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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三衰六旺」，天時、地利、人和三大因素就是成了壓在薩科齊
頭上的重負，使他連任前景不妙。首先是時運不濟：薩科齊上台

不到兩年，就爆發全球金融海嘯；去年秋天又出現「死不斷氣」的歐債
危機，使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陷入經濟金融困境，歐元始終未能走出險
區。環顧周邊國家，自歐債危機爆發以來，未有任何一名執政者成功連
任。希臘、意大利、西班牙等全部換馬，薩科齊恐怕也很難創造奇蹟。

其次，法國在歐債危機中受衝擊甚大：國家主權信貸評級被降，社會
購買力下降，公債空前，經濟復甦前景黯淡，造成社會動盪、陷於空前
悲觀情緒之中。薩科齊執政5年，還是有所成就，特別是在一些困難的體
制改革領域；但這些成就都被經濟危機對沖掉。競選連任最為重要的就
是政績，而從目前法國經濟形勢來看，薩科齊幾乎未能從自己的政績中
得分。

認衰在性格 「再當選會改」
再者，就是人和：薩科齊5年來可謂叱㜿風雲、風光一時。然而，其過

於強悍和過於張揚，以及多變、事必躬親的作風的執政方式，使自己陷
入輿論核心。他昨天便承認，其「一些行為方式不妥，若再當選，一定
會改」。今天的法國社會，無論是在輿論、媒體或政界，都瀰漫㠥一股強
烈「反薩」情緒，強烈程度與5年前他競選時的「薩熱」恰成反比。

若選民將奧朗德送進愛麗舍宮，法國將面臨怎樣的前途？奧朗德將成
為法國第一位從無任何執政經驗的總統。在法國，競選總統需要黨內各
勢力支持，選後就要分配利益。

擔任過密特朗時期總理的法比尤斯就是例子。法比尤斯不是奧朗德
「嫡系」，他支持奧朗德，就是「覬覦」外長一職。其他黨內「大佬」當
然也不例外。因此，奧朗德一旦上台，政府將出現一大批新面孔，且有
相當一部分是沒執政經驗的。社會黨畢竟遠離政府已10年。這樣，奧朗
德必然面臨執政經驗匱乏的困境。

奧朗德零經驗 國內外恐難「壓場」
過去當選總統還會有一個「蜜月期」。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法國

事務都已染上「國際色彩」，「蜜月期」愈來愈短，國際事務(各種危機)
也來得愈來愈快。一旦奧朗德上台，對內他立即就面臨緊縮政策、經濟
增長乏力等棘手難題；對外則面臨敘利亞、伊朗、歐債等一系列「燙手
山芋」。若歐元區某國突然「退會」造成嚴重危機，奧朗德能夠應對自如
嗎？他甚至不認識當今主要國家的主要領袖。

奧朗德好在「正常」。他一早表示，將一反薩科齊「非典型風格」，不
會獨斷獨行，而是以「正常」方式執政。法國雜誌《新觀察家》訪問大
部分候選人上台後的對外政策，奧朗德在回答「會否見達賴」時說：

「原則上我沒理由拒見他。當然這還要看屆時情況而定。」從此話分析，
他確實不會像薩科齊般，在對華關係上草率行事，造成兩國關係大起大
落。接手欠債纍纍的國家並面對全球現金儲備最豐厚的國家時，他顯然
能夠釐清孰輕孰重。但他畢竟是「新手」，確實是世界主要大國所擔心
的。

香港文匯報訊（駐巴黎特約記者 鄭若麟）法

國總統大選今天舉行首輪投票，10名候選人

中得票率最高的2人將進入5月6日次輪投

票，得票率過半者當選。現任總統薩科

齊挾㠥執政優勢，在民調中卻一直落

後，其主要對手、左翼社會黨的

奧朗德則大幅領先，除非出

現不測風雲，否則奧朗

德可謂勝券在

握。

近年法國的華人族群壯大，政治意識不斷提高，
華人選票對選舉結果起關鍵作用。有當地華僑表
示，不少華人都對左翼有戒心，因此大都傾向投票
給右翼的薩科齊。

薩科齊領導的人民運動聯盟（UMP）積極動員基
層力量，爭取少數族裔選民支持。現任黨魁科普去
年11月成立「促進多元」全國委員會，就是要拉攏

非洲裔、亞裔人士。
長年觀察華人社群的傳媒機構主管雷丹宇說，亞

裔人士落居巴黎30多年，政治意識開始提高，參政
意願抬頭；加上近年來湧進的中國移民，選票不可
忽視。薩科齊上月在巴黎郊區的造勢大會，巴黎13
區有好幾輛大巴載華人參加。她並表示，「華人這
麼投入參與法國總統大選，以前從沒見過」，而政策

上對外國人較寬容的左翼社會黨，並沒策動少數族
裔助選團。

社會黨均富理想難打動華人
雷丹宇說，社會黨較「菁英主義」，而且講財富分

配的均富理想較難打動華人。「世界台灣商會聯合
總會」名譽總會長蔡國泰也表示，社會黨較強調公

平正義，較注意少數族裔權益，但多數華裔在法都
從商，僑社還是寧可選擇站在照顧資本家的右翼。
他說，左翼主張限制每周工時，但薩科齊強調多做
多賺、不加稅，因此大受資本家歡迎。

薩科齊政府華人事務顧問何福基表示，法國負債
纍纍，巴黎華人最關心的固然是經濟，如果讓左翼
執政，他們恐怕法國將變成第二個希臘。他個人希
望薩科齊可以連任，因為在國家事務上，無論對內
對外他都非常熟識，與中國關係不錯，也認識領導
人胡錦濤和溫家寶。

■英國廣播公司/中央社

歐債危機是法國總統大選的主要議題之一，自稱不擅處理金融問題
的奧朗德，前日促請歐洲央行減息，並直接向歐元區成員國借貸，以
促進經濟活動。不過，德國一直堅持歐央行獨立性，央行高層亦多次
排除援助財困國。受奧朗德言論影響，法國債務違約掉期（CDS）上
升10個基點，至210點。

歐央行不願失獨立性
現時歐盟條例禁止歐央行注資政府，官員指出，歐央行主要職責是

維持物價穩定，一旦超越界線會衝擊其獨立性。奧朗德表示，歐央行
向銀行提供1厘息的貸款，但銀行向西班牙貸款卻收取6厘息，令人難
以置信。他稱，若歐央行是終極貸方，過程必然更公平及有效率。

歐洲領袖去年12月在歐盟峰會達成共識，同意另訂新約加強財政紀
律，奧朗德曾承諾要重新談判，亦不斷向歐央行施壓，要求對方擴大
角色。薩科齊在去年11月德法意峰會上，無法游說德國容許歐央行成
為借貸解決歐債的最後堡壘，自此不願多談相關議題。他近日為拉票
罕有開腔，稱政客應有訂立利息的話事權，認為相比美元，歐元明顯
被高估。 ■《華爾街日報》

奧朗德出口術
促歐央行減息

薩科齊選情告急，在關鍵拉票時刻除大晒經濟政績外，亦為上任之
初未完全掌握總統角色，顯得不可一世而道歉，承諾不會重蹈覆轍。
對於外界對他冠以「超級薩科」（Super Sarko）的綽號，他承認自己不
是經常都這麼「超級」。奧朗德批評他5年前高呼振興經濟淪為空談，
呼籲求變選民集中火力支持自己。

薩科齊曾被拍到在地中海坐豪華遊艇度假，外界亦只關注他與超模
妻子布魯尼的浪漫關係，媒體戲稱他為「珠光寶氣總統」。他為挽回形
象，宣稱2008年金融海嘯後，自己未動用法國一分一毫，便成功拯救
法國銀行體系。

他又指前總統密特朗1981年上台後，兩年內便爆發金融災難，警告
若奧朗德當選，「只需兩日便出事」。

■《泰晤士報》/英國《金融時報》/france24網站

薩科齊認低威：我不是「超級」

各界關注法國總統大選，網上博彩公司賭盤顯示，奧朗德是大熱
門，薩科齊遠遠落後。英國威廉希爾（William Hill）開出奧朗德當選
的賠率為5賠1，薩科齊僅為3賠10；力博（Ladbrokes）則顯示奧朗德
為8賠1，薩科齊為2賠9。至於首輪投票出局賠率，Paddy Power為奧朗
德開出1賠40，薩科齊是1賠33。 ■彭博通訊社

選前開盤：奧朗德大熱

彭博通訊社分析指出，法國大選首輪投票將為歐洲連串選舉揭開序
幕，預料法國、希臘、德國及愛爾蘭的選民，將陸續「叮走」挽救經
濟無方的政府。西方國家現時面對的困境，正如1970、80年代造就戴
卓爾夫人、里根、密特朗及科爾上台的時勢一樣。換言之，歐美皆需
強勢統治，方能令財政、經濟重拾優勢。

現時面對嚴峻經濟危機，歐洲各國如法國，必須削支，開放勞動力市
場，才能使國家重新具備足夠競爭力，與中國、

巴西等新興經濟體一爭高下。但不論是薩科齊
還是奧朗德，都不曾告訴選民，要提升競

爭力，人民每周工時必須大大延長，亦
再也不能在60歲安穩退休。

德國總理默克爾為尋求連
任，堅拒冒赤字上升的風險，
出手挽救歐元區。在經濟危機
下，德國需增加向周邊國家入
口，同時減少出口，以挽救歐
元。但要說服選民同意上述措
施，國家將首先需要一個強勢
領袖。 ■彭博通訊社

歐洲要強勢領袖才有救

德國《南德日報》前日報道，德國和法國的內政部長擬了一封信函
給歐盟，指出若南歐及東歐國家無法有效防堵非法移民入境，要求設
暫時性的邊境管制。適逢法國總統大選投票日前夕，一些德國政界人
士認為，此舉難免會讓人感覺是德國在為薩科齊助陣。

1985年，當時的西德、法國、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在申根簽署公
約，決定取消邊境檢查。1995年3月26日申根正式生效，簽約國只有
在特別情況下才可設邊境檢查和管制，由簽約5國開始實施，後來其
他歐洲國家陸續加入，目前共有26個成員國，包括非歐盟的瑞士、挪
威、冰島及列支敦士登。 ■德國《明鏡周刊》

德法擬設邊境管制疑為薩造勢

法國華人傾向挺薩

■薩科齊

■奧朗德

■ 法 國 社 會

「反薩」情緒強

烈，薩科齊被

塗鴉的海報到

處可見。

法新社

■薩科齊的名

模妻子布魯尼

出動晒恩愛。

法新社

■奧朗德最後一個造勢大

會氣勢果然勁。 法新社

法國直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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