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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2014 年欧洲议会选举于 5月 22 日至 25 日在欧盟 28 个成员国相继展

开。这是《里斯本条约》生效后的首次选举，被认为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件

大事，将直接影响未来５年欧盟政治格局。本次选举后，欧盟主要机构领导人将

实现换届。本次选举投票率为 43.09％，与 2009 年选举时 43％的投票率基本持

平。在选举中，中右翼的欧洲人民党得票率为 28.23％，在新一届欧洲议会中获

得 212 席，议席数虽较其在上届欧洲议会中控制的 274 席大幅减少，但仍是欧洲

议会第一大党团。中左翼的欧洲社会党得票率为 24.77％，在新一届欧洲议会中

获得 186 席。欧洲人民党和欧洲社会党合计赢得全部 751 个议席中的 398 席，两

大党团占据欧洲议会过半议席的格局未变。然而本次欧洲议会选举出现的一大

“特点”便是极右翼和反欧洲一体化政党的异军突起。以法英两国投票情况为例，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和主张退出欧盟并收紧移民政策的英国独立党在本国

的选举中均成为得票率最高的政党。

本文作者刘丽荣，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

欧洲议会选举极右翼政党逆袭
刘丽荣

欧洲议会大选尘埃落定，代表中右翼政治板块的欧洲人民党赢得
212 个议席，继续欧洲第一大党的地位；中左翼的社会党阵营赢得
186个议席，与上一届议会相比，两党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极右翼
政党在法国、丹麦、英国成为最大赢家，在希腊、芬兰、奥地利、瑞
典、德国等地也有强势增长。亲欧派内部，人民党和社会党围绕欧盟
委员会主席人选的巅峰对决进入最后读秒阶段；疑欧派的成功逆袭，
给欧洲一体化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此次大选，是《里斯本条约》生效以及欧债危机之后举行的首届

欧洲议会选举。从1979 年开始，欧洲议会每五年进行一次选举，也
是唯一经由欧洲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欧盟机构。欧洲议会设在法国的
斯特拉斯堡，但是重要的委员会均在布鲁塞尔办公，全体会议也在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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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塞尔举行。欧洲议会共有 751个议席，议员分别来自 28个欧盟成
员国，依照各国人口比例分配相应议席，其中德国 96人，法国 74
人，英国 74人，意大利73人，西班牙54人，爱沙尼亚、卢森堡、
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的议员最少，分别为 6人。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
欧洲议会的权限越来越大，在欧盟立法过程中的重要性得到加强。欧
洲议会的主要任务，是对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进行监督；在大多
数情况下，欧洲议会可以与欧盟理事会对正常司法程序进行表决，共
同决定欧盟预算。此外，欧洲议会可以对欧盟委员会提出不信任案，
解散欧洲“政府”。
本届欧洲议会选举增加了一个新的看点，欧洲不同政治阵营分别

推选出一位超国家的候选人，在全欧范围内进行竞选，胜者有望接替
巴罗佐，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欧盟此次换届，包括欧盟委员会主席、
欧盟理事会主席、欧盟外长、27个欧盟委员在内的多个职位均需走
马换将，其中领导 33000名高级公务员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一职最为
炙手可热。4.12 亿选民，28个成员国，24种欧盟官方语言，全欧
巡游演讲，选民之众，行程之巨，在欧洲选举史上写下多个第一。布
鲁塞尔也希望借助候选人的竞选造势活动，提升欧洲议会的投票率。
人民党在本次选举中战胜社会党，并不意味着人民党候选人容克

的绝对胜利。欧盟委员主席的人选，需要欧洲议会多数通过，还需要
欧盟理事会多数，即得到成员国政府首脑的认可。欧盟理事会主席的
人选，间接取决于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最终人选。如果人民党候选人容
克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欧盟理事会主席一职将由社会党人出任，反
之亦然。
未来一段时间，欧洲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治理欧债危机及其引

发的一系列问题，围绕债务共担、青年失业率、社会福利制度改革、
紧缩与增长模式的博弈仍将继续。综观欧洲议会大选结果和欧洲不同
政治阵营的力量调整，欧盟近期政治发展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一、欧盟扩大问题
乌克兰大选与欧洲议会大选同时举行，亲欧洲的温和派波罗申科

胜选之后表示，与俄国进行妥协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他的目标是
带领乌克兰加入欧盟。但是，欧洲主要政党皆强调欧盟当前的首要任
务是克服内部危机、自我巩固，反对欧盟在未来五年内接纳新的成员
国。本轮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欧盟的乌克兰政策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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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受制于欧债危机，过去几年间，欧盟的乌克兰政策偏离了既定的
轨道。乌克兰政府始终把加入欧盟置于战略优先地位。但是迄今为止，
欧盟并未向乌克兰提供清晰的入盟前景。在与俄罗斯的角力中，欧盟
希望维持乌克兰现状，无意将天平拉向自己，也不愿推给对方。如何
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寻求平衡，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是摆在欧盟新
一届领导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二、欧美自贸协定谈判
欧洲议会大选前夕，欧洲主要政党支持欧美自贸协定谈判的声音

一度减弱。一个前途未卜的贸易协定，无助于赢得选票。针对欧洲民
众对于 TTIP 负面作用的担心，人民党和社会党皆表示，不会为了缔
结自贸协定降低欧盟标准，但是对于欧洲绿党要求谈判进程透明化的
要求，两党均未作出正面回应。大选之后，欧美自贸协定谈判将重回
正轨，双方均希望在年内取得初步成果。TTIP 是欧债危机以来欧盟
面向未来的首个重要谈判项目，关系到欧洲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地
位。在 TTIP 问题上，欧洲的中右翼政党和中左翼政党立场趋同，认
为欧美联合有助于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形成广泛的国际规范和标准，
与新兴经济体进行抗衡。自贸协定谈判也将成为影响中欧关系未来发
展的重要因素。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后，在贸易政策方面，欧洲议会的
话语权增加。所有贸易协定的缔结，必须经由欧洲议会批准。乌克兰
危机使大西洋伙伴关系更为紧密，欧美自贸协定谈判带给中国巨大压
力，中国政府希望尽快达成中欧投资协定，启动中欧自贸协定谈判。
欧美自贸协定谈判结束之后，还需经由欧洲议会表决。虽然各政党对
于TTIP存在许多争议，但是欧洲议会是否有勇气否决欧美自贸协定，
是一个未知数。
三、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抬头
人民党和社会党虽然保全了亲欧派在欧洲议会中的多数地位，但

是疑欧派的强势增长，对欧洲传统政治板块构成有力的冲击。在本届
大选中，极右翼政党法国“国民阵线”和英国“独立党”分别以最高
得票率赢得本国欧洲议会选举。反欧盟的政党赢得欧洲大选，德法英
三驾马车中有两部马失前蹄，这一结果对于英法和欧洲都是一个值得
关注的节点。极右翼政党异军突起，源自欧债危机的持续性阵痛。主
权债务危机暂时缓和，但是许多欧洲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
不下，在许多社会问题上，布鲁塞尔的技术官僚与欧洲民意相距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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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欧派政党巧妙利用经济危机作为话题，把减少移民、退出欧盟、告
别欧元作为竞选纲领。解决危机的方案在他们看来非常简单：退出欧
盟，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由于各国疑欧派政党之间彼此分歧严重，极右翼政党在本届欧洲

议会大选中虽然取得历史性突破，但是欧盟的反对者尚不足以联合起
来令欧洲政治陷于瘫痪。对于布鲁塞尔来说，现阶段最为紧迫的问题
是，如何在 2017 年英国退欧公投之前，说服大多数英国人留在欧盟。
放缓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脚步，适当减少布鲁塞尔的权限，在这方面，
人民党和社会党已经准备作出让步。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从地缘政
治，还是经贸关系的角度，相对于一盘散沙的欧洲，一个团结的一体
化的欧洲，更符合中国的利益。
（本文曾在 5月 27日的《文汇报》发表，发表时对原文作了修

改。这里，我们刊登的是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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