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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年民心求变

2024 年，欧洲经历政坛大洗牌。各类选举
在芬兰、葡萄牙、比利时、奥地利、罗马尼亚、英
国和法国等轮番上演；在欧盟层面，欧洲议会迎
来欧盟全部 27 个成员国参与、五年一次的选
举。这些选举结果都显示，大批选民对主流政
党失去信心，转而将摆脱困境的希望寄托于非
主流政党。

在2024年6月初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中
间偏右的欧洲人民党党团和中间偏左的社民党
党团尽管保持了欧洲议会第一、第二大党团地
位，但总体得票率明显降低，处于政治光谱最右
端的党团席位占比大幅增长。在具有风向标意
义的法国和德国，执政党均在此次选举中明显
受挫，得票率不及极右翼政党。

尽管英国左翼的工党击败保守党，时隔 14
年重新执政，但不可否认的是，极右翼政党影响
力在不断增长，已在多个欧盟国家成为执政联
盟成员。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多国传统上占主
导地位的中左和中右派主流政党及联盟日渐式
微，左右两翼力量分化趋势明显，欧洲政治版图
正在趋于碎片化。

德国波鸿大学政治学家奥利维尔·伦布克
指出，如果没有政治落实、没有真正改革，选民
就会用选票继续惩罚传统主流政党。

但选民的“报复性投票”并不是解决问题的
灵丹妙药，反而造成欧盟政坛新旧党派实力趋
近且互不相让。近期，欧盟“双引擎”法国和德
国出现执政党支持率低迷、总理遭弹劾、执政联
盟破裂等一系列动荡，这将削弱欧洲的国际影
响力和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

竞争力亟待提振

过去 20 年间，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
所占比重减半，重振竞争力成为欧洲领导人关
注的核心议题。意大利前总理、欧洲央行前行
长德拉吉 9 月发布的有关欧洲未来竞争力的战
略报告指出，欧盟受到经济增长放缓、外部竞争
日趋激烈、地缘政治环境不断恶化等因素困扰，
需要更协调的产业政策、更迅速的决策以及大
规模投资，才能赶上其他竞争者的步伐。

就欧洲竞争力来说，2024 年是有代表性的
一年。经济方面，欧元区经济持续低迷，尤其是
前两大经济体德国和法国。12 月 12 日，欧洲央
行下调了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预计 2024 年经

济增速为 0.7%，2025 年为 1.1%，2026 年为 1.4%。
同日，德国5家主要研究机构大幅下调对德国经
济增长前景的预期。平均而言，这些机构预计
2025 年德国经济增长率仅为 0.3%，低于此前预
测的 0.8%。12月 14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
公司将法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Aa3。

欧洲政坛风向变化，加上经济复苏缓慢等
因素，令欧洲的“绿色新政”减速。欧盟委员会
12月3日表示，已与欧洲投资银行建立合作伙伴
关系，支持对欧盟电动汽车电池技术领域的投
资，以提升欧洲电池行业竞争力。其中，欧盟创
新基金提供共计 12 亿欧元，欧洲投资银行计划
投资 18 亿欧元。但坏消息也不少：大众汽车集
团 12月 20日发表声明说，2030年前将在德国裁
员超过 3.5万人，并将削减德国工厂的产能。奔
驰、保时捷等欧洲车企也相继调整或放弃此前
大力宣传的电动汽车产销目标及投资计划。

乌克兰危机延宕升级，欧洲依然对乌坚定
支持，但也出现一些新动向。11月15日，德国总
理朔尔茨成为一年多来首位与俄总统普京举行
电话会谈的西方主要领导人。12 月 22 日，斯洛
伐克总理菲佐与普京在莫斯科举行工作会谈，
就俄天然气供应以及早日和平结束乌克兰危机
的可能性等问题进行讨论。

正如德拉吉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受乌克兰
危机影响，欧盟国家近年来从海外购买了太多
的武器装备，其中约三分之二的军购费用落入
美国军火商口袋，这并非欧洲追求的防务自
主。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欧洲在军事、经济及
民主秩序等领域面临的挑战正使其面对“存亡
之危”。为此，他同朔尔茨合作撰文，呼吁欧洲
应通过强化经济竞争力成为“世界级工业和技
术领导者”，进而强化欧洲主权。

展望2025年，新一届欧盟委员会虽已组成，
但其在欧洲议会的得票率却创下多年新低。在
德国，舆论普遍预计，没有单一政党能在2025年
2月的选举中得票过半，新政府大概率仍将是一
个“大拼盘”。在法国，刚刚组建的新政府能持
续多久，仍取决于反对党的“善意”。在此情况
下，“双引擎”能否带领欧盟应对各种挑战值得
关注。与此同时，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表示，欧
盟必须通过大规模购买美国石油和天然气来弥
补对美巨额贸易顺差，否则将面临全面关税。
特朗普还就北约、格陵兰岛等作出一系列胁迫
表态，这让许多欧洲人担忧：“跨大西洋盟友”是
否会变成“跨大西洋对手”？

中欧应该做伙伴

欧洲是中国外交重要方向，一个更加健康、
稳定的中欧关系符合双方根本利益和世界普遍
期待。

2024年5月，习近平主席对欧洲成功进行历
史性访问，引领建交 60 年的中法关系迈入新的
甲子，推动中塞铁杆友谊实现新的升华，提升中
匈关系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习
近平主席还在双多边场合，同德国、英国、西班
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领导人进行战略沟通，推
动欧方以长远和战略眼光看待彼此关系，坚持
伙伴定位，加强对话合作，造福中欧和世界。

2025 年是中欧建交 50 周年。人们期待，中
欧相向而行，以对话增进理解，以合作化解分
歧，以互信消除风险，将中欧打造成为彼此经贸
合作的关键伙伴、科技合作的优先伙伴、产业链
供应链合作的可信伙伴。

中国以其超大规模市场、独立完整的现代
工业体系、充足的产业工人储备、优厚的政策红
利，将继续成为吸引欧洲资本的热土。据美国
荣鼎咨询公司统计，2024年第二季度，欧盟企业
对中国的绿地投资飙升至 36 亿欧元，创下有记
录以来最高水平。荣鼎咨询指出，许多企业在
过去几年仔细考察其他市场后发现，无论在成
本、供应链还是物流方面，这些市场都难以与中
国市场匹敌。

12 月 3 日，从中国重庆开出的中欧班列
X8083 次，顺利抵达德国杜伊斯堡。至此，中欧
班列累计开行10万列，发送货物超1100万标箱、
货值超 4200 亿美元。中欧班列以便捷高效、安
全稳定、绿色经济的新型国际运输组织方式，成
为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的生动实践。

此外，30多个欧洲国家获赴华免签待遇，为
中欧增进交流、深化合作注入新动力。奔驰、宝
马等欧洲企业均认为，免签政策有利于简化商务
出行手续，增强欧洲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事实胜于雄辩。鼓吹所谓对华“去风险”
“降依赖”，显然有悖于世界潮流和发展大势。
对欧洲来说，“到中国去”而不是“去中国化”，才
是唯一正确选择。

是迫于压力向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屈
服？还是坚定战略自主，做多边主义的践行
者？对于今天的欧洲而言，答案或许并不在回
顾过往，而在于如何用开放与合作塑造一个更
好的未来。

6月9日，选民在法国里尔参加欧洲议会选举投票。新华社发（塞巴斯蒂安·库尔吉摄）

撕裂的欧洲，应如何破局

新华社布鲁塞尔 12月 30日电
（记者田帆）2024年，欧洲政治版图持
续改写，极右翼政党势力在多国选举
中“攻城略地”；长期停滞的欧洲经济
难觅增长点，“绿色新政”动力不足；
乌克兰危机延宕升级，欧洲安全困境
更加难解；新一届美国政府即将上
台，欧洲许多人已开始担心新一轮欧
美贸易战和跨大西洋关系的未来。

内外压力下，欧洲再次站在历史
的十字路口。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
欧洲的竞争力如何提升，欧洲战略自
主从何着手，“跨大西洋盟友”是否可
靠？环顾四周，有欧洲舆论指出，当
前国际局势处于关键转折点，欧盟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同中国加
强合作，这事关欧洲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