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视点

■郑若麟

■本报驻柏林记者 赵海博从法国大选看“选举民主”的诡异格局

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几个发达国

家都面临大选 （法国、 德国） 或已选

出新的领导人 （美国）， 如果再加上因

“脱欧公投” 而换了领导人的英国， 可

以 说 近 年 来 世 界 战 争 的 主 要 策 源 国

（伊拉克、 科索沃、 利比亚以及叙利亚

战争等） 都处于领导更迭的时刻。 因

此， 其选举结果无疑将对当今国际关

系格局及其未来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除了德国 （虽然有 “德国选择党”

的异军突起， 但默克尔依然处于领先

地位） 之外， 美国已经选出一位 “非

传统政治家”， 法国舆论似乎也开始倾

向于极右翼 “国民阵线” 总统候选人

玛丽娜·勒庞， 至少她将会毫无悬念地

在第一轮投票中胜出 （法国大选采取

两轮多数获胜制， 第一轮领先的两名

候选人进入第二轮投票）。 法国前总理

阿兰·朱佩不久前破天荒地宣称， “尽
管玛丽娜·勒庞胜选的可能性不大， 但

已非不可想象了。”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

则是在中右翼政党 “共和党” 党内预

选中异军突起而大获全胜， 直到不久

前依然是最有可能当选法国总统的弗

朗索瓦·菲永的命运———他明显地受到

一股政治势力的全力打压， 目前已处

于岌岌可危的处境， 如果菲永被整出

局， 意味着选民手中的选票将已无法

抵御 “票箱外” 的暗箱操作……由此

观察法国、 欧洲乃至全球， 可以清晰

地看到， 西方世界的 “选举民主” 从

内到外均面临着二战以来最诡异的一

个格局。 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

“非传统” 手段不是法
国大选的新生事物

法国大选走到今天， 可以非常明

显地看出来， “非传统” 手段已经深

深介入其中， 目的正是试图与过去一

样主导大选的演进方向。 我曾在多篇

文章中指 出 过 ， 在 西 方 选 举 民 主 中 ，
金钱是桌面下的决定因素， 而媒体则

是选举的主要操纵工具。 法兰西第五

共和国建立以来， 都是筹款最多、 最

受媒体支持的候选人当选总统，还没有

过例外。 但今天似乎“非传统”手段，比
如曝光丑闻、司法介入等等，将起到更

为重要的作用。民主选举的公正性主要

建立在“媒体自由”的“神话”上。然而今

天法国舆论多已认同，媒体受到财团制

约甚至控制，其“独立性”非常可疑。 这

次法国大选中曝出菲永的 “空饷门”事
件证明，媒体与司法联手完全有可能摧

毁一个由 400 万预选票选出的候选人。
如果菲永的“空饷门” 事件在大选过后

不予起诉的话， 我们基本上可以断言，
披露此事的目的就是想阻止其当选法

国总统。
“非传统” 手段本来是在西方社

会 一 直 行 之 有 效 的 控 制 选 举 的 “神

器 ”， 但轻易不会使用 。 1981 年法国

总统大选时曝出谋求连任的在职总统

瓦雷利·吉斯卡尔·德斯坦接受博卡萨

钻石贿赂的丑闻， 最终导致其连选失

败。 后来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德斯

坦总结说： “电视在法国不是第四大

权力， 而是第一大权力。” 但这一规则

在美国特 朗 普 竞 选 过 程 中 被 打 破 了 。
媒体一致 反 对 的 特 朗 普 利 用 “推 特 ”
直接与选民沟通，居然将传统媒体打得

落花流水，直至高奏凯歌。当然，其中的

一个决定性因素是美国舆论已经对精

英和财团所控制的媒体极为反感，以至

于有意与媒体中意的希拉里·克林顿唱

反调，因而特朗普能上演一出“黑天鹅”
的大戏。 但在法国，媒体是否依然操纵

着总统候选人的生杀大权， 我们将从

菲永的命运看出一个究竟。
本来， 法国的总统选举应该没有

太多的悬 念 。 一 方 面 ， 左 翼 、 右 翼 、
轮流执政等等， 其实都没有本质上的

区别 。 我 曾 多 次 提 及 ， 以 我 的 观 察 ，

西方 “选举民主” 国家真正的三权分

立是财团、 政权和媒体。 财团一手控

制着媒体， 主导着选举的进程和结果；
一手通过给予政治家以金钱资助， 控

制着选举中的候选人， 是西方 “选举

民主” 体制背后的真正的主人。 当然，
财团也需要政权给予其支持， 特别是

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 财团需要资本

的自由流通， 需要全球化带来的廉价

劳动力， 需要政权—国家协助其开拓

海外市场……所以， 左右两翼从本质

上而言都是财团的 “行政代表” 而已。
谁上台对于处于资本主义 “社会食物

链” 顶端的大财团、 特别是金融财团

而言，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而像勒庞

或 极 左 翼 的 “左 翼 阵 线 ” 等 边 缘 政

党———也就是 “反体制政党 ” ———推

出的候选人， 一般而言没有任何机会

当选。 但这一次， 由于财团内部的分

化， 使得此次法国大选出现了新的因

素， 即出现大选可能 “脱轨” 的危险。

马克龙和菲永代表不同
的利益集团

从法国大选看， 新因素有以下几

点： 一是西方发达国家近三十年资本

与劳动的博弈中， 资本获得了全面胜

利； 但同时也引发了西方中下层以出

卖劳动力为主的阶层的强烈反弹。 其

反弹的症结点在于全球化。 所以今日

西方选举民主不再是右翼与左翼的对

抗， 而是反全球化与支持自由贸易和

全球化阵营之间的对抗。 二是全球化

带来的 “恶果” 之一， 就是外来非法

移民对法国的冲击。 正是由于法国社

会目前对外来移民、 特别是来自北非

马格里布地区的伊斯兰移民的强烈反

感， 使得一直以 “反移民” 为政治口

号的极右 翼 “国 民 阵 线 ” 民 意 大 涨 。
再加上其 候 选 人 玛 丽 娜·勒 庞 近 年 来

“去反犹化” 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从而

使得原本游离于主流政坛之外的勒庞

几乎可以肯定将进入第二轮。 三是传

统政党党内预选都出现 “偏差”， 被主

流媒体热捧的候选人纷纷被击败———
社会党的前总理瓦尔斯被更偏左的阿

隆击败、 偏中间的共和党朱佩被更偏

右的菲永击败， 传统主流政党正在走

向极端化。 这无疑增加了今年大选的

未知因素。 这从一个侧面充分证明法

国选民与美国一样， 已经不再信任主

流媒体力挺的候选人。
四是 “马克龙现象” 是传统政治

已经失去民众支持的情况下推出的一

个 “非传统”、 但却全力维护和继续传

统政治的候选人， 试图以其异军突起、
“非左非右” 的 “奇兵” 来求 “致胜”。
从政治理念上来说， 艾玛纽·马克龙几

乎是今年总统候选人最为 “政治正确”
的。 令人蹊跷的是， 马克龙参选以来

在民意调查中始终高踞前两位， 似乎

已经肯定将进入第二轮并将最终当选

法国总统。 鉴于民调在共和党和社会

党预选中的重大失误， 我对马克龙的

“成功” 也深表怀疑。 这只能证明马克

龙才是深受媒体欢迎和支持的候选人。
五是在预选中大胜的菲永因受戴派思

想传统的影响， 在一系列政策方面更

倾向于恢复戴高乐将军的独立外交理

念， 比如反大西洋主义、 亲近普京领

导的俄罗斯等， 并且出现了某种程度

的被媒体污为 “民粹极端化” 的动向。
菲永出现了明显的 “反全球化” 倾向，
也许这才是他被曝出种种 “丑闻” 的

真实原因。 可以肯定的是， 一旦 “空

饷门” 无法摧毁菲永的话， 其他 “丑

闻” 还会接踵而至。
马龙克的出现和菲永的遭遇， 证

明法国的国家主要权力的统治集团内

部也出现 了 分 化 。 全 球 化 走 到 今 天 ，
西方整体上出现了两大利益集团： 以

全球化为分水岭， 一边为金融、 石油

等需要并支持全球化的 “跨国” 财团，
而另一边则是以军工等制造业实体经

济集团为 代 表 的 反 全 球 化 的 “民 族 ”
财团。 前者继续要求自由贸易，主张世

界的 “民主化”， 并最终走向建立一个

“世界政府”； 而后者则主张贸易保护、
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强化国家和民族

概念，甚至不惜实施某种程度的“闭关

锁国”……两者之间的这种对立并非今

天才出现的现象。 早在二战前，美国和

欧洲都曾出现过这种不同财团利益分

野而导致的冲突。特朗普的当选和菲永

的“民粹化”就出现在这种背景之下。今

天法国大选已经不再是 “统治集团内

部” 左手还是右手执政的问题， 而是

真正出现了代表不同利益的财团之间

对抗和对立的局面。 这也是为什么法

国一些 “敏感” 的学者开始惊呼 “民

主本身出现危机” 的原因。
（作者系本报前驻巴黎记者）

德美继续面和心不和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落幕

二十国集团 （G20） 财长和央行行

长会议 18 日在德国度假名城巴登—巴

登闭幕。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 各方围

绕全球经济形势， “强劲、 可持续、 平

衡、 包容性增长框架” 等诸多全球治理

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作为东道主的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

勒在会后接受采访时表示， 两天的会议

非常高效， 而整个会议的气氛也很好，
美国新任财政部 长 姆 努 钦 则 赞 扬 了 巴

登—巴登旖旎的风景和这个季节难得的

好天气。 而德国媒体则普遍认为， 此次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似乎并没有美

德两位财长描述的这般美好， 甚至有媒

体直言这个周六是灰色的， 因为在德国

最为关切的自由贸易问题上， 此次会议

打破了多年惯例， 没有在结束时的会议

声明中做出拒绝保护主义、 支持自由贸

易的承诺， 而只是轻描淡写地写了贸易

在经济合作中的重要性。 据路透社的消

息， 之所以未能像往常一样在该问题上

做出承诺， 主要是美方态度消极， 不愿

做出妥协。
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在接受采访

时称，“这种会议总是受限的， 因为你不

能对自己的伙伴做出过多的要求。”但他

同时也表示，美国也是支持开放市场的，
没人赞赏保护主义。 德国重视自由贸易

其实并不难理解。德国 2016 年的贸易顺

差又创新高， 达到了 2970 亿美元， 相

当于其经济总产值的 8.6%， 再次成为

世界第一大贸易顺差经济体。 因此对于

德国来说， 一个开放自由的国际贸易体

系对本国经济的繁荣极为重要。
而特朗普上台以来， 华盛顿所传递

出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呼声则直指德国。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署的数据， 德国公司

去年对美出口总额为 1070 亿欧元， 而

从美进口仅为出口额的一半。 巨大的顺

差让美国对德国颇为不满， 从而也让德

国倍感压力。 在上周五， 德国总理默克

尔和美国总统特朗普 进 行 了 第 一 次 会

谈， 自由贸易显然也是会谈的重点， 特

朗普强调他并不是反对自由贸易， 而仅

仅是想追求更公平的贸易。
（本报柏林 3 月 19 日专电）

ｗww．whb．ｃｎ
２０17 年 3 月 20 日 星期一4 国际责任编辑/陆益峰 王卓一

本报陕西记者站 西安市西影路 486 号
电话（０２９）85521589

本报地址： 上海市威海路 ７５５ 号 邮编： ２０００４１ 电子信箱：ｗｈｂ＠whb．ｃｎ
电话总机： （０２１）22899999 传真： （０２１）５２９２０００１（白天）

发行专线电话： （０２１）62470350
广告专线电话： （０２１）６２894223

定价每月 30 元 零售 1．0０ 元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本报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 ６ 号 ８ 门 ７ 层 电话（０１０）６７１８１５５１
本报江苏办事处 南京市龙蟠路盛世华庭 Ｂ７ 幢 电话（０２５）８５４３０８２１

本报浙江记者站 杭州市庆春路 １８２ 号 ７ 楼 电话（０５７１）８７２２１６９６
本报湖北记者站 武汉市长江日报路２８ 号２３ 楼 Ｅ2 室 电话（０２７）８５６１９４９６

希拉里暗示重返政坛
在去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落败的民主

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沉寂一段

时间后， 正逐渐重回公众关注焦点。 她

１７ 日在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市出席

一场活动时暗示， 准备重返政坛。
斯克兰 顿 是 希 拉 里 已 故 父 亲 的 老

家， 她童年时经常来这过暑假。 当天她

在这里出席一个爱尔兰妇女协会组织的

晚宴并发表讲话。
她在讲话中透露对总统唐纳德·特

朗 普 上 任 后 出 台 政 策 的 不 满 。 她 说 ：
“我现在跟许多朋友一样， 看新闻时心

情不好受。”
希拉里继续说： “我不相信我们能

让政治分歧变成个人分歧。 我们不能因

为某些人与我们的政治理念不同， 就忽

视他们或慢待他们。” 希拉里认为， 弥

合政治分歧要靠普通民众， 而非深陷分

裂的华府。
美联社报道 ， １７ 日的活动是希拉

里败选后复出一系列活动的序幕。 她还

将于 ５ 月 ２６ 日在母校著名女子高等学

府韦尔斯利学院的毕业典礼上讲话。 希

拉里还在写一本书， 内容包括对她败给

特朗普的反思。
王宏彬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在安全与防务领域
欧盟或进一步一体化

本报讯 （记者王卓一） “欧盟当

前形势、 未来发展及其影响” 研讨会近

日在沪举行 。 来自同济大学 、 复 旦 大

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国际问题研

究院等沪上知名高校和研究机 构 的 学

者， 就荷兰、 法国、 德国等欧洲国家的

大选， 以及欧盟的现状及前景等问题进

行了探讨。 本次研讨会由上海国际问题

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 同济大学德国研

究中心、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欧洲研究中心主办。
今年是欧洲的大选年， 在刚刚结束

的荷兰大选中， 现任首相吕特领导的自

民党获胜， “荷版特朗普” 维尔德斯的

自由党落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

研究中心研究员叶江认为， 尽管荷兰大

选结果对欧盟一体化是一个积极信号，
但毋庸置疑， 民粹主义的冲击力是存在

的， 许多想要再度执政的欧洲政党都会

受到民粹民族主义的影响， 欧盟具体政

策的操作和决策也势必会受到极右翼思

潮的掣肘 。 因此 ， 在相当长一 段 时 期

内， 欧洲一体化能够保持目前水平、 不

倒退， 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

长、 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提出了对

欧盟前景的分析。 他认为， 安全领域是

欧盟推进改革的重要领域。 现在许多欧

盟成员国都愿意在共同安全与防务上更

进一步一体化 ， 德国也非常希 望 利 用

“多速欧洲 ”， 推动安全与防务的一体

化， 这是因为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支持北约的说

法并不信任。

葡萄酒在摩尔多瓦有些不同寻常

“葡萄酒算是酒吗？”对于这个问题，
想必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答案。 在善饮

者看来，味道甘甜、度数偏低的葡萄酒，
很难被算作真正意义上的“酒”；换做酒

量平平的人， 葡萄酒就成了饮酒时的上

佳选择。无论人们主观上怎样认为，按照

“用破碎或未破碎的新鲜葡萄果实或葡

萄汁经完全或者部分酒精发酵后获得酒

精度数不低于 8.5%的饮料”这个科学定

义， 葡萄酒还是毫无争议地被归入酒精

类饮料的行列。 可葡萄酒如今在东欧小

国摩尔多瓦却有了不同于其他酒精类饮

料的地位。
摩尔多瓦议 会 日 前 修 改 了 本 国 的

《葡萄与葡萄酒法》， 给予葡萄酒不同于

其他酒精类饮料的特殊地位。 根据摩尔

多瓦法律， 所有商店在 22 时后不得出

售任何酒精类饮料， 但现在葡萄酒被认

定为 “区别于其他大多数酒精类饮料，
普 通 食 品 商 店 22 时 后 可 以 出 售 葡 萄

酒”。 此外， 摩尔多瓦法律原本对酒精

类饮料在电视和纸媒上的广告 多 有 限

制， 根据相关法律， 葡萄酒类的广告也

一直受到限制。 但随着葡萄酒特殊地位

的确定， 葡萄酒类广告将不再受到类似

的限制。 据提议进行此次修法的议员巴

兰介绍 ， 修改法律给予葡萄酒 特 殊 地

位， 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发展摩尔多瓦的

葡萄酒产业。
葡萄酒之所以能在摩尔多瓦获得如

此特殊的待遇， 实在是因为葡萄和葡萄

酒在摩尔多瓦经济结构中占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 单是能够专门通过一部 《葡萄

与葡萄酒法》， 放眼世界就已是十分少

见 。 事实上 ， 摩尔多瓦这个面 积 只 有

3.38 万平方公里、 人口不过 355 万的欧

洲小国， 尽管是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

最小的一个， 却有着当年位居前苏联国

内第一的葡萄产量 。 摩尔多瓦 25.3 万

公顷的葡萄种植面积， 曾占前苏联葡萄

种植面积的 30%以上 。 这个处在 乌 克

兰和罗马尼亚之间的 “欧洲葡萄园 ”，
连地图的形状看起来都好像是一串倒挂

的葡萄。
与大量出产的优质葡萄相对应的，

便是摩尔多瓦精湛的葡萄酒酿制工艺。
摩尔多瓦是国际葡萄酒组织 （OIV） 五

个创始国中历史最悠久的葡萄 酒 生 产

国， 有着 5000 多年的酿酒历史， 也是

世界上最早酿制葡萄酒的国家之一。 早

在公元 9 世纪， 当时尚在建国阶段的俄

罗斯人就以能够喝到摩尔多瓦红酒为骄

傲。 随着沙俄帝国的崛起， 包括沙俄皇

室在内的整个俄国贵族阶层都一直对摩

尔多瓦的葡萄酒青睐有加。 在前苏联时

代， 摩尔多瓦为前苏联这个世界第三大

酒类生产国提供超过五分之一 的 葡 萄

酒。 在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于全国范围

内开展反酒精运动， 摩尔多瓦因此铲除

了大片葡萄藤， 但其当时的年产量仍是

波尔多葡萄酒的 2.5 倍。 现在， 该国共

有约 150 家葡萄酒厂， 年产酒约 35 万

吨， 生产的葡萄酒达 150 多种之多。 据

统计， 摩尔多瓦平均年产量约 60 万吨

的葡萄中， 大约有 50 万吨被用来酿酒。
悠久的葡萄酒酿造历史和精湛的酿

造工艺， 为摩尔多瓦创造了独特的葡萄

酒文化。 位于首都基希讷乌市郊的克里

科瓦大酒窖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地下酒

窖， 也集中展示了摩尔多瓦葡萄酒文化

的深厚底蕴。
这座始建于 1952 年的地下酒窖，最

初只是由于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石料，人

们凿山取石， 形成了许多废弃的地下隧

道。但酿酒专家却发现，隧道中的自然条

件非常适于葡萄酒陈酿和贮藏 高 品 质

酒， 于是便利用这些隧道建成了今天的

克里科瓦大酒窖。酒窖总面积达 64 平方

公里， 迷宫般的隧道总长度达到 120 公

里。 这里除了容纳有两个生产近十种葡

萄酒和四种香槟酒的酒厂外， 还建有一

座酒博物馆。 克里科瓦酒博物馆收藏了

近 700 种保存年限已超过半个世纪的各

类名酒，总计 150 万瓶，所有这些酒都被

按照酒龄分类陈列在隧道两侧。 所有藏

品中年代最久远的是耶路撒冷 1902 年

生产的一瓶白兰地和捷克于同年生产的

一瓶健身酒。凭借丰富而优质的藏品，克
里科瓦成为蜚声世界同时也是规模最大

的收藏酒窖，建成半个多世纪来，吸引了

来自全世界的 100 多位国家总统和名人

慕名前往。

■本报驻比什凯克记者 高寒

在摩尔多瓦一个酒窖里， 放满了生产葡萄酒的大酒桶。 视觉中国

目前民调支持率持续攀升， 马克龙对总统宝座充满期待。 视觉中国

被立案调查的菲永继续参加竞选集会， 为大选作最后努力。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