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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點票結果顯示，默克爾領導的基督
教民主聯盟陣營得票率為33%，較

上屆大減8.5個百分點，至於選後宣佈退
出聯合政府的社會民主黨得票更只有
20.5%，跌5.2個百分點，兩大黨表現均是
戰後最差。AfD成功吸納大批原基民盟支
持者，得票率升超過一倍，達12.6%。同
樣從基民盟搶走選票的還有親商界的自由
民主黨，得票率急增 6 個百分點至
10.7%，並有望與得票8.9%的綠黨同獲邀
組成聯合政府。

數百示威者高呼「納粹滾蛋」
AfD前晚在柏林一家夜店祝捷，黨領袖

之一的魏德爾承諾今後將以在野黨身份推
動「建設性工作」，包括調查默克爾，另
一領袖高蘭則揚言「我們將奪回我們的國
家和人民」。祝捷會舉行期間，數百名示
威者響應網上號召在門外抗議，高呼「納

粹滾蛋」等口號，科隆、漢堡和法蘭克福
等城市也有類似示威。

法荷極右振奮 勒龐祝賀AfD
AfD預計在來屆國會取得約90席，並可

按得票比例獲得政府撥款，對今後發展有
極大幫助，不過對支持者而言，能夠將反
移民、反穆斯林訴求帶進國會的意義更
大。歐洲其他極右政黨亦對結果表示振
奮，法國國民陣線領袖勒龐祝賀AfD取得
歷史佳績，荷蘭極右自由黨黨魁懷爾德斯
亦表示，歐洲極右政黨接連成為各地國會
主要勢力，「訊息很明確，我們不是伊斯
蘭國家。」
柏林環球公共政策學院院長本納說，

AfD 崛起反映德國人「不比法國人高
尚」，又形容該黨成績「把勒龐也比下
去」。他指出，AfD拒絕反省納粹歷史、
尋求德國人身份文化認同等主張，將衝擊

德國國會的主旋律。

溫和派領袖拒入黨團 記者會拂袖
不過與其他「拉雜成軍」的極右政黨一

樣，AfD同樣面臨派系林立內鬥嚴重的危
機。該黨昨日舉行記者會期間，坐在高蘭
身邊的溫和派領袖彼得里，突然以意見不
合為由宣佈不會加入AfD黨團，將以獨立
議員身份進入國會，語畢離席，令在場記
者嘩然。彼得里曾多次公開批評高蘭和魏
德爾的極右主張，例如聲稱德國人應以兩
次世界大戰的老兵為榮，彼得里認為這些

言論會嚇跑中產選民。

草擬法案例無影 AfD料趨激進
分析認為，AfD今後最大挑戰是如何從抗

爭運動蛻變成有效參與議政的議會政黨，但
哥廷根民主研究所研究員亨澤爾不太看好，
因為從AfD在地區議會表現來看，該黨非但
不會向中間路線靠攏，甚至會變得更激進。
自民黨黨魁林德納也說，從他在州議會的經
驗來看，每當進行草擬法律等繁瑣工作時，
「AfD議員總會跑到飯堂去。」

■法新社/路透社/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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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反移民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在周日舉行的大選中取得

歷史性成功，成為二戰後首個進入德國國會的極右政黨兼第三大黨。雖

然投票結果大致一如選前民調預測，但不少評論仍對AfD崛起感到震

驚，形容有如德國政壇「地震」。AfD領導層揚言首要調查總理默克爾

的「犯罪行為」，矛頭直指默克爾前年讓過百萬難民入境的決定違法。

然而該黨在選後數小時便鬧分裂，一名高層昨高調宣佈退出國會黨團，

令外界關注內鬥會否限制AfD長遠對政局的影響力。

德國總理默克爾雖成功連任，但極右「德
國另類選擇黨」首次躋身國會，投資者憂慮
德國政治前景不穩，歐元兌美元匯價昨日一
度下跌0.3%，報1.192美元。有分析師認
為，歐元下挫只屬短暫心理影響，相信默克
爾可順利組成內閣，而今次大選亦不會對金
融市場帶來長期衝擊。
鑑於可能加入德國政府的自由民主黨，以

及執政基民盟部分人士，反對歐元區深化融
合，甚至可能迫使希臘退出歐元區，引發評
級較低的南歐債券，包括西班牙、意大利和
葡萄牙國債昨日出現拋售潮，孳息率普遍上
升約3個基點。 ■路透社/英國《金融時報》

德國總理默克爾領導的基民盟陣營
雖然保住國會第一大黨地位，讓她第
三度連任，但得票率是二戰以來最
低，大量票源流失到極右和右翼政
黨，為默克爾未來4年執政敲響警號。
由於第二大黨社民黨選後表明不會再
加入聯合政府，意味默克爾必須拉攏
親商界的自民黨和環保反戰政黨綠
黨，組成黑黃綠三色的「牙買加」政
府，然而由於三黨政策主張分歧甚
多，組閣談判勢必障礙重重。
德國傳媒紛紛形容默克爾今次是「慘
勝」，《明鏡》周刊批評默克爾未有認真
回應極右勢力挑戰，失敗是難辭其咎。

默克爾前晚會見支持者時面容略顯憔
悴，她承認曾希望有更好的選舉結果，
又形容「德國另類選擇黨」(AfD)進入國會
是巨大挑戰，但揚言會把投票給AfD的
選民「贏回來」。

歐元移民主張恐談判數月
如果基民盟、自民黨和綠黨真的組成
「牙買加」政府，將是德國戰後政策分
歧最大的聯合政府。自民黨雖然曾經與
基民盟關係密切，多次聯合執政，但該
黨近年在歐洲一體化議題上與默克爾愈
行愈遠，黨魁林德納尤其不滿法國總統
馬克龍提出的歐元區共同預算計劃；綠

黨主張2030年全面淘汰燃煤發電、加強
懲罰「柴油門」車廠等，都不為自民黨
及基民盟接受，左翼的綠黨在移民政策
上亦開放得多。
基民盟和姊妹政黨基社盟昨日召開高

層會議，檢討選舉結果並研究組閣策
略，組閣談判或持續數星期以至數月，
默克爾聲言有信心在聖誕前組成政府。
分析認為，「牙買加」政府將會非常不
穩定，過往曾經有州政府嘗試這種模
式，但不到兩年便因分歧太嚴重而瓦
解。此外組閣過程中，屬社民黨的朔伊
布勒很可能要交出擔任多年的財長一
職，或打擊投資者信心。 ■法新社

基民盟在今次大選得票僅33%，較上屆大幅下
滑，而在默克爾家鄉德東地區，基民盟得票率更只
有 27.6%。反而極右「德國另類選擇黨」取得
22.9%選票，反映德東選民對默克爾的難民政策非
常不滿，紛紛以選票作懲罰。

基民盟上屆大選在德東5個州份得票38.5%，今
屆則減少逾10個百分點，顯示默克爾不再穩奪家鄉
鐵票，她於2015年開放國家大門接收大量難民，惹
來德東居民不滿，她早前在當地拉票時，已多次被
群眾喝倒彩，甚至有人高呼「人民的叛徒」。相
反，「德國另類選擇黨」主打反對默克爾難民政
策，令對移民問題憂慮的德東選民受落。
默克爾一名高級助理早前指向默克爾喝倒彩的只

屬一小撮人，又稱難民危機對默克爾不
再是負面因素，今次選舉結果猶如摑了
一記耳光。

■路透社

前歐洲議會
議長舒爾茨帶領
的社會民主黨，
在今次大選慘
敗，得票率僅過
兩成，是二戰以
來最差。過去4
年作為執政聯盟
內少數黨的社民
黨，已表明與基
民盟分道揚鑣，
成為最大反對
黨，首要任務是
阻止在大選中取

得佳績的「德國另類選擇黨」壯大。
舒爾茨前日向支持者發言時，形容選舉結果「苦
澀」，他會帶領重建社民黨，致力爭取社會平等及工人
權益。
分析認為，社民黨之前以少數黨身份與基民盟組成聯

合政府是吃力不討好，即使成功推動最低工資及同性婚
姻政策，但未能為該黨加分。智庫「佛里德里克·艾柏
特基金會」學者布魯寧稱，社民黨再敗給默克爾後，是
時候認真思考出路，「特別是許多勞工已不再支持這個
前勞工政黨。」分析指很多原本支持社民黨的選民，在
今次大選轉投極左的左翼黨。

■法新社/路透社

法國總統馬克龍今日將就推動歐
洲加強融合發表演說，或提出在歐
元區設立共同預算和財長的改革構
思，並希望得到德國支持。雖然德
國總理默克爾曾表示支持，但有意
見認為，默克爾在大選後可能與自
由民主黨及綠黨籌組聯合政府，而
自民黨黨魁林德納已表明不會支持
歐元區共同預算計劃，歐元區改革
勢受阻，為歐洲經濟前景增添不明
朗因素。
自民黨一直質疑歐元區進一步

融合的方針，曾多次主張深陷債
務危機、需接受歐洲債權人救助
的希臘退出歐元區。該黨又提倡
取消歐洲穩定機制，不再向陷入
財困的歐盟成員國提供財政援
助，甚至提議設立新機制，把不
適合留在歐元區的國家踢走，迫
使他們承擔更多財政責任。
綠黨議員布蘭特納指出，自民

黨和極右「德國另類選擇黨」對
歐洲問題的立場其實相去不遠，
若自民黨的倡議全部落實，歐元
區將陷入金融危機。德國經濟學
家波列特表示，鑑於自民黨強烈
反對歐元區融合的立場，他質疑
默克爾能否和自民黨聯手執政。

■英國《金融時報》/路透社/
《每日快報》

焗拉攏兩黨「牙買加」政府分歧嚴重 歐元下挫
料衝擊短暫

默克爾票倉失寵 德東老鄉轉撐極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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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最差
社民黨組政府敗筆

■■AfDAfD成國會第三大黨成國會第三大黨，，職員及支職員及支
持者在柏林總部慶祝持者在柏林總部慶祝。。 路透社路透社

■■基民盟得票率屬二戰後最差基民盟得票率屬二戰後最差，，但默但默
克爾在祝捷會仍表現風騷克爾在祝捷會仍表現風騷。。 路透社路透社

■AfD溫和派領袖
彼得里(左一)在記
者會拂袖離場，場
面尷尬。 路透社

■■柏林有數百名反柏林有數百名反
極右示威者高呼極右示威者高呼
「「納粹滾蛋納粹滾蛋」」等口等口
號號。。 路透社路透社

■■舒爾茨表現積極舒爾茨表現積極，，
鼓舞支持者鼓舞支持者。。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