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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南美洲的智利，远在太平洋的东南端，
是世界上国土最狭长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
的铜生产国，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政治稳定
程度，在南美洲乃至整个拉美地区都首屈一指。
有别于多数拉美国家政治的“左右大摇摆”，近
30年来的智利，一直是中左和中右政治力量轮
流执政。

进入21世纪之后，拉美地区兴起了一股左
翼风潮，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古
巴等左翼掌权的国家抱团取暖，在“美国后院”
打起了反美大旗，一些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地区
组织相继成立。

2013年拉美左翼风潮标志性人物之一、委
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病逝，特别是2015年以来
阿根廷、巴西这两个南美大国的左翼政府先后
下台，拉美左翼运动逐渐陷入低谷。

不过，近年来，随着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度过
政治危机，阿根廷、玻利维亚、墨西哥的左翼力量

重新掌权，巴西左翼标志性人物、前总统卢拉重回
政治舞台中央，拉美左翼呈现出回潮之势。

曾经的“清流”智利，似乎也难免受到地区
政治气候演变的影响，这次总统选举便有类似
的影子。

11月21日的总统和议会选举，智利1500万登记
选民投票选出下届总统，国会参议院50个议席中
改选27席，国会众议院改选全部155个议席。

在备受关注的总统选举中，7名候选人无人
获得过半数选票，右翼政党智利共和党候选人
卡斯特和左翼政党联盟“赞成尊严”候选人博里
奇的得票率排在前两位，分别为2 7 . 9 5%和
25 . 73%，将进入12月19日的决胜轮投票，得票数
多者当选总统。

来自新兴政党、分属政治光谱两端的卡斯
特和博里奇携手晋级，可谓对智利传统政治生
态的一次颠覆。

55岁的卡斯特曾任众议员，主张严控非法

移民，采取强硬手段保障社会安全、有力打击犯
罪，主张精简政府开支、减税和取消妨碍投资与
就业的法律法规。其政策主张吸引了保守的右
翼势力支持，他也因此被贴上“极右翼”标签。

博里奇比卡斯特年轻了20岁，曾经是学生运
动领袖和众议员，主张建立福利社会，改变智利新
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改革税制、增加税种，废除由
私营企业管理养老金的制度，实现普惠的医疗保
险，希望建设一个类似欧洲福利国家模式的政府。
他得到了左翼和极左翼势力的支持，如果最终当
选，将成为智利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

有分析指出，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表明，
卡斯特恢复社会秩序、打击犯罪等主张赢得了
希望改善社会动荡下治安状况选民的支持，而
博里奇变革社会福利制度的计划则迎合了年轻
选民的意愿。尽管在全国范围内，卡斯特首轮得
票率高于博里奇两个百分点，但后者在首都圣
地亚哥的得票率高于卡斯特7个百分点。

01 一场极化的选举

这次智利总统选举暴露出的政治生态演
变，早在半年前就已经显露端倪。今年5月15日
至16日，智利举行地方选举和制宪会议代表选
举。那次选举一度因新冠疫情反弹而被迫推迟
一个多月，用智利总统皮涅拉的话说，那次选举
将决定智利未来数十年的发展道路。

那次选举选出智利全国16个大区的区长、346
个市镇的行政长官和议员。更重要的是，还选出
155名制宪会议代表，负责制定一部新宪法。

2019年10月，首都圣地亚哥的公交票价上
涨引发波及智利全国的抗议浪潮。民众要求制
定新宪法、改善公立医疗和公立教育、提高养老
金和工资水平、降低公共服务费用等。后来，智
利主要政治力量就制定一部新宪法以取代1980
年宪法达成共识。

去年10月的全民公投中，大多数选民赞成
通过全部由民选代表组成的制宪会议来制定新

宪法。今年5月当选的155名制宪会议代表将在9
个月时间里制定一部新宪法，并再度交由全民
公投来决定能否通过。

中右翼执政联盟“智利前进”在那次制宪会
议代表选举中遭遇重挫，仅获得37个席位，未能
达到左右新宪法条款制定的三分之一席位，无
法否决新宪法条款；而独立候选人和中左翼反
对党代表则获得选民大力支持，其中左翼政党
联盟“赞成尊严”赢得28席，仅次于“智利前进”。

另外，在那次地方选举中，不少左翼候选人
也成功当选大区区长和市镇行政长官。比如，在
首都圣地亚哥市长选举中，左翼的智利共产党
成员雅各布就击败寻求连任的中右翼执政联盟

“智利前进”的成员阿莱桑德里；在智利地位仅
次于首都的瓦尔帕莱索大区，左翼人士蒙达卡
以较大优势当选区长，另一位极左翼人士查普
则连任瓦尔帕莱索市市长。

古巴拉美通讯社评论称，智利第一大港口
瓦尔帕莱索成为“左翼的堡垒”，而那次地方和
制宪会议选举的结果，则预示着2019年10月那
场抗议浪潮很可能引发深刻变革。

当时，皮涅拉坦言：“民众通过选举向所有
传统政治力量发出了明确而强烈的信息，那就
是我们没有同民众的愿望和诉求保持同步，我
们正受到新的表达方式和新的领导人的挑战。”

智利中左翼政党争取民主党主席穆尼奥斯
则表示，地方和制宪会议选举的结果显示了智
利变革愿望和变革力量的胜利。左翼政党联盟

“赞成尊严”认为，智利将迎来重大变化，“我们
要从零开始，建设一个新智利”。

左翼在制宪会议中占据多数席位优势后，已
经有分析认为智利未来的新宪法将明显“偏左”。
如今，来自左翼阵营的博里奇又进入总统选举决
胜轮，意味着所谓“重大变化”有望变为现实。

02 左翼回归早有苗头

智利总统任期4年，不可连选连任。新一届
总统将于2022年3月11日就职，届时现任智利总
统皮涅拉也将结束自己的第二个总统任期。

即将在12月1日迎来72岁生日的皮涅拉，出
生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一个中产家庭，父亲
是一名外交官，皮涅拉和家人也曾因此在欧洲
和美国生活过。皮涅拉毕业于智利天主教大学
学习商业工程学专业，并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
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上世纪70年代末进入商界前，皮涅拉曾在
美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以及拉美和加勒比经
济委员会工作过。皮涅拉在商界涉猎广泛，拥有
智利最大航空公司——— 智利航空公司、智利电
视台（CHV）、科洛科洛足球俱乐部、拉斯孔德斯
医院等企业的股份和海外资产。

皮涅拉曾经支持中左翼的智利基督教民主
党，但80年代末转投中右翼的智利民族革新党，
曾在1990年至1998年担任国会参议员。2005年，
他首次竞选总统，与中左翼阵营候选人巴切莱

特进入决胜轮，但最终败选，巴切莱特成为智利
历史上首位女总统。

2009年，皮涅拉作为中右翼阵营“争取变革
联盟”候选人再度竞选总统，并在2010年1月的
决胜轮中胜出。当时，坐拥超过14亿美元资产的
他，是智利52年来首位通过选举上台的中右翼
领导人。

皮涅拉上任前夕，2010年2月27日，智利康
塞普西翁遭遇8 . 8级强烈地震并引发海啸。同年
3月11日，皮涅拉的就职典礼也是在余震中完成
的。好在皮涅拉较为成功地处置了地震救援，制
定了灾区震后重建计划。

强震刚过，智利又在2010年8月5日发生圣何
塞铜矿矿难，33名矿工被困地下700多米深的地
方。事发后，皮涅拉紧急中止外访回国，到现场领
导救援工作。经过69天的不懈努力，33名被困矿工
全部获救，创造了世界矿难史上的救援奇迹。

他担任总统的4年，智利经济保持了快速增
长。这些成绩也成为皮涅拉在2017年再度成功

当选总统的基础。不过，在第二个总统任期进入
尾声之际，皮涅拉差点没能善终。

今年10月，一份名为“潘多拉文件”的海外
资产数据让皮涅拉险遭弹劾。皮涅拉被爆涉嫌
在2010年向好友、商人德拉诺违法出售名下的

“多明加矿场”，隐匿资产和逃税。这笔交易分三
期付款，前两期在皮涅拉出任总统前已完成，第
三期于2010年8月在英属维尔京群岛避税港完
成，此时皮涅拉已出任总统。

11月9日，智利国会众议院以78票支持、67
票反对的结果，批准对皮涅拉发起弹劾，并提交
至参议院。11月16日，智利国会参议院以28票赞
成、14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未能通过弹劾
案。根据智利法律，参议院有29票赞成就可通过
弹劾案。皮涅拉以1票优势，惊险过关。

正如皮涅拉首次当选总统时改写智利政坛
历史一样，他的继任者——— 无论卡斯特和博里
奇谁当选——— 也将冲击这个南美国家的传统政
治生态。

03 差点被弹劾的总统

11月21日，智利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7名总统候选人中无人得票
过半，得票率排在前两位的候选人进入决胜轮投票。这意味着，下届智
利总统将在右翼智利共和党候选人卡斯特和左翼“赞成尊严”候选人博
里奇之间产生。由于两人首轮得票率接近，最终谁能胜出仍然难料。

对这个南美国家来说，这种局面前所未有，自1990年智利军政府
“还政于民”以来，传统中右、中左阵营首次被排除在总统选举决战之外。
西班牙埃菲社指出，12月19日决胜轮投票后，智利将出现阿连德（1970-
1973）以来最左的政府，或皮诺切特（1973-1990）以来最右的政府。

左右为难
30年后智利再遇政坛地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赵恩霆

博里奇 卡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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