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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直擊

一旦勒龐及梅朗雄雙雙進入大
選次輪投票，法國全國都可能發
生騷亂！《巴黎人報》取得外洩
的情報機關報告，顯示當局認為
假如勒龐及梅朗雄成功在首輪投
票出線，「幾乎肯定」觸發大型
示威，其中農民、醫護人員及學
生都會走上街頭，甚至引發暴力
衝突。
不過報告認為最大風險仍然是

潛在恐襲威脅，上周四槍手在香
榭麗舍大道槍殺警員便是一例。
槍擊案發生後，勒龐、中間派候
選人馬克龍和共和黨候選人菲永
均稱，會盡全力確保法國安全，
其中勒龐更形容恐怖分子向法國
發動的戰爭「永不停歇和無
情」，並藉機批評執政社會黨政
府回應恐襲威脅的方式過於懦
弱。

法國政制因有總統制及議會制的特
色，故被視之為半總統制。雖然自2000
年後法國總統任期已從7年減至5年，連
任次數亦只限於一次，但總統身為國家
元首及行政首長，仍可隨時解散國會、
任命總理，國會亦難以令總統下台。有
意見甚至認為，法國總統權力比德國、
英國甚至美國的民選領袖更大。
法國戰後原本行議會制，但戴高樂

總統於1958年挾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
之機，推動修憲成立第五共和，以半
總統制擴大總統權力，不但可任命高
級公務員及法官、磋商及修訂條約，
且身兼三軍司令，握有核武控制權。
總統除了是內閣及國防委員會主席
外，也有權任命憲法委員會1/3成員，
包括主席。
在現有制度下，唯一能制衡總統權力

的，只有在野黨派取得國會大多數議
席、由在野黨派人出任總理的「共治」
局面。「共治」至今出現過3次，總理
雖然可因此共享行政權力，但總統仍能
主導外交及國防政策。
國會雖然難以制衡總統，但2014年已
降低彈劾門檻，總統被彈劾條件已不再
限於叛國罪，只要國會認為總統無法履
行職務便可提出。

總統權力「超英美德」國會難制衡 情報機關嚴防爆暴亂

全球矚目的法國大選昨日舉行首輪投票，輿論形容這是近50年來最難預料的選戰，無論

是中間派「前進」運動候選人馬克龍，還是極右「國民陣線」勒龐和極左的梅朗雄，都有

機會取代傳統大黨，對法國以至歐盟命運造成深遠影響。本報記者在巴黎街頭隨機訪問選

民，發現很多人不願在投票日談論政治，只有少數年輕人願意分享意見，但他們大多不

支持主流政黨，更有人投白票。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黎耀康 法國巴黎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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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港總領館投票 華人積極
■■職員向選民派發職員向選民派發
選票選票。。 余家昌余家昌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家
昌）法國駐港總領事館昨日亦
舉行總統大選投票，領事館加
強保安，所有人需要先在樓下
登記及接受安檢。現場可見有
不少法國僑民排隊，大概需要
20多分鐘才能進入領事館投
票，在港工作的古爾默隆表
示，今次大選沒有太多選擇，
他自己選擇投給中間派的馬克
龍，又坦言肯定不會支持極右
的勒龐。

法國國際學校亦可投票
駐港總領事館於昨日早上8

時起開放投票，至晚上7時結束
並即時點票，但結果要待法國

方面確認後，今日
才公佈。除了領
事館外，位於跑
馬地的法國國
際學校亦開放
投票，而且人數
比領事館更多。
在領事館投票

的選民中，不少
都是法籍華人。早年留學法
國、現於科大任教的權先生表
示，他傾向支持中間派的馬克
龍，特別反對極右政客。在港
土生土長的沙塞里奧拒絕透露
投了給哪位候選人，但表示有
留意法國大選的資訊，亦了解
過各名候選人的主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龔明山）馬克龍「前
進」運動香港支部昨晚在中環一間半露天餐廳
舉行聚會，出席人數愈夜愈多，他們一邊喝酒
抽煙，一邊談笑風生，似乎不把選舉放在心
中。會場一角擺放大型屏幕，播放有關大選的
紀錄片及法國新聞節目。
出席者Kessler稱，希望馬克龍的對手是勒
龐，因為馬克龍肯定能輕鬆取勝。記者問Kessler
怕不怕勒龐當真勝出，他笑指願意承受這個風
險，反正馬克龍「贏硬」。
不過，在場的馬克龍支持者都承認，即使
馬克龍當選，也未必能改善他們在香港的生
活。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少女指出，香港的法
語學校學費昂貴，她期望馬克龍能為居港父母
提供津貼。Kessler則聲稱梅朗雄打算向海外
僑民徵收特別稅，因此特別不希望他當選。

巴黎早前發生槍擊案，馬克龍支持者認為
對選舉影響有限，又認為馬克龍及勒龐的支持
度在槍擊案後沒有大變。Kessler表示，民調
只是參考性質，根本不準確。

梅朗雄粉絲「踩場」
活動雖由「前進」運動支部主辦，但座上竟
然也有梅朗雄的支持者。Gloaguen跟隨朋友參
加聚會，他舉出撐梅朗雄的三大理由，第一是
他會修改憲法，帶來改變及「新視野」；其次
是他支持環保，提出改用可再生能源；第三是
他提倡社會公義。居於深圳的Gloaguen在一間
太陽能公司工作，因此特別注重環保。
Gloaguen亦表示，他最期待出現的畫面是
「極左對極右」，即梅朗雄對抗勒龐，又表示
這是歷史誕生的一日。

馬克龍港支部聚會
冀與勒龐出線

■■眾人在會場談笑風生眾人在會場談笑風生。。
龔明山龔明山 攝攝

■■會場擺放大型屏幕會場擺放大型屏幕，，播放播放
法國新聞等節目法國新聞等節目。。 龔明山龔明山 攝攝

■■法國「選票」是多張印有候選
人姓名的白紙。 黎耀康 攝

■■古爾默隆表古爾默隆表
示 投 給 馬 克示 投 給 馬 克
龍龍。。 余家昌余家昌攝攝

■■AmelAmel認為所有候選人均有不足認為所有候選人均有不足，，寧投白票寧投白票。。 黎耀康黎耀康攝攝

近4,700萬名選民從11名候選人
中選出下屆總統，法國逾6萬

個票站在當地時間上午8時(香港時
間下午2時)開放，至昨晚8時(香港
時間今凌晨2時)關閉，隨即有票站
調查結果。法國本土和海外選民都
踴躍投票，截至當地時間昨日下午5
時，投票率為69.42%，稍低於2012
年大選同時段，但最終預料仍可超
過80%。加拿大蒙特利爾票站外出
現2公里的人龍，選民輪候3小時才
能投票。假如沒有候選人得票過
半，得票最高兩人將於5月7日次輪
決勝負。
22歲的記者Agathe 大清早已投

票，她接受本報訪問時，稱沒投票
予民調領先的主要候選人，而是選
擇新反資本主義黨(NPA)的候選人

Poutou。Agathe稱最關心的議題並
非歐盟和宏觀經濟，而是更貼身的
教育及社會福利，故她不喜歡主要
候選人。她直言Poutou勝算甚低，
但認為首輪投票應選擇與自己理念
最接近的候選人，以票數表達意
見。至於第二輪投票，Agathe直言
難以預測，4名主要候選人均有機會
晉級，但若次輪投票由菲永和勒龐
對決，她會投白票。在二人中，Ag-
athe對勒龐尤其反感，「她民望高
企令我很不舒服，我不想她在法國
出現」，但揚言勒龐絕不可能勝出
第二輪投票，「我發誓她不會
贏」。

沒合意人選 寧投白票
Agathe與記者交談期間，她的朋

友Clara也加入，Clara向記者出示
投票後剩餘的選票，表示已投票予
梅朗雄，希望他改變法國。她們稱
大部分朋友都有投票，又認為即使
不喜歡所有候選人，也應到票站投
白票。
居於巴黎第20區的Amel正正投

下白票，她批評現時的政客「無
腦」，期望未來有更年輕及有能力
的人選參選總統，又強調總統須接
受社會的族群差異，「法國就是由
不同的人組成」。擔任導遊的Chris-
tel則不願透露支持對象，「這是很
敏感的話題」，只暗示不會投票給
「一個女人」(勒龐)，批評「該名女
子」反對所有外國人，「但很多厭
惡性的工作都是非裔及阿拉伯裔人
擔當，例如酒店業，大部分清潔員

都不是白人」。

恐襲陰霾 入票站須查袋外套
在四名民調領先的候選人當中，

馬克龍和勒龐分別於法國北部的勒
圖凱和埃南博蒙投票，梅朗雄和共
和黨的菲永則於巴黎投票。受選舉
條例所限，候選人在投票日不可向
傳媒發表講話。
今次大選被視為50年來最難預

測，在於傳統政黨失色，新興政治
勢力崛起，主流派候選人面臨在首
輪投票全軍覆沒的危機，打破左右
兩翼長期輪流執政的局面。法國仍
然處於緊急狀態，鑑於巴黎早前發
生殺警恐襲案，為了確保選舉順利
進行，當局派駐5萬警員及7,000個
士兵在全國維持秩序。選舉場所保
安亦較平常嚴密，選民進入票站
前，需於門外打開外套及手提袋，
保安查看確定沒可疑才放行，但未
見警員或士兵持槍駐守。

1/4游離選民勢「造王」
民調顯示，約1/4選民在投票前
仍是搖擺不定，他們在票站的抉
擇，將是左右選舉結果的關鍵。分
析認為，低投票率對勒龐較為有
利。

■■選情緊湊選情緊湊，，巴黎票站排長龍巴黎票站排長龍。。 美聯社美聯社

■記者Agathe
一早已投票。

黎耀康攝

說到「投票」，一般香港市
民均會想到在候選人或政黨旁
加上「剔」號，不過法國的選
票設計跟英國、德國、荷蘭及
意大利等主流歐洲國家有別，
當地選民不會得到一張列出所
有候選人名字的選票，而是要
把印有心儀候選人姓名的紙張
放進投票信封，再將信封放進
票箱，投票即告完成。
法國選民進入票站後，首先

需向職員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確認投票資格後，便可領取11
張分別印有各名候選人姓名的
白紙，再選擇其中一張放進信
封，其他印有候選人姓名的紙
張則可帶離票站。假如選民沒
有「心水」，亦可向票箱投下
空信封。
票站職員點票時只需打開信

封，查看信封內的紙張姓名，
便知道該張選票屬於哪一名候
選人。因此，去年英國脫歐公
投及意大利修憲公投期間，兩

地因使用鉛筆填劃選票引起的
爭議，不會在法國出現。

投票方式特別 揀人名紙入信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