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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G

毕振山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结束两个多月后，法

国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终于出炉。新政府

包含 39名成员，主要来自总统马克龙和总理

巴尼耶各自所在的党派。左翼和极右翼政

党对新政府表示不满。有分析人士指出，新

政府在国民议会并没有得到多数支持，成员

内部也存在分歧，这意味着巴尼耶的执政之

路不会轻松。

当地时间 9 月 21 日晚，法国总统府公布

了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包括 19 名部长、15

名部长级代表和 5名国务秘书。新政府将于

9月 23日召开首次会议。

新政府中，内政部长由 63岁的参议院共

和党党团负责人布鲁诺·勒塔约出任；外交部

长由 41 岁的执政联盟成员让-诺埃尔·巴罗

担任；33 岁的复兴党成员安托万·阿尔芒任

经济部长；上届政府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

科尔尼留任。

据法国媒体报道，巴尼耶在与各党派磋

商后，曾于 9 月 19 日向马克龙递交内阁成员

名单，因马克龙对其中一些人选有异议，名单

又进行了调整，最终于 9 月 21 日正式对外公

布。新政府成员绝大多数来自马克龙所属的

执政联盟和巴尼耶所在的共和党，极左翼和

极右翼均没有加入新政府。

巴尼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法国持续两

个多月的政治僵局正式结束。

马克龙于 6 月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提前

举行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7 月初国民议

会选举结束第二轮投票，没有任何一个政

党或政党联盟获得多数席位。国民议会呈

现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执政联盟“在一

起”和国民联盟及其右翼盟友三分天下的

局面。

7 月 16 日，马克龙接受了时任总理阿塔

尔的辞职，法国开始由看守政府执政。此

后，法国各党派就新政府产生进行了长时

间的博弈。左翼联盟坚持由其推荐的人选

露西·卡斯泰出任总理，但马克龙予以拒

绝。在总理人选众说纷纭之际，马克龙于 9

月 5 日任命 73 岁的巴尼耶为总理，这名政

坛老将曾多次担任政府部长并出任欧盟负

责“脱欧”事务的首席谈判代表，以善于沟

通著称。

巴尼耶出任总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

民议会的局势。虽然左翼联盟反对巴尼耶的

任命，但极右翼国民联盟表示将视巴尼耶政

府的政策取向而采取行动。巴尼耶本人也在

民众中拥有较高支持率。法国一家民调机构

近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巴尼耶以57%的支

持率成为法国现阶段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

不过在新政府成员名单公布后，其他党

派仍然表达了不满。

“不屈的法兰西”党领导人梅朗雄表示，

新政府的组成“既没有合法性，也没有未来，

我们必须尽快摆脱它”。露西·卡斯泰也认为

议会选举结果没有得到尊重。国民联盟领导

人勒庞在社交媒体上说，新政府代表着以往

政策的延续，与选民在选举中表达出的改变

呼声相去甚远。

有分析人士认为，巴尼耶能够在半个

月的时间内成功组建新政府，结束持续已

久的政治僵局，其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第

一个使命。但是面对紧迫的时间表和复杂

的政治局势，巴尼耶政府能否稳步前行还

有待观察。

巴尼耶政府的首个难题是制定 2025 财

政年度预算草案，最迟于 10 月 1 日将其提交

国民议会审议。10 天的时间可谓相当紧迫，

紧急赶制的草案能否在国民议会获得通过也

不得而知。

巴尼耶所在的共和党只有 47 个议会席

位，加上执政联盟的 166 席和其他中间派的

22 席，总共只有 235 席，没有达到国民议会

577 个席位中的一半。只要其他党派联合起

来弹劾，巴尼耶的总理之位就可能不保。这

也是为什么有媒体说巴尼耶政府实际上是依

靠国民联盟的“支持”。对巴尼耶来说，未来

执政恐怕要“如履薄冰”，以防遭到左翼和极

右翼的共同反对。

即使在巴尼耶政府内部，各党派成员之

间也存在分歧。出任内政部长的布鲁诺·勒

塔约曾反对与马克龙合作，他在移民问题上

持强硬立场，还主张减税。而巴尼耶为改善

财政状况，曾表露出增税的意愿。前总理阿

塔尔同样反对增税。

分析人士认为，马克龙任命巴尼耶为总

理，是想组建一个新型的共治政府，但新政

府实际上主要由中间派和右翼主导，并没有

体现出足够的共治色彩。在左翼政党和右

翼政党均存在不同程度分裂的情况下，巴尼

耶确实有塑造政治共识的机会，但难度势必

相当大。

法国新政府在争议中“起航”

新华社记者 谢昊 程帅朋 冯国芮

黎巴嫩真主党 22 日向以色列北部的拉

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及机场发射导弹，并发表

声明说，这是对以色列此前多次袭击黎巴嫩

的回击。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黎以冲突持续升级，

以色列加大了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进攻力度，

黎真主党同样以军事行动作出回击。黎以冲

突的发展同加沙局势息息相关，以色列应尽

快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避免进一步

激化与黎真主党的矛盾，防止冲突滑向全面

战争。

黎真主党遭受打击

17 日和 18 日，黎巴嫩发生多起针对黎

真主党成员的通讯设备爆炸事件，共造成 37

人死亡、2931 人受伤。黎外交部随后指认以

色列发动袭击。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

发表讲话说，以色列此举越过红线，等同于

宣战。

20 日，以色列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

空袭，造成至少 31人死亡。黎真主党随后证

实，该组织 2 名高级军事指挥官在此次袭击

中身亡。21 日，以军又对黎南部进行大规模

空袭，称这是在发现黎真主党准备向以色列

发动火箭弹袭击后采取的行动。

黎真主党随后展开反击，22 日对以色列

北部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卡塔尔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这是新一轮巴以冲突去

年 10月爆发以来，黎真主党首次向拉马特戴

维空军基地方向发射导弹，是对以色列境内

最远的一次打击。

分析人士指出，以色列连日来的袭击行

动使黎巴嫩受到严重打击，同时招致黎真主

党更加猛烈的报复行动。黎真主党需要通过

更有力地回击以色列，重新树立起其在黎国

内的威信。

黎巴嫩《东方-今日报》说，以色列的行

动造成黎巴嫩数千人受伤，通讯系统瘫痪，民

众心理也受到前所未有的伤害。黎真主党需

要作出有力回击，否则黎南部将更加频繁地

遭受以色列袭击。

以色列调整对黎战略

以方官员近期多次表示正在将黎巴嫩真

主党作为重点打击目标。以国防部长加兰特

18 日说，以军正进入战争“新阶段”，在加沙

地带投入战斗数月后，“重心将转向北部”。

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加强对黎真主党

“先发制人”，不仅意在应对目前黎真主党在

两国边境地区造成的“威胁”，还希望以此震

慑住黎真主党，从而为今后潜在的冲突掌握

主动权。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

长牛新春表示，以色列近期的行动表明，其已

将军事行动重心从加沙地带转移至以黎边境

地区，并明确将黎真主党列为打击目标，目的

是迫使黎真主党停止攻击以色列。

以色列《国土报》刊文称，以色列在以黎

边境的军事行动逐渐从防御转向更加主动的

进攻性策略，原因是担忧黎真主党日益增长

的军事能力和威胁。《以色列时报》报道说，以

色列可能寻求在以黎边境建立一个缓冲区，

从而遏制黎真主党的活动。

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面临巨

大的国内政治压力，这也是以色列军事战略

转向更加激进的一个原因。美国《华盛顿邮

报》援引以色列外交官阿隆·平卡斯的话说，

内塔尼亚胡“想要延长战争”，因为“战争气

氛”有助于维持执政联盟内部极右翼势力对

他的支持。

全面战争风险有限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局势表明黎以矛盾

正不断激化，但双方都对爆发全面战争有所

顾忌。

牛新春认为，黎真主党近期向以色列北

部发动袭击，但并未造成严重损失，这表明黎

真主党并不愿就此引发与以色列的大规模冲

突。另有分析认为，黎真主党需要时间从以

色列的打击行动中恢复，因此不会立即升级

冲突。

对于以色列而言，与黎真主党展开全

面战争同样风险巨大。前以色列情报官员

迈克尔·米尔施泰因表示，在加沙地带的军

事行动已经将以色列拖入一场“消耗战”，

如果在没有明确战略目标的情况下将黎以

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以色列将付出巨大

代价，与盟友的分歧也会加剧，“这将是一

场灾难”。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丁隆

说，以色列不愿冒风险与黎真主党开展全面

战争，尤其是地面战争，因为这会带来巨大损

失。因此，以色列优先开展空中打击，通过制

空权保持对黎真主党的高强度打击。

目前，以色列仍在加沙地带推进军事行

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

色列围绕停火以及释放被扣押人员的谈判已

陷入僵局多时。分析人士指出，只要以色列

仍在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黎真主党就不

会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实现加沙地带停火

是缓解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本途径。

（新华社贝鲁特/耶路撒冷 9月 22日电）

局势持续升级 黎以冲突会否失控

当地时间9月 20日，在贝宁洛克萨，中国第27批援贝宁医疗队医
生为病人开展牙科义诊服务。

▼图为中国援贝宁医疗队医生在街头提供就医咨询。
新华社发（塞拉芬 摄）

中国援贝宁医疗队

在洛克萨开展牙科义诊

▲图为中国援贝宁医疗队医生为当地就医民众进行医疗检查。 新华社发（塞拉芬 摄）

新华社记者 朱筱 陈圣炜 褚怡

这是一次跨越万里的双向奔赴。当中国

民乐登上西方舞台，二胡与小提琴的混搭让

江南民乐有了独特的打开方式；和而不同的

音符，也为古老的德国谚语——“山和山不相

遇，人和人要相逢”增添了生动注脚。

当地时间 18 日晚，“文明遇·鉴：中国民

乐江苏周”在德国巴登-符滕堡州斯图加特

音乐厅开幕，中德两国艺术、文化、传媒界人

士以及当地观众近千人出席。当晚，“永远的

江南”民族音乐会精彩上演，民族管弦乐《茉

莉花》、二胡独奏《二泉映月》、中德合奏曲《梁

祝》等让现场观众大饱耳福。

斯图加特市乐迷费利克斯·巴德尔被风

格迥异的中国民乐深深打动，不时拿起手机

记录现场盛况并与朋友分享。“《二泉映月》独

奏是今晚我最喜欢的曲目之一。虽然透着一

丝悲伤，但旋律美好，令人动容。”他对新华社

记者说。

音乐会上，德国小提琴演奏家乌尔里

希·埃德尔曼和中国二胡演奏家朱昌耀联袂

演出了中国经典曲目《梁祝》和莫扎特的《G
大调弦乐小夜曲》。二胡音色悠扬细腻，小提

琴演奏余音袅袅，引来观众阵阵掌声。

埃德尔曼难掩激动，这是他第一次接触

中国民乐。最初受邀演奏《梁祝》时，他内心

稍有忐忑。“但当我第一次听到《梁祝》，就找

到了演奏的感觉。”这次演出的成功，让他很

期待未来与中国乐团再次合作。

江苏省演艺集团民族乐团团长李阳表

示，“永远的江南”民族音乐会是大型演出，表

演曲目以江南民乐为主体，融合了西方音乐

的特色，呈现出中国民乐风格的多样和中外

音乐的交融。

“这次能在德国的舞台上表演经典的江

苏民乐，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交流契机。”他

说，德国有很多音乐大师，音乐氛围浓厚。音

乐是超越文化的语言，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

载体，更直接也更动人。

18 日，“大运河遇见莱茵河”主题展览开

幕式同步在斯图加特音乐厅举行。展览通过

图片、视频、3D模型、活态展示等多种形式，用

六组意义相通的中德谚语点题，展现了中德两

国文化互通互融、民众相知相近的深厚情谊。

展览中，中国元素圈粉不少德国民众。

他们纷纷说，“没想到中国和德国的合作如此

广泛深入，非常想去看一看。”

“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德国观众

汉斯·彼得·格拉特对展板上这一谚语印象

深刻。“我很喜欢这句话，十分具有启发性。”

他说。

格拉特与中国缘分颇深，他曾在江苏省

张家港市的一家公司工作，痴迷于中国传统

文化。活动当天，他特意穿了一身带有中国

风刺绣图案的服饰。“我热爱中国文化，也喜

欢和中国人打交道。”

活动现场设置了非遗展示区，通过原汁原

味的细节呈现、意趣盎然的场景铺展、非遗传

承人的现场表演，展现了惠山泥人、南京云锦、

扬州漆器、金坛刻纸等中国传统非遗文化。

“中国乐团不仅带来了中国音乐，也带来

了中国文化。”南巴登德中友协主席于尔根·埃

贝巴赫说，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中国文艺团

体来到德国各地，让更多德国人了解中国

文化。 （据新华社德国斯图加特电）

“中国民乐江苏周”活动走进德国斯图加特

当地时间9月21日，第189届慕尼黑啤酒节开幕。慕尼
黑啤酒节始于 1810年，已成为德国最著名的民俗节庆活动
之一。这是当日拍摄的德国慕尼黑啤酒节开幕大游行现场。

新华社记者 任鹏飞 摄

第189届慕尼黑啤酒节开幕

新华社纽约9月21日电 （记者高山 夏林）在联合国未

来峰会召开前夕，“未来能源”主题活动 21日在美国纽约举行

并发布《未来能源宣言》，旨在增进全球能源领域交流合作、推

动各方共促世界能源变革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此次活动由中国发起成立的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

织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共同举办。来自 30 多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 200多位嘉宾出席活动。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致辞中说，如何建设清洁美

丽的世界、打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是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思考的

重大课题。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妥善应对气候变化加

剧、自然灾害频发等挑战，推动公正有序的能源转型，加快落

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傅聪介绍了中国近年来绿色发展的成

就，指出中国是绿色低碳转型的领军者、能源转型国际合作的

促进者、全球能源和气候治理的贡献者，绿色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亮丽底色。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主席、中国电力企业联合

会理事长辛保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应对气候变化严峻挑战

的当务之急是加快能源转型，重构绿色低碳能源体系。全球

能源互联网是全球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输送和使用的重要

平台，具有清洁主导、电为中心、互联互通、智慧高效等突出特

征，是未来能源体系的核心。

联合国秘书长气候行动特使塞尔温·哈特在致辞中称赞

中国为助力全球绿色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同时强调要关

注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公平性问题，目前大多数清洁能源投

资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先进经济体，而众多发展中国家却未能

获得足够投资。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负责人、美国知名经济

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指出，中国在清洁发展和能源互联方面的

经验十分丰富，通过远距离高压输电技术，中国已经实现了大

规模的清洁能源输送，这一做法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为全

球能源互联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

“未来能源”主题活动在纽约举办

新华社东京9月22日电 （记者胡晓格）“历史·人权·和

平”基金为悼念二战中国受害劳工而树立的中日和平友好不

战之碑揭幕仪式 22日在日本举办，42名劳工遗属以及中国人

权发展基金会、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日本中国人战争受害赔

偿要求事件律师团、强掳劳工诉讼支援团体等各界人士 120
余人出席仪式。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秦亮在致辞中系统回顾

了“历史·人权·和平”基金成立以来所做工作和取得的主要

成绩，表示将与各方一道继续努力工作，确保基金如期顺利

终止。

日本中国人战争受害赔偿要求事件律师团团长小野寺利

孝表示，历史不容遗忘，罪行必须反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坚守永不再战的誓言。

中国驻札幌总领事王根华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挑战，

一些破坏和平的因素不容忽视。我们应当采取更加积极的行

动，努力延续两国来之不易的和平友好关系，为促进东亚地区

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根据当时日本政府《关于向日本

内地输入华人劳工的决议》，约 3.9万名中国劳工被强掳至日

本。其中 3765 名中国劳工被强迫在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

前身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及其承包公司（包括三菱矿业株式会

社子公司的承包公司）的作业场所劳动，其中有 722名中国劳

工死亡。为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经中日两国民间人士不

懈努力，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于 2016 年 6 月与 3 名中国劳

工代表达成和解协议，承认其侵犯人权的历史事实，并表示

真诚地谢罪，向每名中国劳工或其遗属支付 10 万元人民币

谢罪款。

2019 年 9 月，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与日本三菱综合材料

公司签署托管协议，正式设立“历史·人权·和平”基金。截至

目前，已为 1857户中国劳工或遗属发放谢罪款 1亿 8570万元

人民币。

中日和平友好不战之碑揭幕仪式在日本举行

第二十届国际络病学大会海外论坛当地时间 9月 21日
在泰国曼谷举行。来自泰国、中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13个
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参加论坛，共同分享络病理论最新研
究成果，旨在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和国际化。图为当日，在
泰国曼谷，嘉宾出席泰国络病学会启动仪式。

新华社记者 孙玮彤 摄

泰国举行国际络病学大会海外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