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選投票於香港時間今日下午2時開始，午夜12時結束，當局隨即
公布票站調查結果。最新民調顯示，默克爾聯盟45%支持率

中，她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DU)和姊妹黨基督教社會聯盟(CSU)
共佔39%，遠超最大反對黨社會民主黨(SPD)的26%，意味她勝算在
握，但須與反對派組織大聯盟政府，故外界關注各小黨派的表現。

自由派勢危 或被迫放寬緊縮

默克爾昨在柏林向近4,000名支持者拉票，其後北上波羅的海沿
岸選區繼續造勢；SPD黨魁施泰因布呂克則在西部城市法蘭克福作
最後衝刺。
默克爾其他盟友所佔的6%支持率則並不穩陣，如親商的自由民主

黨(FDP)仍未保證取得進入國會所需的5%選票。假如FDP失利，將是
國會自1949年以來首次沒有擁護自由市場的自由派在席，默克爾將要
與施泰因布呂克領導的SPD合作，或被迫放寬一貫的緊縮削支方針。

拒與疑歐派組聯合政府

另一方面，在反對黨之中，備受矚目的疑歐派「德國另類選擇黨」
(AfD)支持度仍然為4%，可能破天荒入閘，但默克爾及施泰
因布呂克均表明不會與AfD合組政府。分析認為，AfD
即使進入國會，也可能與曇花一現的「海盜黨」一
樣，勝選後民望快速下滑。
低調沉 的默克爾在歐債危機下，仍將德國失業

率維持在20年來最低，造就她成為戰後其中一位
最受歡迎的總理，個人民望一度高達70%。她若
勝選，將在2016年追平並打破戴卓爾夫人的紀
錄，也是繼阿登納及科爾之後，
另一位 3
度 贏 得
大選的戰
後 德 國 總
理。德國在歐
洲一向居於
領導地位，默
克爾與法國聯
手促成紓困機
制，並堅持緊
縮方針力挽狂
瀾，均令她晉身歷
來最具權勢的女性之
一。

■路透社/美聯社/《獨立報》/《華爾街日報》/

《紐約時報》/美國有線新聞網絡/法新社

選情緊湊的德國大選今日開鑼，選前最後一

份民調顯示，德國「鐵娘子」總理默克爾的

執政聯盟民望為45%，領先反對勢力1個百

分點，連任應不成問題，但如何組閣則仍

有變數。默克爾自2005年至今已執政8年，若今次再連任並做

多4年，將超越曾管治英國11年的「鐵娘子」戴卓爾夫人，成

為歐洲乃至全球執政時間最長的女性國家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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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是歐元區最大經濟體，外界關注德國新一屆政府對歐元區未來和歐
盟機制建設的影響。中國駐德國大使史明德認為，新政府可能在對歐政策
上表現出一定容忍度和靈活性，但在推進結構改革、機構改革和歐盟整體
經濟競爭力的原則不會有變化。
德國政治學家尼德邁爾指出，儘管主要反對派社會民主黨連番批評默克

爾，但在國會表決時都支持歐元救助決議，相信在歐債危機政策上不會對
政府構成太大障礙。但有專家指出，默克爾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和社民
黨在歐元債券和共同承擔債務等方面存在分歧，可能成為聯手執政的衝突
點。

匯控：巨額經常賬盈餘累全球

德國習慣視經常賬盈餘為經濟強勁的象徵，因此鼓勵歐元區極力避免經
常賬赤字，並透過削支達致盈餘。德國經常賬盈餘自2007年起維持在2,480
億美元(約1.9萬億港元)，匯豐控股首席全球經濟師簡世勳指出，從全球整
體來看，一國的經常賬盈餘意味他國出現赤字，呼籲下屆德國政府改善瘋
狂「儲蓄」的陋習。 ■《泰晤士報》/新華社

華駐德大使：料對歐政策不變

本屆德國大選不乏首次參加投
票的華裔選民，德國媒體採訪後
發現，他們普遍最關心納稅和就
業議題。
34歲的機械工程師邁克爾．劉

(譯音)來到德國已經12年，稱對
首次投票沒有太特別感覺，認為
投票在民主國家是權利也是義
務。他稱今次大選最關心的議題
是納稅，亦關心政黨對家庭政策
和社會基建的立場。
移居德國11年、35歲工程師金

雷則表示，最關心就業議題，如

失業率和未來經濟發展，亦關心
退休金政策。他稱自默克爾執政
以來，德國經濟發展不錯，國家
整體穩定，較社會民主黨候選人
施泰因布呂克更令人安心。
在明斯特大學從事醫學研究的

張明月2000年來到德國，表示最
關心研究經費的政策，其次則是
和孩子相關的議題。他形容默克
爾上台後深得民眾支持，政績可
圈可點；反對派黨魁施泰因布呂
克則較注重民生和經濟發展。

■德國之聲

華裔選民最關心就業納稅

美國總統奧巴馬靠 社交媒
體和逐戶叩門方式拉票，結果
兩度勝選。德國大選的候選人
有樣學樣，但成效難比擬。分
析認為，社交媒體在德國不算
太普及，候選人都不熱衷利用
這渠道。
奧巴馬競選時利用社交媒體

成功拉票，故默克爾及反對派

候選人施泰因布呂克均「抄
橋」，但成效不彰。相比美國競
選辯論時有700萬個微博twitter
帖文，德國只有約17.3萬個，原
因是德國人重視私隱，少用社
交網站，且施泰因布呂克只是
由助手代勞貼文，默克爾甚至
本人連帳戶也沒有。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民眾重私隱「奧巴馬式」拉票低效
美國早前爆出監控歐洲國家的醜聞，

打擊美德互信。美國智庫「德國馬歇爾
基金」跨大西洋學院的紹博則認為，美
國總統奧巴馬與德國總理默克爾雖然不
是私交甚篤，關係卻不像外界想像中
差。分析認為，白宮樂見默克爾連任的
部分原因是她根本志在必得，其次是她
的主要對手施泰因布呂克的立場更不親
美。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當代德國研究專
家簡斯認為，施泰因布呂克任財長時，
曾批評美國陷入金融危機是咎由自取，
令華府不滿。加上現時英、法的話語權
轉弱，德國在可見未來仍是歐洲的主
宰，美國要維繫與德國的關係，由白宮
早已熟悉的默克爾連任將對美國更有
利。

■《時代》周刊

大選可能結局
1/現有聯盟繼續執政：

默克爾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DU)與姊妹黨基督教社會聯盟
(CSU)2009年起與自由民主黨合作，這個中間偏右聯盟主張低稅等親市場
政策，以及支持歐元區以緊縮削支政策克服債務危機。

2/「大聯盟」重現：
默克爾2005年當選之初曾與最大反對派、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黨(SPD)

合組「大聯盟」，但兩黨在經濟及社會等範疇立場有別，對如何解決歐債
危機的分歧尤大，可能增加施政難度。

3/反對派主導，政府左傾：
倘社會民主黨獲多數票，有機會與綠黨合組中間偏左聯盟，重演1998至

2005年間的局面。政府政策將左傾，德國可能更樂意發行泛歐債券。不
過，SPD—綠黨聯盟與第3大反對派左翼黨合作的機會不大。

4/疑歐派執政：
新成立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提倡歐元區「有序解散」，暫未肯定

能否取得國會入場券，但即使奪得議席，主流政黨與AfD合作的機會很
低。

■美聯社

德今
大選

默克爾連任在望 料成全球執政期最長女領袖

中國影響力無遠弗屆，然而在
今屆德國大選中，「中國話題」
卻難覓蹤影。但這並不意味中國
問題無關痛癢，反而是德國對華
政策的長期積累與不斷成熟，以
致德國社會已形成不言自明的共
識。
1993年德國時任總理科爾訪

華，隨後提出德國應從中國巨大
的發展潛力中獲益，「拓展相互
受益的實質夥伴關係」，兩年後
這成為歐盟對華政策的藍本。繼
任人施羅德繼續深化方針，多次
訪華，推動雙方在經貿、科技等
領域的合作。
現任總理默克爾上任以來，大

力推動兩國戰略夥伴關係，並加
強共同解決國際事務的合作，尤
其在應對全球金融風暴與歐債危
機中，德國良好地利用、而非對

抗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市場與機
遇。今年，德國政府更積極推動
中國和歐盟解決光伏和無線通信
設備「雙反」爭端。

雙邊貿易額1.25萬億

德國從其對華政策中受益良
多，去年雙邊貿易額為1,611億
美元(約1.25萬億港元)，相當於
中歐貿易總額約1/3。數據顯
示，中國已累計批准德企在華投
資項目7,900多個，德方實際投
入超過200億美元(約1,551億港
元)。
人們相信，中德互利共贏的合

作將延續，因此德國大選也鮮以
中國為由製造話題，顯示其對華
政策具有相當的、跨黨派的穩定
性。

■新華社

反對派更不親美

華府寧默克爾贏

對華政策穩定

毋須炒作「中國話題」

■基督教民主聯盟

默克爾

■社會民主黨

施泰因布呂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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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爾民望高企，大批支持者出席她

的造勢大會。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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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籃球員拉票收心形石塊

「鐵娘子」追趕鐵娘子
■有修女前往

票 站 提 早 投

票。法新社

■邁克爾．劉夫婦■工程師金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