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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法国6月30
日举行首轮国民议会选举投票，当晚公
布的主要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政党国
民联盟大幅领先，获得大约 34%选票；
第二名是新成立的左翼联盟“新人民阵
线”，得票率 29%左右；以总统埃马纽埃
尔·马克龙的“复兴党”为首的中间派执
政联盟“在一起”得票率 20%出头，被挤
到第三位。

按照程序，首轮投票中候选人在选
区内得票超过半数者直接当选；无人过
半，则得票率排名前两位以及不低于
12.5%的候选人自动进入第二轮选举，
得票最高者当选，7 月 7 日见分晓。在

“决胜局”前这一周，各方力量将进行最
后的排兵布阵和利益交换，谁与谁结
盟、各占多少席位，仍存变数。

法国国民议会即议会下院，设 577
个议席。只有一家出口民调机构显示国
民联盟将获得绝对多数，即至少289席。

这次选举被普遍视为马克龙孤注
一掷之举，起因是其领导的执政联盟在
6月初欧洲议会选举中同样败给国民联
盟，马克龙欲借提前选举重振主流政党
声威、阻遏国民联盟为代表的极右翼力
量迅速上升之势。

但选前和选后民调均显示，马克龙
这步险棋极有可能加速国民联盟上台，
导致马克龙剩余三年任期不得不与国
民联盟推举的总理人选“左右共治”，曾
两度在总统竞选中败给马克龙的国民
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似乎将离权力
中心更近一步。

过去，法国中间派与左翼阵营曾联
手抵制国民联盟等极右势力，获称“共
和阵线”，但这次结盟恐有难度。从首

轮投票当晚开始，合纵连横的努力就已
开始。

马克龙向中间派联盟支持者喊话，
要求他们给“明确属于共和派与民主
派”的候选人投票。根据马克龙近期言
论，那些候选人不包括国民联盟和极左
翼政党“不屈的法兰西”成员。

据路透社报道，中左翼和极左翼阵
营领导人均呼吁各选区排位第三的候
选人弃选，以免分流本阵营选票，从而
给国民联盟以可乘之机。“不屈的法兰
西”党主席让-吕克·梅朗雄说：“我们的
指导方针简单明确：别让国民联盟再多
得一票。”

不过，中右翼的共和党尚未对支持
者作出明确指示。它原本被视作最有可
能与马克龙阵营结盟的对象，前总统尼
古拉·萨科齐等要员有意促成双方合作，
但党内对此分歧不小，有少数共和党议
员在首轮投票前转投国民联盟。共和党
主席埃里克·西奥蒂甚至在选前公开说
有意与国民联盟结盟，招致批评。

唯一确定的是，法国民间反极右翼
群体对国民联盟得势感到失望。首轮
投票当天，首都巴黎及其他多座城市出
现反对极右翼势力的街头示威。

数以千计示威者响应新兴左翼联合
团体“新人民阵线”号召，聚集在巴黎、南
特、第戎、里尔、马赛等城市街头。据当
地媒体报道，在法国第三大城市里昂，示
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示威者私设路障，
还用瓶子和爆竹袭击警察。

在巴黎的共和国广场示威人群中，
33 岁教师纳吉娅·哈勒迪对媒体记者
说，对国民联盟大胜，她感到“恶心、悲
伤和恐惧”。她本不习惯参加类似示

威，“来这儿是为了让自己安心，让自己
觉得不孤单”。

另一边，勒庞现身法国北部其所属
埃南－博蒙选区，与国民联盟支持者一
同庆贺胜利。支持者高唱国歌《马赛
曲》、挥舞法国国旗。勒庞对他们说：

“法国人已经展示出想要翻篇的意愿，
想要抛弃一个目空一切、腐蚀社会的政
权。”

近年来，勒庞着力于淡化国民联盟
的极端排外色彩，在公众面前软化其最
受争议的政治主张，如将“反移民”“反
欧盟”转化为“严控移民”“反对加深欧
盟一体化”，借以扩大在法国以及欧洲

议会的地盘。勒庞还推出“95 后”新生
代代表若尔当·巴尔代拉为国民联盟主
席以及总理预备人选，以拉拢年轻选
民，她自己当幕后领袖，为下一次冲刺
总统宝座做准备。

据民调机构益普索集团数据，截至
6月30日17时，首轮投票的投票率接近
60%，与两年前首轮投票的 39.42%相比
大幅提升，为1986年以来议会选举最高
投票率。分析人士因此预期第二轮的
投票率可能也会创新高。这种情况显
示马克龙这场豪赌在法国掀起异乎寻
常的政治热潮，整体而言可能更有利于
国民联盟。（沈敏）

国民联盟领跑首轮选举

法国“反极右”阵线集结中

6月30日，在法国勒图凯市，法国总统马克龙（左二）在投票后离开投票站。
新华社发（弗兰克·博纳姆摄）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澳大利亚政府 7 月
1 日进一步收紧留学政策，宣布上调国际学生
签证费。

依据新规，7 月 1 日起，国际学生签证费由
710 澳元（1 澳元约合 0.67 美元）上调至 1600 澳
元。另外，访客签证和临时研究生签证持有者
不得在澳大利亚境内申请学生签证。

澳内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说，新举措有
助于建立一个“更公平、更能服务于澳大利亚
的移民体系”。

依据政府说法，先前签证规定存在漏洞，
外国学生可以多次延长在澳停留时间。2022
年至 2023 年间，续签至少一次的学生人数超
过 15 万，增幅逾 30%。

新冠疫情暴发后，澳大利亚曾严格限制外
国人入境。政府 2022 年逐步放宽限制，移民
数量迅速增加。政府今年 3 月发布的数据显
示，在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的一年内，净移民
人数为 54.88 万，创历史新高，一年间增幅达到
60%。

2023 年年底以来，澳大利亚政府采取多项
措施收紧学生签证政策。今年 3 月，政府提高
对留学生英语语言能力的要求；5 月，国际学
生为获得签证所需存款下限由 2.4 万余澳元上
调至 2.9 万余澳元，这是澳政府 7 个月内第二
次上调存款限额。

澳大利亚大学联盟首席执行官卢克·希伊
认为，政府在国际学生政策上不断施压，将导
致澳大利亚在国际教育产业上的优势地位面
临风险。“无论对我们的经济还是大学，这都不
是好事”，因为两者均“严重依赖”国际学生缴
纳的费用。

国际教育产业是澳大利亚主要出口产业之
一。据路透社报道，这一产业在 2022至 2023财
年给澳大利亚带来 364亿澳元收入。（王鑫方）

澳大利亚上调留学生签证费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日本
将于 7 月 3 日开始发行新版钞
票，为日本 20 年来首次改变纸币
设计。作为防伪措施之一，钞票
将采用全息技术印制，使钞票上
的历史人物肖像呈现三维转动
效果。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新版纸
币面值分别为 1 万日元（1 日元约
合 0.006 美元）、5000 日元和 1000
日元，钞票上的面值数字将比现
有版本大，以便不同年龄和国籍
的人轻松识别。视障人士可以利
用钞票上的触觉标记识别面值。

有“日本资本主义之父”之称
的涩泽荣一的肖像将出现在 1 万
日元纸币上，背面是东京站标志
性红砖建筑。涩泽荣一创办日本
首家现代银行“第一国民银行”，
那是日本三大银行之一瑞穗银行
的前身。

5000 日元纸币正面图案是
女性教育家津田梅子的肖像，背
面图案为备受日本民众喜爱的
紫藤花。津田梅子致力于提高
女性地位，创办了位于东京的津
田塾大学。

1000 日元纸币将使用微生物

学家北里柴三郎的肖像。他因在
治疗破伤风方面的贡献而被誉
为“日本现代医学之父”。背面
是浮世绘画师葛饰北斋画作《富
岳三十六景》之“神奈川冲浪里”。

日本政府说，到明年 3 月底，
将印制近 75 亿张新钞。新钞发
行后，现有钞票仍将有效。

据共同社报道，新纸币的推
出正值日本致力于推动无现金支
付之际。日本的无现金支付量近
来持续增长，但仍未达到政府设
定的 2023年在总支付量中占比约
40%的目标。（欧飒）

20年来首次改变设计

日本新版纸币面世在即

这是2023年4月14日拍摄的现行日元纸币正面（下排）及日本央行官网发布的新版纸币正面示意图。
新华社记者张笑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