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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日前在访问美国时说，北
约欧洲成员国和加拿大今年的军费开支将增加 18%，为
几十年来最大增幅。北约 32 个成员国中有 23 国今年军
费开支达到或超过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北
约军费大幅增长，一大推手是美国不断向盟友贩卖“安
全焦虑”，进行“恐惧营销”，趁机渔利。斯托尔滕贝格对
此毫不遮掩，称盟友的新增军费开支“很多花在了美国，
北约创造了一个军火销售市场”。

通过制造“假想敌”、“浇油拱火”、挑动地区冲突，美
国诱拉胁迫北约成员扩大军事开支，美国军工企业因此
赚得盆满钵满。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不久，美国主导下的
北约通过《北约 2022 战略概念》，将俄罗斯确定为“最重
大和最直接的威胁”。美国极力营造的“恐俄”氛围，让
欧洲盟友深陷安全焦虑，纷纷开始扩军备战。过去两
年，北约三分之二的军事采购都是与美国公司进行的，
金额高达 1400 亿美元。斯托尔滕贝格访美期间表示：

“北约有利于美国安全，也有利于美国的工业和就业。”
除了攫取经济利益，美国还通过“恐惧营销”让盟友

对其产生“安全依赖”，从而在安全战略上操控盟友，维
护其在西方世界中的霸主地位。禁不住美国的“恐惧营
销”攻势，长期中立的芬兰和瑞典“火线入约”。在法国
举行的 2024 年欧洲国际防务展上，美国成为东道主法国
之外最大的参展国。法国《费加罗报》一则报道评论说，
美国的强势存在，令本届防务展成为“欧洲对外依赖的
象征”。

美式“恐惧营销”包藏着“损友肥己”的精心算计，同
盟友们的切身利益背道而驰。美国盟友们自掏腰包帮
美国军工企业清了库存，本想“花钱买平安”，但到头来，
恐怕要落得金钱、安全两空的境地。北约东扩就是一个
典型例子。在美国主导下，北约以俄罗斯为“假想敌”，
不断东扩，导致乌克兰危机升级，欧洲大陆重燃战火，美
国趁机“浇油拱火”，向北约盟友兜售武器，让欧洲成了
火药桶，站在危险边缘。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副主席布
鲁诺·泰尔特雷在法国国民议会国防委员会阐述国际局
势时说，有的欧洲国家认为，购买美国 F-35 战机，就能
换取美国对欧洲安全的持久保障，“在我看来，这是他们
搞错了”。

在这些盟友国内，由于将大量资源转至国防领域使
关键的社会和经济需求被忽视，导致民众不满，国内不
稳定因素增加。欧洲经济和财政政策研究中心公布的
一份报告指出，增加军费开支带来的经济压力会破坏社
会福利制度，削弱关键领域的公共投资，可能导致公众不满和社会动荡，这将
对欧洲国家内部安全和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正试图在世界更多地区复刻这一“营销模式”，实现其
“拉圈子”与“卖军火”的双重目的。美式“恐惧营销”暴露的顽固冷战思维只会
进一步激化国家间矛盾，恶化全球安全形势，让各国陷入军备竞赛，从而威胁
世界和平稳定。正如斯洛文尼亚政治经济学专家博戈米尔·费尔菲拉所说，认
为军费越多就越安全是一种误解，“真正的安全是共享的。安全不能通过单方
面武装来实现，因为这会导致其他国家采取类似行为”。美式“恐惧营销”只会
将世界推向更危险的境地。（参与记者：付一鸣、李学军、周玥）

（新华社巴黎6月24日电）

【两大“龙头”很受伤】

此次欧洲议会选举结果一如选
前民调所预示那样继续“右倾”，增
加席位的党团大都处于政治光谱偏
右位置，尤其极右翼政党席位数扩
大，改变了欧洲议会政治力量对
比。目前结果显示，“老三大”即中
右翼人民党党团、中左阵营社会党
党团、中间派复兴欧洲党团分别得
到189席、136席和 81席，在720席
的欧洲议会席位占比约56%。

极右翼政党的力量尚未能推翻
传统主流政党的统治地位，但却在
欧盟领头羊法国、德国掀起狂风骤
雨，从关键成员国层面冲击欧盟的
根基。

在法国，总统马克龙所属的复
兴党得票率不及极右翼政治人物勒
庞领导的国民联盟一半。马克龙宣
布解散国民议会，重新举行选举。
然而，舆论分析，马克龙看似“破釜
沉舟”之举或让对立阵营反超，进而
拱手让出内阁总理位置。

在德国，执政联盟三党社民党、
绿党和自民党均遭失利，尤其总理
朔尔茨所在的社民党得票率更是创
下历史新低。与之对照，社民党的
老对手联盟党得票率则是前者两倍
有余，而极右翼的选择党比之高两

个百分点，跃升第二。
德国新闻电视频道评论，选民

已给“红绿灯”执政联盟开出“死亡
证明”，朔尔茨排除提前选举选项只
是意在“蒙混过关，等待危机结
束”。社民党损失了40%的选民支
持，很多社民党议员已打算让朔尔
茨放弃2025年竞选连任。

【三大机构谁领头】

根据选举结果，将产生新一届
欧盟领导班子。本月 17 日的欧盟
成员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已讨论过
关键职位人选，人选预计在 6月 27
日欧盟峰会前敲定。

按照程序和惯例，欧洲理事会
主席一职由各国领导人直接推举；
欧盟委员会主席一职由各国领导人
和各大党团领袖商定，且需经过新
一届欧洲议会表决通过；每个欧盟
成员国举荐一名候选人担任欧盟委
员，由欧委会主席进行职务分配，但
比较重要的职务如欧盟外交与安全
政策高级代表，一般由欧盟领导人
协商选定；欧洲议会议长则直接在
议会内通过选举产生。

欧委会主席一职角逐备受瞩
目。2014年开始，欧委会主席竞选
遵循“领衔候选人”制度惯例，即得
票最多政党或有能力组建最大联盟

的党团所推举的“领衔候选人”，应
被提名担任欧委会主席。人民党党
团已指定现任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
为“领衔候选人”。基于目前多国领
导人表态来看，冯德莱恩眼下在欧
盟内受认可度较高，加之没有强有
力竞争对手，因此连任希望很大。

目前还没有人正式表态竞争欧
洲理事会主席职位。意大利前总理
德拉吉、葡萄牙前总理科斯塔等人
被视作潜在候选人。复旦大学中欧
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严少华认
为，德拉吉在经济领域的专长有助
于欧盟实现提升竞争力的目标，但
从党派角力来看，如果欧委会主席
出自人民党党团，欧洲理事会主席
出自社会党党团更合情理。就最近
欧盟内部舆论风向看，社会党党团
支持的科斯塔呼声相对较高。

欧洲议会议长方面，人民党党
团宣布支持马耳他现任议长梅措拉
连任。如果人民党党团收揽欧委会
主席和欧洲议会议长两大职位，社
会党党团把持欧洲理事会主席职
位，则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
表可能属于第三大党团。目前来
看，属于复兴欧洲党团、对俄罗斯持
强硬态度的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有
望接替博雷利、担任“欧盟外长”。

【党团合纵争地盘】

冯德莱恩连任欧委会主席的提
名最后还须在欧洲议会表决中获得
半数以上支持才算过关。此前，冯
德莱恩因担心支持不够而向右翼的
保守与改革党团示好，招致中左翼
阵营反感。如今，人民党党团在欧
洲议会选举中大胜，顾虑大减的冯
德莱恩选择向另外两大主流党团复
兴欧洲党和社会党发出结盟邀请。

在主流政党靠近之际，更“右”
阵营的碎片化现象依然严重。保守
与改革党团眼下拿到83席，反超复

兴欧洲党团。双方目前仍在争取新当
选议员加入己方阵营，在26日最终结
果出炉前，谁是欧洲议会第三大党团
仍难定。保守与改革党团以意大利总
理梅洛尼领导的兄弟党为首，后者今
次大胜，梅洛尼大有底气与马克龙所
属的复兴欧洲党团讨价还价，为其阵
营争取欧盟决策层关键岗位。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对媒体说，梅
洛尼的兄弟党与勒庞的国民联盟同时
大胜，却没能结成超大右翼党团，是
右翼党派的损失。欧尔班领导的青民
盟自从脱离人民党党团后，在欧洲议
会内部也处于“无归属”状态。

不过，欧洲议会与欧盟各成员国
议会不同，党团间的政治联盟并非严
格的“共同进退”关系，而是相对松散
的合作关系。一个党团可在某个议题
上与伙伴党团合作，而在另一个议题
上与对手党团合作。在这种松散机制
下，右翼、极右翼政党议席扩大，新当
选议员会依据自身利益要求增加或否
决法律条款，主流政党为增加法案的
通过几率也可能会迎合极右翼部分诉
求，从而使欧洲议会整体“向右转”。

分析人士认为，右翼上升和绿党
退潮，将导致未来欧盟绿色转型步伐
放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倒
退”。欧盟“援乌反俄”的决心和力度
也可能出现松动，因为右翼政党通常
强调国家主权，国内议题优先于国际
事务，更可能推动欧盟减少对乌克兰
的政治、财政和军事援助。

右翼政党还经常质疑欧盟对俄罗
斯制裁的有效性，忧虑“摆脱对俄罗
斯能源依赖”的成本问题，因此可能
会推动欧盟放松制裁、减缓“去俄化”
步伐，还可能推动与俄罗斯谈判以求
外交解决俄乌冲突。这些主张与欧盟
官方立场不符，新一届欧洲议会上任
后，围绕“援乌反俄”政策，预期将出
现更多辩论交锋。

（新华社专特稿）

一个更加保守的欧洲将要登场
新华社记者

五年一度的欧洲议会选举本月初落下帷幕，基
于选举结果，欧盟 27 国领导人和各大党团将通过
政治磋商和议会投票相结合方式，组建新一届欧
盟领导集体。新一届欧洲议会的政治光谱整体进
一步向右倾斜，对欧盟两大“发动机”德国、法国执
政集团带来剧烈冲击，欧洲主流政党在内忧外患
中进一步向民粹主义“低头”，欧盟新领导班子也
将不得不拥抱保守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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