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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布鲁塞尔5月28日电
在5年一次的欧洲议会选举结束
两天后，欧盟各国领导人28日晚
齐聚布鲁塞尔举行非正式晚宴，就
欧盟机构领导人换届展开磋商。

哪些人会接任欧盟各大机构
领导职务，尤其是谁来接替容克
担任最为关键的欧盟委员会（欧
委会）主席一职备受关注。由于
欧盟相关规定并不清晰，各政治
力量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究竟
谁能“接班”颇具悬念。

程序之争

欧委会是欧盟的行政机构，
也是欧盟各机构里唯一有权提出
法律草案的机构，其主席相当于
欧盟的“政府首脑”。按照规定，
欧委会主席人选须由欧洲理事会
提名，再经欧洲议会投票通过。
也就是说，欧委会主席人选需要
得到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双方
的接受才行。

然而，欧洲理事会由28个成
员国的领导人组成，欧洲议会由
欧盟选民直接投票产生，两者之
间没有谁必须服从谁的关系。这
意味着欧委会主席的最终人选只
能经过博弈和妥协后产生。

同时，欧委会主席产生的程
序也没有明确规定。2009 年生

效、具有欧盟宪法地位的《里斯本
条约》中仅模糊规定，欧洲理事会
提名时需要考虑到欧洲议会的选
举结果并经过适当的磋商。

在2014年欧盟领导机构换届
时，欧委会主席人选是通过所谓

“领衔候选人”制产生的。当时，欧
洲议会各大党团都推出了自己的

“领衔候选人”。最终，最大党团人
民党党团推出的“领衔候选人”容
克被欧洲理事会提名为欧委会主
席人选，经过欧洲议会投票通过后
任职。但上述程序并未成为欧洲
各界的共识或正式写入法律，仅是
一个具有参考价值的“先例”。

近年来，以法国总统马克龙
为代表的多位欧盟成员国领导人
对“领衔候选人”制提出异议，表
示不应再遵循2014年的程序。有
分析人士指出，他们既担心这会
使欧委会主席人选的决定权事实
上“旁落”欧洲议会，也想在具体
人选上为自己国家争取利益。

但欧洲议会各大党团坚持认
为，“领衔候选人”制应当得到继
续执行。许多党团在此次欧洲议
会选举前就推出了自己的“领衔
候选人”。就在 28 日当天，各大
党团抢在欧盟领导人非正式晚宴
前召开会议并发表声明，重申对

“领衔候选人”制的支持。

花落谁家

目前，欧委会新主席的热门
人选主要有欧洲议会第一大党团
人民党党团“领衔候选人”韦伯、
第二大党团社会党党团“领衔候
选人”蒂默曼斯、第三大党团欧洲
自由民主联盟候选人韦斯塔格，
以及欧盟“脱欧”谈判首席代表巴
尼耶、荷兰首相吕特等。

倘若2014年的“领衔候选人”
制能够得到完全复制，那么最有
希望的显然是韦伯。但即便如
此，韦伯要想接替容克依然面临
重重挑战。

首先，法国方面不赞成。尽管
德国总理默克尔已明确表示支持
韦伯，但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面对媒
体时一连提出了3个人选，却唯独
不提韦伯的名字。他曾明确表示
欧委会主席人选应有充分的“经
验”和“可信度”，而韦伯未在欧盟
或成员国层面担任过要职。同时，
韦伯来自德国，法德同为欧盟重要
国家，法国也不太愿意接受一个德
国人担任欧委会主席。

其次，人民党党团在今年欧
洲议会选举中所获席位数相较
2014年有所下降，要得到过半数
议员支持难度不小。

蒂默曼斯曾任荷兰外交大

臣，是现任欧委会第一副主席。
他虽然得到法国、西班牙和瑞典
支持，但毕竟只是第二大党团的

“领衔候选人”，且因在欧盟内部
事务上对匈牙利、波兰等成员国
态度强硬而“结怨”不少。

丹麦人韦斯塔格现任欧委会
分管竞争事务的委员，是第三大
党团推出的候选人之一。相比众
多男性候选人，她作为少有的女
性候选人拥有一定性别优势。

此外，巴尼耶和吕特也有相
当竞争力。但由于他们都不在欧
洲议会各大党团推出的候选人序
列，因此即使得到欧洲理事会支
持，能否在欧洲议会的投票中通
过也未可知。此外，未来还会不
会有“黑马”杀出也很难说。

除欧委会主席一职外，今年
面临更迭的欧盟机构领导职务还
包括欧洲理事会主席、欧洲议会
议长、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等。欧
盟各国、各方政治势力在博弈过
程中会否策略性地“田忌赛马”，
以个别职务的“妥协”换取其他职
务的“上位”也是后期看点。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28
日晚宴结束后会见记者时说，晚
宴讨论的是欧盟机构领导人换届
的程序，而非具体人选，希望这一
程序能够在6月变得更为清晰。

各方博弈欧委会新主席人选，法德为各自意中人站台

欧盟“权游”开幕 谁能登上“铁王座”

5月2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德国总理默克尔在领导人非正式晚宴后的新闻
发布会上发言。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5月28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 新华社记者 张铖 摄

新华社开罗5月28日电 海湾
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
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30日将
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分别召开特别
峰会。这被视为在美国与伊朗紧
张对峙局面下，地区国家为应对
随时可能的“擦枪走火”而采取的
紧急行动。

分析人士指出，参会国家将在
特别峰会上表明各自立场，对伊朗
会形成何种策略以及卡塔尔是否
参会将成为特别峰会的两大看点。

“反伊阵营”能否组成

虽然两个峰会的议题尚未披
露，但媒体普遍认为，除聚焦伊朗
问题外，峰会还将讨论在阿联酋
海域商业船只遭“蓄意破坏”、沙
特阿美公司多处石油设施遭破坏
以及沙特边境城市吉赞持续遭也
门胡塞武装空袭后，海湾及中东
地区阿拉伯国家如何应对形势，
加强安全与稳定。

在阿盟特别峰会上，作为中
东逊尼派的代表力量，沙特可能
会游说阿盟其他成员国在经济、
政治、军事等领域共同抵制地区
影响力不断扩大的什叶派“领头
羊”伊朗。事实上，这也符合美国
建立中东战略联盟以削弱伊朗在
这一地区影响力的政策目标。

不过，一些国家可能选择避
免与伊朗直接对抗，比如科威特
和伊拉克。科威特长期奉行平
衡、温和的外交政策，与海合会成
员、其他阿拉伯国家以及土耳其、
伊朗等均保持良好关系。科威特
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巴赫强调通
过对话解决美伊争端的重要性。

伊拉克也拒绝为美国“站台”，
表示将与邻国伊朗保持友好关系，
并愿意调停美国与伊朗争端。

与此同时，伊朗也积极访问
海湾国家，提议签订互不侵犯条
约，希望构建与海湾国家的“平衡
关系”。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希26

日开始访问阿曼、科威特和卡塔
尔，这些国家愿意在此时接待伊
朗高级官员，足以表明其立场。

卡塔尔是否参会

卡塔尔收到参加本次海合会
峰会的邀请引发各界关注。据媒
体报道，沙特国王萨勒曼通过书
面信件邀请卡塔尔埃米尔（国家
元首）塔米姆出席特别峰会。这
是沙特自2017年6月与卡塔尔断
交以来，双方最高级别的公开接
触。卡塔尔方面目前尚未就是否
参会给出答复。

2017 年 6 月，沙特、阿联酋、
巴林和埃及以卡塔尔“支持恐怖
主义”和“破坏地区安全”为由，宣
布与卡塔尔断交，并对其实施制
裁和封锁。随后又有多国宣布与
卡塔尔断交。这场风波至今没有
平息。

卡塔尔除石油和天然气外高
度依赖进口。断交危机期间，土

耳其和伊朗成为卡塔尔重要的物
资生命线。沙特封锁与卡塔尔的
陆地边界后，伊朗向卡塔尔派遣
了满载食品的飞机，双方还在天
然气开发方面互惠互利。

分析人士认为，沙特邀请卡塔
尔参会，是担心其进一步倒向伊
朗，因此欲借特别峰会之机主动

“示好”。如果卡塔尔参会，或将意
味着断交危机出现重大转机。

事实上，本月以来，卡塔尔与
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已有
缓和迹象。6日，塔米姆与巴林首
相哈利法进行断交危机以来的首
次电话沟通。同日，阿联酋宣布
释放被其扣留的卡塔尔军事船
只。19日，卡塔尔宣布向阿联酋
追加天然气供应。

分析人士认为，上述动向表
明，随着美伊对峙下海湾局势的
危险性和复杂性不断升级，地区
国家避战求稳心切，正在努力营
造缓和气氛。

美国伊朗“摩拳擦掌”，恐战火烧身，海湾国家召集“紧急会”

沙特国王邀请卡塔尔埃米尔速到麦加

据新华社莫斯科 5 月 28 日电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8日在
莫斯科举行的俄罗斯和阿富汗建交
100 周年纪念会议开幕式上说，为
使阿富汗局势正常化，外国军队应
撤出阿富汗。

塔利班政治局发言人苏海勒·
沙欣在会上表示，塔利班希望同美
国方面在下一轮谈判中就美军撤出
阿富汗达成共识。

据北约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今
年2月，在阿富汗参加北约牵头的“坚
定支持”非作战任务的各国驻军共约
1.7万人，来自39个国家，主要负责为
阿富汗政府军提供培训等支持。

另据报道，目前美国在阿富汗
驻军约1.4万人，其中大部分人从属
北约牵头的“坚定支持”非作战任
务。塔利班与美国政府代表本月在
卡塔尔举行了第六轮谈判，议题包
括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等。

俄呼吁外国军队
撤出阿富汗

新华社开罗 5 月 29 日电 埃及
国家电视台 29 日报道说，利比亚

“国民军”当天向埃及移交了被称为
“埃及最想要抓住的恐怖分子之一”
的希沙姆·阿什马维。

埃及国家电视台报道说，阿什
马维当天乘坐埃及的一架飞机抵
达首都开罗，另外一名被“国民军”
抓获的、被埃及通缉的恐怖分子也
同机抵达。但埃及国家电视台未
透露其姓名。

阿什马维被指控参与了埃及境
内的多次恐怖袭击，其中包括2013年
针对埃及时任内政部长穆罕默德·易
卜拉欣的刺杀未遂行动、2015年针对
埃及时任总检察长希沙姆·巴拉卡特
的炸弹袭击、2017年在明亚省针对基
督徒的袭击等，这些袭击造成包括巴
拉卡特在内的数十人死亡。

2017年 12月，埃及开罗一法院
对阿什马维缺席审判，以其参与
2014年7月针对新河谷省一处检查
站的袭击为由，判处阿什马维和其
他13名犯罪嫌疑人死刑。

2018年 10月，控制利比亚东部
地区的利比亚“国民军”发言人宣
布，“国民军”在利比亚东部港口城
市德尔纳抓获了阿什马维。

利比亚“国民军”
向埃及移交
恐怖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