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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前後成長的年輕
人被稱為「千禧世代」或「Y世代」，他們成

長環境富裕、科技進步，但2001年「911」恐襲後，
西方社會陰霾不散，金融海嘯更重創歐美經濟，不少
人對未來欠缺信心，過去的價值觀搖搖欲墜。

歐青少年 不信知識努力有用
歐洲多地青少年失業情況嚴重，西班牙及希臘青
年失業率更接近五成，當地年輕人失去希望，不再
相信知識及努力能改變命運。皮尤研究中心調查顯
示，法國僅1/5千禧世代認為教育是成功人生的重
要因素，在歐元區經濟「火車頭」德國，亦只有
44%年輕人同意努力工作能邁向成功。
加拿大擁有大專學歷的人口比例不斷上升，高學
歷職位卻不足，加上畢業後需償還高達3.5萬加元
(約19.6萬港元)的學債，當地年輕人前路茫茫。卡爾
頓大學藝術史學生布萊克坦言，自己畢業後很難找
到與學科相關的職位。加拿大皇后大學前民調專家
巴斯特多稱，年輕人重視學費及房屋議題，但政黨
對此着墨不多，令年輕人感到不受重視，促使年輕
選民人心思變。
選民對老一輩政客失去信心，在求變心切下，促
使新政黨及年輕候選人紛紛冒起，希臘激進左翼聯
盟去年奪過半國會議席執政，年僅37歲的伊格萊西
亞斯領導西班牙「我們可以」黨，於上月大選成績
同樣不俗，成立短短一年便晉身國會第三大黨。年
輕候選人的個人魅力同樣有助他們脫穎而出，西班
牙社會黨領袖桑切斯在當地有「靚仔」之稱，成為
他其中一項政治資本。

年齡非重點 關鍵在政策主張
年輕選民增加的得益者不一定只有年輕政客，74
歲的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參選人桑德斯，主張擴大
可負擔大學教育、分拆華爾街大行以改善財富不
公，恰恰是美國年輕人最關心的議題，令他獲得學
生階層廣泛支持。不少年輕選民解釋支持桑德斯的
理由時，均提到他具豐富立法及政治經驗，見證着
中產階層衰落，而他過去40年政綱貫徹始終，亦贏
來不少好感。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及公眾事務教授澤
利澤亦指出，桑德斯雖然年長，但耐力、體力及智
力毫不遜於其他參選人。
■《渥太華公民報》/《每日郵報》/《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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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嘗經濟差苦果 絕望下求變

歐洲政壇不斷冒起年輕政治領袖，相
反美國政壇似乎仍擺脫不了老人政治，
民主共和兩黨的總統初選大熱參選人希
拉里及特朗普，分別已68及69歲，參眾
兩院議員的平均年齡亦分別達61歲及57
歲。有分析指，在這個急速變化的網絡
年代，美國值得擁有新世代政治領袖，
藉着他們的新思維，以及熟悉社交網絡
等溝通渠道，或可為黨爭不斷以至面對
氣候變化等難題的美國，帶來新出路。
回顧近三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布什

和奧巴馬，入主白宮時的年齡已是「40
尾或50頭」，今屆看來極可能再倒退一
步。雖然今屆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克魯
茲、魯比奧及金達爾均只有45歲，但暫
時所見3人出線機會不大。分析認為，
美國總統職務壓力巨大，有理由給更年
輕、更健康的候選人競逐。由於社交網
絡等迅速發展，現今社會的聯繫愈來愈
緊密，年輕候選人或可吸引更多選民參
與政治，從而加強問責性。
另有專家指，選民與其關注參選人年

齡，不如關注他們的體力及智力能否勝
任白宮的繁重工作。

■《紐約時報》/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美國《國事雜誌》

加拿大自由黨黨魁杜魯多年僅43歲便當上總理，成為年輕政治新星成功典範。
他競選時被對手批評為欠缺經驗的「漂亮男孩」，未準備好領導國家，但他最
終成功說服選民，能為加拿大「帶來真正改變」(自由黨競選口號)。

杜魯多出身於政治世家，父親老杜魯多1968年首度當選加國總理，牽
起「杜魯多熱」。杜魯多早年遠離公眾目光，在卑詩大學獲得教育學
位後任職教師。然而，他的弟弟米歇爾1998年於卑詩省遇雪崩身
亡，迫使他站在公眾面前，成為關注雪崩安全問題的代言人。
老杜魯多2000年身故後，杜魯多在全國直播的父親葬禮上致
悼詞，獲廣泛好評，不少人於當時認定杜魯多有潛質成為成
功的政治人物。杜魯多其後開始活躍政壇，2008年首次當
選國會議員，2011年成功連任。杜魯多2012年宣佈參選
自由黨黨魁，翌年以壓倒性姿態勝出，去年更跟隨父親
腳步，當選加國總理。 ■英國廣播公司

美政壇老人當道 候新星破局

在歐洲新政治領袖陸續登場之際，年
屆61歲的德國總理默克爾最多連任一
屆就會卸任，其接班人誰屬開始受到各
方注視。年僅43歲的執政基督教民主
聯盟(CDU)副黨魁克勒格納，去年底在
黨大會發表演說，表現出眾，成為接棒
默克爾的熱門人選，而年輕正是她的最
大本錢。
克勒格納生於萊茵蘭普法爾茨州，來
自釀酒世家，23歲時參加「葡萄酒王

后」大賽，憑藉豐富的釀酒知識及出眾
的語言能力，力壓其餘13名區代表，
摘下后冠，代表德國酒商出席全球各地
250項活動，曾與前教宗若望保祿二
世、前南非總統曼德拉及前蘇聯領導人
戈爾巴喬夫等政要會面。
克勒格納藉着「葡萄酒王后」的名氣
踏足政壇，於2002年當選國會議員，
並擔任農業部初級部長9年，在2012年
出任CDU副黨魁。在默克爾因堅持收

容大量難民而備受壓力
之下，克勒格納展現政治
敏銳，始終力挺默克爾。
由於克勒格納在農場長大，與

不少傳統、保守的CDU基層黨員
契合，而且形象健美，具親和力，
符合講求嚴肅穩重的德國政壇。若克
勒格納勝出今年3月的萊茵蘭普法爾
茨州長選舉，勢必為角逐下任總理打
好堅實基礎。 ■《泰晤士報》

隨父足跡「漂亮男孩」成加總理

與西班牙傳統政治精英的西裝畢挺截然不同，37
歲的激進左翼政黨「我們可以」黨領袖伊格萊西亞
斯一身廉價衣物，隨意紮馬尾辮，但正因為他貼近
草根階層，使他不到一年便帶領「我們可以」黨
迅速崛起為西班牙第三大黨，徹底打破人民黨和
社會黨壟斷西國政治的格局。由於他與美國總統
奧巴馬一樣，善用社交媒體宣傳及爭取草根支
持，有媒體形容他為「西班牙奧巴馬」。
伊格萊西亞斯原是馬德里康普頓斯大學政治學

教授，鑑於西班牙實施緊縮政策引發社會不滿情
緒，他遂與幾名同事攜手組成「我們可以」黨，
在從政經驗和資源不足下，成立僅4個月卻能在歐
洲議會選舉拿下5席。
「我們可以」黨的聲勢早前稍為下降，伊格萊西

亞斯及時調整立場，摒棄一些極左立場，同時加強
在社交網絡宣傳，在上月國會大選成績超出預期，
奪得69席。 ■《新聞周刊》

現年41歲的希臘激進左翼聯盟領袖齊普拉斯，早年
是學運活躍分子，曾與同學一起佔領學校，反對教育
改革，成為啟發他從政之路的鑰匙。在希臘飽受債務
危機及緊縮之苦下，齊普拉斯的反緊縮立場獲廣泛認
同，激進左翼聯盟去年1月以壓倒性姿態勝出大選，
齊普拉斯當上總理，成為歐洲反緊縮的象徵。
齊普拉斯年輕時加入希臘共黨青年組織，17歲時被

反對教育改革的示威觸動，率領同學佔領自己就讀的
中學。他於大學畢業後加入青年左翼聯盟(激進左翼聯
盟前身)成為活躍分子，2001年曾擬聯同約1,000名希
臘民眾，試圖到意大利熱拿亞抗議在當地舉行的八大
工業國集團(G8)峰會，但遭意國警方拒絕入境。
2006年，齊普拉斯獲激進左翼聯盟支持，參選雅典

市長，雖然最終落敗，但獲得近11%選票，超過該黨
在其他地區的得票率逾一倍，成為其政治生涯的轉捩
點。

■Business Insider網站/《赫芬頓郵報》

47歲的法國極右政黨「國民陣線」
領袖勒龐，是近年法國冒起最快的政
治新貴，她於2011年從父親老勒龐手
中接掌國民陣線後，致力改善該黨被
指種族歧視的形象。藉着去年巴黎接
連發生恐襲，以及歐洲受難民潮衝
擊，該黨的反移民主張廣受認同，令
國民陣線攀上高峰，亦令勒龐成為
2017年總統大選一名不可忽視的潛在
候選人。
勒龐領導國民陣線在上月初的地方

選舉第一輪投票中，擊敗兩大傳統政
黨執政社會黨及共和聯盟，贏得最多
的28%選票。到第二輪投票，兩大黨
採取合作夾擊策略，最終令國民陣線
無法拿下任何一個大選區，但所得票
數已創歷來新高。
勒龐曾兩度離婚，育有3名子女，她

這背景相比大部分政治對手更貼近民
眾。勒龐因吸煙過度引致的沙啞聲線，
還有其極具感染力的演講方式，為她吸
引不少選民。即使老勒龐去年4月因發

表反猶太言論而遭勒龐逐出黨，兩父
女因此鬧僵，也無損其政治魅力。勒
龐年僅26歲的姨甥女馬里昂亦以
「小花」姿態突圍，一度在地區
選舉領先，成為傳媒焦點。有意
見認為她與統治國家的「老
男人」完全不同，將是國
家未來。
■英國廣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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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王后」被視默克爾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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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國奧巴馬」改寫傳統政局
伊格萊西亞斯

反緊縮象徵 領希抗債務危機
齊普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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