21日说，超过2000名武装人员被

“牢牢”围困在亚速钢铁厂内，强攻需
要 3至 4天时间。俄罗斯总统普京 21
日下令取消强攻亚速钢铁厂的计划，
改为封锁，不让任何武装人员从中逃
脱。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
利亚克2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
俄军对亚速钢铁厂发起不间断攻击。

俄国防部宣布单方面停止在亚速钢铁厂的作战行动

新华社东京4月25日电 尽管遭
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质疑，日本东京
电力公司仍执意推进核污染水排海
准备工作。日本媒体报道，东电公司
25 日开始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
排放海底隧道排水口的施工，为 2023
年春的排放计划做准备。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 25 日报
道，东电公司计划从临海的福岛第一
核电站向海中修建一个长约1公里的
海底隧道，明年春开始向太平洋排放
处理稀释后的所谓“放射性物质达

标”的核污染水。在得到日本原子力
规制委员会的认可和当地政府的同
意后，东电公司将从今年 6 月左右正
式开始海底隧道的建设。

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本月 15
日大体结束了有关福岛第一核电站
核污染水排放计划的审查，对该排
放计划“大致同意”，5 月将出具事实
上表示合格的审查结果。日媒认
为，接下来东电公司的排放计划能
否获得福岛县等地方政府的同意将
成为焦点。

2021 年 4 月 13 日，日本政府正式
决定将核污染水过滤并稀释后排入
大海。尽管日本渔业团体、部分地方
官员等人士强烈反对这一处理方案，
中韩等邻国也强烈反对和质疑，日本
政府依然无视反对声音，计划于 2023
年春开始，长期向太平洋排放所谓

“放射性物质达标”的核污染水。
本月 5 日，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

合会会长岸宏在与日本首相岸田文
雄会谈后重申“反对排放这一立场
不变”。

日本东电开始核污染水排海隧道部分施工

新华社贝鲁特4月25日电（记者刘宗
亚）据黎巴嫩当地媒体 24 日报道，黎北部城
市的黎波里近海 23 日发生的沉船事故已造
成7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黎巴嫩多方展开救援。黎
军方24日发表声明说，已有47人获救。黎安
全部门一名消息人士向新华社证实，沉没的
船只载有50余名黎巴嫩和叙利亚非法移民。

黎军方介绍，沉没的船只于 1974 年制
造，长10米，宽3米，最大负载仅为10人。

黎军方说，海军巡逻船发现该偷渡船后，
试图逼其返航。但偷渡船逃逸并撞上巡逻
船，很快沉没。

据报道，沉没的船只从的黎波里南部
加拉蒙出海，在的黎波里的拉金岛附近海
域沉没。

黎总统奥恩 24 日要求司法部门和军方
对事故展开调查，全国各级政府和公共部门
为死者降半旗。

此前试图通过海路非法离开黎巴嫩的大
多数是叙利亚难民，但由于黎巴嫩近 3 年来
遭遇多重危机，经济陷入困境，试图非法离境
谋生的黎巴嫩人数量也在增加。

黎巴嫩北部海域沉船事故
死亡人数升至7人

4月24日，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右）在巴黎出席选举后的庆祝集会。 新华社记者高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