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1日，在波多黎各圣胡安，波多黎各总督里卡多·罗塞略（中）庆祝全民公决投票结果。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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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加勒比海的波多黎
各11日就与美国之间的地位
关系举行第五次全民公决，
97%的投票者支持波多黎各
成为美国第51个州。但由于这
次公决此前未被美国联邦政
府批准， 且投票率仅两成多，
其结果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美
联社说，美国国会很可能不会
承认公决结果。

多次公投均未通过

波多黎各原是西班牙殖
民地。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战
争结束后，波多黎各被割让给
美国。1917年， 波多黎各人被
赋予美国公民权。1952年，美
国国会通过法律给予波多黎
各美国联邦领土地位，波多黎
各享有内部自治权，自行选举
总督和立法机构。

但是，波多黎各人只能参
加美国总统选举的政党初选，
不能参加普选；波多黎各人不
用缴纳美国联邦所得税，但是
相比美国诸州，波多黎各所获
联邦拨款更少。

11日的全民公决，是上世
纪60年代以来，波多黎各举行
的第5次与美国地位关系公
决。前三次公决中，成为美国
第51个州的方案都被否决。
2012年第四次公决中，投票选
民中超过半数赞成该选项，但
三分之一以上选民未作决定，
因而这一结果的合法性受到
质疑。

11日的公决遭到反对党
的抵制， 投票率仅为23%，创
历史新低。 投票选民中，97%
支持波多黎各成为美国第51
个州，6800人认为应维持现
状，另有近7800人投给第三个
选项———与美国实行自由联
系下的内部自治或独立。

美国政府4月拒绝批准本
次公决计划，理由之一是波多
黎各当局当时的公决方案中
没有提供“维持现状”的选项。

试图摆脱经济困境

波多黎各面积近9000平
方公里，人口约350万，选民人
数220万。 波多黎各最近10年
经济情况恶化，很多人将此归
咎于美国政府2006年取消当
地的税收减免政策，导致大批
美国公司及资本撤离该岛。此
外，当地政府常年靠大举发债
来弥补财政缺口和提振经济，
债务负担超过700亿美元。目
前波多黎各物价、 失业率高
企，近50万波多黎各人离开家
乡、前往美国各州谋生。

今年5月， 波多黎各总督
里卡多·罗塞略向美国联邦监
督委员会提出对其债务进行
重组并提出破产保护的请求。

罗塞略力主波多黎各变
身为美国的州。11日晚他对上
千名支持者讲话，说将尽快成
立委员会，以选出2名“联邦参
议员”和5名“联邦众议员”，并
将要求美国国会批准波多黎
各成为州的要求。

“我们作为殖民地的历史
有500年， 拥有美国公民身份
的历史100年， 但我们一直是
二等公民，” 罗塞略说，“美国
应遵从我们的人民的意愿！”

他还在一份声明中说 ：
“如果华盛顿一方面要求世界
其他地方实现民主，另一方面
不回应发生在美国领土波多
黎各的要求自决的合法声音，
那么将极度自相矛盾。”

一些当地人认为，成为美
国的一个州，能获得更多联邦
资金支持，帮助波多黎各经济
摆脱危机、获得发展。

但反对党并不这么认为。
公决期间， 反对党组织约500
人走上首府圣胡安街头举行抵
制活动。 他们挥舞波多黎各旗
帜，点燃星条旗，高声呼喊要求
独立的口号。 路透社援引当地
政府发言人的话报道， 这次公
决的宣传和投票过程共耗资约
800万美元。 ■据新华社

波多黎各当局能否如愿， 取决
于美国国会。美联社分析，对美国联
邦政府来说， 由于波多黎各更亲民
主党， 眼下由共和党把持的美国国
会很可能不会承认公决结果， 不会
将波多黎各“扶正”。

美国纽约亨特学院波多黎各研
究中心副研究员卡洛斯·瓦加斯说，
参与投票的选民太少， 甚至不及上
一次公决，这可能导致公决跟5年前
一样，没有说服力，欠缺合法性。“如
果波多黎各真的想要成为美国的一
个州， 那么选民们需要发出更有力
的声音才能被听到。”

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政府完全
掌控了波多黎各的外交、国防事务，
同时不用向波多黎各拨付大量联邦
资金， 这对美国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局面。 吸纳波多黎各成为美国的第
51个州， 无法给美国带来额外的实
际收益，相反却要增加财政负担，所
以， 美国国会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
态度消极。 如果美国国会不转变态
度， 波多黎各政府组织的公决行动
只能是一相情愿的政治游戏。

波多黎各公投：要成“美国第51州”
97%的投票者支持 但因未被美政府批准，且投票率仅两成多，结果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得知国民议会选举初步结果后，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
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宣布“法兰西回来了”，“过去一个月，总
统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展现了自信、意愿和勇气”。

然而， 马克龙及其领导的共和国前进党依旧面临不少挑
战，这一点从本次议会选举中51.4%的创纪录弃投率可见一斑。

赵晨认为，法国国内方面，马克龙如果继续推行劳动法改
革和其他社会改革的话，难免触碰民众已有的“蛋糕”，很可能
遭到来自社会多个阶层的反对。

而在外交方面，由于特朗普迟迟未对欧洲盟友的安全作出坚
定承诺，法德很可能加速推进欧盟在军事安全方面的一体化建设。

“但是推进这些建设势必增加开支。在法国国内财政吃紧、
债务比例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如果加强军备方面的开支，将对
法国财政造成较大压力。”赵晨说。

法议会选举首轮
马克龙阵营大胜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一
轮投票11日全部结束。计票
结果显示， 总统埃马纽埃
尔·马克龙所在阵营大幅领
先， 有望在18日第二轮投票
中取得压倒性胜利。

不过，多达51.4%的选
民没有参加本轮投票，创
下法国议会选举弃投率新
纪录。左翼的社会党、极右
翼“国民阵线”等党派人士
呼吁民众积极参与第二轮
投票。

外界普遍认为， 这是继
总统选举以来， 来自共和国
前进党的总统埃马纽埃尔·
马克龙取得的又一场胜利。
专家认为， 这场胜利的意义
不仅限于法国国内， 更可能
对欧洲一体化进程、英国“脱
欧”等议题产生深远影响。

避免“左右共治”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共
和国前进党与中间派小党民
主运动党组成的联合阵营得
票率约为32.32%， 远超右翼
共和党阵营的21.56%以及极
右翼“国民阵线”的13.20%。

多家民调机构预测，在
18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第二
轮投票后， 共和国前进党阵
营很可能拿下约 400个至
445个国民议会席位，轻松超
过占据国民议会多数席位所
需的289席“门槛”。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素来
有“第三轮总统选举”之称，
议会多数派归属将影响法
国政府未来五年的实际执
政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
究所国际关系室主任赵晨认

为，由两个中间派政党———
共和国前进党和民主运动
党———组成的联合阵营如
果最终获得议会多数席位，
将避免法国出现“左右共
治”局面，有利于政策的强
有力执行。

欧洲一体化再出发

赵晨预测， 法国作为欧
洲强国， 预计今后将在欧洲
外交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
马克龙治下， 法国可能推行
‘联德远美’政策”。

马克龙5月14日就任法
国总统后，次日便出访德国，
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举行了会晤。外界普遍认为，
马克龙与默克尔建立了非常
紧密的联系。

“两国同为欧盟重要支
柱的情况下，‘法德同盟’再
次出现意味着我们可以预期
两国联手深度推进欧洲一体
化。”赵晨说。

与此同时， 他认为不管
马克龙还是默克尔， 与美国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都没有
产生“化学反应”，“未来法德
带领下的欧洲可能会与美国
日渐疏远”。

在这方面， 默克尔曾做
过类似表态。 上月底七国集
团峰会结束后，默克尔称，她
意识到欧洲不能再指望美国
发挥领导作用，“必须把命运
掌握在自己手上”。

在英国“脱欧”问题上，
赵晨认为， 未来法德两国很
可能对英国采取比较强硬的
立场，在博弈中给特雷莎·梅
政府造成较大压力。

■据新华社

国内国外均有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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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处投票站参加投票。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