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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點票初步點票：「：「小默克爾小默克爾」」地選大勝地選大勝
德大選風向標德大選風向標「「舒爾茨效應舒爾茨效應」」失威失威

薩爾州18年來都是由中間偏右的CDU控
制。中間偏左的SPD民望回升逼近

CDU，在部分民調更是互有領先，這可歸因
於前歐洲議會議長成為SPD黨魁，「舒爾茨效
應」吸引大批年輕選民支持，帶動該黨州長候
選人雷林格的選情。

經濟不樂觀 貧富懸殊加劇
薩爾現任女州長卡倫鮑爾頗受默克爾器

重，故有「小默克爾」之稱，但由於政府難
民政策備受爭議，卡倫鮑爾近期和默克爾保
持距離，亦率先明言禁止土耳其部長在該
州舉行修憲集會，以免選情受拖累，並換
取保守派支持。在德國16個州當中，卡倫
鮑爾是5個保守派州長之一，她的勝選將
有利默克爾大選選情，同時影響5月份兩
個州份的地選。
薩爾州是產煤重地，近年正面臨轉型，

希望發展科研和資訊科技，經濟情況不樂觀，
這成為選民投票的主要考慮。默克爾認為德國
作為歐盟出口大國，需保持競爭力，她雖維持
了高經濟增長和良好就業率，但同時加劇貧富
懸殊。舒爾茨則為工人階級發聲，承諾收窄
財富差距，宣揚社會正義。若SPD勝出，它
可與左翼黨(Linke)及綠黨組織「紅－紅－
綠」執政聯盟，但談判可能需時數周。

黨友轟舒爾茨煽動民粹
默克爾甚少提及與舒爾茨的競爭，

其黨友則隔空開火，指舒爾茨在煽動
民粹。分析認為，舒爾茨出身建制以
外，在普羅大眾之中有號召力，但能
否持續至大選尚是未知之數，畢
竟大部分德國人仍認為默克爾帶
來政局穩定。 ■法新社/路透社/

美聯社/《每日電訊報》

德國9月舉行大選，薩爾州地方選舉昨日率先揭開戰幔，總理默克爾的

基督教民主聯盟(CDU)與其他保守派在該州聯合執政，但社會民主黨(SPD)

推舉舒爾茨作為黨魁角逐大選後，SPD在薩爾州民望急升，與CDU叮噹馬

頭。初步點票結果顯示，默克爾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得票40%，壓倒得票

30%的社民黨，勝出薩爾州地選。分析指，今次地選是大選的政治風向標，

默克爾能否順利連任，從薩爾州一役或可見真章。

德國社會民主黨(SPD)新任黨魁舒爾茨，日
前接受報章訪問時講述政綱，表示會致力強
化歐盟及增加軍費，並承諾消除男女薪資不
平等，指德國男女薪資差距逾2成，情況是
歐盟成員國中最嚴重。

限企業高層人工
舒爾茨指德國需要增加軍費，政府有責任為
軍人提供充足軍備，但未有如總理默克爾般要
求全面改革軍隊。他又認為德國需要和其他歐
盟成員國更緊密合作，防範危機發生。
舒爾茨表示，他的政綱主打改善民生及推

動社會公義，承諾一旦當選總理，將會在上
任首百日內實施新例，限制企業高層薪金，
以達至男女薪資平等。此外，儘管德國財政
盈餘達到破紀錄的200億歐元(約1,677億港
元)，但他無意提出減稅，會把盈餘用於教育
及基建開支。
雖然舒爾茨有力問鼎總理寶座，但他並

非自小就立志從政。他曾有意成為職業足
球員，而且未有完成高中學業，他曾染上
酒癮，其後開設書店和自學5種外語，這
些經歷都拉近他和草根階層的距離。

■德國之聲/法新社

舒爾茨政綱：增軍費強化歐盟

德國西南部的薩爾州是德國面
積最小的州份，人口只有約100萬
人。它與法國淵源深厚，更有「小
法國」之稱，不單大部分邊境與法國
接壤，居民大多通曉法語，州政府更
在2014年宣佈，希望2043年讓薩爾
州成為雙語地區，令法語成為第二
種最普及語言。
法國是薩爾州最重要的貿易夥伴，

貿易商品以鐵、金屬板、煤及其他工業物
料為主。
薩爾州曾在1684年成為法國一個省份，

直至拿破崙1815年戰敗後，薩爾地區大部分領
土被併入普魯士。薩爾州在一戰後一度享有15
年自治時期，甚至有自己的貨幣和郵票，但
在1935年的公投中，逾9成居民贊成回歸
第三帝國。
德國領土在二戰後被列強瓜分，薩爾州

歸入法國管轄，法國當時有意讓它獨立，
但居民於1955年投票支持加入西德。直至
1957年，法國才和當時的西德政府達成協
議，讓薩爾納入西德版圖，是次合併更被
稱為「小統一」。

■The Local網站

「小法國」人口約100萬
德最細州份

英國國會恐襲案兇徒馬蘇德犯案前，曾使
用手機通訊軟件WhatsApp與其他人聯絡。
英國內政大臣盧綺婷昨日稱，無法接受
WhatsApp等通訊軟件使用點對點加密，令
情報機關無法及早得知恐怖分子的襲擊陰
謀，她要求科企建立一套系統，讓情報部門
必要時能查閱訊息。
盧綺婷指，政府必須確保WhatsApp等軟

件，不會成為恐怖分子秘密通訊的平台。她
承認加密訊息對網絡安全非常重要，能確保
商業及銀行交易安全，但科企可建立一套系
統，讓執法部門必要時能查閱可疑對話。

她表示無意立法強制科企，但會於周四與
相關企業商討對策，希望業界設立委員會，
加強監察網絡，阻止恐怖分子利用網上平台
宣揚恐怖主義。

82秒極速恐襲 動機恐成謎
另一方面，倫敦警方指國會恐襲歷時僅82

秒，目前所知只有馬蘇德一人行事，亦無證
據顯示恐怖分子計劃發動更多襲擊。警方正
調查馬蘇德是否受恐怖主義宣傳資訊影響，
又或受他人煽動犯案，但承認其犯案動機可
能永遠成謎。 ■美聯社/路透社/《衛報》

英內相促WhatsApp解密允查可疑對話

倫敦一間
酒吧外前晚
發生汽車剷
上行人路事
件，導致 4

人受傷，當中3人須送院。警方拘捕4名介
乎17歲至19歲的少年，並檢獲兩把刀，擬
控告各人嚴重傷害他人等罪名，無證據顯示

屬恐襲。
事發於倫敦北部埃塞克斯路的「女王頭
酒吧」外，目擊者指當時30多人站在酒吧
附近，一輛汽車疾馳而至，先後撞向3輛汽
車，隨後剷上行人路撞向人群，3人被撞
飛，事後多人下車逃走，警員到場後封鎖附
近道路，搜捕涉案人士。

■《星期日電訊報》/英國廣播公司

倫敦車剷行人路 4藏刀少年被捕

英國後日正式啟動脫歐程
序，預計兩年後脫離歐盟。政
府消息人士指，首相文翠珊本
周內會發表白皮書，詳述廢除
或大幅修改現行歐盟法案，讓
法案適用於脫歐後的英國，並
確保國會不會再受歐洲法院掣
肘，重奪司法主導權。

如向國會奪權 料惹不滿
文翠珊擬動用有500年歷史的
「亨利八世條款」，容許她無需
國會全面批准便可修法，有批評
指此舉儼如中央政府向國會奪
權，料引起國會不滿。不過文翠
珊重申，這項權力將有時間限

制，並承諾蘇格蘭、威爾斯及北
愛爾蘭議會均可動用相同權力。
文翠珊將於周三致函歐洲委員

會主席容克，知會啟動脫歐程
序，儘管她表明「硬脫歐」，但
亦表示希望歐盟給予英國「過渡
期」，讓英國適應新安排。研究
機構「UK in a Changing Eu-
rope」認為，英國有一半機會無
法與歐盟達成協議，意味雙方未
來的貿易需徵收較高關稅。

倫敦2.5萬人反脫歐
2.5萬人前日在倫敦示威，反
對英國脫歐，許多示威者手持歐
盟旗幟，他們遊行至國會廣場後
默哀一分鐘，悼念國會恐襲死
者，部分人在國會閘門前獻花。

■《星期日電訊報》/美聯社

英後日啟動脫歐

文翠珊擬修法避歐掣肘

英國決定脫歐，加上疑歐派在歐盟各國
影響力漸增，令歐盟面臨解體危機。但在即
將舉行的法國總統選舉，以及9月的德國大
選，均可見親歐中間派候選人冒起，更有機
會勝出，一旦成功上台，將有助緩解歐盟分
裂危機，推動歐洲融合。
法國將於下月舉行總統選舉首輪投票，近

期部分民調顯示，中間派候選人馬克龍支持
度，已超越極右「國民陣線」的勒龐，一旦
雙雙晉身次輪投票，馬克龍更有望輕鬆勝
出。馬克龍標榜自己為法國政壇「局外

人」，主張法國與歐盟加強關係，並指法國
應優先改革經濟，解決內部問題。
德國亦出現類似情況，總理默克爾本來

憂慮極右反移民的「德國另類選擇黨」
(AfD)崛起，但如今更擔心國會第二大黨社
會民主黨(SPD)的新任黨魁舒爾茨。走中間
路線的舒爾茨，長期擔任歐洲議會議員並曾
任議長，熟悉歐洲事務，捍衛歐盟價值，成
功吸引選民，近期人氣急升，擊敗默克爾、
成為下任總理的機會不容忽視。

■Stratfor網站

中間派冒起 助紓歐盟分裂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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