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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雲人物，但
「維基解密」

不會就此
停 止 爆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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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黨重掌國會對㠥幹

奧巴馬妥協
必添內憂外患

在國會換屆前的「跛腳鴨」會期，奧巴馬成功推動
兩項爭議議案：全民減稅，以及容許同性戀者公

開參軍。其中在全民減稅爭議上，奧巴馬意外地向共和
黨妥協，令外界大跌眼鏡，分析認為，他是希望在下半
任期開始前，重建「改變」形象，重新吸納中間派選民
支持。

得罪民主黨人 恐挫連任夢
不過，奧巴馬妥協卻被部分民主黨人指為過度讓步，

又認為共和黨來年得勢，根本不會認真與白宮合作，衝
突只會更多。共和黨內部亦對奧巴馬轉㢇表示質疑，認
為他根本不會改變管治思想。

美國政評網站Politico評論員西蒙認為，奧巴馬若再向
共和黨等保守派讓步，將難免令原本支持他的自由派反
感。當這些不滿累積到一定程度，民主黨內可能會有人
在2012年大選黨內初選時，出面挑戰奧巴馬。

歷史證明，任何總統假如在初選遭受強大挑戰，都無
法連任，福特如是，卡特如是，老布什亦如是。西蒙指
出，2012年民主黨初選最先在新罕布什爾州舉行，上屆
初選奧巴馬曾在此處落敗，倘事件重演，對奧巴馬連任
之路絕對是一大打擊。

共和黨及「維基」 外交兩炸彈
外交方面，即將接任眾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共和黨議

員羅斯－萊赫蒂寧表明，上任後將對伊朗和朝鮮採取更
強硬路線，並加強推動國際組織改革，例如會「毫不猶
豫地」中止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等「失敗機構」撥款。

共和黨內部右派，特別是茶黨活躍成員，多數認為華
府不應支持一些「與美為敵」的國際組織，更不應斥巨
資援助外國。事實上，共和黨針對聯合國事務早有前
科，例如2001年，前布什政府及共和黨眾院就以「協助墮
胎」錯誤為由，拒絕向聯合國人口基金會撥款。

維基解密洩露美國
國務院曾下令外交官
刺探聯合國要人的私
隱資料，加上其他外
洩外交電報，已嚴重
損害美國外交工作。
假如共和黨進一步採取
強硬路線，勢令美國外
交變得更為孤立。
■Politico網站/《華爾街日報》

美國共和黨明年將重掌國會眾議院控制權，對美國內外政策肯定構成影響。國內而言，總統

奧巴馬將被迫加強與共和黨合作，但冷落民主黨將帶來嚴重後果，甚至可令奧巴馬的連任夢泡

湯；外交上，共和黨主導的國會或會採取強硬路線，因「維基解密」而受創的美國外交工作，

或會再受打擊。

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後，法國在歐盟一直以領導者自
居，倡議各國刺激經濟，但一場歐元區債務危機，轉變
了萊茵河兩岸的權力平衡。今年德國國內生產總值(GDP)
強勁增長3.7%，遠超法國的1.6%；德國明年預算赤字佔
GDP比率不足3%，法國的卻高達6%。兩國經濟實力此消
彼長，令歐盟權力重心也開始從法國轉移至德國。

處理歐債危機 默克爾企硬
金融海嘯後，時任歐盟輪值主席法國的總統薩科齊，

以領袖姿態號召歐洲各國對抗危機，但在歐債危機後，
情況出現微妙變化。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各項主張得以通
過，如2013年建立的永久性援助機制、不擴大對財困國
家的援助金等。相反，薩科齊在這些議題上淪為配角。

法德權力轉移的首要原因是經濟，雖然法國去年GDP
收縮2.6%，少過德國的4.7%，但今年德國出口強勁，帶
動GDP增長遠超法國。德國經濟強勢伴隨政治力量提
升，德國比以往更敢於爭取國家利益，不再像以往般仰
法國鼻息。

一名法國部長表示，法國人一直認為德國應接受法國
的意見，如今德國態度轉變，令法國很難接受。

法國要尋求新方法維持在歐洲的影響力，其中很重要
一環是重建外界對其財政的信心，例如處理好退休金改
革。另一途徑是尋找與德國的共同利益，如農業政策，
藉此發揮法國的作用。

法國歐洲事務部長沃基耶承認，3年前法國還不太重視
德法關係，現在終於認識到法國不但需要德國，而且法
德關係更是歷來最重要。然而，當德國的影響力開始超
越法國，法國才意識到這點，可謂莫大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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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語言監測機構預測，隨㠥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臨近，機構估計
「Palinism」(佩林主義)和「Obama-mess」(奧巴馬爛攤子)將是明年10大熱門
詞彙。

10大熱門詞彙中，China/Chinese(中國或中國人)排在第9位，機構指中國
崛起成為全球「10年大事」之一，明年相信亦會繼續吸引全球媒體目光。
其他上榜熱詞還包括象徵新一代網絡時代的「Web 3.0」，以及明年屆10周
年的美國「911」恐怖襲擊等。

英語世界曾對「2010年」的讀音有分歧，最終取得共識，故明年很多人
都懂得把「2011年」讀成「Twenty-Eleven」。另外，全球經濟持續低迷，

「Great Recession」(大衰退)一詞仍留在明年的熱門詞彙榜上。

明年10大詞彙(部分)
第1位 Twenty-Eleven 「2011年」的英語讀法

第2位 Obama-mess 奧巴馬爛攤子

第3位 Great Recession 大衰退

第4位 Palinism 佩林主義

第5位 TwitFlocker 繼facebook和Twitter後新一股科網熱潮

■路透社

「佩林主義」「奧巴馬爛攤子」
「中國/中國人」明年最熱

新一年，歐洲喜事成雙，因為將有兩場王室大婚盛事舉行，
先是英國威廉王子在春天大婚，接㠥摩納哥大公阿爾貝二世親
王將於夏天完成終身大事。兩場王室婚禮勢必吸引全球目光，
喜歡熱鬧的人絕對不能錯過。

威廉將於4月29日假倫敦西敏寺，迎娶大學情人凱蒂；阿爾貝
二世則會在7月2日至3日，與南非奧運泳手婚未妻維斯托克完
婚。報道過數10場王室婚禮的法國旁述員柏恩說：「(婚禮)引爆
的大眾狂熱，將超乎想像。全球多個電視台都要確保搶到轉播
權。普羅大眾真的很期待這類盛事，想藉此一掃陰霾。」

查爾斯座駕遇襲 保安受關注
英國政府為縮減財赤，推動大規模緊縮措施，社會愁雲慘

霧，王子大婚甚具「沖喜」之意，故首相卡梅倫亦決定把大婚
日列為公眾假期。由於王儲查爾斯伉儷的坐駕早前在倫敦街頭
被示威者襲擊，相信屆時婚禮保安將備受關注。

不過民調顯示，英國民眾對這次大婚的反應與想像中冷淡，
約2/3人認為「沒什麼特別」。史學家西頓估計，隨㠥威廉大婚
日臨近，民眾的興趣才會愈來愈濃。但她認為，威廉與凱蒂的
婚姻始終不及他的父母查爾斯與戴安娜般，充滿魅力和吸引
力，因為戴妃生前創造了潮流，但凱蒂不能。

至於摩納哥，當地評論員相信阿爾貝二世的婚禮盛況，會較
其父當年迎娶荷里活女星嘉莉絲姬莉時更大。阿爾貝二世與維
特施托克相識超過10年，後者曾是南非游泳名將。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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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11日，兩架客機在眾目睽睽下撞向美
國紐約世貿中心，造成2,600多人死亡，場面至今
仍歷歷在目。2011年是「911」恐襲10周年，預料
美國各地將舉行大型紀念活動，位於世貿遺址的紀
念廣場亦將於屆時開幕，標誌「911」遺址重建工
作進入尾聲。

聯合國大會上月通過由也門提出，於明年9月舉
行第3次聯合國世界反種族主義大會(簡稱德班大會)

的決議。在去年大會上，多個中東國家批
評 以 色 列 種 族 歧

視，與以色列同一
陣線的歐美不滿並杯葛，因

此有美國傳媒認為，來年
會議選於「911」10周

年之際舉行，明顯是
衝㠥美國而來，甚至

批評聯合國「向美國人的傷口灑鹽」。
10年前，恐怖分子分別騎劫4架客機，先後撞向

世貿及華盛頓五角大樓，另一架在空地上墜毀，成
為震驚全球的「911」襲擊。事後美國以懲戒發動
襲擊的「基地」恐怖組織為由發動反恐戰，先後出
兵阿富汗和伊拉克，其中在阿富汗的戰事至今仍未
結束。 ■綜合報道

「911」10周年
聯國反種族主義大會「贈興」

今年爆料網站「維基解密」(Wikileaks)先後公開大量美軍密件及美國外
交電報，轟動全球。雖然網站創辦人阿桑奇目前在英國保釋候審，但他早
前表明，將於明年初公開新一批密件，揭露某家美國大型銀行的不法行
為，甚至會有外星UFO的驚人消息。2011年，相信維基解密將繼續活
躍。

法新社：2010是維基解密年
雖然「失落」《時代周刊》年度風雲人物，但阿桑奇及維基解密洩密的

影響力已是不容置疑，法新社更形容，2010年應該是「維基解密年」。阿
桑奇如今在英獲准保釋，未來一年，有關他的引渡官司，以及美國是否起
訴他，勢必繼續備受傳媒關注。

早前阿桑奇受訪時透露，網站將於明年初，「大規模」公開多達數十萬
份關於美國大型銀行的密件，揭露大行駭人聽聞、違反商業道德的行為，
將觸發另一個「安龍(Enron)醜聞」，預言這或許會「摧毀其中一、兩間」。
據傳媒估計，涉及的大行可能是美國銀行或高盛。

此外，阿桑奇更透露在25萬份美國外交電報中，發現有關外星UFO的內
容。維基解密迄今只公布與國際政治有關的文件，媒體近日對洩密內容的
興趣漸漸減少。假如阿桑奇所言屬實，相信這些「UFO電報」將再一次引
起人們關注。 ■綜合報道

「維基」解密不停
下站：銀行醜聞UFO

■威廉將於4月29日迎娶大
學情人凱蒂。

■阿爾貝二世的婚禮，預料
會哄動過其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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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