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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大選投票率
為 84.4%，稍

高於2014年上屆大選的
83%。截至昨日下午，全國
6,004個選區的點票工作接近完
成，國會349席中，執政聯盟取得
144席，由4黨組成的中間偏右陣營
則取得143席，均遠低於控制國會所
需的175席。

第二陣營拒合作 促首相辭職
執政聯盟在大選受挫，勒文隨即邀請
中間偏右陣營舉行會談，期望達成「跨陣營
合作」協議，但中間偏右陣營已斷言拒絕，更
敦促勒文辭職，強調中間偏右陣營決心自行籌組
政府。由於左右兩大陣營得票極接近，估計組閣談
判將非常艱辛，瑞典小報《快報》直言情況屬「大亂
局」。

極右得票率大增 高呼「勝選」
SD成為今屆大選贏家，得票率由上屆13%大增至17.6%，低於該黨取得

的20至30%得票率的目標，仍維持第三大黨地位。黨魁奧克松向支持者高呼「我
們贏了」，稱結果加強該黨的造王者角色，將對瑞典政壇產生真正影響。
左翼執政聯盟及中間偏右陣營在選前，均表明不會與SD合作。面對極右勢力崛
起，勒文向支持者表示，是次選舉反映所有負責任的黨派都需要應對目前形勢，指
責源自納粹主義的政黨不負責任，只會散播仇恨。
中間偏右陣營以溫和黨為首，黨魁克里斯特松稱，他計劃建立一個能團結國家及
負責任的政府。分析認為中間偏右陣營陷入兩難，陣營內的自由黨和中間黨一直
反對與SD結盟，但若要確保組成中間偏右大多數政府，溫和黨將要拉攏SD，恐
導致陣營分裂。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執政黨百年最差表現 首相命懸海外票

瑞典極右亂局 料誕懸峙國會

瑞典一直被視為包容、自由和開放的國家，
社會福利制度穩健，加上犯罪率低，成為不少
國家仿效對象，「瑞典模式」令國民引以自

豪，理論上極右思想及民粹主義並無生存空間。然而，瑞典近年
大量接收難民，國家治安惡化，更瓜分國家福利，觸動不少國民
神經，極右政黨「瑞典民主黨」在今屆大選得票率近兩成，衝擊
傳統陣營長久支配瑞典政壇的局面，更進一步挑戰西方價值觀，
帶來重大警號。

2015年歐洲爆發難民潮，瑞典主張開放門戶，在一年內接收逾
16萬名難民。難民引發許多社會問題，令瑞典人不禁反思包容換
來的代價。面對困窘，愈來愈多國民投向極右與民粹的懷抱。領
導執政聯盟的首相勒文應對難民潮不力，早已備受詬病，他在選
舉中炮轟瑞典民主黨是不負責任的「新納粹」，但避談如何解決
難民問題，令外界覺得政府避重就輕，結果為極右增添彈藥。

當社會議題觸動人們道德價值，反響必然很大，「鴕鳥政策」
只會令敏感議題進一步掀起爭議。正如一名伊朗移民後代指出，
瑞典雖然社福制度健全，但政府對難民問題冷漠，無形中助長排
外情緒，種族主義愈演愈烈，尚未適應瑞典生活的難民亦感覺
遭排斥，部分人更走上歪路。

瑞典民主黨人高呼瑞典昔日光榮已逝，若用美國總統特朗普的
口吻，就是「國家不再偉大」，帶動輿論聚焦社會最黑暗一面。
勒文批評這些輿論偏頗，忽視事實，強調事情並非「黑與白」。
勒文說得對，瑞典經濟仍然向好，失業率跌至10年來最低，與極
右描繪的衰敗景象大相逕庭。不過勒文光說不做，對難民引發的
治安等問題袖手旁觀，被認為偽善。

瑞典成為歐洲國家的典範，聲譽與基石都是歷經多年建成。難
民湧入無疑令其社福制度受壓，但情況仍可糾正，最重要是政客
不再逃避，坦率面對問題，平息民怨，國民亦應理性討論解決問
題。

西方「典」範
不堪難民考驗

��?2

「瑞典民主黨」(SD)在國會選舉得票率大
增，功臣除了黨魁奧克松外，SD國會黨團
領袖卡爾松亦功不可沒。SD於成立之初，
與新納粹主義勢力關係密切，卡爾松於
1999年加入後積極整頓形象，與新納粹劃
清界線，聚焦反移民主張及民粹主義，為該
黨躋身主流政黨鋪路。

「大腦」推動改革
卡爾松是SD的重要智囊，被視為黨內
「大腦」，致力推動黨內改革，曾將數百名
黨員驅逐出黨，當中包括國會議員，他們涉
及武器罪行、與納粹網絡勾結，以及歧視猶
太人和黑人。卡爾松推動SD主打反移民議
題，形容多元文化是「災難性失敗的實
驗」，呼籲促使所有移民奉行瑞典的價值和
文化，在近年歐洲爆發難民潮下，反移民及
民粹主張的民意支持度不斷上升。
相反，首相勒文領導的社會民主黨由
1930年代至1980年代，得票率一直維持逾
45%，隨着瑞典社會不公平問題近15年來
持續增加，該黨逐漸失去民心，今屆大選得
票率更跌至28.3%，是瑞典執政黨近百年以
來最低。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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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桂煬

俄羅斯今日展開該國歷來最大規模軍
演，共有30萬名軍人參加，較1981年
前蘇聯時期最大軍演「西方-81」的15
萬名軍人多出一倍，中國及蒙古軍方亦
會參與。俄國近年因烏克蘭問題和敘利
亞內戰，與西方國家關係緊張，北約譴
責俄國「為大規模衝突進行演練」。
代號「東方-2018」的軍演在西伯利亞

東部舉行，將出動3.6萬部軍車、1,000
架戰機和80艘戰艦，並展示最新軍備，
包括可搭載核彈頭的伊斯坎德爾導彈、
T-80坦克、T-90坦克、蘇-34戰機和
蘇-35戰機。俄羅斯對上一次在西伯利
亞舉行軍演，已是 2014 年的「東
方-2014」，當時約15.5萬名軍人參與。

俄國總統普京早前調高退休年齡，引
起國民不滿。大批群眾前日響應反對派
領袖納瓦爾尼號召，在莫斯科和聖彼得
堡等城市舉行反退休金改革示威，警方
拘捕至少839人，有示威者表示，政府
為駐敘利亞和烏克蘭的軍隊大灑金錢，
卻沒有為領取退休金人士花費分毫。俄
羅斯同日舉行地方選舉，普京盟友、現
任莫斯科市長索比亞寧在反退休金改革
爭議聲中，以70%得票率連任，較上屆
選舉得票51.4%大幅增加。

俄議長訪朝晤金正恩
另一方面，俄羅斯國會上議院議長馬

特維延科上周六到訪平壤，會晤朝鮮領

導人金正恩，她引述金正恩表示，朝鮮
已採取措施實行半島無核化，現正等待
華府作出回應，朝方未有計劃再採取單
方面行動。 ■法新社

俄今史上最大軍演
北約批「準備打仗」

曾逐數百黨員
極右洗脫新納粹影子

■■極右支持者慶祝得票率大增極右支持者慶祝得票率大增。。 路透社路透社

■瑞典民主黨黨魁奧克
松向支持者高呼「我們
贏了」。 彭博社

菲總統今全國講話
或涉顛覆圖謀

菲律賓總統府發言人羅克昨日宣
佈，總統杜特爾特今天會向全國人
民發表講話。由於總統通常在面臨
或發生重大事件時，才會發表全國
講話，因此引起各方關注和揣測。
羅克同時表示，總統的政敵正密謀
於前總統馬科斯頒佈戒嚴令46周年
之際，發動大規模顛覆行動。
羅克在聲明中說，杜特爾特會在家

鄉達沃市，向全國人民發表講話。羅
克未有透露講話內容，但指部分團體
正策劃在9月23日戒嚴紀念日，發動
大規模顛覆行動，羅克強調顛覆分子
不會得逞。

取消議員特赦掀風波
顛覆傳聞源於杜特爾特早前宣

佈，在野自由黨參議員特里蘭尼斯
的特赦令無效，打算逮捕他，此舉

被反對派人士視為政治迫害。特里
蘭尼斯在前總統阿羅若時代曾兩度
參與兵變失敗，被判入獄，後來與
許多參與叛變的軍官同獲前總統阿
基諾三世特赦。若特里蘭尼斯的特
赦令無效，意味其他軍官的特赦令
也可能無效。
杜特爾特上周六稱，特里蘭尼斯

和菲律賓共產黨，正密謀策劃聯手
於下月推翻其政府。自由黨與特里
蘭尼斯均否認指控，菲律賓三軍參
謀總長賈維斯也提醒所有士兵應效
忠憲法、遵守法治，警告參與顛覆
陰謀者將受嚴懲。
菲國網民紛紛猜測杜特爾特的全

國講話內容，包括可能宣佈物價控
制措施、颱風防災、擴大戒嚴，甚
至重提退休之意等。

■綜合報道

瑞典國會大選初步結果出爐，首相勒文領導的左翼執政聯盟與在野中間偏右陣營，議席同樣未達過半數門檻，預計分別奪得144

及143席，加上雙方得票相差不足3萬票，勝負需待20萬張海外選票明日點算後才能分曉，意味最終結果仍存變數，但預料懸峙國

會將無可避免誕生，估計當地政局未來數周甚至數月仍不明朗。勒文領導的社會民主黨得票率僅28.3%，低於上屆的31%，是近百

年來瑞典執政黨最差表現，幸保第一大黨地位。極右「瑞典民主黨」(SD)表現躍進，由上屆49席急增至62席，有望成為造王者。

■■反退休金改革示威人士挨打反退休金改革示威人士挨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