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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大選結果牽動歐盟的前
途，市場憂慮極右的勒龐或極左
的梅朗雄獲勝，推動法國脫歐。
若他們齊齊晉身次輪投票，可能
觸發歐元匯價大跌。歐洲央行嚴
陣以待，準備資金應對突發情
況。

若勒龐當選 歐元恐挫15%
《每日電訊報》引述市場分析
師估計，若勒龐和梅朗雄首輪出
線，歐元會跌5%至10%；若勒龐
最終贏得大選，歐元最多恐挫
15%。相反，若中間派馬克龍和共
和黨候選人菲永進入次輪，歐元

可望反彈1%。歐洲央行管理委員
會成員維肖表示，如果法國大選
對市場造成衝擊，央行將提供緊
急流動性以供融資。管理委員會
另一名成員諾沃提尼亦稱，若法
國銀行業出現流動性問題，央行
會提供緊急協助，但估計確實需
要出手的機會不大。
投資者此前從美國股市抽資，

轉投歐洲，而法國是繼德國之後
的主要股市，外界關注大選結果
如何影響法國CAC指數走勢。該
指數今年累升4%，相關上市企業
的收入有26%來自法國、61%來自
歐盟。海外收益比率較高的企業

以及消費品和藥物
生產商都是防守
股，有力抵禦大市
震盪，但銀行股則
較易受選舉結果影
響。
分析指出即使勒

龐勝選，仍需國會
大多數支持才能推
動脫歐公投，民調
顯示近2/3法國人仍支持留歐。無
論如何，投資者已設法避險。法
國10年期國債與同年期德債息差
上周擴至73個基點，遠超去年9
月的22個基點。外資持有約60%

法國債，若出現撤資潮將扯高債
息，重創法企和整體經濟。期權
市場數據顯示，投資者預計今周
市況急劇波動，故已掃入歐洲一
眾藍籌股避險。

以移民議題為例，大部
分法國人都認同難民

太多，與「國民陣線」看
法一致，法國政府迫於民
意，同意減少收容來自敘
利亞的難民。「國民陣
線」將伊斯蘭教與激進的
「伊斯蘭主義」相提並
論，亦在一定程度上導致
國民對穆斯林愈來愈不容
忍。「國民陣線」還推動
一種更為偏激的世俗主
義，企圖限制穆斯林的社
會及文化自由。與此同
時，去年一項調查發現，
多數法國人認為伊斯蘭教
不符合法國價值觀。另有
調查發現，70%保守派共
和黨選民認為「國民陣
線」只是一個普通政黨，
而非政壇異類。勒龐曾揚
言她的主張在社會廣泛傳
播，已可說是「意識形態
上的勝利」。

善用社交網拉攏民意
「國民陣線」引領民意

的重要手段，是善用社交
網拉攏民意。超過 120 萬
facebook用戶追蹤勒龐的專
頁，多於其他法國政客。
除了勒龐的策略得當之
外，「國民陣線」的崛起
也是時勢使然。全球化雖
然帶動社會整體財富增
加，但其分配愈趨不均，
在這機制下產生的贏家及
輸家，已經取代傳統的政
治左右對立，全球化下的
輸家不再認同傳統政黨。

鄉郊受忽視轉撐極右
經濟方面，就業市場出現

地域兩極化，職位集中於大
城市，鄉郊居民備受忽略，
法國的中小型市鎮及市郊都
成為了「國民陣線」的主要
動力，可見一斑。文化方
面，移民湧入和族裔多元政
策令低下階層產生不安全
感，他們擔心自己由主流淪
為少數群體，希望政府採取
強硬措施保護他們，因此投
向民粹政治勢力。

「局外人」夾擊傳統政黨
前總統戴高樂一手建立的

法國第五共和國，到了明年
將踏入60載。戴高樂的統治
以超越黨派而聞名，但近兩
任總統薩科齊和奧朗德的政
黨立場鮮明，而且權力太
大，例如逆民意出兵干預中
東北非局勢，即使奧朗德民
望低見5%，也可安安穩穩
做到退任，毫無問責和權力
制衡可言，這令普羅選民大
感不滿。
因此，這場大選被視為

「局外人」之爭，除了勒龐
之外，中間派馬克龍和極左
的梅朗雄都異軍突起，只有
共和黨的菲永代表傳統大黨
與之抗衡；至於奧朗德所屬
的社會黨，其候選人哈莫民
望還不及梅朗雄，選情黯
淡。正如英國脫歐和特朗普
當選美國總統一樣，法國人
的反建制情緒也在升溫，這
亦是新總統面對的重大考
驗。

歐洲央行將於本周四議息，雖
然市場普遍相信央行會繼續按兵
不動，但大多數經濟師認為，行
長德拉吉很可能在法國大選第二
輪投票之後的6月議息會議上，修

改前瞻性指引，為結束量化寬鬆
(QE)措施及加息作出預告，時間
較經濟師此前估計早了半年多。
都柏林Merrion Capital 經濟師

麥奎德認為，若金融市場再無大

震盪，歐央行應會慢慢結束貨幣
刺激措施。

IMF春季聲明棄抗保護主義
他指出，央行可能會在法國大

選塵埃落定後，修改前瞻性指
引，並於9月德國國會大選後宣佈
有意「收水」，隨後落實減少買

債。
另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春季會議前日落幕，閉幕聲明呼
籲各成員國共同合作，減低全球
貿易逆差，但未有像去年10月的
會議般，表明堅決反對任何形式
保護主義。不少與會者亦關注法
國大選可能造成的影響。

極右「國民陣線」在勒龐帶領下
向主流靠攏，但黨內仍有不少人堅
持創黨主席老勒龐的激進路線，勒
龐姨甥瑪麗昂更被視為強硬派代
表。這位年僅22歲便當選國會議員
的老勒龐接班人，在大選前接受
《華盛頓郵報》專訪，她批評法國
精英多年來抱着「自虐史觀」，一
直強調法國殖民時代、販賣黑奴以
及維希法國時代的負面形象，並灌
輸給移民下一代，導致他們拒絕融
入並仇恨法國，多元文化模式因此
失敗，釀成今日的危機。
瑪麗昂深信姨母勒龐可以勝出大

選，認為當前法國發生很多事，都
證明「國民陣線」的主張正確。
「我們已經勝出這場思想鬥爭，大
多數法國人在大多數議題上都認同
我們。」她認為英國脫歐和特朗普
當選美國總統，都證明「吾道不
孤」，認為外界不應輕信民調。

「穆斯林應接受天主教傳統」
瑪麗昂認為年輕選民支持「國民

陣線」，主要是他們不滿國家寧可

支援全球各地難民，也不願幫助他
們找工作。年輕人亦認為，移民湧
入損害他們的身份認同，更害怕精
英階層一直宣揚的多元文化模式，
成為恐怖主義及伊斯蘭激進主義溫
床。
瑪麗昂強調年輕人希望捍衛法國

文化，包括天主教、拉丁及希臘文
化的根。雖然當今法國是世俗國
家，但她認為法國作為天主教國家
長達16個世紀，不應以之為恥，穆
斯林應該接受這個傳統，而不是在
公眾場合展示他們的信仰象徵，甚
至在他們自己的移民社區內實行伊
斯蘭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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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右「國民陣線」候選人勒龐能否進入次輪投票，甚至拿下總統寶座，

是法國大選最大懸念。分析指出，勒龐在競選過程中，已洗脫「國民陣

線」在相當一部分國民心目中的負面形象，從邊緣走進主流，就主要社會

議題塑造輿論，改變民意風向，即使「國民陣線」最終落敗，它已是選舉

的另一種贏家。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黎耀康 法國巴黎報道

勒龐姨甥：自虐史觀毀多元

勒龐一旦在兩輪投票中跑
出，將會成為法國首位女總
統，但與她交往7年的男
友、「國民陣線」副黨魁阿
利奧卻表明，即使勒龐當
選，自己也不會搬進愛麗舍
宮，或是扮演第一先生角
色。
48歲的勒龐曾離過兩次

婚，與同樣離過婚的阿利奧

在2009年開始交往，但未
有生小孩。2012年大選期
間，阿利奧曾代表勒龐到以
色列向法國選民拉票，但這
次大選中，阿利奧顯然盡量
不介入選舉，並強調即使勒
龐當選，他也不會在政府中
扮演一角，「我不會當部
長、不會當總理，也不會當
第一先生。」

勒龐男友拒當第一先生

放棄角逐連任的法國總統奧朗德，任內
表現被評為「外強中乾」，他任內曾經作
出多項重大外交決定，例如向非洲國家派
兵，全力支持伊朗核協議等。不過，奧朗
德在振興法國經濟方面卻顯得無力，分析
認為，奧朗德最大的失敗在於無法鼓勵就
業，失業率仍維持10%，他的民望亦因此
跌至7.5%。
分析指出，奧朗德上任時缺乏外交經

驗，他大致上跟隨前任薩科齊的路線，
維持法國的核威懾能力及多邊關係，並
捍衛普世價值及人權，表現出乎意料地
不俗。
奧朗德上任頭兩年，致力平衡與中國、

日本等亞太國家之間的關係，法國國防企
業亦增加向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輸出軍
備。此外，法國軍隊裝備是全球數一數二
精良，國防預算佔國內生產總值約
1.8%，高於大部分歐盟成員國。

強推勞工改革惹爭議
奧朗德當初承諾大刀闊斧進行社會及稅

務改革，但不足兩年後，本屬中間偏左的
社會黨政府就開始推行中間偏右、偏袒商
界的政策。
他2016年更無視社會強烈反對，強推

極具爭議的勞工改革。縱然如此，經濟仍
未見起色，最新數據顯示，法國仍有逾
350萬人失業，經濟復甦亦可能「爛尾」。

歐央行銀彈陣防歐元大跌

德拉吉料6月預告削Q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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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選民進入巴黎選民進入
票站前需接受簡單票站前需接受簡單
安檢安檢。。 黎耀康黎耀康攝攝

■■「「國民陣線國民陣線」」善用善用
社交網拉攏民意社交網拉攏民意，，獲獲
不少年輕人支持不少年輕人支持。。

■勒龐男友、「國民陣線」副黨
魁阿利奧盡量不介入選舉。

巴黎直擊

勒 龐

梅 朗 雄

馬 克 龍

菲 永

■瑪麗昂
被視為「國
民陣線」強
硬派代表
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