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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距离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不
到三周时间，登记参选的全部11名候
选人4日晚举行了第二场电视辩论，针
对就业、欧盟、反恐、政治道德和社会
体制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和辩论。从辩
论后的民调结果看，这场被视为法国
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最难预测的总统选
举目前仍然存在很大变数。

主打“反体制牌”
法国新闻电视台BFMTV和CNews

举办的这次电视辩论本来预计进行
3个多小时，但由于候选人多达11
人，辩论最终持续4个多小时，到深
夜才结束。

辩论后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选
情出现的最大变化是，极左翼候选人
梅朗雄异军突起，以25%的“说服力”
成为当晚电视辩论的赢家。此前民
调支持率居前的“非左非右”独立候
选人马克龙、右翼共和党候选人菲永
和极右翼“国民阵线”候选人玛丽娜·
勒庞在电视辩论中没有出现太多意
外，基本维持了原有的支持率。

在当晚的电视辩论中，有关法国
现行体制和如何看待欧盟的争论最
为激烈。梅朗雄提出终结第五共和
国体制、限制包括总统在内的政治人
物的权力、对欧盟条约进行重新谈判
等主张。勒庞希望通过公投退出欧
盟和欧元区。马克龙则希望结束法
国长期以来左右两派轮流执政的政
治格局。反对现行体制成了候选人
争取选票的主要手段。

这场电视辩论除了让候选人阐
述竞选纲领外，还增加了关于政治道
德的专门辩论，反映出当前法国民众
对政治人物的不信任正在加深。选
举政治并没有给国家带来真正的改
变，失业率高企、经济增长乏力、恐怖
威胁严重、社会矛盾激化、治安状况
恶化，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右翼的共和党本来对这次选举
志在必得，但法国媒体从今年1月底
开始，不断曝光该党候选人、前总理
菲永在担任议员期间长期为其夫人
和子女发放“空饷”的丑闻，导致菲永
个人形象严重受损，民调支持率一跌
再跌。不过，菲永仍坚持参选，希望能
在最后时刻拉回中间派的摇摆选民。

来自左翼社会党的现任总统奥
朗德支持率持续低迷，早早就宣布放
弃谋求连任。而在奥朗德不参选的
情况下，一度被舆论看好的法国前总
理瓦尔斯却在初选中遭遇失败。最
终，提出极端施政纲领的阿蒙赢得初
选。但左翼五年来执政成绩不佳使
得阿蒙支持率一直很低，在4日晚的
电视辩论后，阿蒙的“说服力”和支持
率仍没有超过10%。有分析人士认
为，如果百年大党社会党此次大选失
利，将有分崩离析的危险。

勒庞和马克龙在今年前三个月
中支持率持续领先。勒庞强调反对
现行体制，主张退出欧盟和欧元区。
虽然出于“国民阵线”“去妖魔化”的
需要，她对一些主张进行了柔化和包
装，但并未作出实质性改变。不到
40岁的前经济部长马克龙去年成立

“前进”运动，希望在法国创立不同于
传统左右政党的新兴势力。虽然这
两人看似政策迥异，尤其是在对欧盟
的态度上——一个反欧，一个亲欧；
一个要退出欧盟和欧元区，一个要加
强欧洲一体化建设，但其实他们依靠
的都是反体制这张牌。

悬念仍将持续
从此次电视辩论的结果看，马克

龙的“说服力”为21%，不及梅朗雄。

但由于没有出现大的失误，因此在另
外一项关于“哪位候选人最具总统风
范”的民调中，马克龙以27%的支持
率拔得头筹。

综合近期民调结果看，马克龙最
终赢得总统选举的可能性最大。多
项民调显示，马克龙和勒庞在第一轮
投票中得票率可能不相上下，但在第
二轮投票中马克龙将以绝对优势胜
出。

不过，长期跟踪法国选举的分析
人士表示，虽然马克龙支持率很高，但
在大选前仍可能发生变化，尤其是马
克龙自称“非左非右”，其支持者摇摆
性较大。有民调显示，支持马克龙的
受访者中有近一半人目前尚未决定最
后投票给谁，而支持勒庞和菲永的选
民中接近80%的人已经作出决定。

目前来看，大多数法国人并不支
持勒庞的政策主张，民调也显示超过
三分之二的人认为她当选总统对法
国来说是一种危险。但勒庞上台的
可能性并非不存在。一旦选举前发
生严重恐袭事件，部分选民有可能受
情绪影响转投这位极右翼候选人。

此外，现在还有多达40%的法国
选民表示没有看到合适的候选人，这
一巨大摇摆群体的存在让此次法国
大选结果更加充满变数。

据新华社电

法国将迎“最难预测”总统选举
马克龙“最具总统风范”但勒庞上台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

美国龙虾在中国“火”了。

头天清晨，美国缅因州小红莓岛

上的渔民布下捕虾笼，捞起挥舞利爪

的龙虾。次日晚间，在中国东北的家

庭餐桌上，肥美的蒜蓉龙虾香气四

溢，让人食指大动。

小小的龙虾，将远隔千山万水的

中美两国联系在一起，演绎着 21 世

纪的“拍案惊奇”——一百六十多年

前就已存在的缅因州捕虾业几度辉

煌，几度沉寂，在产业转型的浪潮中

趋于衰落，在供过于求的竞争中几近

崩盘，却因得到中国食客的青睐而全

盘复活。

这是美国《华盛顿邮报》讲述的

“龙虾传奇”，也是“中国吃货救活美

国产业”的网络戏谑，更是中美经贸

合作互利共赢的鲜活范例。透过“龙

虾传奇”，让我们感受到中美经贸关

系共生共存、互利共赢的本质。

1972年，中美关系恢复之初，双

边贸易额只有1288万美元。1979年，

中国人对美国商品最直观的认识还是

冒着气泡的可口可乐。仅仅数十年

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经增长200多

倍。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

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美国则是中国第

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

庞大的消费群体，多元的消费需

求，正让中国成为美国重要的产品市

场。龙虾产业则是中美经贸领域的

后起“新秀”。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美国出口中国的龙虾总值超过1

亿美元，总量超过 635 万公斤，双双

创新高。在全球贸易持续低迷的现

状下，中美贸易逆势上扬、龙虾产业

表现抢眼，恰恰证明两国经贸合作的

活力和潜力。

龙虾产业的供需高度匹配，折射

中美经济结构的优势互补。今天，从

玩具到服装，从箱包到手机，高品质

的“中国制造”降低美国的物价水平，

为美国家庭节省不少开支。从缅因

的捕虾人到得克萨斯的棉农，从佛罗

里达的建筑商到西雅图波音制造厂

的工人，从中国成千上万的企业到数

以亿计的消费者，中美双方都在分享

经贸合作的红利。

舌尖上的美国龙虾，见证中美经

贸合作的深入，更是中美社会文化交

流碰撞、发生奇妙“化学反应”的催化

剂。正如可口可乐曾经引领八十年

代中国城市消费风尚一样，走俏中国

餐桌的美国龙虾，映照出中国民众消

费观念和消费实力的变化。

回望中美经贸关系数十年历程，

也曾历经风雨坎坷，始终相向而行。

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经贸合作

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本质不变，对

未来的积极期许不变。从省州合作

到产能合作，从新能源到新材料，期

待中美创造更多“龙虾传奇”，造福两

国民众和世界经济。 据新华社电

“中国吃货救活美国产业”期待更多中美“龙虾传奇”

韩国军方称
朝鲜试射导弹

韩国军方5日称，朝鲜当天早晨
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试射一枚发射
物，疑似弹道导弹。

韩联社援引韩国军队联合参谋
本部消息报道，朝鲜当地时间早晨6
时40分左右，于咸镜南道新浦一带
发射一枚飞行物，飞行距离大约60
公里。发射物具体类型不详，军方
正在进一步分析。韩国军方表示，
朝鲜当天试射在地面而非水下，排
除潜射可能。青瓦台国家安保室长
金宽镇当天紧急召集安保会议，商
讨对策。

据新华社电

■环球万象

俄罗斯抓捕
6名恐怖嫌犯

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5日发
布消息称，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
安全局和国民近卫军当日在圣彼得
堡开展联合抓捕行动，逮捕6名来自
中亚的恐怖嫌疑人。

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新闻
部门的消息称，被抓捕的嫌疑人自
2015年11月起在圣彼得堡招募来
自中亚的移民参加恐怖组织“支持
阵线”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行
动小组在这些嫌疑人的住处搜出
宣扬极端思想的读物、证件和物品
等。

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表示，目
前获取的信息暂未表明这些人与4
月3日发生的圣彼得堡地铁爆炸事
件有关联。 据新华社电

一年来美国人
对中国好感上升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4日公布的
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过去一年里美国
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显著改善。目前，
44%的美国人对中国抱有好感，比去
年上升7个百分点。

这份在2月16日至3月15日进
行的民调显示，无论是美国共和党人
还是民主党人，对中国抱有好感的比
例都出现较大升幅。

目前，美国39%的共和党人对中
国抱有好感，比去年上升12个百分
点；49%的民主党人对中国抱有好感，
比去年上升10个百分点；41%的独立
人士对中国抱有好感，比去年上升1
个百分点。

在不同年龄段，美国人对中国的
好感度差别较大，其中年轻人对中国
的好感度最高。在18岁至29岁的美
国人中，51%的人对中国抱有好感；
在30岁至49岁的美国人中，47%的人
对中国抱有好感；在50岁以上的美
国人中，36%的人对中国抱有好感。

皮尤研究中心认为，美国人对中
国的好感度显著改善与他们对美国
经济状况的乐观情绪大幅增强有
关。民调显示，目前58%的美国人认
为美国经济状况良好，比例远高于去
年的44%。 据新华社电

马克龙 勒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