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國總理默克爾於本港時間今日清晨召開記者會。其在基
民盟的黨友透露，默克爾將正式宣佈於明年大選中，第4度
競逐總理之位。歐美今年先後發生英國公投脫歐及特朗普當
選美國總統等震驚全球的大事，默克爾因此被其他西方國家
領袖寄予厚望，希望她可以成為歐洲大陸以至整個西方世界
的「定海神針」，對抗極速崛起的民粹主義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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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將於明年9月或10月舉行國會選舉，默
克爾之前一直拒絕透露會否尋求連任，僅

稱會在「適當時間」作出宣佈。默克爾領導的執
政基督教民主聯盟於本港時間今日召開黨會議，
報道指她會在其後的記者會上宣佈競逐連任黨主
席，以總理候選人身份帶領該黨出戰大選。德國
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施瓦策爾表示，觀乎特朗普
勝選後對歐洲的潛在影響，德國總理責任將變得
更艱巨，默克爾會因此覺得工作尚未完成，需
要繼續領導歐洲。

4屆任期平科爾紀錄
現年62歲的默克爾自
2005年出任總理
至 今 ，

若然成功連任，她將會展開第4屆任期，追平恩
師科爾的戰後紀錄。科爾於1982年當選總理，
直至1998年才卸任，其間促使了柏林圍牆倒塌
及東西德統一等歷史大事。

法料遭極右攻陷 奧巴馬交棒
基於美國總統奧巴馬將於明年1月卸任，加上
特朗普上任、英國為脫歐事務忙得不可開交，法
國亦將於明年5月舉行總統大選，極右政黨「國
民陣線」領袖勒龐大有機會跑出，不少分析師都
認為捍衛西方價值的重責將集中到默克爾一人身
上，更有人形容她是「自由世界的新領袖」。奧
巴馬上周展開任內最後一次外訪，他特別選擇到
德國與默克爾會面，而非英國和法國這兩個傳統
盟友，足見默克爾在奧巴馬心目中的地位。

德選民求穩 見英美變天料「歸隊」
不過默克爾尋求連任並非毫無懸念，她去年開

放邊境容許100萬難民湧入，引發民間強烈反
彈，主張收緊移民政策的極右翼政黨「另類選擇
黨」(AfD)更因此冒起。基民盟已經接連在多場
地方選舉中失利，默克爾個人支持度亦由去年4
月的75%，急跌至現時約52%。

最新民調顯示，若然大選在剛
過去的周末舉行，基民盟及
盟友基社盟得票率將只有
32%，較2013年大選減少10

個百分點；執政聯盟左翼成員社民黨則有23%，
AfD可以取得12%選票。不過有
分析指出，德國選民傳統上傾
向求穩，他們看見英美等地的
情況後，或者會自動「歸
隊」，讓基民盟保住執政地位。
■法新社/今日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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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是歐洲最大經濟體，歐盟成員國及歐洲
央行都呼籲德國增加開支，推動歐元區經濟增
長。默克爾前日透過視像講話，承諾在2017
年增加基建預算，投資道路、寬頻互聯網、教
育等項目，但不會增發國債，避免增加下一代
負擔。默克爾又指，投資基建有助難民就業及
融入社會。

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認為，貨幣政策對經濟
復甦作用不大，他主張透過增加開支推動經
濟。假如特朗普經濟學取得成功，有機會動搖
德國堅持緊縮的立場。
提倡緊縮的德國財長朔伊布勒，曾表示有意

留任，但有資深政府官員透露，與基民盟合組
聯合政府的社民黨，很大機會提出讓該黨派人

擔任財長，反映社民黨對緊縮政策抱懷疑態
度。分析認為，針對應否繼續朔伊布勒的緊縮
措施，將會成為德國政壇的焦點議題。
據德國電視台ARD舉行的民調顯示，58%

選民支持將額外稅收用於投資基建項目，只有
22%贊成減債、16%贊成減稅等緊縮措施。

■德國之聲

默克爾的難民政策令大批選民轉投反移民的極右政黨
「另類選擇黨」(AfD)，執政基督教民主聯盟(CDU)因此計
劃在政綱中，提出一系列收緊移民措施，試圖挽回支持。
報道引述一份基民盟政綱草案，當中提到德國不能重

蹈覆轍，容許近百萬難民進入，不過沒有提出為難民數
字封頂。基民盟姊妹政黨基社盟曾經施壓，要求基民盟
保證今後進入德國的難民數目，不得超越2015年。
草案又提到，基民盟打算以強硬手段，迫使難民融入

德國社會，以免造成社會分裂。假如難民拒絕融入社
會，對德國法律及價值毫不尊重，政府就應該施加懲
罰，包括發出警告、削減援助甚至驅逐出境。不過草案

仍然很小心地將基民盟
的立場，與AfD作出區
別，當中強調德國是個
自由開放的社會，尊重
多元價值，並將當地的
基督教－猶太教歷史視
作國家認同一部分，最
後更補充：「穆斯林信
仰理所當然也會在德國
受到歡迎和保護。」

■德國之聲

德國總理默克爾自2005年上任以來，一直
與美國保持良好關係，並在難民危機及反恐等
立場上，和美國總統奧巴馬立場一致。隨着歐
美右翼勢力抬頭，尊重自由民主的默克爾，被
視為奧巴馬卸任後，維持這些核心價值的最佳
繼承人。
默克爾在奧巴馬上任之初便到訪美國，並於
國會發表歷史性演說，確立與奧巴馬的友誼。
事隔7年，主張遣返非法移民及禁止穆斯林入
境的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令默克爾處境尷
尬，擔心美國會在特朗普當選後變質。奧巴馬

上周到訪德國，正正是要向默克爾確立由她來
繼承領導自由民主的地位。
默克爾表示，在與美國的關係上，應該透過

民主、自由、尊重法治和人類尊嚴(包括膚
色、宗教、性別、性取向或政見)來進行合
作。在歐洲難民危機上，她又打着普世價值的
旗號，接收從北非及中東湧至的難民，並將此
置於國家利益之上。

德人抗拒干預國際事務
但隨着外界的期望愈來愈大，德國內部開始

有聲音質疑他們能否完全取代美國的地位，最
大問題在於德國缺乏美國的軍事實力，而且德
國人對於軍事干預國際事務仍然充滿戒心。在
北約國防預算當中，美國支付了總額的75%，
即使德國政府真的按照承諾將國防開支提升至
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也是杯水車薪。
執政聯盟成員社民黨外交政策發言人安嫩坦
言：「德國面對天文數字般的期望，但我們根
本沒有能力回應。德國會盡力維持歐洲團結，
但我們的長處在於調停，不是軍事力量。」

■《衛報》

法國極右「國民陣線」黨魁勒龐，被視為
下一位有可能在大選中勝出的民粹主義政
客。雖然多項民調顯示，即使勒龐成功突破
明年大選的首輪投票，亦會在次輪投票敗給
中間偏右共和黨的前總理朱佩，但法國哲學
家利維坦言，當今選民只相信政客個人魅
力，不再關注他們是否說真話，斷言勒龐可
能入主愛麗舍宮。
利維曾被法國人稱為「最偉大在世公共知
識分子」，他形容法國選民愈來愈不重視政
策，關注政客說過什麼多於事實，坦言「法
西斯主義者總能進行成功的表演」。
利維又稱，特朗普勝選是源於「國民陣

線」在歐洲激起民粹浪潮，反映「國民陣
線」的巨大影響力，連希望回朝的前總統薩
科齊，亦可能會「騎劫」勒龐的政策，旨在
令對主流政黨失望的選民回心轉意。

共和黨初選演變3人之爭
法國共和黨昨日舉行黨內初選首輪投票，

雖然有7人競逐，但普遍相信是薩科齊、朱
佩及後勁凌厲的另一前總理菲永之爭。選前
民調顯示，朱佩及薩科齊支持率均為29%，
落後菲永一個百分點。有當地政治學者指，
原先預料的兩頭馬車演變成3人之爭，承認
大跌眼鏡。■《每日電訊報》/法新社/美聯社

英國財相夏文達後日在國會發表上
任後首份財政預算案，亦是脫歐公投
後首次。財政部昨日透露預算案主調
將是增加基建投資，又暗示會取消前
財相歐思邦實行的僵化緊縮政策。
歐思邦任內推行緊縮政策，削減公

共開支及加稅，但首相文翠珊上台後
表明反對。財政部聲明指，夏文達會
尋求加大基建投資，包括推行總值13
億英鎊(約 124億港元)的修建公路大
計，解決交通擠塞問題，同時填補
「生產力缺口」。《星期日電訊報》
則指，當局可能會向中產階級的就業
補貼開刀，包括健身室會籍及手機合
約費用。

聲明又指，夏文達會推行新財政框
架，令政府在應對經濟條件變化時有
較大彈性，意味他可能會放寬甚至廢
除歐思邦的緊縮政策。
英國獨立黨臨時黨魁法拉奇指，法

國極右「國民陣線」領袖勒龐可能當
選總統，屆時帶來的震撼勢必比英國
脫歐還要大，警告迄今60年的歐洲一
體化進程即將終結。德國聯邦議院外
務委員會主席勒特根警告，若英國執
意不遵守歐盟規則，拒絕人員自由流
動，歐盟將迫使英國「硬脫歐」並承
受脫歐苦果，從而壓制民粹主義氣
焰。

■法新社/《觀察家報》

英脫歐後首預算案 擬廢緊縮政策法哲學家斷言勒龐將當選總統

明年增基建預算 拒增發國債

欲取代美國 德缺軍力難「擔正」

基民盟擬收緊移民挽民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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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選擇德國作最後外
訪地，與默克爾共晉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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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利維坦言當今選民只相信政客個人
魅力，斷言勒龐可入主愛麗舍宮。 美聯社

■默克爾與恩師
科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