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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星期日报》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总统马
克龙的民意支持率为54%，比一个月前下跌了10个百分点。

此间舆论认为，马克龙执政“蜜月期”已结束，其支持率下
滑主要是因为他推行的劳动法改革以及削减国防预算等措施
引发各方担忧。总体看，马克龙执政两个多月来成绩还算不
错，尤其是在外交领域表现不俗，但在推进国内各领域改革方
面，他未来仍面临巨大挑战。

外交表现不俗
马克龙上任以来，参加了一些重大国际会议，与一些重要

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互动，对一些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表明
了立场，新政府的外交政策框架正在形成，他作为年青一代政
治家的行事风格也逐渐为人们所了解。

马克龙重视欧盟建设，并强调修复前任奥朗德政府时期
有所疏远的法德关系。在英国“脱欧”的大背景下，马克龙致
力于强化欧盟内的法德核心，推动欧盟建设，提振欧盟信心，
使欧盟作为世界上一支重要力量发挥领导作用。

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7月13日在巴黎共同主持了法
德联合内阁会议，双方就加强多个领域的合作达成多项共
识。分析人士指出，法德联合内阁会议是两国政府间的常设
机制，马克龙上任不久就举行这一会议表明他重视加强同德
国的传统合作。

另一方面，马克龙也注重与美国改善关系。在主持法德
联合内阁会议当天，马克龙还同首次对法进行正式访问的美
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双方表示将继续在打击恐怖主义、维
护中东地区安全等重大国际问题上保持合作。

此前，在5月底，刚上台不久的马克龙就与俄罗斯总统普
京在凡尔赛宫举行会晤。马克龙当时在联合记者会上说，法
国希望与俄罗斯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加强合作。普京则表
示，俄罗斯和法国的主要利益超过两国之间的分歧，双方同意
将打击恐怖主义作为优先事务。双方的表态意味着两国朝着
改善关系迈出重要一步。

最近一段时间，法国还积极参与斡旋卡塔尔断交危机和
利比亚危机。

分析人士指出，法国一直有大国情结，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发
挥重大影响力。在法国，总统主管外交，这也是法国总统政绩容
易出彩和加分的领域。从过去这两个多月来看，马克龙在外交
上频频出击，与德、美、俄等大国积极互动，可以说取得了不俗的
成绩。

国内改革遇阻
马克龙上台以来，在内政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取得了

一定进展，但也遭遇了不小的阻力。
目前，马克龙政府正在力推劳动法改革，以提升法国经济

活力，增强国际竞争力，但政府的做法引发工会不满。一些工
会团体表示，将在9月份组织大规模游行，抗议劳动法改革。

实行廉洁政治，加强政治生活道德规范，是马克龙竞选总
统的主要承诺。法国议会近日开始审议廉政改革法案，内容
包括禁止国会议员雇佣亲属、终止发放“议员花费津贴”、取消

“国会议员储备金”、预防利益冲突和改革政党筹款方式等。
然而，对于如何实现廉洁政治，朝野各党存在诸多分歧。

自2015年11月巴黎发生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后，法国实施

了国家紧急状态并延续至今。法国内政部长热拉尔·科隆6月
22日在内阁会议上提交新反恐法草案，其包含的主要措施有：
当重要活动或重要地点面临严重恐袭风险时，允许各省省长
在相关地点设立安全区；各省省长有权关闭传播恐怖主义思
想的场所；航班乘客信息可被法国安全部门查询等。这一草
案在法国引发争议，被一些人指责限制了公民自由权利并侵
犯了个人隐私。

此外，为减少财政赤字，马克龙政府欲削减今年国防预
算。法国三军参谋长德维里耶表示反对，并将向马克龙递交
辞呈。

前路挑战重重
此间舆论认为，在度过最初的“蜜月期”后，马克龙今后在

执政道路上将面临越来越多挑战。
一方面，马克龙执政团队自身存在弱点。马克龙一手创

建的执政党——共和国前进党缺乏执政经验，马克龙政府的
高官大多也没有担任过政府要职，缺乏与议会打交道的经
验。马克龙团队能否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驾驶法兰西这艘
大船平稳航行，人们拭目以待。

另一方面，在野党势力仍不可小觑。法国传统右翼大党
共和党和传统左翼大党社会党虽然在今年的选举中遭到削
弱，但其代表的政治理念仍是法国社会的主流，而且两党有一
批成熟的政治家和较强大的地方政治网络。马克龙在推行一
系列针对国内经济社会问题的改革的过程中，势必会遭到在
野党掣肘。如何争取在野党的支持，减少改革阻力，对马克龙
团队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告别执政“蜜月期”马克龙改革遇阻力
●新华社记者 郑斌

■
■ 国际观察

“不论需要多长时间，打击毒品的斗争都将继
续下去，因为毒品是诸多恶行和苦难的根源”。

“不要试图用坐牢或者国际法院来恐吓我。
我情愿余生在监狱中度过”。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日前在发表国情咨文时
又火了一把，他的演讲获得了阵阵掌声。

光阴荏苒，杜特尔特登上总统宝座已一年有
余。最新民调显示，杜特尔特在菲国内的支持率
高达82%，而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仅有36%，二者
对比悬殊。

就在一年前，以反精英形象竞选成功的杜特
尔特被人们称作“菲版特朗普”，这个绰号如今看
来不够恰当。个性鲜明、饱受争议的杜特尔特深
谙平衡之道，擅长两边下注。在国内，他既重视穷
人，也迎合富人；在外交上，他在大国之间“走钢
丝”，争取本国利益最大化。

——他快意恩仇，用最直白的语
言、最直接的行动让菲律宾民众耳目
一新

杜特尔特当选时已经71岁，是菲律宾历任总

统当选时年龄最大的，但他却拥有异乎寻常的充
沛精力。

菲律宾新闻部长安达纳尔说，杜特尔特过去
一年共参加了1355场活动和会议，平均每天4
场。有媒体报道说，杜特尔特一年出访21次，而前
总统阿基诺三世执政第一年才出访6次。

这组数字能说明杜特尔特政府一年来的成
绩：

2016年，菲律宾GDP增速达6.8%，居东盟十
国之首。一年来，菲律宾警方在超过6.2万次扫毒
行动中共打死3151名涉毒人员，逮捕约8.4万名
涉毒人员，另有130万名涉毒人员自首。

过去一年，外国允诺菲律宾的投资、援助和贸
易额价值350亿美元。政府出台投资额超过1600
亿美元的6年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已规划和开工的
项目超过30个。

杜特尔特希望将菲律宾变成一个安全稳定、
井然有序的国家。他命令警察打击毒贩和犯罪分
子，指挥军队清剿极端分子和反政府武装。他不
在乎人权组织对其禁毒行动的批评，也无惧国际
刑事法院对其展开战争罪调查的警告。

杜特尔特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再次展现强人本
色，强调继续推进禁毒和反恐行动，呼吁议员立法
恢复死刑。“在菲律宾，真的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

牙。杀人者必须偿命。只有这样才能扯平。”杜特
尔特说。

菲律宾一名外企白领曾经这样告诉记者，杜
特尔特让他“活这么大第一次感受到社会改变”。

——他在南海问题上“软着陆”，
没忘感谢中国的援助

在新近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杜特尔特再
次感谢中国对菲律宾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他说，菲律宾已通过双边对话和其他机制同
中国培育了非常好的关系，改善了就南海问题进
行谈判的环境。他强调与中国发展更密切关系的
决定。

杜特尔特上台后高呼菲律宾要实行“独立外
交”。这个说法显然是针对前任阿基诺三世的片面
亲美路线。阿基诺三世政府在美国煽动下挑起南海
仲裁案，导致菲中关系一度破裂，南海局势空前紧
张。杜特尔特上台以后，主张在南海问题上采取“软
着陆”方式，推动菲中就这一问题进行双边会谈。中
菲关系由此转圜，南海局势也同时趋缓。

去年10月，杜特尔特成功访华；今年5月，他
来华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杜特尔特在中国、俄罗斯、美国和日本等大国

之间周旋，争取不“玩砸”。尽管杜特尔特多次大
骂美国，但菲美同盟并未破裂，菲律宾依然接受美
国的军事援助。

一些观察家指出，对于杜特尔特外交政策，要
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他让富人和穷人都满意，博
得了超高人气

律师出身的杜特尔特向来我行我素，但绝非
有勇无谋。他在被称为“谋杀之都”的达沃当市长
时，不仅铁腕打击毒品犯罪，还起用技术官僚，使
达沃在回归安全稳定的同时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增
长率。

就任总统后的杜特尔特延续了“让毒贩和罪
犯下地狱”的强硬做法，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也展
现出精明的一面。

让富人和穷人都满意，是杜特尔特拥有超高
人气的原因。

对于穷人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过太平日子。
菲律宾犯罪率较高，社会不稳定，甚至首都马尼拉的
市民在夜间出门都可能会遭遇抢劫。杜特尔特的铁
腕治理政策迎合了穷人需要安全感的心理。

对于菲律宾的富人而言，不干涉他们做生意
的政府就是好政府。杜特尔特采取的方式是主攻

政治和社会难题，远离经济话题，把制定经济政策
的任务留给其精心选拔的专业团队。

杜特尔特的经济团队打造了被称为“杜特尔
特经济学”的经济发展蓝图，其核心是修建公路、
铁路、港口、机场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这
给菲律宾的富人提供了大量的投资和赚钱机会。

——他不时流露“真性情”，经常
“撂狠话”

历史上，菲律宾一些政治人物巧言令色，上台
前承诺多多，上台后却官话连篇、无所作为。杜特
尔特不时流露的“真性情”，令菲律宾民众见到了
一个全新的总统形象。

去年5月得知自己竞选总统成功后，杜特尔特
第一时间赶到父母的灵位前，面对众多媒体，他在
父母灵前流下泪水。视频画面被媒体传播到菲律
宾各地，让人们看到了他铁汉柔情的一面。

去年11月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杜特尔
特谈到历史上美国殖民者屠杀菲南部土著事件，
气愤得声音发抖，心痛到眼含热泪。

杜特尔特上台后经常“撂狠话”，有时还会
“爆粗口”。他的发言人不得不经常出来“灭
火”，连发言人的声明里都会写道：“我们知道我
们的总统是个情绪化的人，他的话并不意味着政
府会这么做。”

有菲律宾媒体认为，杜特尔特并不是任性妄
为，他的情绪化建立在对菲律宾国家的爱、对菲律
宾社会“恨铁不成钢”的心理上。

在国情咨文中，杜特尔特坦言，菲律宾面临重重
挑战：马拉维战事拖延两月有余，军方宣布的取胜目
标一次次落空；腐败问题没有得到遏制；涉及民生、
商业的繁文缛节没有消除，社会运转效率低下。

杜特尔特说，他的目标就是让菲律宾人人享
受舒适的生活。

杜特尔特：从“菲版特朗普”到高民望总统
●新华社记者 董成文 袁梦晨 王羽

■
■ 天下人物

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日前因牵涉防卫省集体掩盖日
本自卫队南苏丹维和行动记录的“瞒报门”事件而宣布辞
职，在日本政坛引发震动。

由于安倍内阁近期支持率持续下滑，舆论普遍把稻田
的辞职看作是安倍政权为挽回颓势“及时止损”的“牺牲
品”。然而，就“瞒报门”本身来看，事情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
那么简单。

根据日本派遣自卫队的相关规定，自卫队不得在战乱
地区驻扎。而2016年7月，南苏丹已经发生战斗，但日本政
府一口咬定仅仅是“小摩擦”，并以此为借口拒绝撤回自卫
队驻南苏丹维和部队。为了配合政府的说辞，自卫队刻意藏
匿驻南苏丹部队的日志，为此稻田还在国会作伪证，在野党
抓住稻田的“小辫子”不放，最终才把她拉下了马。

如果说稻田事先没想到事情败露后的巨大政治风险，
甚至有可能断送个人的政治前途，显然难以令人信服。但
稻田敢于在国会作证时公然撒谎，这背后其实大有文章。

实现向海外派兵，是日本右翼势力所谓实现日本摆脱
战后秩序、成为“正常国家”的一项重要诉求，而参与联合国
维和行动俨然是日本向海外派兵的预演。

日本有识之士普遍认为，日本政府热衷派遣自卫队去
维和，实际上是将自卫队作为实现修宪的“祭品”。早稻田
大学教授长谷部恭男指出：“安倍将自卫队作为修宪的工具
加以利用，自卫官尊严扫地。”评论家志叶玲也指出：“安倍
政权为了修宪这一自己的偏颇意识形态，将自卫队作为牺
牲的棋子。”

根据日本自民党政府1992年制定的《联合国维和行动
法》确定的维和五原则规定，向发生战斗的区域派出自卫队
去维和就属违法行为，而自卫队南苏丹维和部队却偏偏在
日志中留下了南苏丹发生激烈战斗的记录。相关日志一旦
曝光，势必会在日本国内引起政治风暴，安倍修宪的如意算
盘恐将受挫。

正因为如此，稻田朋美在国会答辩时先是将“战斗”
的表述改为“武力冲突”，后又干脆谎称日志已经被销
毁。只是纸包不住火，经过追查，真相大白，“被销毁
的”日志就保存在陆上自卫队的电脑里。丑闻越闹越大，
以致最终安倍想保稻田都保不成。

需要指出的是，稻田辞职的理由仅是对隐瞒日志造成
的混乱承担责任，这根本就是企图转移舆论焦点，避免人
们继续对海外派兵涉嫌违法问题的追究，通过“弃车保
帅”维持安倍政权，继续推动成为所谓“正常国家”的军
事野心。

日本热衷于参与维和行动，但“瞒报门”事件暴露了
日本右翼势力的花花肠子。对于日本右翼势力企图掩盖的
军事野心，人们应该保持警惕。

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25日通过一项针对俄
罗斯、伊朗和朝鲜三国的制裁案。据美国媒体报
道，国会参议院最快将于本周进行表决。分析人
士认为，在对俄制裁方面，美国国会的新措施表
面上针对俄罗斯，实际上是为美国能源进入欧洲
市场铺路。

这份议案名为《美国敌对国家制裁法案》，把
俄罗斯和伊朗、朝鲜一道，列为美国的“敌对国
家”，体现了美国国会对俄罗斯的敌视态度。

根据这项议案，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范围广
泛，涉及网络安全、金融、人权、石油开采、能源出
口管道建设、向叙利亚运送武器等。上述制裁措
施中，尤以对俄罗斯能源出口管道项目的制裁颇
具争议，引发欧洲强烈不满。

美国国会指称俄罗斯以能源优势为筹码，影
响欧洲和亚欧地区国家内政外交。制裁案有多个
条款瞄准了俄能源行业，如限制美国公民和美国
公司投资俄罗斯能源公司、禁止美国公司参与任
何俄罗斯公司控股高于33%的能源勘探项目等。

制裁案还把制裁对象扩大到任何投资或帮
助俄罗斯能源勘探的外国公司，以及帮助建设俄
罗斯能源出口管道的公司。据俄罗斯媒体统计，
美国的新制裁措施将至少涉及俄罗斯与欧洲合
作的8个能源项目，包括“北溪”和“北溪-2”天然
气管道项目、壳牌石油参股的“萨哈林-2”石油天
然气综合开发项目、多个欧洲公司参股的里海管
道财团石油运输管道项目、南高加索管道等。

对此，欧盟方面极为不满，担心欧洲公司以
及欧盟赖以发展的油气大项目将受损严重，尤其
是“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

“北溪-2”项目耗资106亿美元，旨在铺设
一条由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到德国的天然气
管道，预计每年可向德国输气550亿立方米，满
足欧洲10%的天然气需求。今年4月，俄罗斯天
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与法国、荷兰、奥地利、德国多
家能源公司签订协议，共同推进这一项目。

俄罗斯分析人士罗曼·帕尔申表示，“北溪”
及“北溪-2”项目对于俄罗斯和欧洲国家来说都

至关重要，如果因制裁停止或延后实施对于双方
造成的损失将达到数十亿美元。

事实上，乌克兰危机之后，美欧在制裁俄罗
斯问题上一直保持协调，这次也不例外。据报
道，针对美方最新制裁案，欧方早就通过各种渠
道表达不满，并迫使美方作出一些让步，留出可
以操作的空间。

但这难以完全打消欧方的担心。欧盟长期以
来在能源方面严重依赖俄罗斯，从俄罗斯进口的天
然气占其需求量的三分之一。这些年来，欧盟实行
能源多样化战略，但收效不大。为此，欧盟委员会
主席容克警告说，如果美国新制裁措施损害了欧盟
的能源安全，欧盟准备在“数天内”采取行动。

分析人士认为，美方这次不顾欧方担心，坚
持对俄罗斯打能源牌，背后有着更为深远的战略
意图。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上台时，白宫网
站列出要优先处理的6大“头号问题”，其中第一
条就是“美国优先能源计划”，包括大力发展油气
行业，复兴煤炭产业等。本月初，特朗普在访问
波兰时曾表示，美国将帮助波兰及周边国家解决
能源供应问题，确保它们“不再受制于单一能源
供应国”。言下之意，似乎要加大美国向欧洲国
家的能源供应，对俄罗斯釜底抽薪。

俄罗斯分析人士基里尔·雅克文科认为，这一
法案增加了外国与俄罗斯进行能源领域合作的不
确定性，同时巧妙绕过了可能对美国利益造成损
害的领域，如目前俄美仍有合作的太空领域。

制裁案中还提到，美国应当协助欧洲和欧亚
国家加强能源安全，通过能源供应多元化，减轻
后者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议案要求美国进出
口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强支持俄罗斯能源替代项
目，促进欧洲和亚欧国家能源供应多元化。

俄罗斯储蓄银行投资分析人士瓦列里·涅斯
捷罗夫认为，这一制裁案体现出美国抢占欧洲能
源市场的愿望，美国希望以此保护本国页岩气产
业。然而，对于欧洲国家来说，至少短期内，来自
美国的天然气仍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无法成为俄
罗斯能源的稳定替代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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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俄制裁暗藏能源野心
●新华社记者 赵嫣 张伟 杨定都

战后的阿勒颇，大量楼宇坍塌，瓦砾堆积。这座叙利亚曾
经的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如今满目疮痍，如“鬼城”一般。
2012年夏，阿勒颇战事爆发。历经4年多炮火，2016年12月
该市全面解放。那些曾经逃离家园的居民开始纷纷返回家
园，试图开始新的生活，即使原来的“家”已变成了废墟中的危
楼。65岁的穆罕默德·迪卜今年3月返回家中，靠开小卖部维
持生计。虽然家中境况恶劣，但老人说：“我要留下来，这里承
载着我全部生命和奋斗成果。除了家，我还能去哪儿？”图为
7月28日，在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当地人在废墟中寻找可
用物品。 新华社记者阿马尔摄

7月28日，2017洛林国际热气球节在法国尚布莱-比西
耶尔举行，456只热气球相继升空。两年一届的洛林国际热
气球节创办于 1989 年，是全球规模较大的热气球活动之
一。 新华社记者陈益宸摄

■
■ 新闻分析

一年一度的龙舟节近日在洛杉矶长滩市举行，吸引了百
余队选手参赛。各种肤色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聚这里，同场
竞技，体验龙舟魅力。图为7月30日，在美国洛杉矶长滩市，
选手准备开始龙舟比赛。 新华社记者赵汉荣摄

7月23日，莫斯科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在茹科夫斯基市
闭幕。图为L-39“信天翁”教练机进行飞行表演。

新华社记者白雪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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