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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6月3日，伊朗第14届总统选

举候选人登记程序结束，共有80人登记参

选。在为期5天的登记活动中，伊朗议会议

长卡利巴夫、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前第

一副总统贾汉吉里、前议会议长拉里贾尼、

前核谈判代表贾利利等伊朗政坛老面孔悉

数亮相。

前总统亮相，以强硬“反美”著称

在候选人中，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

备受国际舆论关注。他出身贫寒，在2005年

至2013年担任两届伊朗总统，以清廉、强硬

和反美的“平民总统”著称，任内推进伊朗核

计划，公开反对与美国发展关系。艾哈迈

迪-内贾德在联合国会议等场合上屡次语惊

世界，国际舆论将其描述成“反美斗士”。他

多次宣称“美国是现代战争狂人”“（美前总

统）布什应作为战犯出庭受审”，在卸任总统

职位后仍经常公开批判美国和以色列。

艾哈迈迪-内贾德提出“聚焦解决民生

问题”的竞选口号，改善营商环境，限制政府

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为国内外投资发展创造

平台。

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样是拥有较广泛支

持的政坛“老手”，被视作保守派在本次选举

中推出的“头号人物”。卡利巴夫军旅背景浓

厚，在两伊战争期间开始军事生涯，拥有部分

机型飞机驾驶执照，曾担任伊朗警察部队司

令和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

2005年从艾哈迈迪-内贾德手中接任德黑兰

市长职位，2020年当选议长。卡利巴夫曾在

2005年、2013年和2017年竞选总统。他在

2013年以得票率第二败给鲁哈尼，在2017年

中途退出竞选支持莱希。

卡利巴夫提出“解决人民的问题”口号，

表示当选后将改善经济，过去管理不善的时

期不会重演。他誓言，将继承已故总统莱希

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前指挥官苏莱曼尼

的精神。卡利巴夫说：“如果我不参选，那么

过去几年政府和议会为解决人民经济问题而

启动的工作将无法完成。”

前首席核谈判代表贾利利是保守派中另

一名参选的政坛“常青树”，曾任伊朗最高国

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和首席核谈判代表，是保

守派中的强硬派代表人物。2013年竞选总

统失败后，他组建了“影子政府”参与政治，多

次批评鲁哈尼政府，并向政府和议会提出国

家治理方案和问题解决计划。

贾利利提出“政府服务、诚信和效率的持

续性”竞选口号，宣称将建立一个有决心、有

计划的政府，把握历史机遇，打破垄断，为人

民提供机会共同参与国家进步。

前议会议长拉里贾尼是一名温和保守派政

治家，以儒雅、富有学识形象示人，曾担任伊朗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2008年至2020年

间担任12年伊朗议长，创下伊朗历史纪录。在

伊朗政坛，拉里贾尼家族可以说是名门世家，且

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关系密切。

拉里贾尼提出“强大的国家，基础性政

府”竞选口号，执政设想为：提高各界对政府

事务参与；将解决制裁问题作为外交重点之

一；在经济领域关注就业和生产，提高透明度

并打击腐败。

改革派推出了前第一副总统贾汉吉里竞

选，他在登记时表示，新一届政府首要任务是

保障民生、全面发展、扩大就业、创造地区平

衡、民众教育和安全等。他提出，将通过提高

透明度、加强问责和发挥媒体作用等方式打

击腐败。

保守派内部能否集中支持某
位候选人仍是未知

目前，伊朗总统选举形势尚不明朗。根

据此前历届选举惯例，保守派和改革派分别

推出多名候选人后，部分人选在竞选过程中

宣布退出，并支持该派别某一位候选人。保

守派目前掌握伊朗各大主要权力机构，内部

竞争激烈存在分歧。贾利利在保守派内部具

有较大影响力，艾哈迈迪-内贾德、卡利巴夫

和拉里贾尼在传统上也属于保守派阵营。保

守派内部能否统一意见集中资源支持某一位

候选人，仍存在未知数。

改革派在经济问题强调“求变”思路，积

极与保守派争夺总统职位。外界认为，在当

前伊朗内外形势敏感时期，卡利巴夫或拉里

贾尼两位与保守派和改革派均存在一定联

系的候选人当选执政，或对融合不同方面意

见、避免各派竞争造成国家治理风险具有一

定优势。

根据最新确定的选举时间表，总统选举

将于6月28日举行。根据伊朗法律规定，获

得竞选资格的候选人名单由宪法监护委员会

确定，随后提交给内政部。正式候选人将于

6月12日至27日进行竞选活动。在此前几

届总统选举中，内贾德、拉里贾尼和贾汉吉里

等人未被授予候选人资格。预计下周，宪法

监护委员会将完成资格审查并确定候选人名

单。届时，伊朗新一届总统选举形势将现端

倪。

（本报德黑兰6月5日专电）

  名候选人完成登记 选举口号聚焦经济等问题

伊朗大选观察：哪些老面孔亮相
■本报驻德黑兰记者 孔知禺

印度选举委员会5日公布的印度人民

院（议会下院）第18届选举最终计票结果

显示，执政党印度人民党（印人党）主导的

全国民主联盟获得过半数席位，在2024年

印度大选中获胜。现任总理莫迪如无意外

将开启第三任期。

分析人士认为，全国民主联盟的胜

选符合预期，但印人党获得的240个席位

距莫迪此前宣称要拿下的 370席甚至

400席相去甚远。在此情况下，印人党须

与其政治联盟联合组阁，同时要应对反

对党联盟带来的挑战，“莫迪3.0”执政面

临不少压力。

印人党主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此次胜选

是继2014年、2019年后第三次赢得全国大

选。计票结果显示，现任总理莫迪领导的

印人党赢得240个议席。最大反对党印度

国民大会党（国大党）获得99个议席，其主

导的反对党联盟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

获得的议席超过230个。

另外，莫迪在位于印度北方邦瓦拉纳

西的选区胜选，当选印度人民院议员。舆

论普遍认为他将开启第三个总理任期，追

平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的任期纪录。据

报道，莫迪已要求内阁制定连任后的“百

日议程”。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

任刘宗义认为，执政党胜选有三重因素：一

是莫迪及印人党善于利用印度教民族主义

拉拢印度教选民；二是印人党运用“执政优

势”打压反对派；三是印人党及其背后“国

民志愿服务团”有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发

动基层人员拉票。

据印度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此次

大选投票率明显低于2019年。分析认为

这与天气炎热、选举议题缺乏新意以及族

群矛盾激化等因素有关。

印人党主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虽然获

胜，但印人党没能实现莫迪选前“拿下400

席”的豪言，甚至未能拿到半数席位。

分析人士指出，印人党选情不及预期

有多重原因，包括莫迪政绩名过其实，印度

社会问题严峻，印人党的限制打压迫使对

手更为团结等。

此次选举，印人党在其“票仓”北方邦

遭遇挫折，获得席位数较2014年和2019年

两次选举大幅减少。有分析说，印人党在

北方邦大兴基建，重修罗摩神庙一向被视

为莫迪的重要政绩，而此次选举结果证明，

选民最关心的问题是高失业和高通胀。印

度阿约提亚贸易商联盟主席拉凯什 ·亚达

夫说：“我们对这座寺庙很满意，但人们对

印度人民党已经厌倦了。”

相比之下，反对党联盟领袖、国大党主

席拉胡尔 ·甘地的策略则是抓住莫迪政府

执政期间的“软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

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副教授许娟说，国

大党聚焦贫富差距、失业率、印度教徒与穆

斯林矛盾等现实问题，切中印人党执政的

薄弱环节，取得了印度妇女、青年、农民和

少数宗教团体的支持。

不过，反对党联盟未能最终获胜。分析

认为，反对党联盟依然缺乏对抗印人党印度

教民族主义的强有力意识形态，同时也受到

印人党的打压。有报道称，国大党银行账户

被冻结，其候选人甚至“没钱出差拉票”。

根据印度宪法，在印度人民院选举中赢

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有权组建内

阁。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助理

研究员毛克疾说，由于此次大选中印人党所

获议席不足半数，不得不与执政联盟中其他

政党组成联合政府，相关政党不仅可以对印

人党“坐地起价”，争取更多有实权的内阁部

长职位，大概率还会在具体政策制定上讨价

还价，对莫迪执政形成多方位的掣肘。

分析人士认为，莫迪在即将开启的任期

中将面临经济、宗教、地域问题等诸多挑战。

首先，印度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刘宗

义认为，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占比不

足两成，“有增长无就业”的问题始终困扰印

度，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分化严重。“印度选

择以扶植垄断寡头的形式实现经济增长，导

致印度穷者越穷。”

印度复杂选择高级研究所教授兼联合创

始人阿尼尔 ·苏德认为，印度亟需采取更多措

施改革经济结构，否则所谓的“增长潜力”只

是空谈。

其次，印度国内宗教矛盾愈演愈烈，印度

教民族主义盛行，严重挤压宗教弱势群体利

益，印度国内的教派矛盾或将激化。

新华社记者 伍岳 陈冬书
（新华社科伦坡6月5日电）

执政党主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印度大选中获胜但优势微弱

议席不及预期，“莫迪3.0”压力不小

6月4日，在印

度加济阿巴德，选举

工作人员进行计票。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记者冯歆然）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符合各

方共同利益。希望有关方保持冷静克制，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发挥建设性作用。

据报道，韩国政府4日举行国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止韩朝

《9·19军事协议》全部效力的议案。韩军方随后表示将恢复在

韩朝军事分界线和西北岛屿一带的所有军事活动。

毛宁说，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近段

时间，半岛形势持续紧张，有关方之间对立对抗加剧。中方对当

前事态发展表示关切。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支

持有关方通过对话改善关系，反对任何加剧局势紧张的言行。

希望有关方保持冷静克制，谨言慎行，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发挥

建设性作用。

外交部发言人谈近期朝鲜半岛形势：

希望有关方保持冷静克制

新华社伊斯兰堡6月5日电（记者蒋超）记者从中国援巴基
斯坦瓜达尔新国际机场项目管理组获悉，该机场从4日起开展

为期5天的校飞试验，标志着项目即将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瓜达尔新国际机场项目管理组组长丁侃告诉新华社记者，

此次校飞试验工作由巴基斯坦民航局组织实施，以检验项目的

导航设施、助航灯光、飞行程序及道面性能的规范性和安全性为

主要目的。校飞工作结束后，项目将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预计新

机场将于今年年内竣工移交。

巴基斯坦民航局4日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在瓜达尔新国

际机场为校飞试验成功着陆的飞机举行了航空界最高礼仪“水

门礼”。未来瓜达尔新国际机场的落成营运将改善俾路支省和

沿海地区人民的生活，为瓜达尔及周边地区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瓜达尔新国际机场位于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港口城市

瓜达尔，为4F级机场，于2019年10月启动建设，是中巴经济走

廊旗舰项目之一。新机场建成后，将成为瓜达尔地区现代化标

志性建筑，能显著改善瓜达尔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为港口和城

市未来发展打下更好的基础。

中国援巴基斯坦瓜达尔
新国际机场开展校飞试验

5年一次的欧洲议会选举于当地时间6月6日至9日举行。

本次选举中，欧盟27个成员国的选民将投票选举720名议员，欧

洲领导层也将迎来新一轮换届。同时，这也是英国“脱欧”后的

首场欧洲议会选举。

欧洲目前深受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外溢效应等影响，内外

矛盾与挑战相互叠加。分析人士指出，选民的意志立场将在此

次选举中得到集中体现，欧洲政治版图或面临新一轮洗牌，右翼

政治势力可能“异军突起”，进一步扩大在欧洲议会的影响力，这

或将深刻影响未来五年欧洲政策走向。本次选举因此被视为欧

洲政治生态的“风向标”。

在欧盟最主要的三大机构中，欧洲议会主要承担立法、监

督、预算和咨询职责。欧洲议会的席位分配主要根据欧盟各

国的人口规模，按照“递减比例原则”进行。各国所得席位最

多不超过96席，最少为6席。进入欧洲议会后，议员一般会根

据相近的政治理念和立场，组成跨国政治党团联盟，推动各自

的政策形成。

欧洲议会是唯一采用直选方式产生的欧盟机构。欧洲议

会选举在欧盟27国各自进行。各国政党预先在本国提出各自

人选，由选民投票选出在欧洲议会内代表本国的党和议员候

选人。

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等问题使此次投票变得更加重要。

乌克兰危机延宕深刻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当前欧洲笼

罩在越发恶化的安全形势阴影下。在经济方面，虽然欧洲经济

暂时走出停滞，但前景依然难言乐观。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

红海危机给全球贸易造成破坏性影响。

欧盟成员国之间及成员国内部各党派在欧盟扩员、安全、援

乌、移民等多个议题上的分歧日益突出。民众对现状愈加不满，

对传统政党的失望不断增加。

因此，本次欧洲议会选举大概率将呈现出的一大特点是，右

翼政党强势抬头，或将取得重大突破。从国别来看，右翼政党的

崛起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较为明显。近期多项民调显示，

在号称欧洲双引擎的法国和德国，极右翼的法国国民联盟和德

国选择党的民调远超执政党。荷兰自由党、意大利兄弟党等极

右翼政党都有望在本国投票中轻松获胜。

德国Statista数据平台对欧洲议会各党团得票的最新预测

显示，持中间偏右立场的欧洲人民党党团预计仍将继续稳坐议

会第一大党团的位置，但席位数相比2019年选举将有所下降。

中间偏左的社会党党团、持中间立场的复兴欧洲党团及绿党和

欧洲自由联盟组成的党团也将失去一些席位。

一些分析人士对欧洲右翼势力的增强表示担忧。英国《金

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吉迪恩 ·拉赫曼此前表示，如果极

右翼势力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重大突破，“它可能会破坏长期

以来被视为欧盟核心的价值观和法律承诺”。

右翼政治势力可能“异军突起”
新一届欧洲议会选举今日启动

■本报驻柏林记者 王蓓华

为了推动校服重返校园，法国去

年底推出了在今年2月15日前招募

100所校服试点学校的计划，却迟迟

未能完成目标，期限被延长到了6月

15日。还剩不到10天，一些学校仍在

进行最后的动员，一些学校迫于反对

的压力中途退出。

穿校服上学在很多国家都已司空

见惯，在法国却步履维艰。是否“回归

校服”，在很多法国人看来，既牵涉教

育问题、家庭开支，还关系到法国价值

观，因此这个话题始终充满争议。

穿校服被认为可以淡化
贫富差异

与拥有500多年校服历史的英国

相比，法国的校服传统并不算深厚，最

早可追溯至19世纪初，当时拿破仑为

改革重组教育体系，在1802年建立了

高中，并对学校实施了高度军事化的管

理，包括穿类似军装的制服。由于当时的

高中是为培养精英而设立，在相当长时间

里，社会上层家庭子女才可以穿校服。

直到上世纪50年代，校服才开始在

普通学校普及，设计上更注重法式时尚特

色，比如女生穿海军蓝针织衫配百褶裙，

男生穿长风衣配大领结。1968年，法国学

生发起了一场史称“五月风暴”的社会运

动，后来愈演愈烈，连校服制度也被废除

了。自此，法国本土公立学校不再强制

实行校服制度，只有本土少数私立学校

和法国海外领地一直保留着校服传统。

此次让校服回归的想法两年前由右

翼共和党提出，当时法国中小学一直处在

校园骚扰与霸凌、学生竞争力下滑等阴影

之下，一些政治家相信，校服是解决问题

的方案之一。这么说不无道理：穿校服可

以避免攀比，淡化贫富差异。法国前教

育部长达尔科斯曾指出，穿校服可以消

除“明显的社会水平或财富差异”。此外，

穿校服还有望解决校园内的宗教服饰问

题，维护学校的世俗主义，形成集体归属

感；有助于加强纪律性，还能减少因过度

的穿衣自由引发的校园骚扰或霸凌。

基于这些理由，该想法一经提出便得

到了时任法国教育部长阿塔尔和马克龙

的支持，阿列省、滨海阿尔卑斯省等地方

也迅速响应，申请成为第一批“志愿者”。

按计划，招募满100所试点学校后，

“校服实验”将在9月开始，为期两年，最

终在2026年秋季学期决定是否在全国

普及。“校服实验”期间，志愿者可免费领

取校服，200欧元的校服费用将由国家和

地方政府承担。教育部的校服指导手册明

确规定，一旦正式实行校服制度，不遵守者

将受到与违反校纪校规一样的惩罚。

校服争议的背后是对现
实的不满

政府踌躇满志，学生和家长是否买

账？据法国媒体报道，大部分学生在学

校的调查中投了反对票，一份针对马赛

500名初中生的调查显示，66%的学生反

对穿校服。相比之下，高中生的反对比

例更高，部分学校因此退出了招募行动。

反对者认为，校服只能粉饰表面上

的不平等，而无法真正解决社会差异，反

而还会抹杀孩子的个性。法国中小学教

师联合工会认为，这项措施对解决学生

问题和提高成绩毫无帮助。

另一些人则吐槽校服的款式。法国

教育部规定校服的基本款是一件白色或

灰色的polo衫、一件海军蓝毛衣和一条

深灰色裤子，各地可就实际情况适当调

整，但有人觉得男女一律裤装既不好看

也不自由。此外，还有人担心校服会增

加家庭开支。虽然试点期间免费，但考虑

到日后大概率还要多次购买，而现在减免

的费用最终也会转嫁到纳税人头上。

虽然“校服回归”计划唤起了法兰西

的共同记忆，但校服究竟能在多大程度

上改变社会面貌却值得怀疑。“校服回

归”计划和关于校服的争议背后，其实都

反映了法国社会当今存在的贫富差距、

两极分化、安全治理等问题，或许正如法

国社会学家维亚尔所说：“我们的教育制

度再现了社会不平等。”

校服制度虽然无法解决学校面临的

所有问题，甚至还可能衍生出其他问题，

但不可否认它释放了积极的信号。教育

乃国之大计，事关教育的事不仅牵动万

千家庭，更事关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

象和竞争力。（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政府
管理学院副教授）

法国“校服回归”在争议中蹒跚前行
■周秋君

世界卫生组织东地中海区域主任哈南 ·巴勒希4日说，新一轮巴以冲突对加

沙地带民众的基本生活和医疗产生重大影响，一些加沙人目前只能喝污水、吃动

物饲料。巴勒希呼吁立即增加对这一地区的援助。图为6月4日，在加沙地带北

部杰巴利耶难民营，一名女孩等待取水。

新华社发

加沙：用水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