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京今連任 官僚軍方爭接班
或最後一屆總統任期 外交政策料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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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國會大選將於後日舉
行，當局前日開始為軍警及家眷
進行提前投票，海外大馬公民亦
開始透過郵寄投票。不過有住在
英國的選民投訴，當局雖然規定
選票必須在大馬時間投票日當天
下午5時前寄回，但截至昨日仍然
未收到郵寄選票。部分海外大馬
人於是自發組織、收集同胞選票
再直接「人肉速遞」空運回馬來西
亞，希望小小的一票可以在這次
史上最激烈的大選中發揮作用。

遲收選票 自發組織
今次大選被視為大馬歷來競爭
最激烈的一次選舉，也是反對派
最後一次推翻總理納吉布和執政
國民陣線的機會，在個別選情接

近的選區，數張海外選票隨時可
以改變結果，然而海外郵寄選票
遲遲未寄到，剝奪了選民的投票
機會。
居於英國的大馬留學生安娜(化

名)表示，速遞資料顯示她的選票
要在5月9日，即投票日當天才送
到，質疑選舉委員會是否知道選
票會趕不及。居於美國新澤西州
的黃小姐則說，她的選票要到大
馬時間8日才送到，除非她在收到
選票一刻立即坐私人飛機飛回大
馬，否則肯定趕不及，「我也想
過到機場貨運站攔截選票，再立
即坐飛機回去，但這當然不可
能。」
今屆大選可說是大馬兩名反對

派領袖、前總理馬哈蒂爾和前副

總理安華的最後一搏。其中安華
目前仍然被囚，無法參選和投
票，但他一直在獄中遙距指揮，

不但與交惡 20載的馬哈蒂爾講
和，更成功促成反對派組成「希
望聯盟」參選。 ■美聯社

繼五一大遊行後，法國巴黎等
地前日再有數萬人上街抗議勞工
改革，向今日當選滿一周年的總
統馬克龍表達不滿。由於五一大
遊行期間部分滋事分子趁機鬧事
縱火，警方今次嚴陣以待，示威
期間一輛電台直播車的車窗被打
碎，警員一度施放催淚氣體驅散
遊行隊伍外圍的滋事者，並拘捕
最少8人。
前日的示威由極左翼政黨發

起，示威名稱「Fete a Macron」
在法文中有雙重意思，既可解作
「為某人慶祝」，也可解成「嘗
試傷害某人」，因此當局都不敢
怠慢。雖然主辦單位呼籲示威者
抱着參加派對的心情示威，但警
方仍然派出超過2,000人在場維
持秩序。主辦單位宣稱巴黎的示
威有16萬人參加，不過警方表示
只有4萬人，南部城市圖盧茲及
波爾多亦有較小型集會。

示威者主要不滿馬克龍推動的
勞工改革剝奪工人保障，以及擴
大警權。參與示威的法官戈恩
勒·路易利勒批評馬克龍政府獨
裁，期望通過示威捍衛個人自由
及基本權利。
遊行隊伍以巴士底廣場為終

點，示威期間法廣旗下France
Info電台一輛直播車於廣場上遇
襲，示威者打碎其中一塊車窗，
更將煙霧彈投入車內，警方立即
拘捕滋事者。內政部長科隆批評
襲擊行為，指幸好當時無記者在
車內。 ■美聯社/法新社

俄羅斯反對派前日在全國各地發
起示威，反對普京第4度以總統身
份執政，其中莫斯科的示威被防暴
警察和普京支持者強硬驅散，反對
派領袖納瓦爾尼等超過 700人被
捕。獨立監察組織則指，俄羅斯全
國的反普京示威中，有多達1,600
人被捕。

「普京不是我們的沙皇」
反對派前日於莫斯科普希金廣場

集會，並高叫「(普京)不是我們的沙
皇」等口號。但示威開始後不久，
大批防暴警察到場，用警棍打示威
者，再將他們拖行上警車帶走，41
歲的納瓦爾尼現身示威會場後不
久，亦被多名警員捉住帶走。示威
期間，大批普京支持者在場叫囂，
部分支持者穿上沙俄時代的哥薩克
民兵服飾，並揮拳追打示威者，警
方在場袖手旁觀。
俄羅斯遠東地區以至西伯利亞各

地均有示威者反對普京連
任，當中不少都被武力驅
散。聖彼得堡的示威中，
示威者大叫「普京是賊」
和「沙皇倒台」等口號，警
方嘗試阻止遊行，示威者
則投擲雞蛋和水樽還擊，
約230人被捕，一名20歲
示威者表示：「國家需要
改變，普京不能當永遠在
位的沙皇。」 ■法新社

各地拘1600示威者 普京支持者踩場

■穿上沙俄時代哥薩克民兵服飾的普京支持者
追打示威人士。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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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政治分析師彼得羅夫表示，克宮內部兩大派系已
經開始爭鬥，其中一方以技術官僚為主，另一派則是

安全部隊與軍方代表組成的「強力集團 」，兩派積極擴張
影響力，盡力爭取自己的利益。
普京3月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訪問時稱，2000年
開始已考慮繼任人問題，「想想也沒壞，但最終還要得交由
俄羅斯人民決定。」

「互換職位」難再重演
如果普京決定不交棒，繼續執政下去，他將有幾種方法。
其中一種是重演2008年的「互換職位」安排，當年普京做
完兩屆總統任期後，讓位予總理梅德韋傑夫，自己則改任總
理，但繼續執掌實權，4年「冷河」期過後，他再參選總統
上台。不過2012年兩人再次「互換職位」時觸發大規模示
威，加上最近亞美尼亞總理薩爾基相試圖以同一安排續掌權
力失敗下台，可能令普京不再選擇這一步。
普京的就職典禮會在克里姆林宮內舉行，據報安排相對低
調，包括不舉行鋪張的國宴，似乎是為了避免讓外界觀感不
佳。

槍口一致對外保團結
分析認為，莫斯科對西方的態度，在普京新任期也不太可
能改變。烏克蘭和敘利亞危機，以及俄國被控在英國毒害前
特工及干預美國選舉，已使莫斯科對西方的態度強化。莫斯
科智庫政治專家集團主席卡拉切夫表示：「對普京而言，任
何讓步都是示弱，因此不應預期外交政策會有任何改變。」
他指出，外交政策是普京在國內獲得支持的基礎之一，普京
必須藉槍口一致對外來確保全國團結一致。
普京宣誓日正值二戰歐洲戰場勝利紀念日前夕，莫斯科周
三將會舉行盛大閱兵慶祝。普京前日出席軍方一個紀念活動
時，指二戰經歷將永遠團結俄羅斯不同階層。

■塔斯社/法新社

普京在今年大選期間，揚言要把
貧窮人口減半，並承諾達到4%經
濟增長。商界憧憬大比數勝出連任
的普京，在展開第4屆任期後會推
出全面和具體的改革措施，扭轉多
年來經濟不景的局面。
俄羅斯至今仍未走出1998年金融

危機的陰影，政府亦沒有推出重大
改革措施改善經濟，近年僅採取審
慎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避免國家出
現龐大赤字或債台高築。投資銀行
Renaissance Capital 指出，由於政
府近年控制通脹見效，相較以前，
能更有效完善勞動市場、應對人口
老化、改善教育醫療和引入外資。

俄前財長庫德林深受俄國和海外
投資者尊重，預計可以重返政府，
顧問公司Macro Advisory創辦人威
弗表示，庫德林一直視大刀闊斧的
改革，為避免經濟停滯不前的唯一
方法。俄羅斯的男女退休年齡現時
分別為60歲和55歲，屬全球最低
水平，庫德林提出把男性退休年齡
增至63歲，並在6年內裁減3成公
務員，一旦推出預料將面臨極大阻
力。庫德林亦主張向年輕學童推廣
科技教育，令俄國程式開發人員額
外增加 200萬，使經濟趨向數碼
化。

■法新社

商界冀大改革振經濟俄羅斯總統普京今日會宣誓就職，正式展開第

4屆、長達6年的總統任期。根據俄國憲法，每

屆總統只可以連任一次，因此外界都關注普京在

2024年任期屆滿後，會否退下來讓繼任人接棒，

抑或以其他方式繼續執政。分析指出，目前克里

姆林宮內兩大派系已經為接班問題開始明爭暗

鬥，但由於普京為了防止競爭對手出現，一直未

有培養明顯接班人，所以幾乎沒有任何人能夠擁

有像他一樣的民望，足以接任總統一職。

普京班底
總理梅德韋傑夫

2008年曾經接替普京出任總統，普京則任總理，為普京突破憲法限
制於2012年再選總統鋪路。梅德韋傑夫對普京相當忠心，不過近年在
總理位置上相對低調，表現乏善足陳之餘，去年更被反對派揭發擁有
巨額財富。俄羅斯媒體經常有傳梅德韋傑夫可能下馬，今屆大選他也
從未現身為普京拉票，不過普京至今未曾公開與梅德韋傑夫切割。

防長紹伊古

2012年起任職至今，是普京小圈子中少數非聖彼得堡時期舊部。他
是俄羅斯軍隊現代化的主要推手，近期也成為俄羅斯軍事介入敘利亞
的「功臣」。

外長拉夫羅夫

2004年起任職至今，備受國際尊重，近年頻頻處理與西方衝突，但
魄力大不如前。

俄油CEO謝欽

普京舊友，掌控俄羅斯能源資產，被視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甚至有權踢走不喜歡的政府官員。

央行行長納比烏林娜

2013年起執掌央行，由於她與克里姆林宮關係密切，外界一度擔心
會影響央行獨立性，但至今未見問題。

前財長庫德林

雖然2011年被梅德韋傑夫免職，但身為經濟自由派的庫德林甚受商
界和外國投資者歡迎，今屆大選更以普京顧問身份重返政壇，被視為
新政府財長的主要人選。

法新社

■■大馬總理納吉布大馬總理納吉布((左左))
落區拉票落區拉票。。 法新社法新社

■■普京展開普京展開
第第44屆總統任屆總統任
期期。。 美聯社美聯社

■■普京在普京在33月大選高月大選高
票取勝票取勝。。 法新社法新社

■反普京民眾高
呼「不是我們的
沙皇」。 法新社

■電台直播車被扔煙霧彈。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