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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派分薄票源
希選戰兩大黨捱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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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塞爾研究機構Bruegel負責人費里表示，今次法國
和希臘的大選，是政權更迭與經濟政策調整之間的

競賽，現任政府很可能無得留低，由新政府繼續推行痛
苦的經濟改革。

迎合民意 領先薩科齊
歐洲民眾對以緊縮為主應對危機，正失去耐性和信

心。奧朗德正是利用大眾這心理，將修改歐盟財政條約
和刺激增長作為主要選舉口號，使民望得以領先支持緊
縮的現任總統薩科齊。奧朗德的政綱亦力推增長政策，
例如增強歐洲投資銀行借貸火力、推出「歐洲穩定債券」
資助基建項目以及調高歐央行的通脹目標等等。

不少專家認為，歐央行和德國應適當調整政策，在堅

持緊縮和結構性改革同時，更注重刺激經濟增長，最大
挑戰是如何同步處理增長和緊縮，找到兩者平衡。

與法國大選相比，部分觀察家更擔心希臘大選結果，
可能令該國再次陷入失序狀態，留在歐元區增添變數。

希臘早前答應厲行緊縮，以取
得第二輪國際援助，導致民

怨沸騰。瑞信研究部主

管彭諾嬅說：「未來這周看來很高危，但可能希臘比法
國選舉更重要。」

振經濟呼聲高 有利希修例
希臘最大的問題是援助金消耗得太快，急於需要

實施現行緊縮方案，才能繼續取得續命貸款。瑞銀
分析員致客戶的通訊指出，預料希臘下屆政府傾
向支持緊縮，並履行對國際援助機構的承諾，
但因需安撫被大幅削減薪金及退休金的國
民，新政府將嘗試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重新商討協議內的某些條款。

研究公司Capital Economics指，歐洲領
袖近期鼓吹刺激增長多於緊縮，有利希
臘提出修改援助條款，但鑑於希臘在
第一輪援助計劃中有未達標的前科，
歐元區核心國家可能拒絕修改條款。

■《紐約時報》/法新社/

CNBC/新華社

歐洲多國將舉行關鍵選舉，歐洲第二大經濟體法國可能變天。分析稱，若大熱社會黨候選人奧

朗德一如預期當選，將更㠥重經濟增長政策，與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倡議的「增長契約」互相呼

應，成為歐洲「增長派」的領袖，並與堅持緊縮的德國打對台，意味歐洲解決債務危機的大方

向，或從緊縮轉㢇至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駐巴黎特約記者 鄭若麟）法國今日舉行總統大
選，民調顯示，爭取連任的薩科齊支持率拉近至僅落後對手社會黨
候選人奧朗德4個百分點，是選戰以來最窄差距，薩科齊也揚言會
帶來「驚喜」。海外法籍選民昨率先投票，首先是加拿大紐芬蘭海
岸附近的聖皮埃爾島和密克隆島。

民調差距縮至4點 奧朗德仍領先
前日是最後一天拉票，每日

民調Ifop-Fiducial顯示奧朗德依
然領先，但薩科齊民望上升
至48%，彼此支持率收窄至4
個百分點。薩科齊前日在西
部最後拉票時稱，未到最後

一刻未知誰勝誰負。另一邊
廂，奧朗德呼籲民眾全力支持

他，讓他能強勢勝出。
奧朗德指，他想要全面勝利，

如果法國人必須作選擇，他們應
清楚表明意向，從而令勝出者有能

力及政策去行動。信心十足的奧朗德
表示，他沒有寬限期，國家的問題不

會隨㠥薩科齊下台而消失，因此他
上任便會馬上工作。

法國當地時間今晨8時起，
4,500萬名登記選民將開始第

二輪投票，投票將於晚上6至8時正式結束。法國規定，小城鎮票站
將於下午6時關閉，而30%的大、中城市則一直延繼至晚上8時。到
晚上8時，選舉結果將由法國各大媒體同時公布。在此前公布結果
則屬違法。

明正式公布結果 傳媒率先預測
法國傳媒將對投完票出來的選民進行調查，預測誰當選下任總

統。這種預測由於是對已投票選民的直接詢問，當其數量達到數百
萬時，結果比較準確。正式點票結果則要到翌日(周一)由法國內政
部宣布。

今年法國選民還利用微博和其他形式，用人人都能看懂的「暗語」
來傳遞選舉結果。如在第一輪投票時，有記者用暗語「倫敦電台」
來表示「荷蘭(暗指奧朗德，因其名與荷蘭僅差一個字母)今天溫度
27度」、而「布達佩斯(薩科齊父親的出生地)則是25度」等等。

民調機構涉助薩科齊拉票
微博甚至還被用來影響選民。法國昨日已不允許公布任何民調

結果，而在最後的調查中，薩科齊仍然以4至6個百分點落後奧朗
德。昨日有記者不斷收到短訊，稱民調機構Ifop「不供公布」的民
調顯示，「在最後階段出現有利薩科齊的浪潮」，甚至聲稱「周六
奧朗德下降2個百分點、薩科齊上升2個百分點，雙方已呈持平狀
態」。

考慮到在第一輪投票中，Ifop就一直聲稱薩科齊領先，而其老闆
又是「企業家協會」主席，立場明顯傾向薩科齊，令人懷疑Ifop是
在為薩科齊助選。

法大選終極戰薩科齊揚言有驚喜

奧朗德勢盛 歐債「增長派」抬頭

法國︰大選次輪投票今日舉行，外界普遍相

信，總統一職將由社會黨候選人奧朗德取代，薩

科齊一旦落敗，將為近年來第11位在歐債危機下

倒台的歐洲領導人。

冰島︰2008年，冰島3大銀行在金融危機初期

宣告破產。總理哈德翌年下台，並於今年因此事

被判有罪。

愛爾蘭：前總理考恩在去年2月大選數周前，

辭任共和黨黨魁，甚至無機會競逐總理職位。共

和黨亦在是次大選中慘敗。

希臘︰社會黨的帕潘德里歐在2009年高票當選

希臘總理，去年他將是否接受國外緊急援助交由

公投決定，遭親信逼令辭職，由帕帕季莫斯接

任。

意大利︰投資者對國家經濟和債務問題失去信

心，執政多年的前總理貝盧斯科尼，去年11月在

聲討聲中辭職，前歐盟理事蒙蒂臨危受命出任總

理。

西班牙︰房地產泡沫爆破後，執政社會黨未有

正視問題；政府見刺激經濟行不通，遂改行緊

縮，令失業率飆升。前首相薩帕特羅在去年11月

大選後倒台，由保守派的拉霍伊上位。

英國︰前首相白高敦帶領的工黨因未能帶領英

國走出經濟困局，於前年5月在大選中落敗，保

守黨的卡梅倫出任首相，帶領聯合政府。

葡萄牙、丹麥、芬蘭等︰執政者找不到有效方

法，在債務危機中維持國家經濟的發展，相繼出

現政權變更。

■美聯社

緊縮失民心希或修改援助條款

香港文匯報
駐巴黎特約記者
鄭若麟

法國直擊

法國前日取消性騷擾法，理由是這條法律對性
騷擾的定義太模糊。由於一度有望競選總統的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前總裁卡恩曾因涉嫌性侵被捕，
性騷擾議題成為焦點，取消此法因而備受爭議。

有婦女團體表示，法國最高憲法機構所作的這
個決定，將使性騷擾受害人在新法通過前，缺乏
法律保護。其他團體則辯稱，新法律可讓更多犯
事者繩之於法。

報道稱，撤銷這條法律後，應該引導出更清楚
的方針，讓法官可以遵守，但法律失效意味尚未
判決的性騷擾案件都會撤銷。法國下月舉行國會
選舉，新議員宣誓就職後才會撰寫新的性騷擾
法，故新法律可能需數月或更久才會通過。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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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飽受經濟創傷、貪腐嚴重及仇外的複
雜環境下，希臘今日舉行大選。預料兩大主要
政黨——新民主黨及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
(PASOK)，將面對約1,000萬登記選民以選票

「懲罰」。同時，多達10個極端少數黨將有機會
躋身國會，希臘政治前景充滿不確定性。

投票由香港時間今日中午12時展開，於午夜
結束，約1,000萬登記選民將投下神聖一票。由
私人債權人持有的高達4.36億歐元(約44.3億港
元)希債，將在本月15日到期，如何償還將成為
下屆希臘政府的首個考驗。

新民主黨料成一哥 難掌國會
過去38年來，新民主黨及PASOK一直輪流執

政。兩黨厲行緊縮，令選民轉投標榜反緊縮的
極左、極右黨派，最近，民調顯示兩黨支持度
跌至歷史新低。不過，預料新民主黨仍將以
25.5%得票率成為國會第一大黨，可多取50席。
PASOK則以14.5%至19%得票率緊隨其後。民調
反映任何單一政黨皆無法取得至少150席以控制
國會，須籌組聯合政府。

另一方面，極端少數黨如左派的Syriza、KKE
Communist及極右的金色黎明黨，將可憑多於

3%得票率晉身國會。它們公開反對由歐盟—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訂立的「緊縮至上」復甦方
案。

新民主黨黨魁薩瑪拉斯前晚在造勢活動上表
示，若任由極端黨派得勢，希臘必將「回到起
點」，經濟更一蹶不振；又指國家不能受金色黎
明黨的法西斯主義污染。

薩瑪拉斯強調，即使得票不足，寧可重新選
舉，亦絕不籌組執政聯盟。有指薩瑪拉斯希望

「背水一戰」，藉此爭取更多支持。
■美聯社/法新社

英國倫敦市政選舉委員會前日
深夜宣布，保守黨的約翰遜擊敗
工黨的利文斯通，連任倫敦市
長。有評論員認為，保守黨在地
選大敗，屬該黨的約翰遜依然能
保住市長寶座，顯示他將對保守
黨黨魁、首相卡梅倫構成威脅，
指他有朝一日或當上唐寧街主
人。

點票結果顯示，約翰遜取得105
萬票，得票率為51.53%。利文斯
通宣布競選落敗時表示：「卡梅
倫和(財政大臣)歐思邦拖累保守黨

在英國失去議席，而你(約翰遜)不
但成功連任市長，我懷疑，保守
黨下任的領導人選已定下來。」

■路透社/新華社/中央社

倫敦市長連任覬覦唐寧街

美國總統奧巴馬昨日正式展開
第一場造勢集會，向俄亥俄、弗
吉尼亞兩州選民拉票。奧巴馬在
集會上表示，隨㠥阿、伊戰事平
息，美國應集中火力建設國家。
另一方面，共和黨批評奧巴馬利
用政治特權，在多個白宮活動上
發表政治宣言，「偷步」進行競
選活動。

奧巴馬稱，政府是時候將注意
力從阿富汗拉回國內，建設更好

的國家。他提到，自己剛於日前
飛往阿富汗，與阿總統卡爾扎伊
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又不忘提醒
選民，恐怖分子拉登一年前遭美
軍擒殺，「基地」組織已被摧
毀。

奧巴馬指美國政府應致力推動
經濟發展，為所有人包括歸國駐
伊美軍提供「平等機會」，又敦促
政府強化中產階層。 ■路透社/

美聯社/法新社/《每日郵報》

奧巴馬爭連任 偷步開造勢會

■約翰遜(左)有機會成為卡梅倫

(右)繼任人。 法新社

■薩瑪拉斯領導的新民主黨料成為國會最大

黨。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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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民眾示威反對當局撤銷性騷擾法。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