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閣談判瀕破裂
默克爾臨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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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9月舉行的國會大選中，默克
爾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姊妹

政黨基督教社會聯盟只能取得約1/3議
席，由於第二大黨社民黨表明拒絕再加
入執政聯盟，默克爾只能拉攏綠黨和自
由民主黨合組政府。然而三方在主要議
題上立場南轅北轍，談判一直停留在初
步的探索性階段，遲遲未能展開正式商
討。原先的談判限期在上周四屆滿後，
各方同意延長談判至昨日。

姊妹黨保地選 無路可退
三方分歧主要圍繞環保政策及移民
問題，綠黨要求新政府承諾於2030年
前停止全面使用燃煤發電及內燃引擎，
以達至非常進取的減排目標，親商界的
自民黨則擔心，這些措施會打擊就業並
損害德國經濟競爭力。移民問題方面，
綠黨主張應該讓未能獲得完全難民身份
的移民，申請家屬赴德，認為此舉有助
移民融入德國社會，但在難民危機中首
當其衝的基社盟，則極力反對放寬政
策，並主張把每年移民人數限制在20
萬以內。
雖然綠黨在三黨之中議席最少，但
由於該黨規定領導層參與正式組閣談判
前，必須先獲黨大會批准，令綠黨高層
缺乏讓步空間。基社盟方面同樣「無路
可退」，該黨於大本營巴伐利亞的優勢
備受AfD威脅，在來年的州議會選舉
前，在移民問題上可說是不容有失。

倘勉強組聯盟 難完4年任期
無論如何，德國政局短期內都難以

恢復穩定。如果組閣最終失敗，默克爾
將面臨沉重下台壓力，《世界報》調查
顯示，多達61.4%受訪者認為談判破
裂，將意味默克爾的政治生涯告
終。即使三方勉強放下分歧，組成
黑黃綠三色的「牙買加聯盟」，
由於彼此間缺乏互信，相信也不
會持久，波恩大學政治學者德
克爾直言它不會捱得過4年任
期。至於重選，民調顯示選
舉結果很大機會與9月相
似，意味屆時組閣很可
能再次失敗。

■法新社/美聯社/
路透社

德國總理默克爾領導的保守陣營與其餘兩個較小政黨，經過長

達4星期談判，仍然未能就組成聯合政府達成共識，如果各方無法

在昨日最後期限前解決環保和移民政策等分歧，談判便宣告破

裂，屆時德國很可能要提早於明年舉行國會大選。當地政界擔

心，一旦要重選，極右翼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得票恐進一

步增加，同時默克爾亦可能因為組閣失敗，面臨下台壓力，令德

國以至歐洲政局再起波瀾。

移民

移民及難民是近年德國最具爭議的政治議題，默克爾領導
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DU)及其姊妹政黨基督教社會聯盟
(CSU)，推動每年接收移民上限為20萬人，但提倡移民權
益及多元文化社會的綠黨反對設限，並倡議恢復以家庭團
聚為由給予難民臨時居留權。

環保移民政策分歧 恐明年重選利極右 籌組聯合政府談判3大障礙

德國總理默克爾領導的保守陣營於9月大
選議席不過半，需籌組聯合政府，但談判過
程困難重重，亦反映出默克爾的政治力量減
弱。據最新民調顯示，一旦無法組成執政聯
盟，68%受訪者贊成提前大選。有基督教民
主聯盟(CDU)高層形容，一旦重新舉行大
選，對德國主流政黨是一場災難。
民調同時發現，即使談判成功組成聯合
政府，亦只有50%受訪者支持它上台執
政，反映民眾不信任默克爾。基民盟資深

成員、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州長金
特承認，談判失敗將發出訊息，代表民選
政黨力有不逮，重新大選對主流政黨是一
場災難。輿論認為，重選對在大選中一躍
成為國會第三大黨的極右「德國另類選擇
黨」(AfD)非常有利，在國會的勢力料會進
一步擴大。
最新政黨民調則顯示，基民盟支持度僅

29%，創17年新低，AfD則上升兩個百分點
至14%。 ■Breibart網站

法國總統馬克龍今年5月強勢上台，
他成立的「共和前進黨」更在國會選舉
大勝，但該黨上周爆出退黨潮。「共和
前進黨」前日在里昂舉行黨大會，馬克
龍宣佈委任其親信、政府發言人卡斯特
納出任黨魁，任期3年。一名政府部長
表示，卡斯特納深得馬克龍信任，亦與
「共和前進黨」成員關係良好，是帶領
該黨渡過難關的理想人選。
100名「共和前進黨」成員上周聯署

公開信，指黨內欠缺民主及傲慢，宣佈
集體退黨。馬克龍推行勞工改革遭遇極
大阻力，加上其稅務政策被指向商界傾
斜，退黨潮更進一步打擊其管治。
馬克龍急需穩定的支持，助他推行

具爭議政策，任命親信出任黨魁是重要
一步。51歲的卡斯特納是前社會黨國
會議員，在馬克龍公佈參選總統後便轉
投其陣營。

■法新社/美聯社

共和前進黨爆退黨潮 馬克龍親信任黨魁68%選民贊成提前大選 基民盟：災難

因在1990年代波斯尼亞內戰期間屠
殺穆斯林，而被稱為「波斯尼亞屠夫」
的前塞族部隊司令姆拉迪奇，被控種族
清洗、觸犯戰爭罪行及違反人道等11
項罪名，荷蘭海牙的聯合國戰爭罪行法
庭將於周三宣判，檢察官要求判處姆拉
迪奇終身監禁。
姆拉迪奇領導的塞族武裝部隊，被指

於波斯尼亞犯下歐洲自二戰以來最血腥
的暴行，包括1995年在斯雷布雷尼察
屠殺多達8,000名穆斯林男性。姆拉迪
奇潛逃16年後，於2011年落網，其後
移交聯合國戰爭罪行法庭受審。審訊過
程長達523天，控方呈堂多達1萬件證
物，並傳召近600名證人。姆拉迪奇在
聆訊中，對所有被無辜殺害的人致歉，
但堅決否認控罪。
74歲姆拉迪奇近年健康轉差，曾3度
中風，過去6年一直囚禁在荷蘭斯海弗
寧恩的監獄內。至於波斯尼亞種族清洗
暴行主謀的前塞族領袖卡拉季奇，早於
2008年被捕，去年被判囚40年，正等
候上訴。 ■法新社

北愛爾蘭民族主義政黨新芬黨的黨魁亞
當斯前日宣佈，明年將辭去黨魁職務，並
且不會參加愛爾蘭國會改選。亞當斯自
1983年起擔任新芬黨黨魁，愛爾蘭共和軍
(IRA)早年以武力爭取脫離英國，謀求南北
愛統一，亞當斯曾擔任IRA發言人，由於
IRA曾策劃多宗血腥襲擊，令亞當斯成為
眾矢之的。他後來把自己塑造為北愛和平
締造者，並在愛爾蘭國會及北愛議會內，

成為奉行民粹主義的反對派議員。評論認
為，亞當斯淡出政壇，有助完成新芬黨的
世代交接，以及改善該黨形象。
69歲的亞當斯前日在黨大會上宣佈辭職

決定，表示領導之道在於知道何時作出改
變，而此刻正是時候。副黨魁麥克唐納預
計成為接班人，由於她沒有IRA背景，可
讓新芬黨擺脫IRA的陰影，更易與其他政
黨在議會合作。

亞當斯一直否認IRA成員身份，1998年
參與促成《貝爾法斯特協議》，結束北愛
爾蘭與英國長達30年的流血衝突。他亦敦
促愛爾蘭總理瓦拉德卡，若北愛邊境無法
在英國脫歐後保持開放，愛爾蘭應否決英
國與歐盟達成的脫歐協議。他又呼籲愛爾
蘭統一公投應在5年內舉行，認為愛爾蘭
現時國力強大，公投時機成熟。

■路透社/法新社

津執政黨罷免穆加貝夫婦 通牒今下台
津巴布韋前日有數萬名示威者上

街，要求總統穆加貝辭職後，執政
黨「非洲民族聯盟-愛國陣線」(民盟)
昨日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罷免穆加
貝的黨主席職務，由前副總統姆南
加古瓦接任黨主席，並推舉他成為
明年總統選舉的候選人。

明或國會彈劾
執政黨同時罷免第一夫人格雷絲的

黨內婦女聯盟主席職位，並將她及與

其關係密切的多名高層驅逐出黨。
在民盟會議上，有黨員在穆加貝

被罷免後非常雀躍，一同歡呼喝
采，而姆南加古瓦下月獲正式推選
為黨主席後，預計將領導新政府。
民盟亦警告穆加貝，若他拒絕於當
地時間今日中午(香港時間下午6時)
下台，將對他展開彈劾。反對派則
表示，計劃明日和民盟聯手，在國
會展開彈劾穆加貝的程序。
穆加貝目前仍被軟禁於其私人官

邸「藍宮」，他的一名親戚向傳媒
透露，穆加貝前日起絕食抗議，表
明「願意為正確的事而死」，軍方
要為他的死亡負上責任。軍方昨與
穆加貝展開第二輪談判，曾參與首
輪談判的南非政府代表缺席。穆加
貝據報有意延遲下台，爭取和軍方
達成協議，確保他和家人日後不受
檢控，軍方則希望他自願下台，以
確保這次政權過渡的合法性。
■美聯社/法新社/Bulawayo24網站

IRA發言人變和平推手 新芬黨黨魁明年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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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約40%能源依賴燃煤發電，其他政黨憂慮打擊能源和
汽車業，造成失業問題，因此反對綠黨提出在2030年前關
閉所有煤電廠的要求。綠黨其後堅持需關閉20間煤電廠，
拒絕其他政黨提出分階段關閉10間的建議。

歐洲

所有政黨均支持改革歐盟，但改革方式則存在分歧。綠黨
支持法國總統馬克龍的主張，設立歐盟共同預算及歐盟財
長一職，遭CDU及自由民主黨反對。自由民主黨則反對德
國為其他陷入財困的經濟體「買單」。至於土耳其問題，
CSU希望終止土國加入歐盟的談判，綠黨則認為不應關上
談判大門。 ■法新社

■■基民盟及基社盟基民盟及基社盟 ■■綠黨綠黨 ■■自由民主黨自由民主黨

燃煤發電燃煤發電

歐盟改革歐盟改革

難民問題難民問題

■■組閣談判過程困難重組閣談判過程困難重
重重，，反映默克爾的政治反映默克爾的政治
力量減弱力量減弱。。 法新社法新社

■■卡斯特納深得馬克龍信任卡斯特納深得馬克龍信任。。美聯社美聯社

■■姆拉迪奇及卡拉季奇姆拉迪奇及卡拉季奇

■■亞當斯明年將辭任黨魁亞當斯明年將辭任黨魁。。法新社法新社

■■民盟黨員在穆加貝被罷免後非常雀躍民盟黨員在穆加貝被罷免後非常雀躍。。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