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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內瑞拉外長豪亞前日表示，美國拒絕委國總統馬杜羅原
定今日乘專機前往中國訪問時，飛越美國海外屬地波多黎各
領空。豪亞譴責美國的決定為「侮辱」和「侵略」，表明政
府正積極尋找替代方案，但馬杜羅不會延遲行程。馬杜羅是
全球首位領袖向美國中情局前職員斯諾登提供庇護，未知今
次事件是否美方報復行動。

「嚴重冒犯」考慮繞道古巴

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哈夫昨日表示，儘管委國的要求並非
循正確方式提出，但美國前晚已跟委國使館合作解決事件，
准許馬杜羅的專機飛越波多黎各前往中國。

準備陪同馬杜羅出訪中國的豪亞說，任何人都不能拒絕一

架載有進行國事訪問的國家總統專機飛越領空，美國拒絕是
無正當理由。他希望美國當局能「修正錯誤」，暗示有關錯
誤出在低級別官員的身上。豪亞補充，委國保留採取相應措
施的權利。美國駐加拉加斯大使館尚未對豪亞的講話作出回
應。

華府拒批內閣部長簽證

馬杜羅前日在首都加拉加斯發表演說時，形容其專機被禁
進入美領空是「嚴重冒犯」，表示會乘搭古巴飛機前往中
國，「與這個21世紀大國加強關係」。

馬杜羅又指華府拒絕向委國內閣部長巴里恩托斯發出簽
證，讓他稍後陪同自己出席聯合國大會，指無論拒發簽證給

巴里恩托斯、軍方領袖或代表團
其他成員，委國都不能接受，揚
言必要時會採取外交報復。

過去14年來，委美外交關係一直
緊張，自2010年以來，兩國甚至沒有
互派大使。馬杜羅今年4月接替已故的查韋
斯出任委國總統，他多番指責美國陰謀
推翻其政府，但未有提出實質證
據。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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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疑報復 一度拒委總統專機越領空訪華

默克爾料連任
或組大聯盟政府

德明大選 基民盟社民黨爭雄

默克爾昨日發表公開信爭取支持，稱德國過去
4年處境不錯，希望未來4年繼續保持良好，

並請選民明日投票給CDU。其實，自默克爾2005
年當選以來，不少歐洲國家已一再「易主」，包括
英、法及飽受歐債困擾的希臘、意大利和西班牙
等，唯有默克爾的地位相對較穩。

執政在野黨民望拉鋸

外界普遍認為默克爾將連任，關鍵是如何組織聯
合政府。近日朝野黨派民望差距逐步收窄，阿倫施
巴赫研究中心昨發表民調結果，顯示CDU支持率
為45%，與SPD加上其他反對黨的比率一樣，未過
半數。佛爾沙研究中心昨公布調查亦顯示，執政和
在野黨集團民望皆為45%。

7個月前成立的疑歐派「德國另類選擇黨」
（Alternative for Germany，簡稱AfD）支持率為

4.5%，逼近達到贏得下議院議席的門檻5%，或成
為1990年以來首個晉身國會的新黨。若成事，默克
爾控制的國會議席將減少，需與SPD等反對派組成
大聯盟政府。

疑歐派主張讓經濟實力較差的國家脫離歐元區，
與目前德國維持歐元區穩定的政策背道而馳，故
AfD晉身國會後，即使影響力相對較少，也足以令
金融市場出現動盪。

出口依賴歐元區難「變天」

另有分析指，鑑於德國主流民意及主要政黨均傾
向務實的親歐派立場，作為德國經濟命脈的出口業
須仰賴歐元區繼續團結，因此即使默克爾意外敗
選，德國亦很難真正「變天」，AfD缺乏有利環
境，暫未成氣候。 ■《時代》周刊/路透社/

《紐約時報》/法新社/《華爾街日報》

德國明日大選，總理默克爾領導基督教民主聯盟（CDU），與主要對手、反對派社會

民主黨（SPD）黨魁施泰因布呂克正面交鋒，冀再度連任。默克爾帶領德國安度歐債危

機，但最新民調顯示，執政聯盟與SPD等在野黨合共起來的民望不分高下，皆未能過

50%，且疑歐派政黨有機會首次晉身國會，或迫使默克爾與反對派組成大聯盟政府。分

析指，疑歐派登場將震動歐元區及金融市場。

執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CDU)及反對黨
社會民主黨(SPD)兩位黨魁性格迥異，總
理默克爾被公認行事較謹慎，有支持者笑
稱她是「保守女王」，亦有人稱她為

「Mutti(母親)」，但最大缺點是公開談話沉
悶沒趣。反觀對手施泰因布呂克脾氣較暴
躁，曾被記者拍到他在公共場合高調舉中
指，又自稱從不買廉價酒，態度囂張。

沉㠥、可靠且不卑不亢的默克爾擅打
「逆境波」，在歐債危機展現出色的領導能
力，不但力保德國經濟不失，對其他歐元
國要求放寬緊縮削支方針的壓力也視若無
睹，同時拒絕為發行泛歐債券開綠燈，她
的主張雖然惹來南歐民眾劣評如潮，卻充
分符合德國人期望，有助她的支持度在大
選前一直高企。

社會民主黨希望以居安思危的說法來游
說選民，警告太過安於默克爾政權將令國
家「不進則退」；默克爾助選成員則指，
默克爾執政風格與德國人的內心想法吻
合，就是「德國已走在正軌上，不須橫衝
亂撞，每次一小步已足夠。」

■《時代》周刊/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 德國國會選舉舉行在即，中國

社科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趙俊傑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受歐

債危機趨穩、德國經濟社會穩定、財赤規模減小等利好影

響，總理默克爾連任幾成定局，有望成為繼阿登納、科爾

後，成為連任3屆的總理。對華關係方面，他表示默克爾會引

領其他歐洲國家，與中國緊密合作。

趙俊傑指默克爾由上台初時的理念外交，轉向現時的理性

外交，中德亦升級為戰略夥伴關係，在國際和平、德國入

常、歐債危機，推行綠色低碳經濟模式等方面，有望繼續合

作。

由於德國沒有政黨可能獲得過半議席，依照慣例，新政府

將以聯合政府形式出現。趙俊傑預計，倘默克爾所屬基督教

民主聯盟(CDU)的盟友自由民主黨得票達7至8%，兩黨將延續

今屆「黑黃聯盟」。倘自由民主黨得票5%或以下，CDU則有

機會與社民黨合組「黑紅聯盟」。他認為，「黑紅聯盟」在內

政、外交等議題立場相近，加上兩者在國會影響力較大，組

成聯合政府有利德國發展。

美國警方表
示，芝加哥南
區前晚深夜發
生槍擊案，造
成13人受傷，
當中一名3歲幼
童 被 射 中 臉
頰，有生命危
險，另有兩名
傷 者 情 況 危
殆。警方相信

案件涉及幫派暴力。
警方指，案件於當地時間前晚10時15分在停車場發生。

大部分傷者介乎20至30多歲，主要是手臂和腳部中槍，一
名24歲男子腹部中了兩槍。中槍幼童的親戚哈里斯說，一
群駕駛灰色汽車的男子朝他開槍，結果打中幼童。哈里斯
說，幫派分子每晚都到案發現場附近找對象開槍。

芝加哥成「謀殺之都」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日前公布最新報告顯示，第三大城

市芝加哥去年超越紐約，成為美國的「謀殺之都」，一年共
發生500宗謀殺案。報告亦顯示，全國近七成謀殺案涉及槍
械暴力。 ■法新社/美聯社/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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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聽證會時表示，美國已明確
表態對釣魚島最終主權歸屬問題
不持立場，希望有關國家通過和
平對話解決島嶼爭端。

卡羅琳回答出任大使後將如何
應對中日在東海海域的島嶼爭端
時稱，對於中日因釣魚島產生的
對立表示極大擔憂，美國政府對
此負有推進和平對話和和平外交
的責任與義務。她將謹慎處理這
敏感問題，鼓勵地區國家通過對
話解決問題，緩和緊張局勢。

卡羅琳指美國正推進亞太再平
衡戰略，美日關係在其中發揮重
要作用。她將致力推進美日安保
合作，加強美日經貿投資合作。

■法新社/美聯社/共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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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幫派槍擊案
3歲童臉部中槍

倘連任執政1/4世紀
普京或再選總統

俄羅斯總統普京已先後擔任3屆總
統，他前日披露可能再參與下屆2018年
大選，爭取第四個總統任期。若他坐言
起行並勝出，包括總理任期在內，將執
政1/4世紀，成為自斯大林以來掌權最
久的領導人。

61歲的普京出席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
部年會時，問法國前總理菲永有否計劃
參選總統，菲永表示除非普京也回答，
否則自己不會回應。普京即時說：「我
不排除有此可能。」菲永也說：「我也
是。」

普京2000年起擔任兩任總統，當時任
期是4年。因憲法限制總統只能連任一
次，他2008年任滿後轉任總理，由親信
梅德韋傑夫接任總統。梅德韋傑夫將總
統任期延長至6年，普京去年再參選勝
出。

普京在年會發言稱，有足夠證據表
明，在敘利亞使用化武是挑釁行為，敘

反對派要為此負責，聯合國安理會應確
定其所應承擔的責任。

敘 國 昨 向 「 禁 止 化 學 武 器 組 織 」
(OPCW)提交初步化武清單，俄美外長
同日通電話，兩人同意通過強硬聯國決
議案，推進銷毀敘國化武工作。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彭博通訊社

普京執政年表
1999年8月16日：

就任總理

1999年12月31日：

出任代總統

2000年5月7日：

就任總統(任期4年)

2004年5月7日：

就任總統(任期4年)

2008年5月8日：

出任總理

2012年5月7日：

就任總統(任期6年，可連任一次)

2018年：

若再參選勝出可執政至2024年

■綜合報道

■警方在槍擊案現場搜證。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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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黨魁施泰因布呂克脾氣暴躁，曾被拍到舉中指。 美聯社 ■選舉廣告以中指代表施泰因布呂克，菱形手勢代表默克爾。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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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