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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經濟抑或安保，亞洲對法國都非常重要。作為歐盟成員國，法國與多個亞

洲國家之間享有自貿協定，亞洲佔法國外貿總額15%。《外交家》雜誌分析指，下

屆總統將有兩大任務，首先是鞏固與現有自由貿易夥伴的合作，包括韓國、新加坡

和越南；其次是與區內經濟強國達成新自貿協議，例如中國和日本，令貿易關係多

元化。

■法國與多個亞洲國家
之間享有自貿協定。圖
為法國港口。 資料圖片

外交政策傳統上並非法國總
統選舉的主要議題，今屆

候選人較多觸及的亦只是敘利
亞及俄羅斯問題，但中國現時
是法國第5大貿易夥伴，在法
國的投資更不斷增加，各候選
人需更重視如何推進中法關
係。

助抗衡美元體系
法國國際關係學院分析指，

中間派候選人馬克龍提倡強化
對華經貿；極左翼候選人梅朗
雄也主張加強與中國等新興市
場的合作，推動法國加入金磚
國家開發銀行，並抗衡美元主
導全球經濟的局面。
共和黨的菲永在對華貿易方

面立場較強硬，曾反對賦予中
國市場經濟地位。他雖然擁抱
經濟自由主義，但希望歐洲對
中國採取反傾銷政策。菲永在
2007 年至 2012 年擔任總理期
間，對發展中法關係較冷淡，
儘管曾於2009年到中國進行國
事訪問，卻並沒嘗試與中國發
展穩固長久的合作關係。在今
次選舉中，他建議與中國聯手
對抗氣候暖化和反恐，同時認
為要密切關注南海狀況，隨時

準備派軍艦巡邏。

研從「一帶一路」獲益
《外交家》雜誌稱，無論誰

當選法國下任總統，也不能忽
略中國，畢竟兩國在多項議題
上有共同利益。法國國營電力
公司和中國國企中國廣核集
團，正共同在英國欣克利角投
資核電項目，並計劃在英國興
建更多反應堆。在南海問題
上，法國新總統將要決定是否
繼續派遣軍艦巡邏。此外，中
國提倡「一帶一路」，希望透
過改善中歐兩地的交通運輸和
能源基建設施，加強雙方經貿

聯繫。法國下任總統需要制訂
相關策略，從「一帶一路」獲
益，並推動歐盟採取共同策
略。
為了保護亞洲法僑，法國有

必要增加與東南亞及南亞國家
的反恐合作。分析認為，亞洲
現正危機四伏，朝鮮半島、印
巴衝突及南海爭議均導致區內
局勢緊張，下屆總統必須考慮
亞洲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
法國在穩定亞洲局勢方面將扮
演更重要角色，帶領歐盟制訂
一致的亞洲政策。

■法國國際關係學院/
《外交家》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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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大選如箭在弦，法國前年以來接連發
生嚴重恐襲，選民關注各候選人的國際安全
及反恐政策，各主要候選人反恐觀點分為保
守和自由兩大陣營。尤其值得留意的是，民
調領先的極右「國民陣線」勒龐支持敘利亞
總統巴沙爾繼續執政，與俄羅斯和伊朗的取
態不謀而合，也反對向難民開放門戶。若她
當選總統，必加深歐盟內部分歧。另外，法
國馬賽警方昨日拘捕兩名分別為23及29歲的
男子，指他們涉嫌計劃在周日投票日施襲，
並懷疑是在獄中變得激進。
勒龐主張強硬應對難民潮，持雙重國籍的
極端分子將被褫奪法國國籍，並有意重整軍
備和維持總統奧朗德頒佈的緊急狀態令。共
和黨候選人菲永同樣傾向保守，承諾增加國

防開支、興建更多監獄及加強邊境控制。相
反，中間派的馬克龍則表示不會採用新的反
恐措施，並承諾解除緊急狀態令及加強社區
巡邏。極左翼的梅朗雄主張加強警方執法力
度和反恐情報工作，同時擴建難民收容設
施，解除緊急狀態令。

英脫歐特朗普雙重打擊
法國國家安全與歐洲和中東北非政局息息

相關，2011年，法國前殖民地利比亞的領袖
卡扎菲倒台後，難民大量湧入歐洲，讓恐怖
分子有可乘之機，法國恐襲風險隨之急升，
但軍費和反恐經費僅可勉強應付。作為法國
重要的軍事夥伴，英國公投決定脫離歐盟，
再加上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北約持懷疑態度，

皆令法國反恐增添不穩定因素。
在這種國際環境下，法國下任總統在本土

反恐工作方面，面對以下挑戰。首先是防範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尤其是從敘利
亞及伊拉克回流的法國公民，確保他們不會
發動恐襲；其次，阿富汗和車臣這些政局動
盪的地區曾令部分法國人激進化，他們雖早
已被監禁，但若日後獲釋，仍須密切監察其
動向。再者是本土恐怖分子的威脅，當地人
在網上受極端思想「洗腦」，即使未曾到中
東接受「聖戰」訓練，也圖謀在法國施襲，
加上極右分子亦可能有恐襲傾向，同樣不可
掉以輕心。

■法新社/《全球風險見解》/
法國國際關係學院

美國情報部門指控俄羅斯黑客去年干預總
統大選，法國輿論亦有同樣憂慮，加上部分
候選人對俄國友好，更令人質疑俄國影響力
將滲透政界高層。《衛報》稱，法國除了是
歐盟和北約的支柱，也是最大疑歐組織「國
民陣線」根據地，故克里姆林宮視法國為施
展俄「軟實力」的重要目標。

菲永梅朗雄親俄
「國民陣線」候選人勒龐上月赴莫斯科與
俄總統普京會面，打算提高自己的國際知名
度，並顯示其理念與普京相近，包括敵視歐
盟。共和黨候選人菲永和極左翼的梅朗雄均
展現親俄態度，批評西方國家不應就烏克蘭
問題制裁俄國，也指理解俄軍援敘利亞政府
的做法。菲永認為，普京毋須為敘政府所作

所為負責，又呼籲西方與俄對話解決敘局
勢。梅朗雄不堅持俄敘政府要為敘內戰的戰
爭罪行負責，且與俄國的烏克蘭問題立場幾
乎一致。另一方面，中間派候選人馬克龍曾
猛烈批評俄國，又主張與歐盟加強關係，令
他成為俄媒的密集攻擊對象。

俄在法設3組織助發聲
《紐約時報》報道指，俄政府在法國設立
至少三個具影響力的組織，向法國人宣揚和
辯護俄國立場，動員當地僑民為俄國政策發
聲。報道引述法情報部門消息稱，其中一個
名為「法俄對話」的組織有很多俄特工潛伏
在內。
與其他西方國家相比，法國在歷史上確實
與俄國較親近，例如在1892至1917年間與沙

俄結盟；1966年冷戰期間，時任總統戴高樂
亦率先與蘇聯改善關係，共產主義是二戰後
法國的強大政治力量，如今法國政治「向右
轉」和民粹崛起，令政客視俄國為合作夥
伴。 ■《衛報》/《紐約時報》

法國作為歐盟兩大巨頭之一，加上與英國
同為歐盟內都擁有航母的國家，因此每屆法
國大選，都會與英國息息相關，尤其是英國
已經展開脫歐程序，法國新任總統對英態度
更形重要。英國政府最擔心一旦主張廢除歐
元、舉行脫歐公投的「國民陣線」的勒龐當
選，歐盟可能會採取更保守和強硬談判路
線，甚至可能因為勒龐引起的內部爭議造成
決策真空，令英國趕不及在兩年談判期內與
歐盟達成脫歐協議。
至於立場相對親歐的中間派候選人馬克

龍，他早前已表明會對英國採取更強硬立
場，因此可能與勒龐上台分別不大。分析
指，馬克龍上台可能有助恢復歐盟內部信
心，令歐盟更不可能向英國開出友善條件。
共和黨候選人菲永則矢言，不會在脫歐談判
中懲罰英國，並呼籲讓英國快速、俐落地脫
歐，對英國最為有利。

憂動搖英語在歐盟地位
英語在歐盟地位也是候選人關注焦點，支

持勒龐的南部城市貝濟耶市長梅納爾認為，
英國脫歐後，英語不應再是歐盟官方語言；
極左候選人梅朗雄則指，英語不應再有歐洲
議會的「第三工作語言」地位。不過英語作
為歐盟官方語言的地位並非單純因為英國，
畢竟愛爾蘭及馬爾他都是以英語作為官方語
言。梅朗雄的說法也被指有錯，因為歐洲議
會本身沒有特定工作語言。

■《赫芬頓郵報》/《每日電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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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反恐現變數 法拘2人圖襲大選

俄「軟實力」陰霾籠罩 惹干預揣測

■■馬賽當局準備候選馬賽當局準備候選
人宣傳單張人宣傳單張。。 法新社法新社

■■梅朗雄近日頻頻現身拉票梅朗雄近日頻頻現身拉票。。 法新社法新社

■■馬克龍到訪食品批發市場馬克龍到訪食品批發市場。。 美聯社美聯社

■■菲永菲永（（左左））擔任總理期擔任總理期
間曾到訪中國間曾到訪中國。。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勒龐上月赴莫斯科與普京見面。 網上圖片

主要候選人亞洲政策
梅朗雄

■支持中國建立全球共同貨幣的倡
議，以打破美元壟斷局面

■加入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共建
「另類全球化主義」同盟

■南海爭議：應透過聯合國平台磋商
及解決

馬克龍

■法國及歐洲均須加強與中國的安
保、商貿及環境合作，尋求更平衡
的關係

■與中國合力對抗氣候變化
■與歐洲一起和中國達成前所未有的

協議
■與亞洲國家更緊密合作，尤其是區

內最重要的策略性夥伴印度
■南海爭議：全歐洲應參與制訂政

策，在區內發揮影響力

勒龐

■南海爭議：確保所有持份者繼續對
話，嚴防中國及美國爆發軍事衝突

菲永

■與中國建立策略性夥伴關係，共同
應對氣候變化、恐怖主義、貿易壁
壘等挑戰

■深化與亞洲列強的合作，但須維護
法國自身的經濟利益

■南海爭議：密切關注局勢，隨時派
出艦隻及戰機

哈莫

■反對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保護及深化有利法國的亞洲盟友關

係
■南海爭議：國際社會應保持警惕，

捍衛人口自由流動及船隻安全

法國國際關係學院/《外交家》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