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國會新一屆會期將於1月3日開始，屆時民主黨
在眾議院將擁有過半數的235席，在預算審批上

將握有主動權。如果華府停運持續至新一年，控制參院
的共和黨和特朗普將面臨妥協的壓力，特朗普或更難取
得他的57億美元(約446.8億港元)邊境圍牆撥款。

債限「真正戰場」奧巴馬曾屈服
不過民主黨與特朗普的真正戰場並非預算爭議，而

是另一次債務上限之爭。國會今年初通過暫時將華府
債務上限擱置至明年3月2日，換言之新一屆國會可能
最快於復會後便要開始研究提升債務上限事宜。共和
黨人當年利用債務上限作要挾，迫使前總統奧巴馬作
出多項讓步，分析相信民主黨明年將會照辦煮碗，借
債限大做文章。債限之爭比預算爭議的後果更嚴重，
因為一旦華府觸及債限，不但會有更多政府部門可能
因此停運，更可能觸發美國債務違約，恐衝擊全球金
融市場。

逾200官員空缺待填
預算和債限爭議中，特朗普還可能得到共和黨支

援，但對於「殺到埋身」的通俄調查，共和黨卻是
愛莫能助。特別檢察官米勒今年合共起訴34名新被
告，並與特朗普前私人律師科恩等被告達成了5項
認罪協議，從中取得大量對特朗普不利的證供和證
據。分析相信米勒在新一年將會有更多「斬獲」，
特朗普的前國安顧問弗林和前競選經理馬納福特預
料將於年初被判刑，更多特朗普相關人士亦勢必被
起訴，米勒更可能發表指控特朗普涉嫌妨礙司法公
正的報告，為民主黨彈劾特朗普提供最重要的彈
藥。
特朗普新一年的挑戰還有很多很多，中期選舉後

多名內閣要員先後被革職或辭職，或是辭職後再被
提前離任，意味參議院在2019年初便要處理最少5
項主要閣員提名，連同未處理的近200項官員和31
項法官任命，參院將會非常繁忙。即使共和黨在新
一屆參議院優勢將會擴大，但鑑於國防部長馬蒂斯
和幕僚長凱利的離任引起諸多共和黨中間派不滿，
特朗普的提名人選要闖關並不容易。 ■綜合報道

踏入2019年，美國政壇將會迎來全新局面，隨着民主黨在新一屆國會會期取得

眾議院控制權，上任以來已經處處碰壁兼醜聞纏身的總統特朗普，新一年處境將更

加艱難。今年底預算撥款爭議導致華府局部停運，預示了民主黨今後將如何制衡特

朗普，與此同時通俄調查對特朗普的包圍網逐漸收窄，民主黨有權隨時傳召甚至彈

劾特朗普，都足以令狂人如坐針氈。不過特朗普明年最大危機還在於經濟，一旦美

國經濟勢頭轉弱或股市進一步下挫，其支持度勢必插水，連任大計恐成泡影。

歐洲議會將於明年5月舉行新一屆選舉，將是英國同
年3月29日脫歐後的首次，同時改選歐盟委員會主席、
歐洲理事會主席、歐洲議會議長、歐洲央行行長和歐盟
外交政策高級代表這5大職位。由於歐盟委員會主席容
克將於10月正式換屆後卸任，加上極右民粹主義勢力
近年急速冒起，於移民政策和歐盟單一市場等議題上提
出極右倡議，勢衝擊新一屆議會，掀起新舊勢力對立，
恐影響歐盟未來政治版圖及勢力分佈。
在英國脫歐後，英方原本所佔的歐洲議會議席，其中一
半會重新分配予其他成員國，另外一半則會廢除，議席總
數將由751席減至705席。歐洲議會選舉投票率近年持續下
滑，2014年對上一屆只有43%，明年投票率料創新低。

最大黨支持度屢跌 今屆料跌穿50%
若論選舉形勢，則新舊兩大陣營更壁壘分明，傳統陣
營以中間偏右的歐洲人民黨和中間偏左的歐洲社會黨為
主，兩黨在過去每次歐洲議會選舉，均合共取得過半議
席，不過得票率從1999年的66%跌至2014年的55%，
預計明年5月選舉更會跌穿50%。

新興勢力則來自不同政治光譜，左翼勢力要數梅朗雄
領導的「不屈法國」及荷蘭綠色左派，中間派別則為西
班牙公民黨和法國總統馬克龍的「共和前進黨」，右翼
民粹力量則有意大利內政部長薩爾維尼領導的「聯盟
黨」及瑞典民主黨等。雖然這些黨派的意識形態迥異，
但同樣不滿議會內的「第一候選人」制度，即由最大黨
派推舉的候選人出任歐盟委員會主席。馬克龍已提出改
革這制度。
另外，明年歐洲議會選舉，各大政黨估計將聚焦移

民議題，力陳國家在移民湧入後遭受的影響，其中隸
屬歐洲人民黨、由匈牙利總理歐爾班領導的「青年民
主主義者聯盟」，預計會大肆抨擊自由派政策，勢將
引起爭議。 ■綜合報道

英國預定明年3月29日正式退出歐盟，但雙方至
今尚未就脫歐後安排達成共識，使無協議脫歐的風
險日增。愛爾蘭、法國、荷蘭和比利時等歐盟成員
國近日開始增聘人手，應對額外邊境管制和清關工
作，並協助企業尋找替代市場，減低英國無協議脫
歐造成的衝擊。
在歐盟的無協議脫歐方案中，在英國註冊的航空

公司可在硬脫歐後9個月內，繼續營運往返英歐的
航班，但連接歐盟成員國之間的航班需取消。

愛爾蘭買地增建關卡
愛爾蘭上月發表報告，評估英國無協議脫歐對愛

爾蘭經濟的衝擊，並計劃聘請1,000名職員，加快清
關程序。愛爾蘭更於都柏林機場附近購入土地，針
對英國乘客和車輛興建出入境設施。
法國早前亦通過緊急法案，在英法隧道入口所在

的加來，增聘700名海關人員，並擴建邊境檢查設
施和興建新貨倉。荷蘭也於主要港口城市鹿特丹增
聘900多人，負責檢查進口食物等貨品。
歐盟此前曾表示，若英國無協議脫歐，歐盟或不

再承認英國產品檢查標準，或導致企業物流延誤，
部分歐盟國家已為此向中小企發出通知。愛爾蘭政
府更成立網站，並安排官員走訪全國多地，解釋無
協議脫歐對不同行業的潛在影響，愛爾蘭和荷蘭亦
會向企業發放最多 150 萬歐元(約 1,340 萬港元)補
貼，減低英國脫歐造成的震盪。
目前英國有逾100萬名國民居於歐盟國家，一旦
英國無協議脫歐，在歐英國公民享用社會福利以至
家庭團聚等權益均成疑。歐盟委員會呼籲成員國盡
量保護在歐英國公民權利，容許他們暫時取得居留
許可，並讓英人申請入籍。法國早前已通過法案，
容許英籍公務員繼續任職，德國亦宣佈讓英籍人士
繼續享有德國與英國雙重國籍。 ■綜合報道

亞洲多個國家過去數年先後出現
強人政治，吉爾吉斯斯坦和菲律賓
誕生鐵腕統治的總統、泰國軍政府
領袖巴育繼續掌權，顯示民主發展
陷入倒退。然而亞洲政局明年可能
出現「大洗牌」，包括印尼、印度
和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均舉行大選，
有機會改變強人當政的局面，讓民

主發展重回正軌。
泰國過去數年一直由軍政府管

治，軍政府承諾履行憲法，在
2019年舉行大選，屆時誕生的民
選領袖，或有力制衡軍方，總理
巴育將面對強力挑戰。另外，人
口大國印尼和印度明年亦舉行大
選，兩國合共佔全球1/5人口，
投票結果將預示亞洲未來的民主
發展。

羅興亞危機未見曙光
今年8月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

汗在獲軍方支持下當選，他明年
面對連串難題，包括要顯示自己

施政獨立，並非軍方傀儡，但不
少選民對軍方權力過大及干政均
感不滿，伊姆蘭汗如何取得平
衡，將考驗其政治智慧。菲律賓
強人總統杜特爾特上任不足 3
年，但隨着反對聲音日增，他在
施政上恐面對更大掣肘。
在大選中大力打壓反對派的孟

加拉和柬埔寨執政黨，在國際社
會施壓下，宣佈釋放部分政治
犯。然而緬甸的羅興亞穆斯林危
機，似乎仍未看見曙光。朝鮮同
樣在明年舉行選舉，不過相信只
有一個結果，就是執政勞動黨大
勝。 ■綜合報道

英或無協議脫歐
歐盟各國做足準備

■ 美 國 太 空 總 署
(NASA)太空探測
器「新視野」號，
將掠過海王星軌道
外的小行星 2014
MU69，是人類太
空探測器在太陽系
內經過的最遠天體

■歐元面世20周年

■加州成為美國首個
准許人們以男女以
外性別登記駕駛執
照的州份

■世界經濟論壇在瑞
士達沃斯舉行

亞洲政壇大洗牌 強人時代告終？

■奧斯卡頒獎禮

■社交網站facebook
面世15周年

■英國正式脫歐

■阿布扎比舉辦夏季
世界特殊奧運會，
是首次有中東國家
舉辦奧運賽事

■印尼總統和國會選
舉；芬蘭國會選
舉；印度大選

■日皇明仁退位

■歐洲議會選舉

■意大利文藝復興大
師達文西逝世500
周年

■G20峰會在日本大阪舉行，
是日本首次主辦G20峰會

■《凡爾賽條約》簽署100周年

■美國太空人岩士唐踏足月球
50周年

■7月2日出現日全食

■聯合國大會舉行

■印度聖雄甘地150歲
冥壽

■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
和歐洲央行行長德拉
吉任期屆滿

■加拿大大選；阿根廷
總統選舉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峰
會在智利首都聖地亞
哥舉行

■美國兒童節目《芝麻
街》啟播50周年

■俄羅斯利用4000公
里長的「西伯利亞
力 量 」 天 然 氣 管
道，開始向中國供
應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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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俄案料再有進展 為民主黨添彈藥

■■航空界首條國際航線面世航空界首條國際航線面世100100
周年周年，，航班當年從倫敦往返巴航班當年從倫敦往返巴
黎黎，，由英國航空前身的航空公由英國航空前身的航空公
司提供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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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與民主黨的摩擦勢必加劇特朗普與民主黨的摩擦勢必加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預算撥款爭議導致華府局部停運預算撥款爭議導致華府局部停運。。 美聯社美聯社

■■容克容克((右右))明年將明年將
卸任卸任。。 彭博社彭博社

■亞洲強人政治或生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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