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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前日舉行總統選舉次輪投票，
被視為極右派的社會自由黨候選人博
爾索納羅勝出，結束左翼勞工黨自
2002年起連續4屆勝出總統大選的左
翼長期執政局面。博爾索納羅與美國
總統特朗普在行為作風以至對不少議
題的看法皆一致，例如主張強硬對付
中國、支持擁槍及批評傳媒是「假新
聞」等，因此被稱為「巴西特朗
普」，外界亦非常關注今後南北美洲
兩大國家的領導人，將會產生哪些化
學反應。民間組織則憂慮，曾公然讚
揚軍政府、侮辱少數族裔和女性的博
爾索納羅上台後，將使巴西民主倒
退。
巴西選舉法院公佈，博爾索納羅得
票率為55.13%，擊敗得票44.87%的
勞工黨候選人哈達德。選民庫尼亞坦
言，博爾索納羅的執政成果成疑，但
人民已無法接受捲入連串貪污醜聞的
勞工黨再次執政。
博爾索納羅的經濟顧問格德斯表
示，新政府將在一年內滅赤，並簡化
稅制，會透過減稅創造1,000萬個職

位，並私有化多間國營企業。

特朗普第一時間致電祝賀
63歲的博爾索納羅是退役陸軍上

尉，雖然擔任國會議員長達27年，但
一直表現低調。他將是巴西1985年結
束軍政府統治後，首名具軍方背景的
總統，預料他將委任退役軍官，出任
副總統和多個內閣職位。
博爾索納羅不諱言崇拜特朗普，特

朗普前日亦第一時間致電祝賀他勝出
大選，期望兩國關係進一步變得緊
密。不少聲音憂慮博爾索納羅上任
後，巴西的民主和自由可能倒退。
中國是巴西最主要貿易夥伴，雙方

去年貿易總額達750億美元(約5,882
億港元)，博爾索納羅雖然支持中巴貿
易，但曾經多次批評中國企圖控制巴
西經濟，此前已揚言要阻止中資染指
巴西能源和基建板塊。投資者則看好
博爾索納羅當選後的經濟前景，期望
他能改革巴西財政政策。巴西股市交
易所買賣基金(ETF)昨日在亞洲市一度
升逾12%。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博爾索納羅勝出巴西總統選舉，標誌拉
丁美洲再多一個主要國家由左轉右，亦反映
勞工黨長期執政下巴西人的求變決心。不
過，博爾索納羅所屬政黨在國會相當弱勢，
勞工黨目前仍是眾議院最大政黨，恐阻撓博
爾索納羅的改革大計。以司法改革為例，他
提出大幅增加最高法院法官，有打擊司法獨

立之嫌，估計要取得參眾兩院2/3議員支持
有一定難度。
有別於總統選舉採取兩輪投票制，巴西
國會透過比例代表制選出，在今屆大選後，
多達30個政黨晉身眾議院，博爾索納羅所
屬的社會自由黨只是第二大黨，議席少於勞
工黨。 ■綜合報道

巴西極右候選人博爾索納羅當
選總統，若觀察選前民調走勢，
賽果並不意外，但對勞工黨等傳
統政黨卻是重大打擊。美聯社分
析認為，勞工黨一直不相信在巴
西這保守國家，會選出一名作
風出位的極右總統，因此對求
變的民情掉以輕心，依靠前總
統盧拉的高民望「食老本」，
但既然特朗普可爆冷當選美國
總統，有「巴西特朗普」之
稱的博爾索納羅勝選絕非意
外。
博爾索納羅在首輪投票

勝出，但主流政黨仍未發現警
號，一心認為勞工黨的哈達德足
以在決選殺敗對手，根本無意聯
手支持哈達德，直至在決選前
夕，哈達德的支持度仍落後十多
個百分點，方知「水浸眼眉」。

博爾索納羅fb直播贏民心
博爾索納羅除了鐵腕肅貪及打擊

罪案的政綱吸引選民外，其競選策
略亦應記一功，他善用網絡平台宣
傳，幾乎每日都身穿T恤在face-
book直播大談政見，親民作風贏得
選民歡心。 ■美聯社

巴西極右掌權
「特朗普」南美崛起

未控制國會 改革路難行

左翼「盧拉老本」
難挽選民求變

地選重挫辭黨魁 總理屆滿歸故里

默克爾「半下台」
掀德領袖爭奪戰
基民盟和社民黨在黑森州地選雙雙

受挫，其中基民盟得票率為
27%，遠低於 2013 年上屆選舉的
38.3%，社民黨得票率僅19.8%，不但
遠少於上屆的30.7%，更是該黨1946
年以來最差成績，議席數目亦被綠黨
追平。極右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
(AfD)得票率為13.1%，成為黑森州第
四大黨，首次進入黑森州議會，令該
黨在全國16個州議會均擁有議席。

倘提早大選亦不參選
本月中旬巴伐利亞州地選，姊妹黨
基社盟嚴重失利，如今基民盟亦遭重
挫。默克爾承認，聯邦政府的問題拖
累基民盟在地選的表現，她對此責無
旁貸，又形容聯邦政府已失去公信
力，難再如常運作，故她將不再尋求
連任總理和黨魁。默克爾同時宣佈，
她在今屆國會任期結束後，將不再角
逐國會議員，亦不會出任歐盟官員等
一切公職，期望有助聯邦政府專注應
對當前問題。若德國提早於2021年之
前大選，她亦不會參選。

默克爾表示，她的決定將有助基民
盟未來取得成功。路透社分析指，她
旨在讓新黨魁累積知名度，迎戰下屆
大選。據報基民盟不少黨員已表示有
意角逐新黨魁，除了一直被指是默克
爾屬意接班的基民盟秘書長卡倫鮑
爾，還有被視為少壯派的衛生部長施
潘，以及基民盟與基社盟前國會黨團
領袖默茨等。

社民黨或退出執政聯盟
基民盟與基社盟在去年大選後，幾

經艱苦才與社民黨組成大聯合政府，
但此後政府內部分歧嚴重，基民盟、
基社盟和社民黨支持率亦未見起色。
現時社民黨全國支持度更已低於
AfD，愈來愈多黨員要求即時退出執
政聯盟，避免受默克爾拖累。
社民黨黨魁納勒斯形容政府的管治

狀況不可接受，警告若基民盟不改
變，社民黨明年不排除退出執政聯
盟。由於社民黨在地選同樣大敗，估
計納勒斯亦很可能面臨黨內壓力，不
過她昨日表示，該黨未有計劃改組領

導層。
近月多次與默克爾鬧不和的基社盟

黨魁澤霍弗爾，批評默克爾計劃辭任
黨魁的決定可恥，且不尊重基社盟。
在野自由民主黨(FDP)黨魁林德納要
求默克爾辭任總理，警告她只辭去黨
魁一職，只會令政府更不穩定。
默克爾領導日趨弱勢，料將打擊德

國在歐盟的領導能力，使歐盟更難應
對英國脫歐談判和意大利預算爭議等
挑戰。歐盟經濟事務專員莫斯科維奇
憂慮，德國政局不穩將威脅歐洲。

■綜合報道

德 國 去 年 大 選
後，再次組成由默
克爾任總理的大聯

合政府，但組閣過程波折重重，結果聯
合政府僅運作數月便內訌不斷，默克爾
亦陷於弱勢。德國傳媒分析指出，默克
爾意識到她遲早地位不保，決定運用最
後政治能量，為基民盟爭取時間重建，
亦讓自己體面地退下來。

基民盟將於12月6日起一連兩日舉

行黨大會，默克爾此前一直表示會角
逐連任，昨日卻自爆早於今年夏季，
已決定不續任黨魁。德國之聲總編輯
波爾指出，默克爾決定不續任，反映
她在基民盟內部的支持正流失，默克
爾意識到情況嚴峻，因此以退為進。

政府崩潰責任卸社民黨
波爾形容默克爾的決定務實，一方

面換取時間，扶助她屬意的接班人、

基民盟秘書長卡倫鮑爾，自己亦可繼
續出任總理。對基民盟而言，默克爾
提出退休計劃，並承諾明年檢討聯合
政府，亦可把政府崩潰的責任推給執
政聯盟成員社民黨，即使最終提前大
選，亦有利基民盟選情。

曾撰寫默克爾傳記的記者羅爾形
容，默克爾宣佈不再連任黨魁，是她
的典型策略，也是在弱勢中的「平靜詭
計」，讓她取回退出政壇的主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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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靜詭計」換時間扶植親信
黎耀康

德國政體屬議會民主制，最大政黨
黨魁一般會被推舉為總理，但並非定
制，例如默克爾上台前，社民黨政府
的總理施羅德在2004年辭去黨魁職
位，惟直至翌年大選後才不再擔任總
理。當時默克爾曾批評施羅德辭任黨
魁後，將徹底失去權威，不料如今步
其後塵。

施羅德政府在第二任期，支持率開
始下滑，施羅德2004年2月宣佈辭任
社民黨黨魁，但留任總理，直至翌年
宣佈提前大選，施羅德仍領導社民黨
打選戰，在敗於默克爾後才退出政
壇。但同屬社民黨的前西德總理施密
特，於1974年至1982年在位期間，
便不曾出任社民黨黨魁。

默克爾由2000年起，一直出任基
民盟黨魁，她此前曾表示，基民盟黨
魁與總理職位屬兩位一體，但如今終
改變主意。德國國會前議長、基民盟
成員拉默特表示，在過渡期內，默克
爾辭任黨魁但留任總理的安排可以接
受。

■綜合報道

曾批施羅德辭黨魁失權威

卡倫鮑爾
基民盟秘書長，被視為默克爾屬意的接班人，
主張讓社會各階層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支持默
克爾收容難民的政策

克勒克納
基民盟副主席兼農業部長，有「紅酒皇后」
之稱，立場保守，反對墮胎和胚胎幹細胞
研究，就默克爾的難民政策提出替代
方案

阿爾特邁爾
經濟部長，政策立場糅合進步派
和保守派

拉舍特
基民盟副主席，立場親歐，
奉行自由派政治主張

布菲耶
基民盟副主席兼黑森州州
長，提出給予警方更大監控
權力，遭關注個人私隱團

體批評
施潘

38歲的施潘是默克爾潛在
接班人中最年輕一人，是同
性戀者，目前擔任衛生部
長，在難民議題立場保守，
曾公開批評默克爾

馮德萊恩
基民盟副主席兼德國首
位女性國防部長，支
持與歐盟加強國防
合作

默克爾潛在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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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總理默克爾自去年大選後一直處

於弱勢，在前日舉行的黑森州地方選舉

中，她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DU，

下稱基民盟)流失大量選票。在沉重壓

力下，默克爾昨日宣佈於12月舉行的

基民盟黨大會上，她將不再尋求連任黨

魁，但會繼續擔任總理，直至2021年

任期屆滿，其後便退出政壇，並承諾明

年檢討執政聯盟。執政聯盟成員社會民

主黨已揚言，不排除明年退出聯合政

府，屆時可能觸發提前大選。基民盟內

部隨即展開黨魁爭奪戰，默克爾表明不

會支持任何人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