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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黨團介紹
歐洲人民黨(EPP，217席)
領軍候選人：歐洲人民黨議會領袖韋伯

中間偏右：親商及支持自由貿易

主要人物：德國總理默克爾、歐盟委員會
主席容克、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歐
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及匈牙利總理歐爾班

社會主義者和民主人士進步聯盟
(S&D，186席)
領軍候選人：歐盟委員會副主席蒂默曼斯

中間偏左：支持工人權益

主要人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意大利前
總理倫齊、歐盟經濟事務專員莫斯科維奇

歐洲保守派和改革主義者 (ECR，
76席)
領軍候選人：歐洲議會議員扎赫拉迪爾

疑歐：2009年英國時任首相卡梅倫反對歐
盟加強一體化時成立

主要人物：波蘭執政黨領袖卡欽斯基、比
利時獨派政黨「新弗拉芒聯盟」領袖韋
弗、英國首相文翠珊

歐洲自由民主聯盟(ALDE，68席)
領軍候選人：歐盟競爭事務專員韋斯塔格
爾、黨團主席費爾霍夫施塔特

自由中間派：支持自由貿易及加強歐盟整
合

主要人物：法國總統馬克龍(未正式加入)、
荷蘭首相呂特

歐洲綠黨(52席)
領軍候選人：歐洲議會議員凱勒及艾克霍
特

偏左：支持發展潔淨能源及改善環境

主要人物：德國前外長菲舍爾

歐洲聯合左派(GUE，46席)
領軍候選人：比利時工會領袖庫埃、斯洛
文尼亞議員托米奇

極左：反緊縮、支持貿易管制

主要人物：希臘總理齊普拉斯

自由和直接民主歐洲(EFDD，45席)
領軍候選人：無

疑歐：意大利民粹政黨「五星運動」主要
盟友

主要人物：意大利副總理迪馬約、「德國
另類選擇黨」(AfD)領袖莫伊滕

民族和自由歐洲(ENF，37席)
領軍候選人：無

反移民：由法國國民聯盟領袖勒龐成立

主要人物：意大利副總理薩爾維尼、奧地
利前副總理施特拉赫、美國總統特朗普前
軍師班農

■路透社

歐洲議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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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相文翠珊為爭取國會通過她的脫歐協議，前
日拋出終極新方案，除了提出在6月再次就脫歐協議
進行表決，以及於表決後提出下台時間表外，更宣佈
一旦協議獲得通過，將讓議員表決是否舉行第二次脫
歐公投。不過文翠珊的所謂「重大讓步」並未能說服
在野工黨，包括有意問鼎相位的前外相約翰遜在內，
最少34名保守黨議員亦表明不會接受，據報一些保守
黨議員更醞釀最快於本周日展開新一輪逼宮行動。

批新瓶舊酒 郝爾彬拒支持
文翠珊提出於6月初第4度就脫歐協議進行表決，強
調這是實現有協議脫歐的最後一次機會。她表示，這
份新的「脫歐協議法案」將加入條款，列明國會議員
可以在法案獲得通過後，表決是否舉行第二次公投，

讓英國民眾能夠決定接受抑或拒絕脫歐協議。
一直反對二次公投的文翠珊強調不認為此舉是正確

一步，「但我認同下議院在這項重要議題上的堅
持」。她續向所有議員放話：「我以堅定信念告訴所
有議員或各大政黨：我已經妥協了，現在我請求你妥
協。」
工黨黨魁郝爾彬批評所謂新方案只是「新瓶舊

酒」，強調不會支持。二次公投承諾亦遭到保守黨內
脫歐派反對，前環境大臣彭德森批評文翠珊背叛當年
支持脫歐的1,740萬人，前脫歐事務大臣藍韜文亦批評
文翠珊違背對國民的承諾。保守黨執政盟友北愛爾蘭
民主統一黨(DUP)亦對新方案有保留，質疑方案未有
解決脫歐協議原有的「致命缺陷」，有機會導致北愛
爾蘭分裂出英國。 ■美聯社/路透社

英國老牌連鎖超市Sainsbury's
昨日慶祝創立150周年，英女王
伊利沙伯二世獲邀到倫敦市中心
德魯里巷出席切蛋糕儀式，並參
觀Sainsbury's的臨時商店。

Sainsbury's首間分店設於德魯
里巷，故臨時商店也特別選址
於此，貨架、肉檔、送貨櫃位
等均採用復古設計，務求重現
Sainsbury's的發展史。女王參觀

期間，聽取店員介紹自助付款
機，笑言「這樣不就能偷竊
嗎？」又稱對自助櫃位大受歡
迎不感意外，「人人都想快
點。」 ■路透社

文翠珊允表決二次公投
保守黨員拒收貨謀逼宮

英女王賀超市150周年
學用自助付款機

歐洲議會選舉自1979年首次舉行以來，投票率一屆比一屆低，
故主流政界領袖均希望推高投票率，抵擋極右疑歐勢力。馬

克龍日前受訪時表示，今屆選舉是歷來最關鍵一屆，歐盟面臨存亡
危機，自己不能袖手旁觀，他又特別點名批評正在法國為極右勢力
「督戰」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前首席策略師班農，指他以及一眾俄羅
斯寡頭富豪，正與民族主義者合謀分裂歐盟，呼籲各國提防來自外
國的干預。

兩最大黨團或共失30席
即將於選舉後卸任的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維也納出席活動時，
則呼籲各界「為值得爭取的而戰」，團結抵擋極右勢力帶來的危
機。
按競選活動初期進行的民調顯示，歐洲議會751席中，極右、民
粹、疑歐及民族主義黨派預計可取下173席，中間偏右或中間偏左
黨團所佔議席相信將減少，兩個最大黨團合共或失去30席，意味
需與自由派或綠黨合作，才能在議會中保住大多數優勢。
在多個成員國內，極右疑歐黨派預計都可以取得最多議席，例如
英國脫歐派主將法拉奇領導的「脫歐黨」有望擊敗保守黨及工黨兩
個傳統大黨。馬克龍所屬政黨亦面臨極右領袖勒龐帶領的「國民聯
盟」的挑戰，未必能像前年法國大選一樣，再次大比數擊敗對手。
不過極右勢力本身亦面臨不少問題，例如英國脫歐爭議令多國親
歐情緒高漲，奧地利極右自由黨選前爆出「通俄」醜聞，更重挫各
國極右黨派的聲勢。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今起投票 傳統黨團動員抗衡極右勢力

歷來最重要選舉 馬克龍籲提防外國干預
歐洲議會選舉正式開鑼，包括

未能如期脫歐的英國在內的28個

歐盟成員國，今日起將會分批舉

行投票，至本周日結束。面對極

右民粹疑歐勢力步步進逼，傳統

左右翼黨團在議會內的影響力預料很大機會被削弱，

各國領導人均盡最後努力動員選民投票，希望可以與

之抗衡，阻止極右勢力進一步干涉歐盟決策過程。法

國總統馬克龍形容今次是歷來最重要的一屆歐洲議會

選舉，警告歐盟正面臨「存亡危機」。

歐洲議會選舉後，歐盟領導
層將「大洗牌」，彭博引述消息人
士透露，在月初舉行的歐盟峰
會上，多名歐盟成員會領袖私
下邀請德國總理默克爾擔任相
當於「歐盟總統」的歐洲理事
會主席一職，但被她拒絕。
歐盟成員國領袖將於28日舉

行峰會，以提名形式推選歐洲
央行行長、歐洲議會議長、歐
盟委員會及歐洲理事會主席等
職位。消息人士未有透露提名

默克爾擔任理事會主席的領袖
名單，兩名官員則指，部分國
家領袖仍相信她會回心轉意。
歐洲議會選舉2014年引入「第

一候選人」制度，歐盟領袖在提名
歐盟委員會主席人選時，需考慮
由最大黨派推舉的候選人出任歐
盟委員會主席。默克爾曾表示，
支持中間偏右黨團歐洲人民黨候
選人韋伯擔任歐盟委員會主席，
不過法國總統馬克龍表明反對「第
一候選人」制度。 ■彭博通訊社

由於擔心歐洲議會
選舉投票率偏低可能
有利民粹疑歐勢力，
多家歐洲跨國企業今
次均出盡全力鼓勵選
民投票，甚至連美資
企業亦加入「催票」
行動。
德國福士車廠早前

發起「福士為歐洲投
票」行動，以16種語
言向旗下49萬歐盟員
工發通告，呼籲他們
投票，強調歐洲團結
和單一市場等是保持
福士競爭力的必要條
件。漢莎航空亦將其
中一架空中巴士A320
換 上 「Say Yes To
Europe」(向歐洲說好)
塗裝，另一工程巨擘
蒂森克虜伯則推出一
系列呼籲投票海報，
「如果每次過境也要

停車，還要自動駕駛汽車來幹嗎？」
總部設在瑞典的串流音樂平台Spotify

早前特別製作播放清單，收集歐盟28
國各自最頂尖歌手的歌曲，希望藉此凸
顯歐盟的多元化。來自美國的3M則在
YouTube發佈3條短片，呼籲區內1.8
萬名員工投票，微軟德國總經理也在社
交網站呼籲選民投票。
分析認為，歐洲以至美國企業罕有地

發聲呼籲選民投票，相信是汲取了英國
脫歐公投的教訓，因為脫歐公投結果不
符合大多數企業利益，於是促使它們今
次公開支持歐洲一體化。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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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默克爾拒任「歐盟總統」

■■英女王參觀英女王參觀Sainsbury'sSainsbury's
的臨時商店的臨時商店。。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店員向英女王介紹自店員向英女王介紹自
助付款機助付款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馬克龍形容今馬克龍形容今
次是歷來最重要次是歷來最重要
的一屆歐洲議會的一屆歐洲議會
選舉選舉，，警告歐盟警告歐盟
正面正面臨臨「「存亡危存亡危
機機」」。。 法新社法新社

■■意大利副總理薩爾維尼為反移民的意大利副總理薩爾維尼為反移民的
民族和自由歐洲黨拉票民族和自由歐洲黨拉票。。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