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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当地时
间 5 日凌晨宣布，在全民公投结果确
认“反对”宪法改革后，他将辞去总理
职务。

尽管正式公投结果还没有公布，
但多项出口民调结果和意大利内政
部的初步计票均显示约 60％的参与
投票选民投下“反对”票。接近 70％
的注册选民参加此次公投，明显高于
历届选举的平均投票率。

伦齐说，反对宪法改革的阵营已
经取得“非常清楚的”胜利，“我的执
政经历就此结束……祝我们所有人
好运”。

这次修宪公投被认为是伦齐任
内力推的最重要改革。伦齐先前表
示，如果公投反对宪法改革，他将辞
任总理。

伦齐说，他晚些时候会在最后一
次内阁会议上宣布辞职，而后前往总
统府，向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正式
提交辞呈。

根据程序，马塔雷拉将努力协调
主要政党组建新内阁，如果努力失
败，他会宣布提前选举。

不少政治分析师认为，公投后意
大利政局的最可能走向是由伦齐所
在的民主党主导，组建一届看守内
阁，直至 2018年春季的议会选举。

一些媒体回顾此次公投的形势
走向时认为，凭借执政党在议会席位
的优势，总理伦齐似乎显得过于自
信，认为推动改革有相当胜算，因而
在推动修宪公投时许下“不通过即辞
职”的承诺，却被反对派大做文章。

反欧洲一体化、反移民的最大反

对党“五星运动”党有意将此次公投
诠释为针对伦齐的“信任投票”，该党
领导人、喜剧明星贝佩·格里洛甚至
呼吁选民凭“胆量”做出“支持”或“反
对”的决定。

出任总理两年多来，伦齐实施了
一些改革措施，但意大利经济仍没有
走出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一些民
众先前表达投票倾向时确实表现出
对 经 济 的 不 满 和“ 改 变 ”现 状 的 心
态。在民调愈发对支持修宪派不利
时，伦齐不得不澄清，这次公投并非
关于自己的“信任投票”。

不少分析师认为，此次公投势必
增加意大利的政治不确定性，也可能
对意大利经济尤其是银行业带来冲
击。对于近年来危机不断、疲于应对
民粹思潮的欧盟来说，反欧盟政党取
得这次公投胜利不啻于又一次打击。

随着公投出口民调愈发倾向于
“反对”派，欧元对美元汇率开始走
低，在伦齐宣布辞职后进一步下挫，
盘 中 由 2 日 尾 市 时 的 1 欧 元 兑 换
1.0664 美元下跌至 1 欧元兑换 1.0508
美元，跌幅超过 1％，也创下 20 个月
以来的新低。 新华社特稿

“无限悲伤”

奥地利内政部 4 日公布的计票
结果显示，前绿党领导人亚历山大·
范德贝伦和霍费尔的得票率分别为
53.3％和 46.7％。尽管这一统计不包
括邮寄选票，但范德贝伦胜局已定。
最终结果最迟将于 6日公布。

现年 45 岁的霍费尔在投票结束
后不久即承认败选。自称“无限悲
伤”，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祝贺亚历
山大·范德贝伦取得成功，我号召全体
奥地利人团结在一起，共同合作。”

按法新社说法，霍费尔的竞选主张
与特朗普和主张脱欧的人士类似，均
为反移民、反全球化、反政治建制派。

欢欣鼓舞

4日的轻松获胜对 72岁的范德贝
伦而言可谓意外之喜，因为此前民调
预测他与霍费尔的支持率不相上下。
经过 11个月鏖战最终取得选举胜利，
这让范德贝伦的支持者欣喜若狂。

4日晚在首都维也纳一家酒店举
行的胜选派对上，一块巨幅屏幕上滚
动着范德贝伦对其支持者说的致谢

词：“感谢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非常、
非常、非常长的路。”

德新社援引一份选举前和选举
当天进行的民调结果说，范德贝伦对
欧盟的态度是民众支持他的最关键
原因。

角力继续

范德贝伦胜选后，欧洲多名领导
人均表示欣慰。奥地利总理克里斯
蒂安·克恩第一时间祝贺范德贝伦获
胜，并称范德贝伦“将在国内外以一
种优异方式代表奥地利”。欧洲议会
议长马丁·舒尔茨称，这是“反欧盟、
向后看的民粹主义”的失败。德国副

总理西格马·加布里尔称，“奥地利选
举结果是理性对右翼民粹主义的一
次清晰胜利”。

此外，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
及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西班牙首相
马里亚诺·拉霍伊、希腊总理亚历克西
斯·齐普拉斯等人纷纷送上祝贺。

然而美联社注意到，范德贝伦获
胜有可能预示着奥地利社会的进一步
分裂。这名新胜选总统曾表示不会在
自由党领衔的政府中宣誓就职。不过
自由党在定于2018年举行的议会选举
中很有可能获胜。如果范德贝伦坚守
诺言，这会使奥地利陷入难以预料结
果的政治困境。 新华社特稿

4 日，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骨灰正式落葬在圣地亚
哥的圣伊菲热尼亚墓地。

圣地亚哥，是卡斯特罗起义革命的开始，是他一生传奇的结束。
半个世纪后，当卡斯特罗与圣地亚哥再次相遇，却是英雄魂魄的回归。

骨灰落葬圣地亚哥
清晨 5 时，黑夜还笼罩着古巴的“英雄之城”圣地亚哥。正值冬

季，寒风拂过圣地亚哥城市的心脏——安东尼奥·马赛奥革命广
场。广场旁大道上已经挤满人，大家静静地等待着与“总司令”菲德
尔·卡斯特罗作最后的告别。

6时 35分许，运送卡斯特罗骨灰的车队启动，向圣伊菲热尼亚墓
地驶去。卡斯特罗的骨灰被安放在一个刻有他全名“菲德尔·卡斯
特罗·鲁斯”的木质骨灰盒内，骨灰盒上覆盖着一面折叠的古巴国
旗，外有透明水晶罩保护。

车队缓缓前行，古巴国歌《巴亚莫之歌》响起。安东尼奥·马塞
奥革命广场上的一句标语格外醒目，“昨日的起义之城，今日的宜居
之城，永远的英雄之城”。

60 多年前，菲德尔带领革命军在圣地亚哥打响革命起义的第一
枪。遵循其遗嘱，菲德尔骨灰被安葬在这座他革命事业开始的城市。

尽管葬礼不向民众开放，但许多民众聚集在墓地附近，希望送
别这位革命领袖。

7 时，车队抵达圣伊菲热尼亚墓地。广场上的人群逐渐散去，悼
念卡斯特罗的活动画上句号。

“直到永远的胜利！”
在拉美左翼阵营眼中，卡斯特罗是社会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告

诫拉美人民走独立自主之路，绝不向霸权主义低头。
卡斯特罗早年积极推动各国独立运动，晚年则扮演着拉美左翼阵营

精神领袖的角色。他经常撰文批评美国，为其他拉美国家领导人鼓劲。
萨尔瓦多总统桑切斯·塞伦说，卡斯特罗一生所追求的就是拉

丁美洲需要团结一致、第三世界需要团结一致。他不朽的精神指引
我们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向我们诠释只要坚持，理想终将实现。

“我们将誓死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任何试图征服或控制古巴
的人只能收集到沾满鲜血的尘土，或是在战斗中被我们消灭。菲德
尔！菲德尔！直到永远的胜利！”劳尔·卡斯特罗 3 日晚在安东尼奥·
马赛奥革命广场群众集会上演讲的最后一句话，被古巴电视台循环
播放。 新华社特稿

12月4日，在古巴圣地亚哥市圣伊菲热尼亚墓地，士兵守卫在
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墓碑前。

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骨灰4日在古巴圣地亚哥市圣
伊菲热尼亚墓地安葬，为期9天的国悼期也于当日结束。新华社发

卡斯特罗魂归
“英雄之城”圣地亚哥

奥克兰火灾遇难者升至33人
刑事调查程序启动

据新华社旧金山12月4日电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城市奥克
兰火灾现场处置 4 日进入第二天，目前已确认的遇难人数升至 33
人。与此同时，刑事调查人员已经进入现场，启动搜证程序。

随着清理现场工作的开展，已确认的遇难人数一天内 3 次上调，
由 9人升至 24人，继而增至 30人，后至 33人。

阿拉米达县执法官办公室发言人雷伊·凯利说，目前已确定 8 名
遇难者的身份，其中包括一名未满 17 岁的未成年人。凯利说，找到
33 具遗体时，清理面积完成 35％至 40％。清理现场及搜寻遇难者还
需要几天时间。但目前仍不清楚火灾发生时仓库内的确切人数以
及成功逃生的人数。

另外，记者从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了解到，中方一直与美方
保持联系，目前没有收到与奥克兰火灾相关的通报。

就这场对奥克兰而言迄今为止后果最为惨烈的火灾，市政府承
受巡查和监管不力指责。奥克兰市长莉比·沙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
上说，刑事调查人员已经进入现场，开始为刑事诉讼搜集线索。

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城市奥克兰的一座仓库 2 日夜发生火灾，事
发仓库地处奥克兰东部，在一个工厂和居民住宅混合区内。

背后有深因

对于什么是民粹主义，存在不同
的定义和内涵。事实上，左右翼都有
民粹主义，其共同点是反对精英阶层、
主流政治和既有体制。民粹主义者自
称在为“被遗忘的普通人”发声。在奥
地利总统选举中，候选人霍费尔以“奥
地利第一”为竞选口号，向竞争对手挑
战说，“你的背后是上流社会精英，而
我有人民与我同在”。

以往，欧洲民粹主义政党支持率
很低。但近些年来，它们的影响力持
续上升，成为欧洲政坛不容轻视的政
治力量。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
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
原因。

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日前
在《外交》杂志刊文指出，欧美当前共同面临着经济停滞
的挑战，这与人口结构、全球化、技术和预算等问题相
关。对此，建制派希望推行标本兼治的解决方案，但这
种渐进主义让许多选民不满，后者想要更加激进的改革
方案。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界主流未能倾听和解决民众的
担忧，新兴政治力量就会煽动恐惧和偏见，致使民粹主
义抬头。”他写道。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认为，欧盟
现在面临各种经济、社会、安全挑战，引发中下阶层民众
的严重不满，这为民粹主义提供了很好的土壤。传统主
流政党对于当前问题束手无策，解决不了问题，就为民
粹主义政党提供了机会。

欧盟迎危机

当前，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能看到民粹主义政党的
身影，虽然影响或大或小，但其政治主张有着相似之处，
包括反欧盟或反欧元、反对外来移民等。

比如，在英国脱欧公投中，脱欧派最重要的主张就
是反移民，而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战线等民粹主义政
党也持同样立场。

这股民粹主义风潮不仅改变欧洲各国政治格局，平
添各种不确定性和未知风险，而且给二战后开启的欧洲
一体化进程带来严峻挑战。

冯仲平认为，当前，民粹主义的兴起可以说是欧洲一
体化最大的敌人，欧洲一体化的理念思想实践正是民粹主
义所反对的。民粹主义要求把“主权”从欧盟手中拿回来。

更大的挑战是，民粹主义政党即使借助民意上台，
也难以解决欧洲面临的各种难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容
克就曾明言，民粹主义尽管能够提出很好的问题，但很
少能够找到正确的答案。

冯仲平认为，由于欧洲深陷各种危机，无论是主流
政党还是极右翼政党都没有能力很快解决这些问题，预
计欧洲今后较长时间将处于经济低迷、政治动荡、外交
内向、一体化停滞境地。

大戏在后头

今年 11 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欧洲民粹主义政
党一片欢呼雀跃，认为“精英们的世界正在坍塌，而他们
的世界正在建立”。

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表示，在英国脱欧
和特朗普赢得大选后，她赢得法国大选将是席卷全球政治
风暴的下一步。极右翼的荷兰自由党主席海尔特·维尔德
斯说：“美国发生的事情在欧洲和荷兰也可以发生。”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说，欧洲国家近年
来出现经济上的保护主义、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社会思
潮上的民粹主义，这背后折射出精英与民众的分裂、贫
与富的分裂、传统欧洲人与外来移民的分裂，也是精英
层内部的分裂。

2017年，欧洲国家还将迎来多场重要选举，包括法国
总统选举、荷兰大选、德国大选等。民粹主义和传统政党
之间、反建制派和建制派之间的博弈仍是关注焦点。此
外，也不排除一些传统政党为获取选票，可能吸收民粹主
义政党的部分主张。 据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新西兰总理约翰·基 5日突然
宣布辞职，震动朝野。虽然这一
决定出于个人原因，但在新西兰
经济稳定、执政党明年选情看好
之际，作为成功连任两届的总理，
这一决定令人诧异。

约翰·基当天在国会每周例
行发布会上，拿着一份事先准备
好的讲稿，字斟句酌地说：“我绝
对 相 信 国 家 党 会 赢 得 下 一 次 选
举，但如果要问我是否能再完成
第四个任期，我无法面对公众给
出那个肯定的答案。”

他说：“这是我做出的最艰难
的决定，眼下还没决定下一步去
向，但现在是应该离开的时候了。”
当地媒体推测，促使他做出这一决
定的是他的妻子布罗娜，从政 14
年、执政 8年，意味着聚少离多，促

使他对外宣布：回归家庭。
新西兰实行议会制，议会中

占多数席位的党派负责组阁，党
首出任总理。国家党 12 日将举行
特别会议，选出新一任党首。届
时，约翰·基会向总督递交辞呈，
辞去总理职务。

约翰·基属意副总理兼财政
部长的比尔·英格里希接任党首，
但表态称，无论谁出任党首，他都
会给予支持。宣布辞职后，新西
兰 最 大 的 在 野 党 工 党 领 袖 安 德
鲁·利特尔在社交媒体发声，赞誉
约翰·基的奉献精神。

不过，辞职消息公布后，新西
兰元对美元汇率应声下跌。公众
反应几乎一致：震惊与茫然。

新西兰明年将举行三年一次
的议会选举，国家党选情一路看

好，尤其是约翰·基的支持率一直
遥遥领先。新西兰旅游业和畜牧
业发展势头良好，近年来唯一被
在 野 党 诟 病 的 是 一 路 飞 涨 的 房
价。

约翰·基的离去同时化解了
一个悬念。议会制的特点决定了
政府首脑不受任期限制，但新西
兰历史上还未出现过任期超过三
届的情况，约翰·基现在与之前工
党 领 袖 海 伦·克 拉 克 任 期“ 打
平”。克拉克在带领工党争取第
四届任期时败北，于是留下“三届
之困”之“咒”。

只是，约翰·基在冲刺前决定
退出，为这一悬念提前画上句号，
同时也为国家党以另一张面孔冲
击下一次选举留下悬念。

新华社特稿

修宪公投“失利”

意大利总理宣布辞职

范德贝伦赢得奥地利总统选举
极右翼总统落选 整个欧洲松了口气

12月4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前绿党领导人范德贝伦（前）与
支持者庆祝胜利。

奥地利内政部4日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前绿党领导人范德
贝伦在当天奥地利重新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以明显优
势击败自由党候选人霍费尔，当选奥地利总统。 新华社发

12月5日，在意大利罗马，意大利总理伦齐宣布辞职。
意大利总理伦齐当日宣布辞职。 意大利媒体当天说，初步统计结

果显示，意大利修宪公投反对票超过赞成票，修宪被否决已成定局。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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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场 选 举 ，两 种 动
向。4 日举行的奥地利总
统选举中，右翼民粹政党
奥地利自由党候选人霍费
尔落败。同一天，意大利
修宪公投中，反对阵营大
幅领先，力推修宪的总理
伦齐宣布辞职。

两场选举的背后，是
欧洲传统政治势力与日益
上升的民粹主义、建制派
与反建制派、全球化与逆
全球化之间的争夺与博
弈。这种对垒将成为未来
欧洲政坛的一大主题，欧
洲政治生态或将因此改变
重塑。

4日的奥地利总统重选结果让
整个欧洲都松了口气。自由党候
选人诺贝特·霍费尔以明显劣势落败，
未能成为二战后欧洲国家选出的首个
出自极右翼政党的总统。

总统在奥地利只具象征意义，并
无实权。路透社评论说，霍费尔的败

选至少暂时中止了困扰西欧
国家的民粹主义浪潮。

新西兰总理去职为哪般？

12月5日，在新西兰惠灵顿，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出席新闻
发布会。 新华社发

菲总统杜特尔特接受
副总统辞去内阁职务

新华社马尼拉12月5日电（记者 杨天沐 董成文）菲律宾总统杜
特尔特 5 日宣布，接受副总统莱妮·罗布雷多辞去“住房与城市发展
协调委员会主席”这一内阁职务的决定，同时重新任命新的人选。

菲律宾总统新闻办公室主任安达纳尔当天援引杜特尔特的话
说：“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接受副总统莱妮·罗布雷多的辞呈。”安达纳
尔同时还宣布总统任命内阁部长莱昂西奥·艾瓦斯科兼任“住房与
城市发展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罗布雷多 4 日宣布辞去“住房与城市发展协调委员会主席”这一
内阁职位，但她同时表示不会辞去副总统一职。罗布雷多是近一周
内第二位因与杜特尔特理念不和辞职的高官。

罗布雷多在辞呈中解释了辞职的原因：“我已经尽全力避免我
们之间的分歧……但是你（杜特尔特）要求我（从 5 日起）不再出席所
有的内阁会议，让我无法完成自己的工作。”

艾瓦斯科解释了杜特尔特不再让罗布雷多出席内阁会议的原
因：“分歧可能存在，但是对于内阁来说需要有一个共识，这至关重
要。一个内阁成员需要谨慎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要公开地发表反
对意见。”

自罗布雷多上任以来，多次公开在媒体上就扫毒、恢复死刑、降
低犯罪责任年龄及安葬前总统马科斯等问题上发表与杜特尔特相
反的意见。

根据菲律宾宪法规定，菲律宾的总统和副总统分别由选举产
生，总统和副总统可以属于不同的政党。杜特尔特代表菲律宾国家
力量党，而罗布雷多属于自由党。按照菲律宾政治传统，总统在最
开始任命内阁成员时，须将“住房与城市发展协调委员会主席”职位
交给副总统担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