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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欧洲议会选举探析
———“欧洲选举”还是“次等国内选举”?

张　 磊

　 　 内容提要: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２５ 日ꎬ第八次欧洲议会选举在欧盟 ２８ 个成员国进行ꎮ

选举结果是:主流政党丢失选票ꎬ极右翼政党获得更多席位ꎮ 此次选举充分体现了欧洲议

会选举所具有的“次等国内选举”的特征ꎮ 新一届欧洲议会的联盟构建总体保持稳定ꎬ极

右翼议员的增多会促使主流党团结盟即“大联盟”的比例有所增加ꎮ 极右翼政党对欧洲议

会的影响相对有限ꎬ但是对成员国政治可能影响深远ꎮ 欧洲议会与欧洲理事会围绕下一届

欧盟委员会主席的人选进行了复杂的政治博弈ꎬ容克的最终当选体现出诸多政治信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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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２５ 日ꎬ第八次欧洲议会选举在欧盟 ２８ 个成员国进行ꎬ选举产

生了新一届欧洲议会ꎮ 此前ꎬ欧洲议会选举已经举行了七次ꎬ除去首次选举吸引了大

量关注外ꎬ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ꎮ 但是ꎬ此次情况略有不同:首先ꎬ近年来的金融

危机充分说明ꎬ欧盟层面的政策可以影响成员国的每一个公民ꎮ 不论是关于紧缩或是

增长的争论ꎬ还是欧盟层面的政策协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ꎻ其次ꎬ这是«里斯本条约»

生效后的首次欧洲议会选举ꎮ «里斯本条约»扩大了欧洲议会的立法权、预算权和监

督权等诸多权力ꎬ使欧洲议会在欧盟决策体系中的作用日趋重要ꎮ 此次选举将决定未

来五年欧洲议会的组成ꎬ进而影响欧盟的立法和未来的发展ꎻ最后ꎬ这次欧洲议会选举

结果可能与下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人选有关ꎮ 那么ꎬ备受关注的 ２０１４ 年欧洲议会选

举是否真正成为欧洲层面的选举? 还是与历次选举一样仍然具有“次等国内选举”的

特征? 选举后新一届欧洲议会的党团格局有哪些变化? 选举对欧洲议会以及欧盟政

治产生哪些影响? 容克当选为下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复杂过程背后隐藏了哪些信

息? 本文将对此作一初步探讨ꎮ



一　 从欧洲议会选举结果看“次等国内选举”的特征

欧洲议会选举是 ２０１４ 年的一件大事ꎮ 选举前的政治形势已初露端倪ꎬ一些预测表

明:第一ꎬ主流政党会丢失选票ꎬ中右翼的欧洲人民党党团(ＥＰＰ)和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

党团(Ｓ＆Ｄ)之间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ꎬ两大党团的席位数仍将居于欧洲议会前两位ꎬ且

议席差距会缩小ꎻ第二ꎬ极右翼政党将在 ２０１４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更多的席位ꎮ① 法

国国民阵线、荷兰自由党以及英国独立党都在民意调查中有较好的表现ꎮ 有议员预测ꎬ

英国独立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有可能超过工党ꎬ成为英国获得席位最多的政

党ꎬ而保守党则位居第三ꎮ② 最终的选举结果确实未超出预计:主流政党丢失选票ꎬ极右

翼政党获得更多席位ꎬ尤其是法国国民阵线、英国独立党、丹麦人民党成为国内获得选票

最多的政党ꎬ极右政党得票率在匈牙利排在第二位ꎬ在希腊和奥地利排在第三位ꎮ③

根据«里斯本条约»ꎬ新一届欧洲议会议员总数减少为 ７５１ 名ꎮ 就党团组成来看ꎬ

选举的最终结果一方面取决于竞选活动和选举本身ꎬ另一方面取决于选举后议会党团

的重组ꎮ④ 从 ５ 月 ２６ 日开始到 ７ 月初新一届欧洲议会首次召开全会ꎬ欧洲议会党团的

议员数量在不断变化(参见表 １):一些政党选择脱离原有的党团ꎬ加入其他党团⑤ꎻ首

次进入欧洲议会且没有归属的新政党成为各党团争取的对象ꎬ每个党团都希望尽可能

吸收更多意识形态相近的力量ꎮ 截止到 ７ 月 １ 日新一届议会首次举行全会ꎬ欧洲人民

党党团共获得 ２２１ 个议席ꎬ占总席位的 ２９.４３％ꎮ 虽然仍排在第一位ꎬ但与上届议会的

２７４ 个议席相比有了大幅下降ꎮ 社会民主党党团获得 １９１ 个议席ꎬ占总席位的

２５ ４３％ꎬ议席数基本上与上届议会持平ꎮ 第一大党团与第二大党团的差距明显缩小ꎮ

保守党 党 团 ( ＥＣＲ ) 拥 有 议 席 ７０ 个ꎬ 成 为 新 一 届 议 会 的 第 三 大 党 团ꎮ 自

由民主党党团(ＡＬＤＥ)获得６７个议席ꎬ由上届议会的第三位降为第四位ꎮ左翼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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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ａ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ｉｌｌ Ｆ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Ｐ? ”ꎬ ２０ Ｍａｙ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ｖｏｔｅｗａｔｃｈ.ｅｕ / ｅｎ / ｎｅｗｓ.ｈｔｍｌ＃４００２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１ Ｍａｙ ２０１４. 笔者在欧洲议会(布鲁塞尔)的访谈(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１２ 月)也证明了这一点ꎮ

笔者在欧洲议会(布鲁塞尔)的访谈ꎬ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１２ 月ꎮ
参见欧洲议会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ｕｌ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４.ｅｕ / ｅｎ / ｓｅａｔｓ－ｍｅｍｂｅｒ－ｓｔａｔ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ｅｄ ｏｎ ２９ Ｍａｙ ２０１４.
笔者在欧洲议会(布鲁塞尔)的访谈ꎬ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ꎮ
比如罗马尼亚国家自由党(Ｒｏｍａｎ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Ｐａｒｔｙ)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宣布离开自由民主党党团ꎬ

加入人民党党团ꎮ Ｅｕｒａｃｔｉｖｅꎬ “Ｒｏｍａｎｉａｎ Ｌｉｂｅｒａｌｓ Ｓｅｅｋ ＥＰＰ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ꎬ ２６ Ｍａｙ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ｕｒａｃｔｉｖ. ｃｏｍ /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ｅｕ－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４ / ｒｏｍａｎｉａｎ－ｌｉｂｅｒａｌｓ－ｓｅｅｋ－ｅｐｐ－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３０２４０１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５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



插入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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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团(ＧＵＥ / ＮＧＬ)获得 ５２ 个议席ꎬ排在第五位ꎮ 绿党党团(Ｇｒｅｅｎｓ / ＥＦＡ)拥有 ５０ 个

议席ꎬ排在第六位ꎮ 上届议会的极右翼党团“自由和民主欧洲党团”(ＥＦＤ)更名为“自
由和直接民主欧洲党团”(ＥＦＤＤ)ꎬ虽然排在第七位ꎬ但比上届议会 ３３ 个议席有了明

显提升ꎮ 该党团由来自 ７ 个成员国的 ４８ 名议员组成ꎬ包括英国独立党、意大利五星运

动、立陶宛的秩序和正义党、瑞典民主党、捷克自由公民党、拉脱维亚农民联盟和法国

的独立议员ꎮ① 法国国民阵线和荷兰自由党未能成功组建新的极右翼党团ꎬ②现为无

党团归属的独立议员ꎬ这类议员共计 ５２ 名ꎮ③

选举过程和结果充分显示ꎬ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仍然具有“次等国内选举”的特征ꎮ
“次等国内选举”(ｓｅｃｏ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ꎬ又译为“二流选举”)的概念最早由卡

尔海因茨赖夫(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ｚ Ｒｅｉｆ)和赫曼施密特(Ｈｅｒｍａｎ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提出ꎮ 他们认为ꎬ
首次欧洲议会直选本质上是 ９ 个同时举行的次等国内选举ꎮ 对选民和政党来说ꎬ国内

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是“一等选举”ꎬ而其他选举ꎬ包括补选、市政选举、各种地方选举

和欧洲议会选举ꎬ重要性则相对减弱ꎬ因此只能被视为“次等国内选举”ꎮ 两种选举的

主要区别在于“次等选举”的政治风险要远远小于“一等选举”ꎮ④ 事实上ꎬ欧洲议会选

举确实具有“次等选举”的特征ꎮ 在选举过程中ꎬ竞选围绕国内问题而非欧洲问题展

开ꎻ国内政党控制选举ꎬ选举结果受国内政治影响ꎮ 更重要的是ꎬ相同的政党体系同时

在“一等选举”和“次等选举”中发挥作用ꎮ 此外ꎬ由于“次等选举”没有“一等选举”重
要ꎬ选民们往往在“次等选举”中更加依照本意(ｈｅａｒｔ)投票ꎬ而非用头脑(ｈｅａｄ)策略性

地投票ꎮ⑤ 卡尔海因茨赖夫和赫曼施密特指出ꎬ欧洲议会选举具备“次等选举”的
三个主要特征:参选率一般低于国内选举ꎻ执政党往往损失较大ꎻ小党派相对取得较好

的成绩ꎮ 迈克尔马什(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ｒｓｈ)的经验研究还发现了“选举周期对执政党的

影响”ꎮ 通常来看ꎬ欧洲议会选举可以作为国内大选的晴雨表ꎮ 尤其是当欧洲议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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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ｙｓ Ｎｉｇｅｌ Ｆａｒａｇｅ”ꎬ １９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ｆｄｇｒｏｕｐ.ｅｕ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ｉｔｅｍ / ｎｅｗ－ｅｆｄ－ｇｒｏｕｐ－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
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４.

荷兰自由党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发表声明ꎬ表示未能组建党团ꎬ但同时希望未来能组建欧洲议会党团ꎮ Ｅｕ￣
ｒａｃｔｉｖｅꎬ “Ｄｕｔｃｈꎬ Ｆｒｅｎｃｈ Ｆａｒ－ｒｉｇｈｔ Ｆａｉｌ ｔｏ Ｆｏｒｍ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Ｇｒｏｕｐ”ꎬ ２４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ｕｒａｃｔｉ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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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ｌｙ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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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２８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６５０－６７９.



举处于国内两次大选之间时ꎬ执政党往往招致选民的抗议ꎬ丢失大量选票ꎮ① 尽管也

有学者对“次等国内选举”理论持不同意见ꎬ比如马克富兰克林(Ｍａｒｋ Ｎ.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认为ꎬ考虑到国内选举投票率也在下降、强制性投票在减少等因素ꎬ欧洲议会选举的投

票率并没有真正下降ꎻ②还有研究发现ꎬ选民对欧洲一体化的偏好确实对其投票发挥

一定的作用ꎬ但总体而言ꎬ“欧洲层面”因素的影响非常有限ꎬ“次等国内选举”的判断

基本成立ꎮ③

２０１４ 年的第八次欧洲议会选举仍未脱去“次等国内选举”的标签ꎬ欧洲层面因素

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ꎮ 首先ꎬ从选举过程来看ꎬ欧洲议会选举仍然缺乏泛欧的统一竞

选ꎬ基本上仍是 ２８ 个成员国的国内政党针对不同国内议题的竞选ꎮ 虽然早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ꎬ欧洲议会就通过决议ꎬ要求欧洲政党联盟提出下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人选ꎮ④ 欧

洲议会将“这一次不同”(Ｔｈｉｓ ｔｉｍｅ ｉｔ’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作为动员民众的口号ꎮ 五个欧洲政党

联盟响应了这一号召ꎬ提出了该党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候选人ꎮ⑤ 在欧洲议会选举举行

前夕ꎬ主要政党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参加了多次电视辩论ꎬ希望以此激发选民的

兴趣ꎬ为各自政党拉票ꎮ 德语词汇“热门人选”(Ｓｐｉｔｚｅｎｋ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ｎ)成为新创的流行词

汇ꎮ 不少人对此寄予厚望ꎬ认为此举能够改变欧洲议会“次等选举”的特征ꎮ⑥ 但是ꎬ
候选人在成员国竞选时ꎬ实际上更多的是作为相应的国内政党的代表ꎬ而不是作为欧

盟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出现ꎮ 成员国对欧洲政党提名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候选人的支持

和讨论都十分有限ꎮ⑦ 具体来看ꎬ第一ꎬ国内政党控制了选举ꎮ 国内政党决定本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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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ｒｓｈꎬ “Ｖｏｔｅ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４”ꎬ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Ｇｒｏｕｐꎬ １２－１３ Ｍａｙꎬ ２００６.

Ｍａｒｋ Ｎ.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ꎬ “Ｈｏ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ａｕｓｅ Ｔｕｒｎｏｕ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ꎬ 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２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３０９－３２８.

Ｓｉｍｏｎ Ｈｉｘ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１９４－
１９６.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４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３ 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ａｒｌ.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ｓｉｄｅｓ / ｇｅｔＤｏｃ.ｄｏ? ｐｕｂＲｅｆ ＝ － / / ＥＰ / / ＴＥＸＴ＋ＴＡ＋Ｐ７－ＴＡ－
２０１３－０３２３＋０＋ＤＯＣ＋ＸＭＬ＋Ｖ０ / / Ｅ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Ｎ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５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

欧洲人民党的候选人为卢森堡前首相让－克洛德容克(Ｊｅａｎ－Ｃｌａｕｄｅ Ｊｕｎｃｋｅｒ)ꎮ 欧洲社会党候选人为时
任欧洲议会议长马丁舒尔茨(Ｍａｒｔｉｎ Ｓｃｈｕｌｚ)ꎮ 自由民主党的候选人为比利时欧洲议会议员居伊伏思达(Ｇｕｙ
Ｖｅｒｈｏｆｓｔａｄｔ)ꎮ 欧洲绿党有两名候选人:法国欧洲议会议员若泽博韦(Ｊｏｓé Ｂｏｖé)和德国欧洲议会议员斯卡凯
勒(Ｓｋａ Ｋｅｌｌｅｒ)ꎮ 左翼党联盟候选人为希腊激进左翼联盟领袖阿莱克斯齐普拉斯(Ａｌｅｘｉｓ Ｔｓｉｐｒａｓ)ꎮ

Ｉｎｇｅｂｏｒｇ Ｔｏｍｍｅｌ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ｓｔｓ－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Ｅｓ￣
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ꎬ 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ｓ.ｌｓｅ.ａｃ.ｕｋ / ｅｕｒｏｐｐｂｌｏｇ / ２０１４ / ０１ / １４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
ｌｉａｍｅｎｔ－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ｎｏ－ｌｏｎｇｅｒ－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ｅｓｔｓ－ｔｈｅｙ－ａｒ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ｆｏ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ｄｉ￣
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５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

德国是一个例外ꎬ由于马丁舒尔茨是德国社民党富有声望的候选人ꎬ同时也是下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
有利的竞争者ꎮ 媒休对舒尔茨和容克的报道和讨论相对较多ꎮ



候选人、竞选纲领和策略ꎬ甚至决定欧盟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在本党竞选中所占的分

量ꎻ①第二ꎬ竞选围绕的既不是欧盟层面的政党和候选人的表现ꎬ也不是欧盟的政治议

程ꎬ而是国内议题ꎮ 虽然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ꎬ一些国家辩论的议题包括欧盟紧缩政

策和欧盟干预等内容ꎬ且欧洲议题围绕支持一体化 /反对一体化层面展开ꎬ但是这些辩

论并不在选举中占据主导地位ꎮ 只有当某些欧洲问题与国内政治有关且对竞选有利

时ꎬ成员国政党才会辩论欧洲问题ꎬ否则更多关注的是国内问题ꎮ 比如ꎬ尽管西班牙出

现了批评欧盟紧缩政策的声音ꎬ但是围绕此次欧洲议会选举的竞选活动仍然与以往一

样ꎬ并没有更多地辩论欧洲问题ꎮ② 法国的欧洲议会选举竞选活动由于诸多原因启动

较晚ꎬ３ 月份举行的市政选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洲议会选举ꎬ而政党的竞选活动

也主要围绕国内问题展开ꎬ民众也更加关注经济和社会问题而非欧洲问题ꎮ 在英国ꎬ
尽管欧盟成员国身份是此次欧洲议会选举辩论的主题之一ꎬ但是主要政党只是利用这

一机会来为明年的大选做准备ꎬ而非真正地辩论欧洲问题ꎮ 由于芬兰经济遇到诸多困

难ꎬ且即将到来的国内议会大选(２０１５ 年 ４ 月)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选民的注意ꎬ因
此ꎬ其政党更关注国内问题ꎮ 保加利亚的竞选辩论③主要围绕左右分野展开ꎬ其选举

更像是国内政治版图变化前的彩排ꎬ辩论的主题是这一变化是通过政府更迭还是提前

进行选举来完成ꎮ④ 因此ꎬ２０１４ 年欧洲议会选举从本质上看仍然不是跨国的“欧洲选

举”ꎬ而是若干个国内竞争的集合ꎮ
其次ꎬ从选举的结果来看ꎬ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ꎬ小规模政党在选举中的表

现比 ２００９ 年更好ꎬ导致三大主要党团人民党党团、社会民主党党团和自由民主党党团

都付出了一定的代价ꎮ ２０１４ 年欧洲议会选举后共计 １９０ 个成员国政党⑤有议员被选

出ꎬ比 ２００９ 年选举多了 ２０ 多个政党ꎮ⑥ 同时由于一些政党事实上是选举联盟ꎬ实际上

的政党数量大约在 ２００ 个ꎮ 此次选举后ꎬ２８ 个欧盟成员国中有 ２０ 个成员国都有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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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笔者在欧洲议会(布鲁塞尔)的访谈ꎬ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ꎮ Ｓｏｎｉａ Ｐｉｅｄｒａｆｉｔａ ａｎｄ Ｖｉｌｄｅ Ｒｅｎｍａｎꎬ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 Ｈａｌｆ－ｈｅａｒｔｅｄ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ｕｒｎｏｕｔ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ꎬ ＥＰＩＮ Ｐａ￣
ｐｅｒｓꎬ １１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ｅｐｓ.ｅｕ / ｂｏｏｋ / ％Ｅ２％８０％９８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Ｅ２％８０％９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ｈａｌｆ－
ｈｅａｒｔｅｄ－ａｔｔｅｍｐ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ｕｒｎｏｕｔ－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ｌｅｇｉｔ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５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

Ｃａｒｍｅ Ｃｏｌｏｍｉｎａ ａｎｄ Ｅｌｉｎａ Ｖｉｉｌｕｐꎬ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ｐａｉ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ｌｅｃ￣
ｔｉｏｎ”ꎬ ＥＰＩＮ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ꎬ ２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ｅｐｓ.ｅｕ / ｂｏｏｋ / ｉｍｐａｃｔ－ｓｐａｉｎ％Ｅ２％８０％９９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ｒｉｓｉ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５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

部分中东欧国家的竞选辩论也涉及乌克兰与欧盟关系以及欧盟能源问题ꎬ但并不占主导地位ꎮ
Ｓｏｎｉａ Ｐｉｅｄｒａｆｉｔａ ａｎｄ Ａｎｎｅ Ｌａｕｅｎｒｏｔｈꎬ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ｐａｔｈｙ ａｎｄ Ａｎｇｅ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２０１４ Ｅ￣

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ＥＰＩＮ Ｐａｐｅｒｓꎬ ２０ Ｍａｙ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ｅｐｓ.ｂｅ / ｂｏｏｋ / 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ｐａｔｈｙ－ａｎｄ－ａｎ￣
ｇｅｒ－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ｕｎｉｏｎ－２０１４－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５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

根据欧洲议会网站公布的结果进行统计ꎬ由于将选举联盟视为一个政党ꎬ因此可能与某些统计结果略有
出入ꎮ

参见欧洲议会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ｕｌ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４.ｅｕ / ｅｎ / ｓｅａｔｓ－ｍｅｍｂｅｒ－ｓｔａｔ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ｅｄ ｏｎ １６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



党进入欧洲议会ꎮ 德国由于此次将选举门槛降低为 ３％ꎬ仅一个国家就有 ８ 个新政党

进入欧洲议会ꎮ 在首次进入欧洲议会的新政党中ꎬ议员人数最多的是意大利五星运动

党ꎬ共有 １７ 名议员ꎮ① 不少政党仅获得 １ 个议席ꎬ如斯洛文尼亚的新政党(Ｖｅｒｊａｍｅｍ)
以“反腐败”为旗号获得 １０.５％的选票ꎬ得到 １ 个议席ꎮ 克罗地亚的小党可持续发展党

(ＯＲａＨ)依靠反对现存政党和绿色议程获得 ９.４％的选票ꎬ也得到 １ 个议席ꎮ② 获得 １
个议席的小党大约在 ３０ 个左右ꎮ

第二ꎬ传统大党(包括执政党)失利ꎮ 很多成员国将欧洲议会选举视为地方选举

或国内大选的试金石ꎬ将投票作为对当前政府支持或不满的情绪表达方式ꎮ 希腊激进

左翼联盟以“反对紧缩政策”为竞选口号ꎬ赢得了大量选民的支持ꎬ打败了希腊执政

党ꎬ排在首位ꎮ 英国执政党保守党获得 ２３.３％的选票ꎬ排在第三位ꎬ落后于英国独立党

和工党ꎮ 法国执政党社会党获得的选票不到 １４％ꎬ落后于国民阵线和人民运动联盟ꎮ
丹麦执政党社会民主党获得 １９.１％的选票ꎬ落后于丹麦人民党ꎮ③ 克罗地亚总理佐兰

米拉诺维奇(Ｚｏｒａｎ Ｍｉｌａｎｏｖｉｃ)领导的执政党联盟(Ｋｕｋｕｒｉｋｕ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在 ２０１１ 年国内

议会选举中获得了超过 ４０％的选票ꎬ而在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的选票还不到

３０％ꎬ主要反对党则获得了超过 ４０％的选票ꎮ 斯洛伐克执政党虽然获得了 ２４.１％的选

票ꎬ是该国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ꎬ但是与其在两年前国内大选中获得 ４４％的选票相比

仍是大幅下降ꎮ④ 德国和意大利执政党的获胜则体现了选民对当前政府和执政党的

支持ꎮ 纵观所有成员国ꎬ在 ２０１４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ꎬ单一政党获得选票最高的政党是

马耳他的工党ꎬ共获得 ５３.４％的选票ꎮ 与之相对应ꎬ得票最低的获胜政党是荷兰政党ꎬ
仅获得 １５.４％的选票(参见表 ２)ꎮ ２８ 个成员国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国家没有一个政

党获得超过三分之一的选票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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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ａｓ Ｍｕｄｄｅ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ｓ.ｌｓｅ.ａｃ.ｕｋ / ｅｕｒｏｐｐｂｌｏｇ / ２０１４ / ０６ / １２ / 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ｓ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６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

Ｔｉｍ Ｈａｕｇｈｔ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ｒｅｚａ Ｎｏｖｏｔｎａ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Ｗａｓ Ｆａｒ ｆｒｏｍ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ａｃｒｏｓｓ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ｓ.ｌｓｅ.ａｃ.ｕｋ / ｅｕｒｏｐｐｂｌｏｇ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２９ / ｔｈｅ－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ｕ－ｓｔａｔｅｓ－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ｗａｓ－ｆａｒ－ｆｒｏｍ－ｕｎｉｆｏｒｍ
－ａｃｒｏｓｓ－ｅｕｒｏｐｅ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５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

参见欧洲议会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ｕｌ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４.ｅｕ / ｅ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４.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９ Ｍａｙ ２０１４.

Ｔｉｍ Ｈａｕｇｈｔ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ｒｅｚａ Ｎｏｖｏｔｎａ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ｗａｓ ｆａｒ ｆｒｏｍ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ａｃｒｏｓｓ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ｓ.ｌｓｅ.ａｃ.ｕｋ / ｅｕｒｏｐｐｂｌｏｇ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２９ / ｔｈｅ－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ｕ－ｓｔａｔｅｓ－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ｗａｓ－ｆａｒ－ｆｒｏｍ－ｕｎｉｆｏｒｍ－
ａｃｒｏｓｓ－ｅｕｒｏｐｅ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５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

Ｃａｓ Ｍｕｄｄｅ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ｓ.ｌｓｅ.ａｃ.ｕｋ / ｅｕｒｏｐｐｂｌｏｇ / ２０１４ / ０６ / １２ / 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ｓ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６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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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ꎬ根据欧洲议会公布的最终结果ꎬ此次选举投票率为 ４２.５４％ꎬ略低于 ２００９ 年

的 ４３％ꎮ① 自欧洲议会 １９７９ 年首次实行直接选举以来ꎬ投票率不断下降ꎮ 为了进一

步吸引选民ꎬ提高 ２０１４ 年欧洲议会选举的投票率ꎬ诸多机构和组织都开展了大量活

动ꎮ 如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ꎬ欧洲议会启动了其“竞选宣传活动”ꎮ 该项活动共分四个阶

段ꎬ一直持续到 ２０１４ 年选举出新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为止ꎮ 欧洲议会副议长表示ꎬ使欧

盟决策合法化并影响欧盟决策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欧洲议会表达民意ꎮ 欧洲议会是欧

盟公民的议会ꎬ在欧盟决策过程中代表了公民的声音ꎮ② 除欧盟机构外ꎬ一些非政府

组织也开展了各式各样的活动来动员选民ꎮ 如独立研究机构“投票观察”推出了关于

欧洲议会选举的软件ꎬ③意大利欧洲大学学院通过数据库和统计分析软件帮助选民选

择与自身观点最接近的政党ꎮ④ 尽管此次欧洲议会选举被寄予厚望ꎬ但是仍未扭转投

票率不断下降的趋势ꎮ⑤ 具体到每个成员国ꎬ投票率也不尽相同ꎮ 有些国家ꎬ如比利

时和卢森堡ꎬ实行强制性投票的规定ꎬ所以投票率接近 ９０％ꎬ而斯洛伐克和捷克的投

票率仅为 １３.０５％和 １８.２％ꎮ⑥ 索尼娅别德拉菲塔(Ｓｏｎｉａ Ｐｉｅｄｒａｆｉｔａ)和安妮劳恩若

斯(Ａｎｎｅ Ｌａｕｅｎｒｏｔｈ)认为ꎬ欧洲议会选举的投票率是民众不满情绪(ａｎｇｅｒ)和政治冷漠

(ａｐａｔｈｙ)的综合结果ꎮ⑦ 需要指出的是ꎬ许多国家的大选和地区选举的投票率以及美

国国会中期选举的投票率也并不高ꎮ⑧ 如果与美国相比ꎬ欧洲议会选举的投票率还算

令人满意ꎮ⑨ 投票率与民主合法性的关系也一直存在争议ꎮ

总体来看ꎬ此次欧洲议会选举后ꎬ新一届欧洲议会的政党体系更加“分裂”和“极

化”ꎮ 两大党团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党团共获得 ４１２ 个席位ꎬ比上届议会减少 ５８ 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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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欧洲议会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ｕｌ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４.ｅｕ / ｅｎ / ｔｕｒｎｏｕｔ.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９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２０１４ Ｅｌｅｃ￣

ｔｉｏｎ”ꎬ １０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ｐａｒｌ.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ｎｅｗｓ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ｒｏ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３０９０６ＩＰＲ１８８２７ / ｈｔｍｌ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ｔｏｗａｒｄｓ－２０１４－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

参见“Ｍｙｖｏｔｅ２０１４”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ｙｖｏｔｅ２０１４.ｅｕ / ｅｎ / ｈｏｍｅ / ｉｎｄｅｘ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２ Ｍａｙ ２０１４.
参见“Ｅｕａｎｄｉ”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ｅｕａｎｄｉ.ｅｕ / ｓｈｏｗＨｏｍｅ.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２ Ｍａｙ ２０１４.
欧洲议会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底公布的初步选举结果显示ꎬ此次欧洲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为 ４３.０９％ꎬ因此ꎬ大家一

度认为欧洲议会实行直接选举以来投票率首次止跌ꎮ
参见欧洲议会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ｕｌ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４.ｅｕ / ｅｎ / ｔｕｒｎｏｕｔ.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９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４.
Ｓｏｎｉａ Ｐｉｅｄｒａｆｉｔａ ａｎｄ Ａｎｎｅ Ｌａｕｅｎｒｏｔｈꎬ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ｐａｔｈｙ ａｎｄ Ａｎｇｅ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２０１４ Ｅ￣

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ＥＰＩＮ Ｐａｐｅｒｓꎬ ２０ Ｍａｙ ２０１４ꎬ ｐ.１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ｅｐｓ.ｂｅ / ｂｏｏｋ / 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ｐａｔｈｙ－
ａｎｄ－ａｎｇｅｒ－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ｕｎｉｏｎ－２０１４－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５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Ｊａｃｏｂｓ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ꎬ ＣＥＰ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ｅｐｓ.ｅｕ /
ｆｉｌｅ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４ / ０２ / Ｆｏｒｕｍ.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

Ｄａｎｉｅｌ Ｇｒｏｓ ａｎｄ Ｓｏｎｉａ Ｐｉｅｄｒａｆｉｔａꎬ “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ｉ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ꎬ
ＣＥＰ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ꎬ ２３ Ｍａｙ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ｅｐｓ.ｅｕ / ｂｏｏｋ / ｃｏｍｍｏｎ－ｍｉ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ａｂｏｕ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

帕斯奎尔帕斯奎诺(Ｐａｓｑｕａｌｅ Ｐａｓｑｕｉｎｏ)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做讲座时也表达了这一观
点ꎬ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３ 日ꎮ



员ꎮ 两大党团占欧洲议会议员总数的 ５４.８６％ꎮ 这一趋势也与整个欧洲政党政治的发

展趋势相吻合ꎬ即在一个政治体系内ꎬ有 ２－３ 个中等规模的政党ꎬ同时伴随 ３－５ 个小

党ꎻ传统意义的大党已不存在ꎬ中等规模的政党已算大党ꎮ 这一多党体系变动的灵活

性在逐渐增强ꎬ政党融合与政党分裂同时进行ꎮ 虽然 ２０１４ 年欧洲议会选举再次体现

了“次等选举”的特征:大党失利、小党获胜和低投票率ꎬ但是这一趋势在“一等选举”

即国内大选中也已显现ꎮ①

二　 主要政党的政策倾向与新一届议会的党团结盟格局

在欧洲议会的决策过程中ꎬ不同的程序对“议会多数”有不同的要求ꎮ② 由于没有

一个党团能控制欧洲议会的简单多数ꎬ更不用说达到绝对多数ꎬ因此ꎬ党团为了使议案

通过ꎬ必须与其他党团结成联盟ꎬ且结盟主要以意识形态和政策倾向为基础ꎮ 本部分

首先举例说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第七届欧洲议会的主要结盟方式ꎬ随后从主要政党 ２０１４

年竞选纲领入手分析其政策倾向ꎬ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新一届欧洲议会的党团结盟格

局ꎮ

(一)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第七届欧洲议会的结盟方式

欧洲议会中没有涉及所有问题的固定结盟方式ꎬ不同政策领域会有不同的党团联

盟ꎮ 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第七届欧洲议会中ꎬ党团结盟方式主要有三种:人民党党团和社

会民主党团结成的大联盟(有时也包括自由民主党党团)ꎬ社会民主党党团、自由民主

党党团和绿党党团(有时也包括左翼联盟党团)结成的中左翼联盟ꎬ以及人民党党团、

自由民主党党团和保守党党团结成的中右翼联盟ꎮ 第一ꎬ大联盟通常出现在农业、宪

法事务和法律问题等领域ꎮ 如人民党党团和社会民主党党团在农业领域结盟获胜的

比率为 ８０.７５％ꎮ 在宪法和机构间事务领域ꎬ人民党党团、社会民主党党团和自由民主

党党团常常结盟ꎬ比率超过 ８５％ꎻ第二ꎬ中左联盟通常出现在公民自由事务领域ꎬ在该

领域里ꎬ社会民主党党团和绿党党团一致投票的比率为 ８４.８４％ꎬ与自由民主党党团一

致投票的比率为 ８３.９４％ꎻ第三ꎬ在经济和货币事务领域ꎬ人民党党团倾向于和自由民

主党党团结成联盟(比率为 ９０.８％)ꎬ而社会民主党党团则与绿党党团一致投票(比率

为 ８５.４９％)ꎮ 此外ꎬ其他领域也体现出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结盟ꎮ 如在环境和公民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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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领域ꎬ人民党党团与保守党党团一致投票的比率为 ６９.６７％ꎬ而社会民主党党团更倾

向于和绿党党团、左翼联盟党团结盟ꎬ一致投票的比率分别为 ８５.６６％和 ８３.０６％ꎮ 在

工业、研究和能源领域ꎬ社会民主党党团和自由民主党党团一致投票的比率为 ８２.
９２％ꎬ人民党党团与保守党党团一致投票的比率为 ７７.５７％ꎮ① 以下三个例子可以说明

欧洲议会的党团结盟方式ꎮ
(１)对欧元区国家进行监管———大联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欧洲议会通过了两份与欧盟“两部立法” (Ｔｗｏ－Ｐａｃｋ)相关的决议ꎬ
要求对面临严重困难的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和预算进行严格监管ꎬ对监督和预算评估实

行统一的法律条款ꎬ同时要求成员国预算与“欧洲学期”对经济政策的指导相一致ꎮ②

欧洲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两项决议ꎮ 人民党党团、社会民主党党团、自由民主党

党团和绿党党团结成了大联盟ꎬ支持对欧元区国家进行严格监管ꎮ
(２)产假指令(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Ｍａｔｅｒｎｉｔｙ Ｌｅａｖｅ)———(中)左翼联盟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ꎬ欧洲议会以微弱多数在一读时通过了产假指令ꎮ③ 该指令将全薪

假期由 １４ 周延长至 ２０ 周ꎬ同时还包括一系列对母亲和孕妇有利的措施ꎮ 在该问题

上ꎬ欧洲议会出现了传统的左右政治分野:中左党团更强调对女性的保护ꎬ中右党团则

认为指令可能带来额外的经济成本ꎬ尤其对中小企业不利ꎮ 关键的投票主要针对一项

修正案:延长全薪假期至 ２０ 周ꎮ 最终欧洲议会以 ３２７ 票支持、３２０ 票反对通过了该项

修正案ꎮ 社会民主党党团、绿党党团和左翼联盟党团结成的联盟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３)扩大内部服务业市场———中右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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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 ９ 月ꎬ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内部服务业市场的决议ꎮ① 欧洲议会认

为ꎬ“２００６ 服务业指令”实施以来并未取得预期效果ꎬ成员国对指令进行片面解读及实

施不力的情况仍然存在ꎬ要求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采取更多措施以促进服务业的自由

流动ꎮ 决议特别强调ꎬ应确认和消除对服务业市场的不当限制ꎬ希望成员国尽可能利

用相互承认原则ꎬ鼓励制定发展服务业的欧洲标准ꎮ 人民党党团、自由民主党党团和

保守党党团结成的中右联盟对议案的通过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二)主要政党 ２０１４ 年竞选纲领分析

在 ２０１４ 年欧洲议会竞选纲领中ꎬ主要政党联盟围绕金融危机、环境、欧盟改革、欧
盟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阐述了其立场ꎮ

欧洲人民党认为ꎬ人民党执政的政府对危机迅速做出反应ꎬ并制定了经济改革、有
利于增长的预算巩固和创造就业机会的议程ꎮ 人民党相信欧元是可靠的货币ꎬ能够保

证政治稳定和经济竞争力ꎮ 该党要求改革金融市场ꎬ使欧洲所有银行遵循相同规则ꎬ
并针对全球金融市场建立更好的规制框架ꎮ 人民党不希望出现“中央集权化”的欧

洲ꎬ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开放、负责和民主的欧洲ꎮ 人民党的政策基石是社会市场经济ꎬ
在自由和团结的原则之间保持平衡ꎻ要求实现有竞争力的且创新的经济之上的可持续

增长ꎬ同时要保护环境ꎮ 人民党希望建立欧盟能源市场ꎬ对低碳科技进行投资ꎻ要求欧

盟成员国之间就边界管理进行更广泛的合作ꎬ控制进入欧洲的移民以确保安全ꎬ打击

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ꎮ 人民党还要求将数据保护视为一项基本人权ꎬ呼吁增强欧洲

的外交、安全和防务能力ꎬ但对欧盟进一步扩大的态度更为谨慎ꎬ同时要促进欧洲邻国

实行民主和法治ꎮ 该党强调建立更加互信的跨大西洋关系ꎬ使发展政策更加有效ꎮ②

欧洲社会党将与失业作战视为首要事项ꎬ未来五年的中心目标是创造就业机会ꎮ
社会党认为紧缩政策对欧洲有害ꎬ要投资明智的再工业化项目ꎬ关注创新、研究和培

训ꎬ要求金融市场为所有欧洲人服务ꎮ 社会党强调“社会欧洲”的重要性ꎬ要纠正对公

共服务(如健康、教育和住房)的批评ꎬ确保经济自由不会损害社会权利ꎻ重视平等和

妇女权利ꎬ希望多样化的欧洲以团结为基础ꎻ要求安全和健康的生活ꎬ保护个人数据和

信息ꎻ希望欧盟成为一个平等参与的民主联盟ꎻ投资绿色经济、可再生能源和技术ꎬ认
为欧盟应当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保持领导地位ꎻ在全球推行欧洲的价值和原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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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和平、尊重人权ꎬ包括妇女和儿童权利ꎮ①

欧洲自由民主党希望拥有一个创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欧洲ꎻ相信欧洲单一市

场的能力ꎬ进一步推进单一市场的扩张ꎬ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和创新机会ꎬ提升欧洲竞争

力ꎻ推动欧美自贸区以及与其他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ꎻ要求教育改革ꎬ支持第五

自由———知识的自由流动ꎻ要求保护环境ꎬ保证能源安全ꎻ希望改革欧盟预算ꎬ减少浪

费ꎻ加强欧盟经济治理ꎬ使金融市场恢复稳定ꎻ希望欧盟在世界上更强大ꎬ内部更安全ꎻ

扩大仍然是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必要工具ꎬ支持邻国进行的民主和经济改革ꎻ希望

保证欧盟移民政策开放ꎬ加强对非法移民的管制系统ꎻ保护基本权利和公民自由ꎬ欧盟

应在保护数据隐私方面走在前列ꎻ推动签署新的欧盟条约ꎬ使欧盟更加有效和透明ꎮ②

欧洲绿党希望通过一个新的绿色方案(Ａ Ｇｒｅｅｎ Ｎｅｗ Ｄｅａｌ)来结束紧缩政策ꎬ更多

地投资于可持续发展部门和科技ꎮ 绿党要求创建“社会欧洲”ꎬ在欧盟法律中增加社

会进步条款ꎬ通过“欧洲社会卡”(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ｒｄ)和促进就业等措施更好地保护

工人的权利ꎻ希望改革金融部门ꎬ创建强有力的欧洲银行业联盟ꎻ呼吁对减排实行有法

律效力的目标ꎬ建立共同能源政策ꎬ取消核能ꎬ禁止开采页岩气ꎻ将可持续发展视为每

一项经济决定的核心ꎬ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ꎻ促进性别平等ꎬ反对暴力ꎻ确立欧盟最

低税收水平以避免不公平的税收竞争ꎻ保护公民隐私、数据和网络自由ꎻ进一步推进欧

洲一体化ꎬ加强欧洲议会的权力ꎬ对欧盟进行改革ꎻ希望欧盟确立以价值观为驱动的共

同外交政策ꎬ在世界舞台上尤其是气候变化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ꎬ在对外政策包

括贸易政策中强调人权ꎻ希望欧洲对难民更加公平ꎬ对欧盟未来扩大持开放态度ꎮ③

总体来看ꎬ四大主要政党联盟在很多问题上有相似的偏好ꎬ都支持欧洲进一步一

体化ꎬ对欧盟进行改革ꎬ加强欧盟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ꎮ 但是ꎬ具体到社会经济问题ꎬ

主要政党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人民党和自由民主党是典型的中右政党ꎬ强调经济

竞争力ꎬ希望签订“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ＴＴＩＰ)ꎮ 欧洲社会党和绿党是

中左政党ꎬ要求建立“社会欧洲”ꎬ更重视社会公正、性别平等和公民权利(参见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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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主要欧洲政党 ２０１４ 年欧洲议会竞选纲领的优先考虑事项

政党 欧洲人民党 欧洲社会党 欧洲自由民主党 欧洲绿党

１ 改革金融市场
创造更多和更好的工

作

创造就业机会ꎬ促进

经济增长
重新改造欧洲经济

２
更加民主和负责任的

欧洲
重新启动经济 支持教育改革 建立“社会欧洲”

３ 鼓励增长和就业
使金融部门为每个人

服务

保护环境ꎬ保证能源

安全
控制金融部门

４

建立融合自由和团结

的社会市场经济ꎬ尊

重环境

建立“社会欧洲”
促进一个更加创新、

有竞争力的欧洲

有法律效力的减排目

标ꎬ将可持续发展视

为核心

５ 保证自由流动 保护平等和妇女权利
改革欧盟预算ꎬ减少

浪费
促进性别平等

６ 控制进入欧洲的移民
为公民的安全和健康

而战

保证欧盟移民政策开

放

建立更加公平的税收

体系

７
确保数据保护是一项

基本人权
促进多样化的欧洲 使金融市场恢复稳定

保证公民隐私和网络

自由

８ 促进全球和平与稳定
确保一个更加民主的

欧洲

欧 盟 在 世 界 上 更 强

大ꎬ内部更安全
深化欧洲一体化

９
对欧盟进一步扩大更

加谨慎

绿色欧洲 (保证能源

安全和清洁环境)

保护基本权利和公民

自由

对欧盟未来扩大持开

放态度

１０
与欧洲邻居建立更加

牢固的关系

增强欧洲在世界的影

响力

推动签署新的欧盟条

约

确立以价值观为驱动

的共同外交政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主要欧洲政党 ２０１４ 年欧洲议会竞选纲领和“ＤｅｂａｔｉｎｇＥｕｒｏｐｅ”网站数据(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ｄｅｂａｔｉｎｇｅｕｒｏｐｅ.ｅｕ / )制作ꎮ

此外ꎬ极左翼的欧洲左翼党联盟希望结束紧缩政策ꎬ建立更加公平的经济体系ꎬ在欧盟

层面有更多的合作和团结ꎬ给予人民更多权利ꎬ拒绝签订 ＴＴＩＰꎬ要求欧盟独立于美

国ꎮ① 欧洲保守党联盟并没有发布竞选纲领ꎬ不过其核心———英国保守党的首要事项

是英国的国家利益ꎬ希望将更多权力回归成员国ꎬ对欧洲层面进行改革ꎮ② 极右翼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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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联盟“自由欧洲联盟”(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Ｆｒｅｅｄｏｍ)提出ꎬ欧洲人民拥有自我决定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的权利ꎬ包括独立、自治、语言和文化的承认ꎬ强调国家主权和从属

性原则ꎬ要求重新审视单一货币和移民问题ꎮ①

(三)新一届欧洲议会的党团结盟格局

２０１４ 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束后ꎬ新一届议会的联盟构建(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将总体

保持稳定ꎮ 三种联盟仍将继续存在ꎬ即人民党党团和社会民主党团结成的大联盟ꎬ社
会民主党党团、自由民主党党团和绿党党团结成的中左联盟ꎬ以及人民党党团、自由民

主党党团和保守党党团结成的中右翼联盟ꎮ
新一届议会中ꎬ当涉及欧洲一体化、宪法和法律问题时ꎬ欧洲议会党团结成大联盟

的可能性较大ꎮ 同时ꎬ大联盟的比例可能会有所上升ꎬ尤其是面对极右翼政党的威胁

时主流政党会更加团结一致ꎮ 人民党党团和社会民主党党团已经表示ꎬ针对来自欧洲

怀疑主义和极端政党的崛起ꎬ维护欧洲的团结和稳定成为左右主流政党的首要任务ꎬ
党团之间的合作将进一步加强ꎮ② 在某些领域ꎬ如就业、环境、司法和内务领域ꎬ中左

翼联盟获胜的可能性较大ꎬ而在另外一些领域ꎬ如涉及经济、单一市场等问题时ꎬ中右

翼联盟获胜的可能性更大ꎮ
极右翼政党彼此之间结成联盟ꎬ以及极右政党(党团)与主流政党结成联盟的可

能性均不高ꎮ 首先ꎬ极右翼政党一致投票的比率非常低ꎮ 比如ꎬ对七个极右翼政党在

第七届议会中记名式投票记录的统计分析表明ꎬ法国国民阵线和荷兰自由党一致投票

的比率只有 ５１％(参见表 ４)ꎬ而主流党团的凝聚力则大约为 ９０％ꎮ 可以预见ꎬ在新一

届欧洲议会中ꎬ极右翼政党分裂程度仍然较为严重ꎻ其次ꎬ针对极右力量在 ２０１４ 年选

举后上升的趋势ꎬ主流政党已达成协议ꎬ要共同对抗极右翼政党ꎬ既不会与极右翼政党

结成联盟ꎬ也不允许这些政党获得欧洲议会中的重要职位ꎬ如副议长和议会委员会主

席职位ꎮ③ 这一趋势在新一届议会的首次全会和委员会会议中已经显现ꎮ 议长由社

会民主党党团的马丁舒尔茨继续担任ꎮ 在 １４ 名副议长席位中ꎬ人民党党团获得六

个ꎬ社会民主党党团获得三个ꎬ自由民主党党团获得两个ꎬ绿党党团、左翼联盟党团获

和保守党党团分别获得一个ꎮ④ 在欧洲议会 ２０ 个常设委员会和两个分委会的主席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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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中ꎬ人民党党团获得八个ꎬ社会民主党党团获得七个ꎬ自由民主党党团获得三个ꎬ保

守党党团获得两个ꎬ绿党党团和左翼联盟党团分别获得一个ꎮ① 极右翼党团和政党议

员未获得一个副议长或委员会主席职位ꎮ

表 ４　 极右翼政党一致投票的比率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

ＰＶＶ ＵＫＩＰ ＦＮ ＦＰＯ ＬＮ ＳＮＳ ＶＢ

ＰＶＶ －－ ６７％ ５１％ ４８％ ４３％ ３７％ ５５％

ＵＫＩＰ ６７％ －－ ４７％ ４３％ ３７％ ３３％ ４８％

ＦＮ ５１％ ４７％ －－ ８６％ ５４％ ４５％ ６４％

ＦＰＯ ４８％ ４３％ ８６％ －－ ５３％ ４５％ ６２％

ＬＮ ４３％ ３７％ ５４％ ５３％ －－ ５７％ ５４％

ＳＮＳ ３７％ ３３％ ４５％ ４５％ ５７％ －－ ４７％

ＶＢ ５５％ ４８％ ６４％ ６２％ ５４％ ４７％ －－

平均:５１％

　 　 注:ＰＶＶꎬ Ｐａｒｔｉｊ Ｖｏｏｒ ｄｅ Ｖｒｉｊｈｅｒｄꎬ 荷兰自由党

ＵＫＩＰ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Ｐａｒｔｙꎬ 英国独立党

ＦＮꎬ Ｆｒｏ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法国国民阵线

ＦＰＯꎬ 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ｌｉｃｈｅ Ｐａｒｔｅｉ Ｏ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ｓꎬ 奥地利自由党

ＬＮꎬ Ｌｅｇａ Ｎｏｒｄꎬ 意大利北方联盟

ＳＮＳꎬ Ｓｌｏｖｅｎｓｋａ Ｎａｒｏｄｎａ Ｓｔｒａｎａꎬ 斯洛伐克民族党

ＶＢꎬ Ｖｌａａｍｓ Ｂｅｌａｎｇꎬ 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

资料来源:ＶｏｔｅＷａｔｃｈꎬ “Ｈｏｗ Ｏｆｔｅｎ Ｈａｖｅ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 / ｆａｒ－ｒｉｇｈｔ 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Ｖｏｔｅｄ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ｉｎ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４?”ꎬ ＶｏｔｅＷａｔｃｈ Ｅｕｒｏｐ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５ /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ｖｏｔｅｗａｔｃｈ.ｅｕ / ｂｌｏ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

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ｖｏｔｅｗａｔｃｈ－ｅｕｒｏｐｅ－ｅｎｄ－ｏｆ－ｔｅｒｍ－ｓｃｏｒｅｃａｒｄ－ｐａｒｔ－３－ｆａｒ－ｒｉｇｈｔ－ｐａｒｔｉｅｓ－ｆｉｎａｌ.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

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４ Ｍａｙ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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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欧洲议会选举对欧洲政治未来发展的影响

欧洲议会选举与成员国议会选举有很大的不同ꎮ 成员国议会选举后ꎬ谁能成为议

会第一大党对未来政局影响很大ꎮ 但是ꎬ欧盟的政治体制与典型的国家政体不同ꎬ欧

洲议会中的党团不需要支持或者反对政府ꎬ议会的政治运作主要看党团的结盟ꎮ 人民

党党团和社会民主党党团仍然是欧洲议会第一大党团和第二大党团ꎬ欧洲议会的整体

运作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ꎮ 许多重要议案的通过仍要依靠两大党团的合作ꎮ 具体来

看ꎬ第一ꎬ由于人民党党团议席大幅减少ꎬ导致其相对权重有所降低ꎬ未来中左翼党团

可能在就业政策上会发挥更多的作用ꎬ可能有更多“社会欧洲”的成分ꎻ而在贸易领

域ꎬ尤其是涉及 ＴＴＩＰ 的谈判可能更加冗长和困难ꎻ第二ꎬ新一届议会中“大联盟”的比

例会有所上升ꎬ可能会产生多重影响ꎮ 西蒙希克斯(Ｓｉｍｏｎ Ｈｉｘ)表示ꎬ“大联盟”比例

上升可能导致未来欧盟变得更加保守ꎬ因为每个重要议案的通过都变得更加困难ꎬ人

民党党团更倾向紧缩ꎬ社会民主党党团更倾向增长ꎬ同时改革议程的最终达成也会困

难重重ꎮ① 索尼娅别德拉菲塔和安妮劳恩若斯也对大联盟比例的增加表示了担

忧ꎬ认为这一变化一方面会使选民对欧洲议会政治更加不感兴趣ꎬ另一方面可能会进

一步导致极右翼政党对主流政党的批评ꎻ②第三ꎬ保守党党团超过自由民主党党团成

为第三大党团ꎬ一方面可使其更易于周旋于两大党团之间获得更多利益ꎬ另一方面内

部异质成分的增加也会导致其凝聚力下降ꎬ从而限制影响力的发挥ꎮ

虽然极右翼政党近期表现活跃ꎬ２０１４ 年欧洲议会选举后获得了更多席位ꎬ但是ꎬ

极右翼政党或党团对新一届欧洲议会的影响有限ꎮ 就欧洲议会而言ꎬ政党或党团实际

发挥的影响力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ꎬ除了数量上的优势ꎬ更重要的因素是政党或党

团的凝聚力ꎮ 此外ꎬ议员参与投票的比率(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也是影响因素之一ꎮ

第一ꎬ欧盟各成员国的极右翼政党彼此差别较大ꎬ意识形态和政策诉求也不相同ꎬ

因此ꎬ内部的分歧将成为其发挥作用的首要掣肘ꎮ 法国国民阵线与荷兰自由党早在

２０１３ 年就试图在新一届议会组建一个新的极右翼党团ꎬ但是ꎬ意识形态分歧最终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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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极右翼党团成为泡影ꎮ 在第七届欧洲议会中ꎬ主流党团的凝聚力大约在 ９０％ꎬ而
极右翼党团(ＥＦＤ)的凝聚力只有 ４８.５９％ꎮ① 从欧洲议会的历史来看ꎬ极右翼党团不断

出现ꎬ也不断分裂ꎬ很难有稳定的格局和政策导向ꎻ第二ꎬ欧洲议会议事规则也限制了

极右翼政党的作用ꎮ 极右翼政党人数仍然有限ꎬ且往往被主流党团排除在结盟对象之

外ꎬ也很难获得重要议案的报告起草人职位ꎬ因此ꎬ它们的议案很难通过ꎻ②第三ꎬ极右

翼政党参与投票的比率也相对不高ꎮ 在第七届欧洲议会中ꎬ人民党党团参与率为 ８４.
８８％ꎬ社会民主党党团参与率为 ８４.３９％ꎬ极右翼党团(ＥＦＤ)参与率为 ７８.６％ꎬ该党团

的核心———英国独立党的参与率仅为 ６１.０８％ꎮ③ 低参与率必然会影响其对议案的作

用ꎻ第四ꎬ极端政党相对来说更倾向于发表言论ꎬ以吸引媒体和大众的眼球ꎬ却很难提

出有影响力的动议、修正案等ꎮ④ 有评论指出ꎬ这些政党将欧洲议会视为一个平台ꎬ借
此向国内观众宣传其观点ꎻ⑤第五ꎬ一些极端政党会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ꎬ政治

实用主义可能会导致其部分极端主张逐渐缓和ꎮ 比如在欧洲议会选举进行之前ꎬ正统

芬兰人党的政策倾向逐渐由欧洲怀疑主义转为对欧盟进行批评ꎬ要求对欧盟进行改

革ꎬ呼吁“更少的、但是更好的欧盟”ꎬ其对移民和难民的态度也有所缓和ꎮ 在新一届

欧洲议会ꎬ该党选择加入保守党党团而非极右翼党团ꎮ⑥ 尽管如此ꎬ对待极右翼政党

还应该谨慎ꎬ尤其是主流党团应对极右翼政党提出的问题有所回应ꎬ提出受选民支持

的措施和方案ꎮ
２０１４ 年欧洲议会选举后ꎬ虽然极左翼政党、欧洲怀疑主义政党、抗议政党等极右

政党加起来大约获得 ３０％议席ꎬ但是这些政党很难对支持一体化的主流政党构成挑

战ꎮ 总体来看ꎬ新一届欧洲议会仍然以支持一体化的力量为主流ꎬ同时伴随着一定比

例的反欧洲一体化力量ꎮ 正如克丽娜斯特拉图拉特(Ｃｏｒｉｎａ Ｓｔｒａｔｕｌａｔ)指出ꎬ主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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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ｙ－ｔｏｎｅｓ－ｄｏｗｎ－ｉｔｓ－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ｅｕ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４.



党“支持欧盟的共识”(Ｅｕｒｏｐｈｉｌｅ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仍然会继续主导欧洲议会ꎮ① 当然ꎬ也不

排除在特定时刻ꎬ反欧洲一体化政党会制造负面舆论ꎬ影响欧洲民意ꎬ从而对一体化的

某些重要政策ꎬ如移民政策ꎬ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ꎮ 还需要指出的是ꎬ不能将极右 /疑

欧政党席位增加简单视为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抗议和反对ꎮ 丹尼尔格罗斯(Ｄａｎｉｅｌ

Ｇｒｏｓ)指出ꎬ民意测验显示ꎬ欧洲民众对欧盟机构的信任程度高于对国内机构的信任程

度ꎮ 大约 ４０％的民众相信欧洲议会ꎬ而只有 ２５％的民众相信国内议会(见图 １)ꎮ 疑欧

主义和其他抗议性政党的深刻根源在于对国内经济和政治体系的不满ꎬ因此ꎬ只有在

成员国内进行改革才能阻挡疑欧主义的浪潮ꎮ② 早在欧洲议会选举前夕ꎬ法国反对党

就将选举视为挑战政府的机会ꎬ人民运动联盟主席让－弗朗索瓦科佩(Ｊｅａ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Ｃｏｐｅ)指出ꎬ欧洲议会选举是促使奥朗德改变政策的第二个机会ꎮ 民调显示ꎬ大约

５０％的法国选民因为对社会党政府的政策不满而放弃投票ꎬ７１％的选民打算用欧洲议

会选举来惩罚法国总统及其政府ꎮ③

约翰加夫尼(Ｊｏｈｎ Ｇａｆｆｎｅｙ)进一步指出ꎬ极右政党的真正威胁不在于其在欧洲

议会发挥作用ꎬ而在于对成员国国内政治的影响ꎮ④ 就成员国层面而言ꎬ极右翼政党

可能间接地促使欧盟政策制定更加困难ꎬ因为成员国政党和政府可能会调整政策ꎬ以

更接近某些极右翼政党的诉求ꎮ 比如在德国ꎬ基民盟 /基社盟的一些成员已经赞同德

国另类选择党的某些观点ꎮ 英国保守党和意大利力量党也采纳了极右翼政党的某些

主张ꎮ 此外ꎬ英国独立党的获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英国关于欧盟成员国身份的全

民公决以及苏格兰脱离英国的全民公决ꎮ⑤ 法国极右力量的上升可能会对未来国内

大选产生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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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民众对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

　 　 资料来源:Ｄａｎｅｌ Ｇｒｏｓꎬ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ꎬ ＣＥＰ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ꎬ ６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ꎬ ｐ.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ｅｐｓ.ｅｕ / ｂｏｏｋ / ｅｕｒｏｐｅ－ｓｔｉｌｌ－ｓｔａｎｄｉｎｇ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

四　 欧洲议会选举与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关系

２０１４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是«里斯本条约»生效后的首次选举ꎮ «里斯本条约»扩
大了欧洲议会在欧盟委员会主席的选择与任命上的权力ꎬ由过去的同意(ａｐｐｒｏｖｅ)欧
洲理事会的提名改为就此提名进行选举(ｅｌｅｃｔ)ꎮ “欧盟委员会主席候选人由欧洲议

会组成成员的多数选举产生ꎮ”同时ꎬ欧洲理事会的提名“应考虑到欧洲议会的选举ꎬ
并事先进行适当磋商”ꎮ① 这表明ꎬ不仅欧洲议会有权参与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提名ꎬ而
且要使主席的人选反映欧洲议会的党派构成ꎮ 这一规定旨在加强选举与欧盟行政机

构的民主联系ꎮ 正是在此意义上ꎬ许多评论认为此次欧洲选举与以往极为不同ꎬ选民

可以“间接选举”欧盟委员会主席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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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ꎬ欧洲议会和部分欧洲理事会成员对条约的解读并不相同ꎮ① 并非所有欧盟

成员国政府首脑都接受获胜政党的候选人即为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ꎮ 德国总理默克

尔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表示ꎬ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和欧洲议会选举获胜的多数党之间没

有必然联系ꎮ②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的欧洲理事会非正式会议并没有表态支持人民党候

选人容克ꎮ 英国、瑞典、匈牙利公开反对容克或“热门人选”的提名过程ꎬ荷兰和意大

利也持怀疑态度ꎮ 欧洲议会则坚决要求欧洲理事会提名容克为下一届欧盟委员会主

席ꎬ同时警告将否决除容克外的其他任何候选人ꎮ③ 经过复杂的政治博弈和利益交

换ꎬ最终 ６ 月 ２６－２７ 日的欧洲理事会会议提名容克ꎬ２８ 个成员国中有 ２６ 个国家支持

容克ꎬ只有英国和匈牙利两个国家反对ꎮ ７ 月 １４ 日ꎬ欧洲议会以 ４２２ 票赞成、２５０ 票反

对选举容克为下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ꎮ④

容克的当选过程体现出诸多重要的信息:

第一ꎬ外部威胁使欧洲议会主流党团更加团结ꎬ欧洲议会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强化ꎮ

２００９ 年巴罗佐寻求欧盟委员会主席连任时ꎬ人民党党团和自由民主党党团公开

表示支持ꎬ社会民主党党团和绿党党团则表示反对ꎮ⑤ 最终欧洲议会以 ３８２ 票赞成、

２１９ 票反对通过了巴罗佐的连任ꎮ⑥ 此次针对容克的任命ꎬ由于欧洲理事会中成员国

政府的分歧ꎬ甚至一度传出提名第三位候选人的消息ꎬ外部的威胁使得欧洲议会主流

党团更加团结ꎬ同时也为了对抗议会内部的反欧洲一体化力量ꎬ四个支持一体化的党

团———人民党党团、社会民主党党团、自由民主党党团和绿党党团都支持容克ꎬ只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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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评论认为ꎬ条约的规定并不明确ꎬ“考虑”(ｔａｋ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一词并不意味着欧洲议会选举获胜的
政党有权提名欧盟委员会主席ꎬ或者说这一过程是自动联系的ꎮ 这一语义的含混实际上是制宪会议中双方妥协
的结果ꎮ 一方希望将欧盟委员会主席的选择过程政治化ꎬ以此增进民主合法性和民众对欧盟以及欧洲议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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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欧洲议会(布鲁塞尔)的访谈ꎬ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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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党党团、左翼联盟党团和极右翼党团(ＥＦＤＤ)反对ꎮ①

就欧洲理事会而言ꎬ一些批评“热门人选”提名过程的成员国领导人最终转而支

持容克ꎬ这表明他们尊重 ２０１４ 年欧洲议会选举的结果ꎬ也担心欧洲议会可能否决其他

候选人ꎮ② 正如一些欧洲议会议员表示ꎬ(早在 ２０１３ 年)欧洲主流政党已经形成一定

程度的共识:即此次欧洲议会选举后ꎬ获胜政党的候选人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ꎮ 选民

和欧洲议会的意志会在此次选举中得到更多体现ꎬ选举后新一届欧洲议会将更具有声

望和影响力ꎮ③

第二ꎬ欧盟委员会的政治化程度进一步加深ꎮ
一些学者希望欧盟层面的政治体系向议会制政体发展ꎬ将议会选举与欧盟委员会

主席的人选紧密相连ꎮ④ 容克的当选使欧盟委员会的政治化程度进一步增强ꎮ 这是

“自成一类的”( ｓｕｉ ｇｅｎｅｒｉｓ)政治化过程ꎬ遵循其自有逻辑ꎬ而非成员国层面的传统政治

过程ꎮ⑤ 当然ꎬ是否应将欧盟委员会政治化一直存在争议ꎮ 比如帕斯奎尔帕斯奎诺

(Ｐａｓｑｕａｌｅ Ｐａｓｑｕｉｎｏ)就指出ꎬ欧盟委员会行使欧盟政治体系的行政权的观点并不妥

当ꎬ实际上人们尚未清楚该行政权的内涵ꎬ将欧盟委员会政治化还为时过早ꎮ⑥ 至于

“热门人选”的提名过程是否能够增强欧盟的民主合法性也存在争议ꎮ 一些观点认

为ꎬ此举是欧盟民主的胜利ꎻ而另一些观点则认为ꎬ这仅仅是一次充满政治风险的“实
验”ꎬ还有待在未来选举中进一步发展ꎮ⑦

第三ꎬ未来成员国与欧盟的关系、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ꎮ
容克的提名和当选可能对成员国与欧盟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ꎬ尤其是英国与欧盟

的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ꎬ英国将更为孤立ꎮ 英国首相卡梅伦一直反对“热门人选”的
提名ꎬ认为容克不是合适的人选ꎬ另一方面ꎬ他担心将更多权力赋予欧洲议会将会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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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对欧洲议会议员的访谈ꎬ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比利时布鲁塞尔)、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德国柏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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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政府的权力ꎮ 容克的当选会使一些英国人认为这是欧盟将其意志强加给英国ꎮ

同时ꎬ由于德国一直发挥着协调成员国态度的作用ꎬ未来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关系ꎬ尤其

是英国与德国的关系可能会更加分裂ꎮ①

五　 小结

２０１４ 年欧洲议会选举已经落下帷幕ꎬ但是选举产生的影响还将持续ꎬ选举体现出

的重要信息也值得思考ꎮ 新一届欧洲议会面临诸多挑战:第一ꎬ就内部而言ꎬ欧洲议会

需要使超过 ５０％的新议员尽快融入议会的工作环境和氛围ꎬ加强议员的专业水平ꎬ理

顺议会内部的组织结构ꎻ第二ꎬ从外部来看ꎬ欧洲议会的立法委员会需要与新一届欧盟

委员会委员的职能相对应ꎬ议会委员会主席会议(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Ｃｈａｉｒｓ)

针对议案应及时确定责任委员会ꎬ理顺与新一届欧盟委员会的关系ꎻ第三ꎬ就议程而

言ꎬ欧洲议会除了关注重要的立法程序ꎬ如涉及经济和货币政策、就业、移民、自由流动

等领域的政策ꎬ还应在一些非立法程序发挥作用ꎬ如加强在“欧洲学期”(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ｅ￣

ｍｅｓｔｅｒ)、银行业联盟以及开放式协调等领域的地位ꎮ 在这些重要领域ꎬ欧洲议会需要

在有限的时间内形成足够的多数ꎻ第四ꎬ在民主合法性方面ꎬ欧洲议会未来面临的最大

挑战是作为代议制民主的重要机构ꎬ如何不断拉近与普通公民的距离ꎬ增强其民主合

法性ꎮ 这些问题不仅关系着欧洲议会的未来ꎬ也关系着整个欧盟的发展方向ꎮ

(作者简介:张磊: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ꎻ责任编辑:宋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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