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欧国家“中左”力量缘何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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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西欧中左政党纷纷执政或参政，曾经形成了一股“粉红色的浪潮”。进入新世

纪后，欧洲一些国家的左翼力量连续受挫，政治风向标呈右转趋势。在意大利、丹麦和葡萄牙，中

左政党纷纷在大选中落败，让位于中右政党。但近一两年来，西欧一些国家执政的中右势力面临诸

多困境，而中左政党则在各类选举中或战绩不俗或上台执政，“中左”力量呈回升势头。 

    “中左”政党力量回升 

    近一两年来，西欧一些国家相继举行各类选举，“中左”力量在选举中颇有斩获，呈现出明显

的上升势头。 

    （一）意大利中左联盟上升势头明显。意中左联盟由左民党、雏菊党、民主社会党人党、绿

党、共产党人党、欧洲民主联盟等六个中左翼政党组成。2005年4月3—4日和17—18日，意大利进行

大区主席直选和部分省、市镇换届的两轮地方选举。中右执政联盟遭受前所未有的失败。中左联盟

在第一轮选局中就以绝对优势胜出，两轮选举共获得全国14个大区中的12个大区主席职位，并赢得

绝大多数省和市镇的选举，总得票率超过53%。中右联盟仅获得45%的选票，特别是主要执政党力量

党遭到严重打击，在一些地区的支持率下降10个百分点以上。中右联盟的惨败引发其内讧，意大利

总理贝卢斯科尼被迫辞职并重新组阁。 

    （二）法国社会党和左翼联盟积极改革，力量和影响有所回升。法社会党在2002年败选后，积

极推行改革，强调社会公正，抵制右翼政府的改革措施，突出社会党促进社会发展的志向，并积极

组织左翼联盟，取得一定成效。2004年，社会党和左翼联盟在总共26个大区中赢得了24个大区的选

举多数，并掌握了100个省里的53个省议会。在参议院改选中，社会党获97席，增加了14席，成为参

议院的第二大党。这对执政的右翼形成了巨大压力，并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社会党人和左翼选民的

士气。 

    （三）西欧其他一些国家的中左政党力量也有所上升。2月20日，葡萄牙举行全国大选，社会党

以45%的得票率获得议会绝对多数，导致由社民党和人民党联合执政的中右政府下台。西班牙人民党

在2004年的选举中也败给西工社党。奥地利社民党走出联邦大选失利阴影，政治行情不断走高。该

党总统候选人菲舍尔在奥总统选举中以绝对优势胜出。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该党重新夺回第一大党

地位，上升势头不减。2004年，荷兰反对党工党支持率大幅上升，高出主要执政党基民盟近9个百分

点。北欧中左政党前景趋好。瑞典社民党在左翼党和绿党的支持下继续单独执政；芬兰社民党与中

间党等联合执政；挪威工党、冰岛社会民主联盟的支持率进一步上升。 

    政绩和内部建设左右政党政治格局 

    从西欧最近的政局变化可以看出，执政党或联盟在政绩上的表现和在内部建设上的效果是影响

各党派沉浮。左右政党政治格局的两大关键性因素。 

    （一）西欧一些国家“中左”力量的回升与各国经济和社会状况直接相关。冷战结束后，欧洲

各国政坛的意识形态之争明显让位于对国内经济、社会问题的关注，就业、福利、社会治安成了选

民关心的焦点。西欧执政的中右政党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表现不佳，招致选民不满，为“中左”力

量的上升提供了机会。在意大利，中右联盟上台后，意经济持续处于萧条和增长乏力状态，而贝卢

斯科尼政府推动经济增长乏术，并面临如何解决地区差距拉大和保障国民收入稳定增长等突出的社



会问题。在法国，选民普遍对右翼执政以来所推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特别是对养老金制度改革心

存不满。在葡萄牙，社民党和人民党组成的前中右政府未能兑现竞选承诺，未能有效解决葡结构性

经济危机，相反却出现失业率日益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局面。 

    （二）各政党能否适应形势，积极进行改革和调整政策是导致其力量升降的重要因素。法国社

会党在大选中惨败后，在全党范围内对大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开始调整政策。社会党

抓住民众关心的社会发展和欧盟建设问题，提出了“左翼改良主义”主张，并将实行“左翼改良主

义”作为此后几年党的政治行动纲领。葡萄牙社会党吸取政策右转而失败的教训，强调坚持左翼政

党的特色，并加紧政策和战略调整，提出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等政策，赢得了广大选民的拥

护。瑞典社民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理论纲领和发展模式，并不断改进执政方式，

这是其能够长期执政最根本的原因。挪威工党在下台后，积极进行内部机制调整，并推出务实的发

展经济和改革福利的政策，兼顾社会各群体的利益。 

    （三）党派内部是否团结对左右两大势力在政党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产生了较大影响。意大利中

右执政联盟内部矛盾由来已久，一些小党对力量党独霸政府、我行我素的做法早有不满。基民盟与

力量党、北方联盟等在施政理念上多有矛盾。选举惨败后，中右联盟内部矛盾迅速激化，基民盟甚

至退出政府，使政府陷入危机。而中左联盟吸取因内部不团结导致大选失利的教训，着力打造团结

协作的整体形象，以加强内部凝聚力。法国右翼两党内部也不够团结，在去年的地方议会选举中，

右翼另一大党民主联盟坚持在22个选区中的16个选区采取单独竞选的方法，导致右翼力量未能形成

合力而得票下降。而葡萄牙社民党和人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内耗严重，导致其力量和影响下

降。芬兰社民党注重策略，很好地处理与其他党，尤其是潜在竞争对手中间党的关系，使其执政地

位得以长期保持。 

    短期内难以全面崛起 

    长远来看，西欧发达国家的“中左”力量将呈进一步上升势头，但同时也面临诸多困难与障

碍，短期内难以实现全面崛起，西欧政治力量对比将继续维持总体平衡。 

    （一）西欧各国的选民更为务实，中左政党大多主张继续推进经济和社会改革，这为“中左”

力量的进一步回升提供了机遇。经济和社会问题在选民关注范围中日益成为焦点，各国经济状况将

直接影响政治力量对比。而从目前来看，欧洲经济整体景况不佳，复苏势头不强。选民的求变心理

可能将继续上升，这为“中左”力量的进一步上升提供了契机。同时，各国中左政党都具有多年执

政经验，且注意改革，锐意进取，其影响力将不断增强。 

    （二）中左政党仍面临诸多困境，短期内难以实现全面崛起，西欧政党政治格局不会出现大的

改变。意大利中左联盟仍存诸多不确定因素。中左联盟迄今尚未形成一整套令选民信服的共同执政

纲领，这将是中左联盟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任务。而且中左联盟内部党派众多，政策理念仍有差别，

如何协调各党关系，将是中左联盟面临的另一个重大课题。法国社会党党内矛盾依然突出，党内各

派在2007年大选纲领、总统候选人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和权力之争有可能激化。葡萄牙社会党上台

后，如何解决葡经济结构性危机，抑制葡经济连续多年下滑对其是一个巨大挑战。此外，近来，英

国、德国、希腊等国的中左力量境况不佳。英国工党在5月5日的大选中获胜，在历史上首次连续三

次赢得大选。但同时，工党在下议院的席位急剧减少，它在选民中的地位已大不如前。以社民党和

绿党联合组成的德国联邦政府也处境堪忧。执政联盟（社民党/绿党）比反对党联盟（联盟党/自民

党）的民意支持率低14个百分点，且差距还有进一步拉大的危险。且执政联盟内部不和谐状况日益

突出，红绿两党在一些具体政策上矛盾重重。施罗德政府为缓解困境，采取以退为进策略，正式宣

布提前于今秋举行大选，但从目前的形势看，红绿联盟将面临联盟党的强劲挑战。丹麦社民党内部

派系丛生，内耗严重，在年初的议会选举中遭到惨败，颓势凸显。而在希腊，原先执政的泛希社运

被新民主党取代，中右势力主导政局。希腊的其他左翼政党继续在两党政治格局的夹缝中艰难求

生，活动空间日趋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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