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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万吨

泰国政府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泰国共出

口大米 475 万吨，成为世界第二大大米出口国，仅次于出口

1123万吨大米的印度。从地区来看，非洲进口泰国大米最多。

从国家来看，伊拉克是泰国大米的最大进口国。

按照泰国方面的说法，泰国大米出口增加与泰铢贬值和国

际需求增加等因素有关。泰国政府预计今年该国大米出口可

达750万吨，较去年增长19%以上。

5960起
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近期犯罪案

件数量增多，今年 7 月该市就接到了 5960 起犯罪报告。而从

2019年到2020年，波特兰市的谋杀案数量增长了83%，远高于

全美平均增长率。

另据美国“大城市警察局长协会”近日公布的一份报告，今

年1月至6月，美国大城市发生了至少23.7万起暴力犯罪事件，

较去年同期增加4.4%。犯罪事件增加导致美国多地民众安全

感降低。波特兰市的一项调查就显示，近一半受访者即使在本

社区也不敢单独走夜路。

41.25亿欧元
欧盟普通法院9月14日驳回谷歌上诉，认为谷歌利用安卓

操作系统对手机生产商和移动网络运营商“非法设限”，以谋求

谷歌搜索引擎的不正当竞争优势，决定对谷歌罚款 41.25亿欧

元。谷歌对裁决结果不满，可能会上诉至欧洲法院。

自 2017年以来，欧盟已多次对谷歌等互联网巨头的垄断

行为进行处罚。2017年，欧盟以谷歌操纵网上购物搜索结果为

由，对谷歌处以 24.2亿欧元罚款。2019年，欧盟认定谷歌利用

搜索引擎打压竞争对手，对谷歌罚款14.9亿欧元。 （郭济 辑）

冲绳知事连任
两大难题待解

毕振山

“我为冲绳解决美军基地问题的承诺从未动摇。”在成功

连任冲绳县知事之后，62岁的玉城丹尼再次确认将继续反对

美军基地搬迁计划。

日本冲绳县 9 月 11 日举行知事换届选举。此次选举，现

任知事玉城丹尼得到在野党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以及冲

绳地方团体“冲绳社会大众”等党派的支持。冲绳宜野湾市

前市长佐喜真淳得到执政党自民党和公明党的支持。此外，

另一名候选人下地干郎也得到部分在野党支持。

最终 12日公布的投票结果显示，玉城丹尼赢得超过 33.9

万张选票，得票率约为 51%；佐喜真淳得到 274844 票，下地干

郎得到 53677 票。这是玉城丹尼继 2018 年知事选举后第二

次战胜佐喜真淳。

虽然玉城丹尼领先佐喜真淳 6 万多票，但与 2018 年选举

相比，这一次他赢得并不轻松。2018 年，作为冲绳县前任知

事翁长雄志“钦点的接班人”，玉城丹尼赢下了 396632 票，创

下县知事选举得票新高，比佐喜真淳多出了 8万多票。

在今年1月冲绳县名护市市长选举中，玉城丹尼支持的人

选输给了时任市长渡具知武丰，给玉城丹尼为首的反美军基

地派造成打击。渡具知武丰得到日本政府支持，日本媒体认

为其胜选重要原因是利用中央政府提供的补贴来获得政绩。

此次县知事选举，佐喜真淳同样以中央政府拨付 3500亿

日元补贴为拉票手段，导致玉城丹尼在民调中一度落后于佐

喜真淳。面对此种情况，玉城丹尼在选举中提出将重振因新

冠疫情而受损的经济，解决儿童贫困问题。同时，他仍然高

举反基地大旗。

有日本媒体分析称，玉城丹尼成功连任，再次显示出冲

绳县民对美军普天间机场搬迁抱有强烈的抵触心理。同时，

受前首相安倍晋三“国葬”问题和“统一教”丑闻影响，岸田政

府的支持率一再下跌，也对玉城丹尼胜选形成助力。

从玉城丹尼胜选的原因来看，经济复苏和美军基地搬

迁，是他未来需要着重解决的两大难题。

据日本媒体报道，冲绳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较为落后，

人均收入仅为日本国民平均收入的 75%，在日本全国处于最

低水平。新冠疫情更对冲绳经济造成冲击。

冲绳当地不少民众认为，美军基地是冲绳经济发展的阻碍。

玉城丹尼也曾表示，如果美军占领的土地能够归还冲绳并用于旅

游和商业开发等，其收入将是现在从基地获得收入的3倍。

但是，美军基地搬迁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玉城丹

尼必须拿出更多手段来推动经济发展。如果他因为反对美军基

地搬迁而与中央政府闹僵，来自中央的补贴也可能会减少。

如此看来，能否解决美军基地搬迁问题，对玉城丹尼来

说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冲绳民众对驻日美军基地深恶痛绝。据冲绳

警方统计，从 1972 年到 2020 年，驻冲绳美军及相关人员犯下

6000多件案件，其中包括凶杀、抢劫、强奸等恶性案件。美军

交通事故还累计造成超过 4000 人死伤。冲绳民众希望能够

将美军赶出冲绳，但日美两国政府只是决定将位于冲绳普天

间的美军基地搬迁至名护市边野古，为此需要填海造地并新

建两条飞机跑道。

玉城丹尼 2018年当选冲绳县知事后，接过反美军基地派

的“衣钵”，多次就美军基地搬迁问题与中央政府周旋。今年

5月，玉城丹尼与岸田文雄会面，并递交了要求放弃普天间基

地搬迁计划和修改《日美地位协定》的建议书。

有分析称，玉城丹尼今后仍可能就基地搬迁问题与日本

政府抗争，但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 12 日表示基地搬

迁计划不变。考虑到日本政府加强日美同盟的需要，玉城丹

尼与日本政府的博弈恐怕会非常艰难。

梁凡

9 月 8 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

新国王查尔斯三世随后登基，同时也接过了

英联邦的领导权。

然而，随着女王的去世，“告别英联邦”

“告别君主制”的声音也在不少英联邦国家再

次响起。

一

英联邦是一个松散的政治经济磋商和合

作组织，其前身是有着“日不落帝国”之称的

英帝国。英联邦没有中央政府，英王是英联

邦的名义元首。英联邦也不设权力机构，秘

书处是英联邦的行政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势力大大削

弱，许多殖民地人民要求独立。1926 年，英

国被迫承认各英属自治领在内政外交上都是

独立的。1931 年，英国议会通过《威斯敏斯

特法案》，正式确定自治领的完全独立主权，

英联邦正式形成。

“二战”以后，英国的国力进一步衰退，同

时全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去殖民化运动。在

这一时代背景下，当时的英国政府和 1952年

即位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尝试通过英联邦这

一较为松散的组织形式，继续维系英国与其

前殖民地的关系。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位的 70年里，英联

邦的成员国从 8 个发展到如今的 56 个，分布

在非洲、亚洲、美洲、欧洲和太平洋地区，总人

口几乎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

英联邦的 56个成员国又分为两类：一类

是尊英国国王为元首的国家，被称为英联邦

王国，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15个

国家；另一类英联邦成员有自己的国家最高

领导人，且大多是总统制国家，比如新加坡、

斐济等，不过也有一些君主制国家是以自己

的君主为元首，比如马来西亚、文莱、汤加等。

二

2018 年，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推举

下，英联邦首脑会议确认查尔斯将出任下一

届英联邦首脑。

尽管有分析人士认为，鉴于继任的查尔

斯三世作为元首的角色仅具有象征意义，英

联邦内部应该不会立即发生显著变化。但事

实上，英联邦内部早就已经有了“不稳”迹象，

而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去世后，这一动向变

得愈加明显。

对于仍奉英国君主为国家元首的“英联

邦王国”而言，君主制的存废一直是受到关注

的议题。

2021年 11月，加勒比岛国巴巴多斯宣布

不再承认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正式改制为共

和国。牙买加也暗示可能会效仿巴巴多斯的

做法。今年 8月的一项调查显示，56%的牙买

加人赞成取消英国君主的国家元首地位。

9月 10日，另一个英联邦成员国、加勒比

海国家安提瓜和巴布达总理加斯顿·布朗表

示，该国将在三年内举行“共和制公投”。

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去世后不久，英联

邦王国成员之一的澳大利亚就有政客呼吁进

行宪法改革建立共和制国家，不再将英国君

主视为国家元首。

虽然澳总理阿尔巴尼斯 12 日称，“现在

不是进行这种辩论的时候。”但此前澳政府内

阁增设“共和国事务助理部长”，被认为是“去

英国王室化的一次突破”。

12日，当被问及英国君主的更迭是否会引

发共和制的讨论时，新西兰总理阿德恩称，目前

新西兰不会积极采取措施在短期内成为共和制

国家，但她预计新西兰最终会改制为共和国。

三

有英国媒体认为，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去

世后，英联邦正在寻找一个“新角色”。但也

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一变化为英联邦国家“重

置”殖民时期的不平等、种族主义等遗留问题

提供了机会。

女王去世后，部分英联邦国家政界及活

动人士已在借机呼吁，要求取消英国君主作

为英联邦国家元首地位，并要求英国为历史

上的奴隶贩运支付赔偿金。

9月 8日，巴哈马国家赔款委员会主席霍

尔·坎贝尔表示，“随着君主制角色的改变，希望

这可以成为推动本地区有关赔款讨论的机会。”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此前报道，今年

6 月在卢旺达举行的峰会上，当时还是王储

的查尔斯，曾向英联邦领导人表达他对奴隶

贸易带来的痛苦感到悲伤，并称只有承认过

去的错误，才能发挥国际大家庭的潜力。他

还表示，各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离开英联邦

成为共和国。

今年 3 月，英国威廉王子及妻子凯特曾

到访加勒比英联邦国家伯利兹、牙买加、巴哈

马，外媒分析称，此举或是为了说服该地区国

家不要跟随巴巴多斯解除英国女王的国家元

首职务，却遭到牙买加活动人士要求英国为

其曾经的殖民活动道歉和赔偿的抗议。

美国《纽约时报》9月 8日刊文称，伊丽莎

白二世女王一直是“稳定的基石”，但“不应该

浪漫化她的时代”。文章称，女王“帮助掩盖

了非殖民化的血腥历史，其程度和遗产尚未

得到充分认识”。

董一凡

瑞典 9月 11日举行议会选举。极右翼政

党瑞典民主党获得近 21%的选票，从议会第

三大党上升为第二大党。

与此同时，意大利的极右翼政党意大利

兄弟党也有望在议会选举中获胜。欧洲极右

翼政党的又一波抬头，将对欧洲的政治、经济

和民生等方面产生影响。

极右翼政党崛起

瑞典选举委员会 9月 14日公布了议会选

举 99%选票的统计结果，由温和党、瑞典民主

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反对党阵

营共赢得 176 个议席，支持现政府的阵营只

获得 173 席。其中，瑞典民主党获得 73 个席

位，成为议会第二大党。

瑞典民主党曾具有新纳粹背景，2010

年以 5.7%的支持率首次进入议会。此后，

该党呈现出上升势头，这次议会选举更是

成为瑞典政治的“游戏改变者”，可能推动

瑞典建立右翼政府，实现参与甚至主导执

政的突破。

事实上，瑞典民主党的兴起并非个例，

近些年欧洲极右翼政党正经历着 2015 年至

2019 年民粹主义蓬勃发展后的又一波抬头。

在法国分别于 4 月和 6 月举行的总统大

选与国民议会选举中，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政

党“国民联盟”虽未能实现入主爱丽舍宫的愿

望，却依旧在总统选举第二轮中取得得票率

41.46%的“历史最佳战绩”，并在国民议会中

成为第三大党。

在意大利，焦尔吉娅·梅洛尼领导的极右

翼政党意大利兄弟党，在 9 月提前举行的议

会大选中有望拔得头筹，最新民调显示其得

票率将从 2018年的 4.4%上升至 25%。

多重危机引发的后果

欧洲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崛起并不偶然。

从政治角度看，金融危机以来欧洲遭遇

多重危机，传统政党的社会治理和危机管理

能力无法应对挑战，民众只能诉诸“另一种选

择”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

从经济角度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

欧洲国家的经济和产业结构受到比较优势及

跨国企业经营战略调整的影响，中下层劳动

者在就业、福利及社会财富分配等方面的变

革中处于不利位置。

同时，欧债危机后经济不景气、失业上升

以及各国紧缩财政、削减福利的举措，进一步

加剧了中下层民众状况恶化的趋势，其经济

不安全感持续上升，对本国政府乃至欧盟机

构的不满加剧。

在社会层面上，外来移民及其融合问题

一直是欧洲国家长期面对却未有效应对的挑

战。大量外来移民不仅挤压了本土居民的福

利和财政资源空间，还可能引发犯罪活动。

一些长期鼓吹反移民、反难民、本土主义主张

的极右翼政党因此借机大肆宣传其主张，以

提升支持率。

例如，瑞典民主党在此次议会选举中延

续了其 2018 年大选的策略，主打反移民牌，

并将移民与瑞典的社会治安和枪支暴力问题

恶化以及犯罪率上升趋势加以联系。梅洛尼

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亦表露出强烈的反移民

信号，她在参加西班牙极右翼政党“呼声”运

动举行的活动时，极力攻击移民群体，并将外

国人和犯罪者进行挂钩。

政治碎片化极端化加剧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欧洲各国经济普遍受

到冲击。欧洲过去的产业空心化、就业虚化、

经济金融化等问题，也随着新技术、新业态、新

就业模式的普及而出现加速发展的态势。

在俄乌冲突导致欧洲经济和能源承压的

背景下，欧洲的经济民生状况变得愈发严

峻。但是，欧洲一些国家不顾能源价格和通

货膨胀愈发高涨的现状，不仅将“援乌抗俄”

置于经济民生问题之上，还将对俄制裁引发

的经济反噬作用描绘成“保卫民主和安全的

必要代价”。

这种火中取栗的做法，让消费能力不断

萎缩的欧洲民众持续不满，意大利、瑞典等国

近期的极右翼抬头即与其关联甚密。

比如，引发意大利提前大选的导火索，

是德拉吉政府提出的救助法案遭到五星运

动等政党的反对。德拉吉政府在俄乌冲突

中改变意大利的务实外交传统，以前所未有

的激进动作援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并与美

国的外交安全战略深度绑定，都令国内一些

政党不满。

而在瑞典，中左翼的安德松政府一改过

去瑞典的军事中立政策，主动推进加入北约

的进程，将瑞典卷入俄罗斯与西方战略对抗

的前沿，使其“殃及池鱼”的风险加剧。

另一方面，在欧洲深陷能源危机的背景

下，瑞典政府在稳物价、保民生方面却缺乏作

为。因为周边国家缺电，瑞典今年一跃成为

欧盟电力第一大出口国，但国外市场紧俏却

带动本国电力价格飙升。

今年以来，瑞典食品、汽油和柴油价格涨

幅分别达 10%、18%和 40%，同时家庭实际工

资还出现下降趋势。因此，能源和民生问题

也在此次瑞典大选中被明显体现。

在极右翼普遍抬头的背景下，欧洲各国

恐怕将继续面临政治碎片化、极端化和庸俗

化的趋势。各国政府在内外矛盾加剧、财政

资源趋紧的大背景下，很难对短期的民生问

题和长期的发展趋势问题提出并落实具有重

大意义的政策规划。

与此同时，极右翼政党为了巩固其执政

基础以及本国与欧盟关系，也可能部分接受

欧洲主流的政治主张，如梅洛尼在其竞选纲

领中仍然强调欧盟和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

性。这种趋势在给极右翼上台带来更多政策

确定性的同时，也限制了其回应民众诉求进

行变革的政策空间。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

洲所）

欧洲极右翼崛起映射经济民生之困

包括瑞典民主党在内的欧洲极右翼政党崛起，与传统政党无法应对多重危机、多国经

济和民生处境艰难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欧洲恐怕将继续面临政治碎片化、极端化和庸

俗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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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提出紧急干预措施
应对能源价格高涨

第 77 届联合国大会开幕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9月14日电（记者康

逸）欧盟委员会 14日提议对欧洲能源市场进

行紧急干预，以缓解近期能源价格大幅上

涨。此前备受关注的设置天然气价格上限的

提议因争议较大未包括其中。

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主要措施包括：成员

国在用电高峰时段减少至少 5%的用电量，

到 2023 年 3 月 31 日将总电力需求减少至少

10%；对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低成本发电

公司收入上限设定在每兆瓦时 180 欧元；对

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炼油部门产生的超额

利润征收至少 33%的税。欧盟委员会表示，

后两项措施将帮助欧盟筹集约 1400 亿欧元

资金。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蒂默曼斯在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这些前所未有的措施是对影

响欧洲的能源供应短缺和能源价格高企的必

要回应。减少电力需求是这些措施成功的基

础。对巨额收入设置上限将促使利润高的能

源公司帮助陷入困境的用户。廉价化石燃料

时代已经结束，欧盟需要加快向本土可再生

能源的转变。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受欧盟对俄罗斯

制裁产生反噬效应影响，欧洲能源供应紧张，

天然气和电力价格飙升。

欧盟委员会此项提案需得到欧盟多数成

员国支持才能获批。欧盟能源部长计划于 9
月 30日再次举行特别能源会议。

9月13日，第77届联合国大会第一次全会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举行。
第77届联合国大会13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这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联大首次举

行全面回归线下的会议。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意大利多地迎来开学日
本周，意大利多地学校迎来开学日。图为学生在意大利

罗马一所中学内上课。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