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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PEGIDA反移民示威人數最初只得數百人，但近期
大幅增加，前日在德累斯頓有多達1.8萬人示威。不過

在西部多個城市，反排外示威人數遠超PEGIDA，首都柏林
前日有400名反伊斯蘭示威者遊行，但有5,000名反排外民
眾在勃蘭登堡門聚集抗議，司法部長馬斯亦在其中。

地標熄燈反排外 千警防亂
另外，斯圖加特有5,000人向排外主義說不，是右翼示

威者的10倍。漢堡及法蘭克福等均有反排外示威，全國
估計有多達2.2萬人參與，民眾手持寫上「仇外不人
道」、「德國之恥」及「想想你的兒女」等口號的標語
牌。警方部署上千警力，以防雙方爆發衝突。
教會、商界及政界均譴責排外行為。在科隆，著名地

標科隆大教堂、萊茵河鐵橋、市政廳及其他政府和歷史
建築物相繼熄燈，作為對排外示威的無聲抗議。德累斯頓
歌劇院亦熄燈抗議。德國外交部在微博twitter發帖，指德
國「不歡迎排外動亂」。
總理默克爾日前發表新年賀詞時，呼籲民眾不要跟隨
「心存偏見、冷漠及仇恨」的領袖帶領的示威，前日又
表示「社會不應容許右翼極端主義、仇外及反猶太主
義」。不過，PEGIDA創辦人巴赫曼表示，當初發起運
動是因不滿德國的庫爾德族人示威抗議敘利亞內戰，並與
薩拉菲派穆斯林發生衝突。PEGIDA成員厄特爾則表示，
他們只是對德國收容難民的政策作恰當批評，卻被主流政
黨及媒體抹黑為推崇種族及納粹主義，遭「政治壓迫」。

不滿難民政策寬鬆 1/8人願參與
德國難民政策屬全球最寬鬆之列，上周一項民調顯示，
近30%德國人認為當地穆斯林人口太多，已對生活造成影
響，出現PEGIDA般的示威是有跡可尋。另一項民調訪問
1,000名民眾，1/8受訪者表示若PEGIDA在住所附近舉
行示威，他會參與其中。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英國廣播公司/
《獨立報》/《紐約時報》

極端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

伊斯蘭國」(ISIL)去年冒起，對歐洲國家

帶來重大安全威脅，觸發德國右翼組織「歐

洲愛國者反西方伊斯蘭化」(PEGIDA)自去年10月

開始，每周一在東部城市德累斯頓發起反伊斯蘭示

威，其後演變成全國各地反移民示威，規模更不斷

擴大。同時，各城市近日均有人發起反排外示威打

對台，氣氛緊張，當局擔心兩大陣營爆發衝突。輿

論指出，移民議題或令德國社會對立、撕裂，恐

陷東西德統一以來最大分裂危機。

德國基於其納粹歷史，難民庇護政策額外寬鬆，單是去
年便接收了20萬名難民，大部分來自中東，人數較前年多
出60%，更是2012年的4倍，使德國成為歐盟最大難民接收
國，亦是繼美國後最多人尋求庇護的國家。
德國難民政策存在歷史背景，由於二戰後期大量德國難民逃
亡，獲許多國家大量接收，故此德國一直執行寬鬆難民政策，並
向難民提供救濟，因此被視為「避難者天堂」。德國目前有1,630
萬人來自移民家庭，相當於全國1/5人口，其中890萬人已獲得
德國公民身份。移民人口中以土耳其及波蘭兩大族裔為主，穆
斯林移民則有400萬人，佔整體人口5%，當中98%居於德西。
近年伊拉克及敘利亞戰禍令大量難民湧入歐洲，但歐洲失
業率高企及經濟不景，令民眾將不滿投射到移民身上。與歐
洲其他國家的右翼政黨一樣，主張收緊移民及庇護政策的

「歐洲愛國者反西方伊斯蘭
化」(PEGIDA)，藉民眾憂慮難
民日增令社會難以負荷而迅速
崛起。 ■歐洲在線/

歐洲新聞網/
《國際財經時報》

德國主流社會雖傾向歡迎移民，但今次大型及持續
的反伊斯蘭示威，反映有部分德國人抗拒外來移民。
示威最初在東部城市德累斯頓發起，雖然該市只有
0.4%人口為穆斯林，但德東地區失業率偏高，當地
社會對外來移民亦較不容忍。有分析更認為，示威不
只是純粹反伊斯蘭化，而是反映德國東西部在制定社
會政策上的鴻溝。
分析認為，示威或源於對穆斯林的恐懼。去年9

月，伍珀塔爾市一群邀進穆斯林自封「伊斯蘭教法警
察」，禁止人喝酒，或影響德國人對穆斯林的印象。
示威亦可能源於對未知的恐懼。從西班牙移居德累
斯頓的政治系大學生加西亞指，德國近數十年來只有
在1990年代經歷過最大型的一次外來移民潮，當時蘇
聯解體後有大量移民湧入德國，其時正值東德在兩德
統一後面臨巨變及危機，政府不再提供各種福利、失
業率急升，被剝削的階級及勞動者開始將惡劣局面歸
咎於移民。此種昔日仇外情緒自2008年金融海嘯後又
再重現。
柏林自由大學政治科學系教授豐克表示認同，指出自
1990年代以來，德西佔據了大量德東企業及政界的高層
職位，現在德東民眾可能覺得自己沒話語權，被分隔於
社會及政治發展之外。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反伊斯蘭化運動席捲德國，政府忙於遏制排外情
緒，除了政府官員紛紛開腔外，德國國營電視台最近
更推出卡通，向兒童灌輸反「歐洲愛國者反西方伊斯
蘭化」(PEGIDA)的訊息。
德國電視二台(ZDF)數周前起，在兒童頻道ZDFtivi播

放《一起反PEGIDA》，宣揚的訊息包括「大多數德國
人不支持PEGIDA言論」及「PEGIDA成員都是不開
心、失業或賺錢不多的人，恐移民搶走飯碗」。
卡通內的PEGIDA成員，一看見政客及外國國旗便會
憤怒。電視台官網亦提供網站連結，讓觀眾了解有關政
治名詞的定義，例如將「右翼」定義為「右翼分子認為
人不是生而平等，討厭膚色或宗教不同的人」，文字旁
更加插納粹領袖希特勒的照片。

財長撐移民
德國官員大多支持移民，財長朔伊布勒指接收移民令世
界更開放，提到德國在二戰後靠數以百萬計難民重建國
家，現在同樣需要移民，呼籲政客多向民眾解釋移民對德
國的好處。 ■Breitbart網站/德國之聲/《每日電訊報》

希臘將於本月25日提早舉行國會大選，反緊
縮的在野「激進左翼聯盟」支持率領先，引起
歐盟及投資者憂慮希臘或退出歐元區，避險情
緒升溫，德國及法國10年期國債孳息率昨日分
別跌至0.484厘及0.722厘的歷史新低，分析
預料債市的焦慮情緒將持續至本月底。
德國《明鏡》周刊早前引述德國總理默克爾

及財長朔伊布勒表示，一旦「激進左翼聯盟」
掌權，希臘「退出歐元區幾乎無可避免」，認
為希臘脫歐的結果「可以應付」。

防衛機制有漏洞 或波及他國
自歐債危機後，歐元區2011年推出永久性

的「歐元穩定機制」(ESM)，為財困成員國提

供貸款。歐洲央行亦會購買出事國家的債券確
保利息穩定。
然而上述機制其實存有漏洞，銀根緊絀的國

家或拒絕提供資金予ESM運作，而歐央行買
國債的計劃至今未獲得歐元區經濟火車頭德國
支持，加上歐洲經濟面臨通縮危機，歐亞集團
的拉赫曼相信新一輪歐債危機的破壞力更勝
前，特別是法國及意大利等較大的國家沒推出
改革，在新危機下變得更脆弱。
若希臘脫歐，發行的新貨幣兌歐元匯率恐嚴

重貶值，使希臘償還此前援助貸款的機會渺
茫，對歐元區其他國家帶來衝擊。

■法新社/《華爾街日報》/
美聯社

金融數據機構Markit昨公布
歐元區上月綜合採購經理人指
數(PMI)為51.4，雖然高於去

年11月份的51.1，但仍低於
市場預期的51.7，與50的盛
衰分界線僅一步之遙。外界憂

慮法國及意大利等大型經
濟體經濟轉差，加上「火
車頭」德國增長停滯，可
能拖累歐元區重陷衰退，
令剛從歐債危機復甦的南
歐重墮低谷。
Markit估計歐元區上季

經濟增長僅0.1%，繼續維

持自2013年中結束衰退以來
的疲弱增長。Markit首席經濟
師威廉森形容，去年歐元區經
濟在衰退邊緣徘徊，而從目前
的數據看來，難保今年不會重
陷衰退。
歐元區經濟持續疲弱，有專

家稱歐洲央行或最快在本月
22 日議息時宣布推出量寬
(QE)措施。

■美聯社

國際油價跌勢未止，紐約期油
昨日一度跌至每桶48.47美元，再
創5年半新低，拖累美股延續前日
跌勢。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昨日

中段報17,361點，跌140點；標準普爾500指
數報2,005點，跌14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

4,601點，跌51點。
歐股中段造好，但最終倒跌收市。英國富時100指數收

報6,366點，跌50點；法國CAC指數報4,083點，跌27
點；德國DAX指數報9,469點，跌3點。 ■美聯社/法新社

除德國掀起反伊斯蘭示威浪潮外，其他歐洲國家亦有
相關激烈言論及行動。荷蘭有網民在facebook(fb)大讚日
前瑞典清真寺被縱火的行為，並鼓吹效法，揚言「燒
光所有清真寺」，令當地穆斯林不安，清真寺已加強
保安。 ■《荷蘭時報》

政策寬鬆 去年接收20萬難民

反伊斯蘭或源自東西鴻溝

希臘脫歐陰霾籠罩

德法債息新低

政府推卡通 灌輸反PEGIDA訊息

荷人fb揚言：燒光所有清真寺

德法意拖累 歐元區恐陷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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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移民撐移民
■科隆示威者高舉「我
愛移民」橫額。路透社

反移民反移民
■德累斯頓1.8萬示威
者反伊斯蘭化。路透社

反移民反移民
■反對恐怖主義

反移民反移民
■面具示威者被捕

反移民反移民
■德累斯頓示威者憤怒

塞爆街頭。 路透社

反移民反移民
■反清真寺標貼

撐移民撐移民
■科隆大教堂熄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