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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7日法国大
选结果出炉之前，萨科齐
就已经预料到自己要败走
麦城。除了在电视辩论上
没有占尽先机外，首轮投
票中获得 9.13%选票的中
间派候选人弗朗索瓦·贝
鲁公开挺奥，也是压倒萨
科齐的“最后一根稻草”。
萨科齐成为31年来首个未
能连任的法国总统。

不过，外交学院欧洲
研究中心主任赵怀普认
为，上述只是表面原因，彻
底断了萨科齐连任梦想的
是其糟糕的“政绩”。

败者·探因
出局者力挺奥朗德
萨科齐和奥朗德进入第二轮，而第一轮中

出局的候选人仍然保持着左右选举结果的影响
力。像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和极
左派“左翼阵线”候选人梅朗雄，支持率分别达
到17.90%和11.10%。

5月 1日，勒庞却做出了投“空票”的决定，
并让其支持者自由选择投票。这也意味着，萨
科齐极力争取极右翼选票的努力失败。

不仅如此，在首轮投票中获得 9.13%选票
的贝鲁，虽然右翼政见与萨科齐接近，但也选择
倒戈支持偏左翼的奥朗德。

再加上极左翼的梅朗雄在首轮投票后就号
召自己的支持者转而为奥朗德投票。事实上在
投票数据未披露时，萨科齐就已输掉了“前程”。

经济太差 下台不意外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杰

指出，事实上，萨科齐败走麦城并非因痛失中间
派，根本原因是在五年任期内，答出了糟糕的经
济成绩单。

赵俊杰指出，上台之初，萨科齐提出要给法
国人带来一个创新的、有活力的法国，还许诺将
失业率控制在 5%以下，但五年下来，法国的多
项经济数据都难以令人满意。

其中，近10%的失业率，巨额的贸易逆差和
公共债务，五年下来经济平均增长率不到 1%，
再加上欧债危机的影响，使得萨科齐当初的许
诺都未能兑现，令法国人非常失望。

此外，从萨科齐五年的政策上看，对富人阶
层比较照顾，对中下层选民的关注却不够，像提
高就业率、改善福利等承诺都无法兑现，丢掉了
不少选票。

任期时机差 赶上两场危机
此外，外交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赵怀普指

出，萨科齐任期中，法国大部分时间都在与金融危
机作斗争。从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到现
在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都让法国经济饱受困扰。

特别是今年 1 月，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
将法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由 3A下调为 2A+。这
些污点都成了奥朗德攻击萨科齐的“弹药”。奥
朗德甚至称，法国主权评级被降级是“总统的失
误，而非法国这个国家的问题”。

现年 57 岁。匈牙利
裔。萨科齐20岁时就踏入
政坛，28岁当选塞纳·那伊
市市长，34 岁时成为国会
议员。从 1993 年开始，萨
科齐先后在法国各届政府
中出任预算部长、内务部
长和财政部长。2007 年，
萨科齐作为人民运动联盟
领导人当选法国总统，是
法国政坛的右翼代表。

2007.11.25 萨科齐首次以总统身份
访问中国。中法元首会晤，强调反对台独。

2008.8.8 萨科齐出席北京奥运会
开幕式。

2008.10.24 抵京出席亚欧峰会，萨科
齐表示始终认为中国是法国的战略合作者。

2010.4.28 萨科齐访华，并出席上
海世博会开幕式。

2011.3.30 萨科齐来华出席国际货币
体系改革研讨会，与国家主席胡锦涛会晤。

2011.8.25 萨科齐出访途中“闪电”
访华，与中国领导人商讨国际金融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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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很好战 被称“小拿破仑”
萨科齐素以“小拿破仑”著称，致力于

打造“强大法国”的形象，并在一些所谓法
国“传统势力范围”内积极行动。

如2011年带头强力介入利比亚内战，
成为推翻卡扎菲政权的主要外国势力。
这为萨科齐在国内各阶层和政治势力当
中赚得不少加分。同时，萨科齐主张与美
国建立“深厚、真诚、坚定”的伙伴关系，在
其上台后与美国的关系不断升温。

“奥朗德成为法国总统，必须受到尊重”
萨科齐 6日晚承认自己在选举中落败，同

时“祝奥朗德好运”。“法国人民已经作出了选
择……奥朗德成为法国总统，他必须受到尊
重。”

萨科齐在竞选过程中说，如果成为法国第
二名未能成功连任的总统，他将退出政坛。他
6日再次暗示“退休”可能。“我不是推卸责任的
人。如果失败，我是第一个承受后果的人。”他
说，“我为这次失败承担所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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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重压
一串政府下课

萨科齐落败，成为欧洲债务危机 2009年
爆发以来，又一名“倒下”的欧洲国家领导
人。在他之前，西班牙、意大利和爱尔兰等多
国政府已“因债更迭”。

西班牙
2011年11月，西班牙在债务警报声中举

行提前选举，时任首相何塞·路易斯·罗德里
格斯·萨帕特罗放弃参选，阿尔弗雷多·鲁瓦
尔卡瓦带领执政党工人社会党角逐选举。然
而，反对党人民党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
党主席马里亚诺·拉霍伊出任新首相。

拉霍伊和萨帕特罗在 2004 年和 2008 年
议会选举中两度交锋，均败在萨帕特罗手
下。然而，欧债危机后的西班牙最终选择了
拉霍伊。西班牙媒体当时评论，拉霍伊行事
直接务实，“略显乏味”，但对期待扭转经济危
局的选民而言，人格魅力不再那么重要。

爱尔兰
同样，爱尔兰前总理布赖恩·考恩所领导

的政府未能完成任期。爱尔兰 2010 年 11 月
陷入债务危机，经济形势恶化导致国内政治
局势动荡。绿党宣布退出执政联盟后，考恩
建议总统解散议会，议会选举提前至2011年2
月。统一党领导人恩达·肯尼接棒，成为爱尔
兰新总理。

希腊
乔治·帕潘德里欧 2009 年当选希腊总

理。当选之初，帕潘德里欧信誓旦旦，将采取
果断措施把希腊经济拉离恶化轨道。

然而，执政两年，债务问题迟迟未决，希
腊屡屡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伸手求
援。2011年10月31日，帕潘德里欧宣布把欧
盟救援新方案付诸全民公决，令欧元区其他
国家措手不及，市场震荡，希腊随后叫停公
决。迫于压力，帕潘德里欧与反对党达成协
议，组建联合政府协议，自己不再出任总理。
同年 11 月 11 日，希腊前中央银行行长卢卡
斯·帕帕季莫斯就职总理，承诺领导联合政府
争取援助资金，避免债务违约。

意大利
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

2011 年 11 月宣布正式辞职，乘车离开官邸。
这名“顶住”性交易案和贪腐案指控的总理，
最终在欧债危机下无奈离开。在贝卢斯科尼
乘车离开途中，不少民众抛出硬币“招呼”他。

葡萄牙
和西班牙等国家类似，葡萄牙议会选举

2011年赶走执政党。最大在野党社会民主党
得益于欧洲债务危机引发的不满情绪，时隔6
年后再度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社会党总书
记、看守政府总理若泽·苏格拉底宣布辞职。

丹麦
2011年9月，丹麦中左翼政党集团（红营）

在新一届议会选举中击败执政10年的中右翼
联盟（蓝营）后上台执政，胜出的主要原因还
是欧债危机所引发的不满，类似的还有芬兰。

英国
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也在欧债危机爆

发后下台，但压垮他的经济原因略有不同，更
多被认为是2008年金融危机。

2010年5月，英国举行欧债危机爆发以来
首次议会选举，工党败北，结束 13 年连续执
政。布朗坦言，这是“我的错”。综合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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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科齐的支持者得知选举初步统计结果后哭泣。萨科齐的支持者得知选举初步统计结果后哭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