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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电视一台本月16日公布的最新一

期权威民调“德国趋势”显示，德国绿党在选民

中拥有21%的支持率，仅次于联盟党(基民盟

与基社盟)的28%，同时遥遥领先本届政府内

联合执政的社民党和其它各主要政党。

如何看待绿党近年来在德国政治版图中

崛起的现象？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政

治学者阿尔内·容格约翰向记者表示，早在新

冠疫情暴发前，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与之相关

的能源及交通转型就已跃居德国选民最关注

的各项议题之首。“气候是一个长期性的议

题，它不会随着疫情肆虐而消失，也不会在疫

情结束后被遗忘。”

阿尔内·容格约翰分析认为，气候议题有

望在年内逐渐重回德国公众舆论的中心。他

指出，当前，绿党所具有的“战略优势”在于，大

选后任何一种可能的组阁方案都将无法绕开

它——无论是黑绿组合(联盟党-绿党)、牙买

加组合(联盟党、绿党、自民党)还是“交通灯”

组合(绿党、社民党、自民党)都是如此。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

亦指出，绿党在九月大选后参与执政的可能性

很高。他预计，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绿党都

将在德国政治生态中起到重要作用。

疫情未减气候环保热潮 绿党选情看涨

十六年来最具悬念大选即将打响

谁会“接班”默克尔？
19日，本届德国大选声势正盛的绿党宣布参与角逐下届总理的人选。外界普遍预期，现任总

理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亦将在数日内与姊妹党基社盟协商产生两党共同的候选人。随着主要政

党候选人相继出炉，这场因默克尔不再寻求连任而被视作“十六年来最具悬念”的大选即将打响发

令枪。 ■ 据中新社

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内部，围绕总理

候选人的角逐则已白热化。日前，基民盟主

席、北威州州长拉舍特和基社盟主席、巴伐

利亚州州长泽德二人均已公开表态有意参

选下届总理。

在联邦德国历史上，基社盟只在巴伐利

亚州一地活跃，而基民盟则在除巴伐利亚以外

的各州展开政治活动，两党共同以“联盟党”名

义参与历届大选，并组成“联盟党党团”进入联

邦议院。按照惯例，联盟党通常推选基民盟主

席为总理候选人。包括1949年联邦德国选举

产生首任总理阿登纳在内，后续的艾哈德、基

辛格、科尔和默克尔等总共五位总理都曾担任

基民盟主席，基社盟则迄今为止未曾产生过总

理(艾哈德是巴伐利亚人，但代表基民盟)。

拉舍特被普遍视作默克尔路线的继承

者，更受到后者青睐。在二人宣布均有意参选

后，基民盟和基社盟的高层分别表达了对各自

党主席的支持。不过，前述权威民调显示，泽

德在普通选民中的支持率是44%，大幅领先

拉舍特的15%。而在联盟党支持者中，泽德

支持率更是高达72%，拉舍特仅为17%。

基民盟柏林州分部主席魏格纳18日向

德媒表示，在他看来，基民盟内部多数人支持

泽德作为总理候选人。他提议，两党可以考

虑共同推出泽德作为候选人，而拉舍特则作

为“强势党主席”继续留任。

截至发稿时，拉舍特和泽德仍互不相让。

联邦议院内的联盟党党团预计将在20日举行

会议，就总理候选人议题作出最终决定。

联盟党候选人：两位州长之间的较量

自拉舍特今年1月当选基民盟主席以来，

默克尔甚少就大选议题发声。眼下，她面临的

最大考验是如何顺利推动联邦议院完成修法，

以在防疫过程中赋予联邦更大的权限，从而帮

助德国尽快走出持续肆虐的第三波新冠疫情。

由于默克尔内阁日前通过的修法草案被

多方认为有违德国在二战后确立的联邦制分

权原则，将防疫权限大幅收归联邦，不仅引起

了多个州和反对党的强烈不满，甚至共同执政

的社民党亦予以尖锐批评，要求修改草案。

回顾默克尔16年执政生涯，她先后带领

德国应对了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和难民危

机，迄今仍在应对新冠疫情所引发的危机。然

而，随着抗疫周期的不断拉长，默克尔不得不

面对来自民间各界愈发强烈的不满情绪。3

月下旬更是发生了默克尔与各州州长漏夜谈

判后宣布复活节实施“最严封锁令”，然而仅时

隔一天便迫于压力收回成命的事件。

“考虑到联盟党高层的候选人之争、仍在

调查中的议员涉嫌贪腐丑闻，以及执政超过十

五年带来的‘纲领性疲劳’——联盟党正处在

震荡中。”阿尔内·容格约翰表示。

正如《法兰克福汇报》所言，这是默克尔要

带领她的国家走出的“最后一场危机”。而这

不仅关系到人们将如何记住她的总理生涯，

也关系到如何“拯救”联盟党选情。

抗疫与选战缠绕 默克尔面临艰难平衡

外交风波蔓延
美国政府15日以俄罗斯进行网络袭击、干预美国选举等

“恶意活动”为由，对俄实施大规模制裁并驱逐10名俄外交人

员。次日，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宣布对等反制措施。

一些欧洲国家也采取与美方相呼应的行动。波兰外交部

15日发表声明，将3名俄罗斯驻波兰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

人”，波兰支持美国制裁俄罗斯。捷克政府17日以俄情报人员

涉嫌参与2014年捷克军火库爆炸事件为由，要求18名俄驻捷

克使馆人员48小时内离境。作为反制，俄方随后宣布驱逐波兰

和捷克两国外交人员。

此外，据俄外交部网站消息，乌克兰驻俄圣彼得堡总领馆

一名领事从事与其身份不符的活动，损害俄安全利益，于16日

被俄方拘留。俄方已要求此人限期离境。乌克兰外交部17日

则发表声明，要求俄驻乌大使馆一名高级外交官自19日起的

72小时内离开乌克兰，以此作为“对俄方挑衅的回应”。

波兰分析人士指出，作为北约成员国的波兰率先采取与

美国“亦步亦趋”的外交行动，意在向拜登政府证明其维护波

美盟友关系的决心，并突出波兰在美俄地缘政治博弈中的重

要作用。

捷克国内有人支持将捷俄争端提交至欧盟和北约层面讨

论，但也有观点认为升级与俄罗斯的矛盾不会给捷克带来任何

好处。

危险与日俱增
美国和欧洲多国连续驱逐俄罗斯外交人员的背后，反映出

的是俄罗斯与美国以及北约之间的对立加剧。

近期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局势剑拔弩张，俄乌均在边境

地带集结军队，并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地区稳定。美国和北约则

站在乌克兰一边，谴责俄罗斯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

分析人士指出，在此背景下，一些西方国家意图通过驱逐

俄外交官展示北约团结对抗俄罗斯的决心，同时也为正在筹备

中的俄乌德法四国“诺曼底模式”峰会及未来可能举行的美俄

总统会晤增加谈判筹码，逼迫俄方在乌东问题上让步。

俄政治观察人士斯塔里科夫表示，当前顿巴斯地区形势非

常严峻，在美国等国家的支持下，不排除乌克兰方面有动武的

可能。

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奈杰尔·古尔德·戴

维斯也认为，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切实存在。但他同时指出，目

前无论是美欧之间还是欧盟内部，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对俄政

策。比如，美国和英国对俄军事行动表达了严重关切，而德国

与法国的相关声明则措辞相对缓和。美国和一些东欧国家因

担心增加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而反对“北溪－2”天然气管

道项目，而德国则主张将这一经济项目与政治问题脱钩。

由两家欧洲智库发起的“合作安全倡议”15日发布报告指

出，欧洲当前的对抗气氛浓烈，危险与日俱增。为保卫欧洲安

全利益，国与国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开展有意义的对话。

连锁互逐外交官
俄西“外交战”愈演愈烈
美俄互逐外交人员及相互制裁行动正在引发连锁反应：波

兰与捷克“跟风”驱逐俄罗斯外交人员，随后遭俄方反制；乌克兰

与俄罗斯之间也发生涉及外交人员的风波。

分析人士认为，如此频密发生外交人员被逐事件表明俄与

美欧间的争斗进一步加剧，未来双方围绕乌东局势等问题的博弈

将持续发酵。 ■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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