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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黨主席選舉 親商候選人支持度拉鋸

■德拉米尼擔任內閣部長時政績突出，深受黨內婦
女和青年派系支持。 法新社

奧地利今年10月舉行大選，以31.5%得
票率勝出的保守派人民黨，前日宣佈與國
會第三大黨的極右自由黨達成協議，籌組
聯合政府，有「神奇小子」之稱的31歲人
民黨黨魁庫爾茨將出任總理，成為全球最
年輕國家領袖。但外界更關注奧地利成為
西歐唯一由極右管治的國家後，將進一步
收緊移民政策，並加劇歐盟內部分化。

阻土入歐 支持解除對俄制裁
根據兩黨協議，自由黨黨魁施特拉赫將

出任副總理，該黨同時執掌內政及國防

部，外長一職亦預料由親自由黨人士出
任，人民黨則掌管金融、經濟及司法等部
門。庫爾茨曾承諾收緊移民政策及大幅減
稅，與疑歐立場的自由黨不謀而合。新政
府上台後，預料將抗拒歐盟干預奧地利內
政，並阻撓土耳其加入歐盟，但已表明不
會舉行脫歐公投。奧地利反法西斯團體計
劃明日在維也納舉行示威，抗議極右掌
權。
自由黨曾於2000年加入聯合政府，當

時奧地利與歐盟關係緊張，該黨現時與俄
羅斯總統普京的執政黨保持夥伴關係，希

望歐盟解除對俄制裁。施特拉赫去年曾猛
烈抨擊德國總理默克爾向難民開放門戶，
形容對方是「全歐洲最危險的女人」，警
告難民危機會引發內戰。■法新社/路透社

極右執政分化歐盟 奧誕全球最年輕領袖

標榜反移民及反歐盟的歐洲議會黨團
「民族和自由歐洲」(ENF)，昨日在捷克
首都布拉格召開會議，邀請歐洲多國的極
右領袖出席，商討在歐盟體制以外加強合

作。捷克多個左翼組織宣佈發起示威，包
括阻塞會場附近地區，警方嚴陣以待。
出席會議的包括法國極右「國民陣線」

黨魁勒龐、有「荷蘭特朗普」之稱的荷蘭

自由黨(PVV)領袖懷爾德斯，以及「德國
另類選擇黨」(AfD)前高層普雷策爾等。懷
爾德斯因發表反穆斯林言論，接獲死亡恐
嚇，捷克警方加派警員保護。
今次會議由捷克極右政黨「自由與直接
民主黨」(SPD)主持，該黨由日裔商人岡
村富夫領導，主張反伊斯蘭教及反歐盟，
在10月捷克大選異軍突起，在國會200席
中取得22席。SPD上周舉行黨大會，屬左
翼的捷克總統澤曼也有出席，備受各方關
注。
捷克一直反對歐盟提出的收容難民配額

制度，澤曼曾公開批評移民危機是「有組
織入侵歐洲」，以及聲稱「穆斯林不可能
融入」，他將於明年1月的總統選舉，以
大熱身份角逐連任。 ■法新社/《衛報》

捷克左翼圍堵歐「極右峰會」

擁有105年歷史的非洲人國民大會(非國大)，自
1994年起在南非執政至今，但黨內權力鬥爭近年不
斷加劇，更掀起連場政治殺戮，自去年以來已有至
少40名成員遇害，加上今次黨魁選舉疑出現賄選，
政黨前途變得不明朗。
今次黨魁選舉爭持激烈，令黨內權鬥白熱化。夸

祖盧納塔爾省一名非國大議員上月被殺，其34歲
黨友姆朗戈事後在案發現場向記者講述事件，表明
需停止暴力，但他3日後亦遭槍殺。南非政治學者
哈斯指出，近期遭殺害的非國大政客，大部分是拉
馬福薩支持者。一些非國大活躍分子指黨內派系暴
力頻生，形容非國大正在「自殺」。
由於今次黨主席選舉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進行，賄

選舞弊傳聞甚囂塵上，支持德拉米尼的警察部長穆
巴魯拉表示，警方已截獲250萬南非蘭特(約149萬
港元)懷疑賄款，拉馬福薩警告買票行為已成為損
害非國大的「新疾病」。

■《華爾街日報》/英國《金融時報》

權鬥掀政治殺戮
40成員遇害

南非總統祖馬的前妻德拉米尼，憑藉在政府工作
的豐富經驗，以及承諾改善黑人生活，成為非洲人
國民大會(非國大)黨主席大熱人選，更有望成為南
非首位女總統。但她擔任衛生部長期間，部門曾捲
入懷疑貪污案，成為她公職生涯的污點。
68歲的德拉米尼在1970年代初入讀醫學院期間，

曾參與反對種族隔離的學生運動，在當局打壓下被
迫流亡海外，1978年在英國布里斯托爾大學完成學
業。她在非洲國家斯威士蘭的醫院任職期間，結識
同樣過着流亡生涯的祖馬，兩人在1982年結婚，德
拉米尼婚後誕下4名孩子，到1998年與祖馬離婚，
之後再沒結婚。
德拉米尼曾任非國大婦女分部主席，1994年南

非種族隔離政策結束後，時任總統曼德拉任命德拉
米尼為衛生部長，其後在總統姆貝基年代出任外長
達10年。2005年時任副總統祖馬因涉貪被撤職，
姆貝基曾提議德拉米尼接任副總統，但遭她拒絕。
她在2012至2016年間擔任非洲聯盟委員會主席。

對手商界強人身家35億
德拉米尼的對手是65歲副總統拉馬福薩，他曾獲
曼德拉稱讚為新世代中最具才華的領袖。他於1999
年未能取得黨內提名接替曼德拉後轉戰商界，成績
斐然，累積財富達4.5億美元(約35億港元)，在《福
布斯》雜誌2015年非洲富豪榜排行第42位，於
2012年重返政壇。 ■英國廣播公司/法新社

反種族隔離流亡
德拉米尼獲曼德拉賞識

南非經濟過去6年陷入低迷，失業
率高達28%，導致主權信貸評

級遭下調。拉馬福薩在商界長袖善
舞，其支持者認為他有能力提振經濟
和改善赤字。法院在黨大會召開前，
裁定兩個主要支持德拉米尼省份的多
名官員非法當選，無資格出席黨大
會，這項裁決增加拉馬福薩的勝算，
刺激南非蘭特匯價飆升2%。

持左翼立場 批白人壟斷經濟
另一方面，德拉米尼在

黨內資歷深厚，自1994年
非國大上台以來，先後擔
任多個內閣部長職位，政
績突出，深受黨內婦女和
青年派系支持，目前更出
任非洲聯盟委員會主席，
但她較少就打貪問題發
聲，外界擔憂德拉米尼只
會延續祖馬的路線，而且
她持有反西方的左翼立
場，曾批評「白人壟斷的

資本主義」，或令外資卻步。

選舉欠透明度或出現舞弊
南非斯泰倫博斯大學政治系教授戈

爾斯指出，涉貪的祖馬擔心卸任後遭
起訴，故極力爭取德拉米尼成為黨主
席，戈爾斯同時指黨魁選舉欠缺透明
度，不排除出現賄選舞弊。德拉米尼
強烈否認自己是祖馬欽點的接班人，
亦駁斥其競選團隊涉嫌買票的指控。

祖馬增資助高等教育

由於南非大學學費高昂，學生以往
曾在全國校園發動暴力示威，要求實
施免費教育。祖馬在黨大會召開前數
小時，宣佈提高對大學學費的資助，
資助金額由現時佔國內生產總值
(GDP)的0.7%上調至1%，聲稱逾9成
家庭的青年可以接受高等教育，包括
全國公立大學和部分職業技術培訓學
校。此舉被普遍視為替德拉米尼造
勢。

執政黨分裂恐助長反對派
非國大近年支持度下滑，

去年地方選舉只取得54%選
票，是自南非1994年種族隔
離政策結束以來最差成績。輿
論指出，若拉馬福薩敗選，將
導致非國大分裂，在大選可能
流失選票，有利反對派政黨
「民主聯盟」和「經濟自由鬥
士」爭取更多國會議席，擴大
影響力。

■路透社/法新社/CNBC

南非執政黨非洲人國民大會(非國大)昨日召開一連5日的黨大會，選舉黨主

席，以總統祖馬前妻德拉米尼和副總統拉馬福薩呼聲最高，目前兩人支持度

不相上下。祖馬將於2019年卸任，新黨魁有望成為下任總統，德拉米尼承諾

消除國家的種族不平等，並優先改善黑人生活，但外界憂慮她上台等同延續

祖馬政權，並可能包庇捲入貪污指控的祖馬免受刑事檢控。拉馬福薩則主打

親商界政策，揚言是改善南非經濟的最佳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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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安理
會前日召開朝
鮮半島核問題
部長級會議，
美國國務卿蒂
勒森發言時，
一改之前稱美
國願在沒預設
條件下與朝鮮
展 開 直 接 談

判，指朝鮮必須「憑本事重返談判桌」，在
展開談判前，朝鮮須首先停止威脅行徑。
蒂勒森早前在華盛頓一個論壇表示，美

國正尋求與朝鮮談判的可能性，以終止朝
核計劃，並首次提出無預設條件談判。但
他前日指出，「朝鮮必須憑本事重返談判
桌，施壓不但須持續，並會持續至達成無

核化目標為止」。
朝鮮常駐聯合國代表慈成男也罕有地出席

安理會部長級會議，他表示，朝鮮擁核是應
對美國核威脅與訛詐的「不可避免的自
衛」。美國和日本才是核擴散的罪魁。

中方提出4主張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臨時代辦吳海濤在

會上表示，中方認為有關各方應從維護半島
和平穩定的大局出發，冷靜判斷形勢，採取
切實行動。中方提出4點主張，包括立即停
止一切不利半島無核化與和平穩定的言行，
盡快緩和半島局勢；遵循安理會涉朝決議的
規定和精神，推動半島核問題的妥善解決；
承擔自己應有責任，切實履行自身應盡的義
務；堅持和平解決的大方向，盡快恢復對話
談判。 ■中新社/中央社/共同社

美卿撤「無條件」朝須停威脅重返談判桌

颱風「啟德」昨天吹襲菲律賓東部，連場
暴雨引致水浸及山泥傾瀉，廣泛地區停電，
最少3人死亡，包括一名遭洪水溺斃的兩歲
男童，逾7.7萬名居民逃離家園，暫時棲身
庇護中心。
4年前遭超級颱風「海燕」蹂躪的薩馬島
和萊特島，在今次風災災情嚴重，東薩馬省
近半數村落遭水淹。國家氣象部門指出，
「啟德」挾着時速110公里的陣風肆虐薩馬
島，之後橫掃菲律賓中部，多部軍車穿梭災
區，拯救被洪水圍困的災民。
薩馬島和萊特島共有450萬人口，2013年
「海燕」造成超過7,350人死亡或失蹤，一

名任職巴士司機的居民痛失39名親戚，他
昨日表示，祈求上帝不要讓悲劇重演。

■法新社/路透社

菲颱風3死 7.7萬人疏散

■■南非總統祖馬前妻德拉南非總統祖馬前妻德拉
米尼為選戰造勢米尼為選戰造勢。。 路透社路透社

■祖馬為德拉米尼鋪路任總統，
被指是避免遭起訴。 資料圖片

■■蒂勒森蒂勒森

■■薩馬島有村落遭水淹薩馬島有村落遭水淹。。 法新社法新社

■■法國法國「「國民陣線國民陣線」」黨黨魁勒魁勒
龐將出席會議龐將出席會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奧地利總理庫爾茨奧地利總理庫爾茨((右右))與副總理施特拉與副總理施特拉
赫會見記者赫會見記者。。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