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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齐现年 41 岁，1975 年出生于佛罗伦

萨市，年轻时曾当过前总理普罗迪的竞选

志愿者。2009 年，伦齐当选佛罗伦萨市市

长，成为意大利政坛的一颗新星。2014 年

2 月，年仅 39 岁的伦齐成为意大利史上最

年轻总理。

上台后，伦齐经常不系领带、着休闲装

亮相，以展示“年轻”、“变革”等风格，但其

雄心勃勃的主张和言行被包括党内人士在

内的越来越多人视作傲慢。伦齐上月接受

电视台采访时也亲口承认：“有时我会让人

很不愉快，有一点傲慢和冲动。”

意大利修宪公投初步结果 5 日凌晨出炉，赞

成票低于反对票近 20 个百分点，总理伦齐随后宣

布辞职。

伦齐在 5 日凌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公

投失利。他说，本届政府将终结于此，他将前往总

统府向总统马塔雷拉递交辞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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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修宪公投自当地时间 4 日 7 时开始在

全国进行投票，当天 23 时投票结束。据意内政部

统计数据显示，包括居住在境外的有权投票的公

民在内，投票率超过65%。

据安莎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 5 日凌晨 1 时

40 分，反对票占 59.63%，赞成票占 40.37%。此外，

在意大利20个大区中，仅有艾米利亚-罗马涅、特

伦蒂诺-上阿迪杰和伦齐曾任佛罗伦萨市长的托

斯卡纳3个大区赞成票高于反对票。

伦齐政府此次修宪公投主要涉及政体改革，包

括削弱参议院权力，以及把地方政府一些决策权收归

中央，其目的在于精简机构、节约开支、确保政府执政

能力，这有利于推行必要的改革措施。但反对者称，

修宪损害权力制衡机制，赋予政府过多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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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拉拢了更多反对

伦齐、而不是反对修宪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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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促使选民向伦齐政府投“抗议票”的原

因。付不起税的老年人、手头拮据的中产阶级和

失业的年轻人都利用这次修宪公投发泄情绪，许

多人明确表示，他们要让伦齐“听到这样的声音”。

西方媒体近来一直称，修宪失败，伦齐下台，

“五星运动”党就有可能上台，从而可能导致意大

利“脱欧”，甚至会令欧盟解体。但一些专家并不

认同这种悲观的看法。位于罗马的美国约翰·卡

伯特大学校长帕翁切洛认为，“五星运动”党近年

已经不提脱离欧盟的事情了，而且即使举行这样

的公投，多数意大利民众可能也不会支持“脱欧”。

总理为“最年轻”买单？

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当地时间 5 日突然宣

布，由于家庭原因，他将辞去总理和执政党新西

兰国家党党首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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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担任总理 8

年、担任国家党党首 10 年时间中，自己为这一

职务和国家献出了一切，也让家人为此做出了

很大牺牲。他表示，尽管对政治生涯印象深刻，

但并不认为自己是一名职业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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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当地媒体推测，从政后与家人的聚少离

多，促使他作出回归家庭的决定。

约翰·基说，他个人将在 12 月 12 日向总督

递交辞呈，国家党也将在当天举行会议，选举新

的党首，产生新总理。

对于继任人选，约翰·基表示，自己将支持

任何一位由执政党核心人士选出的新党首，但

个人对现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比尔·英格利希

更为支持。

约翰·基的辞职决定震动新西兰朝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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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成功连任两届的总理，这一决定令人诧异。

不过，约翰·基的离去化解了一个悬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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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约翰·基

在冲刺前决定退出，为这一悬念提前画上句号。

新西兰舆论对约翰·基的决定表示理解，民

众也认为约翰·基对辞职给出的家庭理由属于

人之常情，应该支持。最大反对党工党党首利

特尔第一时间在推特上发文，以个人身份祝福

约翰·基以及他的家庭一切顺利。

约翰·基 5 日承认，妻子布罗娜为支持自己的

事业做出“巨大牺牲”，希望能花更多时间陪伴她。

约翰·基现年 55 岁，布罗娜现年 53 岁，两人

1984年结婚，育有1子1女。

新西兰《星期日明星时报》报道，早在高中时

代，约翰·基和布罗娜就已相识。当年 16 岁的布

罗娜在朋友家遇到约翰·基，两人一见钟情。“我们

在排队坐碰碰车时，（约翰·）基告诉我他想成为一

名政治家，我的回答是‘随便’。”对布罗娜来说，和

基约会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2002 年，约翰·基踏入政坛，当选议员。2006

年，他成为新西兰国家党领导人。2008 年，约翰·
基出任新西兰总理，并分别于2011年和2014年连

任。他任内经历了矿难、地震等灾难并领导应对

事件，带领新西兰渡过国际金融危机。

作为总理夫人，布罗娜一直保持低调。她在

约翰·基初任总理时说，将把主要精力放在照顾家

庭、照顾两个孩子上，为丈夫从政“做好家庭的支

持”。新西兰当地媒体对此的一则人物报道题为：

《相互信任的一对人》。

最近，约翰·基接受新西兰一家网络媒体采访

时表达出对妻子的愧疚，称其没有布罗娜就无法

工作，“没有她，这个家庭会分崩离析”。他还坦

言，自己在从政路上付出了很多代价：“很多场合

对于布罗娜十分重要，我却没法出席。”

约翰·基5日说：“她在近10年间晚上都是一个人

在家，现在是我从事业中后退一步，回家的时候了。”

本版稿件综合新华社、央视消息

急流勇退
只为她？

4 日的奥地利大选结果让整个欧洲都松了口

气，前绿党领导人范德贝伦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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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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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地利内政部公布的最新计票结果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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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费尔已承认失败，并呼吁他的支持者接受这

一选举结果。

奥地利总理克恩第一时间祝贺范德贝伦获胜。

范德贝伦预计将在明年1月26日正式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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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地利舆论普遍认为，有大学经济学教授经历、

72 岁的范德贝伦胜出，意味着他将大体延续前总统

菲舍尔的做法，并将带领奥地利继续成为一个包容

开放的、融入欧盟的国家。

在今年 5 月 22 日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

中，范德贝伦以不到 1 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险胜霍

费尔，但因为邮寄选票的信封被发现密封性

存在问题，投票结果被裁定无效，选举

重新举行。

之后发生了两件震惊全球的

“黑天鹅”事件：6 月的英国“脱欧”

公投以及 11 月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使

得此次重选被媒体称为“酸碱度测试”，是欧

洲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候选人在即将开

启的大选年表现如何的一种预兆。

德国、法国和荷兰都将于 2017 年举行选举。

范德贝伦胜选后，欧洲多名领导人均表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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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国民议会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席德

尔对新华社记者说，许多奥地利民众还是希望融入欧洲，对于

许多奥地利民众来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发出了一个警示信

号，他们“不希望那样的事情在奥地利发生”。

奥地利籍的前欧盟委员会负责农业事务的委员菲施勒4日晚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在今年 5 月 22 日总统选举第二轮投

票后，范德贝伦改进了竞选策略，在维持城市选民高支持率的同时，

改善了自己在农村地区的形象，因此获得了更多支持。另外，范德贝

伦争取到了 200 名中小城市市长的联名支持。在奥地利中小城市，

市长一般拥有良好声誉，对当地民众有较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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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按德新社的说法，自由党目前在全国民调中的优势已保持

1年多，该党在定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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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德贝伦获胜！

奥地奥地利没选极右翼总统

米尔济约耶夫！

乌兹别克斯坦选出新总统乌兹别克斯坦选出新总统

声称回家陪老婆

新西兰总理约翰·基闪辞
声称回家陪老婆

新西兰总理约翰·基闪辞基闪辞

修宪公投未通过

意大利总理伦齐辞职职

分析人士认为，在欧洲民粹主义、孤立主

义抬头的背景下，范德贝伦的当选阻止了极右

翼政党在奥地利上台执政，向备受危机困扰的

欧洲发出了一个积极信号。奥地利民众最终

选择范德贝伦，意味着选择认同欧盟和欧洲一

体化的道路，而不是走民粹主义或孤立主义的

道路。

奥地利籍的前欧盟委员会负责农业事务的

委员菲施勒认为，此次总统选举意义重大。因

为，霍费尔如果胜出，将成为二战以来欧洲首位

极右翼总统，这将极大提振法国极右翼政党国

民阵线主席勒庞、荷兰右翼政党自由党领袖维

尔德斯的士气，“相反，选举结果表明，极右翼政

治人物并非不可战胜”。

范德贝伦对媒体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选举

结果让他看到欧洲出现“希望和积极改变的信号”。

欧洲出现
“积极改变的信号”

■

分析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选举投票当地时间 4 日 20

时（北京时间23时）正式结束，5日公布的初步计票

结果显示，自由民主党候选人米尔济约耶夫以绝对

优势——88.61%的得票率获胜。

米尔济约耶夫获得超过 1500 万张选票。根据

乌法律，正式结果将于10日内公布。

参加本次选举的 4 名总统候选人分别来自乌

兹别克斯坦四大政党，包括“民族复兴”民主党候选

人阿塔穆拉托夫、议会第一大党自由民主党候选人

米尔济约耶夫、人民民主党候选人克特莫诺夫以及

“公正”社会民主党候选人乌马罗夫。4 日上午 9

时，米尔济约耶夫携家人在首都塔什干 132 号投票

站进行投票。他经过身份核实、签字领取选票等过

程后，走进绿色布帘遮挡的独立空间内进行填写，

随后将选票投入投票箱。

20 时投票结束后，乌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阿

卜杜萨洛莫夫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表示，乌全国

共设立 9383 个投票站，同时在驻 44 个国家的大使

馆等外交机构设立投票站。据乌中央选举委员会

公布的数字，注册选民约为 2143 万人，初步结果显

示，约 1794 万名注册选民参加了总统选举投票，占

选民总数的 87.73%，投票过程中未发现违反选举

法的情况，选举视为有效。

除欧安组织派驻大规模观察团外，还有来自近

50 个国家以及独联体、上合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

等国际组织在内的 500 余名观察员和 1400 多名国

内外记者对本次大选投票进行监督，同时各政党也

派出超过3.7万名观察员。

根据乌相关法律，新一届总统的任期为 5 年。

乌兹别克斯坦第一任总统卡里莫夫今年9月2日因

脑溢血救治无效去世。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

法院和参议院联席会议9月8日决定由乌总理米尔

济约耶夫代为行使总统职务。

1991 年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乌兹别克斯坦

政界元老卡里莫夫当选为总统。此后，卡里莫夫多

次通过全民公决延长任期，并于 2000 年、2007 年、

2015 年赢得连任。卡里莫夫 2003 年成立了自由民

主党，米尔济约耶夫是该党的二号人物，成为卡里

莫夫的接班人。

米尔济约耶夫生于 1957 年，1981 年毕业于塔

什干农业水利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师，技术学

副博士。1981 年至 1992 年在塔什干农业水利机械

工程学院工作，历任青年委员会书记、党委书记等

职。1992 年至 1996 年任塔什干米尔佐-兀鲁伯区

区长。1996年至2001年任吉扎克州州长。2001年

9 月起任撒马尔罕州州长。2003 年 12 月被乌时任

总统卡里莫夫任命为总理，此后多次连任。

■ 人物 连任25年的老总统有了接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