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決心從政(1989年)
在東德長大的默克爾，曾形容將德國分隔的

柏林圍牆限制她的機會，在1989年柏林圍牆倒
下之時，35歲的默克爾決心離開其科研生
涯，投身政壇，形容「那是令人振奮和
神奇的時刻」。

默克爾政治生涯回顧

從布什到拜登 與美漸行漸遠

扶搖直上
(2000年)

默克爾踏足政
壇後迅即冒起，1990

年代表基民盟當選國
會議員，翌年獲時任

總理科爾提拔，出任
婦女與青年事務部
部長，並擔任基民
盟副主席。1999 年
基民盟爆出政治獻金
醜聞，默克爾公開與
恩師科爾割席，師徒關
係決裂，但她卻因此更

上一層樓，2000 年成為
基民盟主席，2005年更帶領
基民盟勝出大選，出任總
理。

歐債危機
(2009年)

2009 年歐元區爆發債
務危機，默克爾主張緊
縮開支，招致希臘等國
不滿，甚至被比作納粹
領袖希特勒。然而默克
爾最終成功帶領歐元區
渡過危機，被視為是她
任內最重要政績之一。

竊聽風雲(2013年)
美國中情局前僱員斯諾登於

2013 年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自
2007年起進行名為「稜鏡」的大
規模監控計劃，對象包括默克
爾等多名外國領袖，令德國非
常不滿，公開批評美方的行
徑。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翌年承

諾，任內不會再竊聽德國政要。

接收難民(2015年)
歐洲在2015年爆發難民潮，

大量來自中東北非的難民湧
入，默克爾果斷採取「開放門
戶政策」，接收過百萬名難
民。然而歐盟成員國之間對收
容難民出現嚴重分歧，加上難
民在德國引發治安問題，令極
右黨派得以乘勢冒起，默克爾
的支持度開始下跌。

歐美關係

默克爾任內經歷4任美國總統，她致力鞏固跨
大西洋關係，但同時減少依賴美國。華府近年
施壓，希望德國對中國和俄羅斯採取更強硬態

度，但默克爾認為需避免出現新冷戰，強調在處理
與中俄關係上，政治與經貿議題應分開處理，部分
對中俄的外交政策甚至有別於其他歐洲盟友。

科學抗疫(2020年)
國家領袖在抗擊新冠疫情

初期顯得進退失據，默克爾
則主張以科學為本方式應
對，使德國抗疫表現優於其
他許多西方國家。雖然德國
疫苗接種計劃進度一度受
阻，但其後逐漸加速，接種
率持續攀升，大部分國民均
認同默克爾的抗疫表現。

在位長達16年的默克爾即將下台，意
味着德國以至歐洲政壇將進入新時

代。自2005年上任以來，默克爾逐漸在
歐盟內部建立出一套運作方式，即是由德
國扮演中立協調員的角色，領導成員國在
不同議題上解決分歧，但分析認為着重講
共識的「默克爾主義」已經隨着默克爾卸
任走到盡頭，德國未來若要維持歐洲領頭
羊角色，新一代領導人應主動就不同議題
表明立場，不能再保持現狀。
智庫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ECFR）於

本月中發表報告，調查歐洲民眾對德國及
默克爾的觀感。調查在12個歐盟成員國
進行，發現各國對德國的領導地位和默克
爾本人，仍給予「有力及持續」的支持，
被問到假如默克爾和法國總統馬克龍競逐
「歐盟總統」時會如何選擇，約41%受
訪者支持默克爾，佔所有選項中最多，荷
蘭、西班牙及葡萄牙更有過半數受訪者力

挺默克爾。

「默克爾主義」不再適用
歐盟民眾亦信任讓德國在不同議題上

捍衛他們的利益，甚至即使德國在緊縮政
策及平衡開支上採取強硬態度，仍有
36%民眾支持其經濟及金融政策。此外有
約 35%受訪者願意由德國處理人權問
題，在各地亦有約三成民眾相信「如果沒
有默克爾，世界將有更多衝突」。
德國在這項民調中稍為遜色的是地緣

政治表現，只有25%受訪者認為德國可
適當處理歐盟對美國關係，在對俄羅斯及
中國關係上的支持率更低，分別只有
20%及17%。
值得一提的是，德國民眾對自己國家

的觀感，與其他歐洲民眾對德國的觀感
存在明顯差異，德國人最支持由德國處
理人權議題，認為可捍衛歐盟利益的受

訪 者 比 率 達
38%，亦是支持度唯
一超過1/3的議題。在其
他所有民調中觸及的議題上，
均有約1/5民眾認為自己國家無能力
處理。德國人亦確實對「後默克爾時
代」感到憂慮，52%受訪者認為「黃金
時代」已過去。
報告作者認為，若德國期望在「後默

克爾時代」維持國家聲譽及公信力，就
必須思考如何重整歐盟政策，採取有別
於「默克爾主義」的方針，以應對波
蘭、匈牙利等被指有違歐盟價值的國
家；在歐盟以外，德國同樣需要調整外
交政策，尋求借助德國的政經地位，來
捍衛歐盟利益及原則。
報告作者之一布拉什解釋，在過往10

多年來，默克爾將自己定位為歐洲掌舵
人，體現德國的堅強及穩定一面，不過

「默克爾主義」的協調路線已不再適用，
原因是疫情、氣候變化、地緣政治角力等
複雜議題，都需要更進取的解決方式，而
非政策上小修小補或微調，「歐盟需要一
個具有遠見的德國」。

國內民意成領導歐盟障礙
民調同時反映德國國內的民意，才是

德國保持領導地位的最大障礙，有份撰寫
報告的ECFR高級政策研究員普列厄林指
出，德國下任總理的最大難題，是要說服

國民，德國需要改變與歐盟交往的方式，
在面對內憂外患下，維持「默克爾主義」
已不可行，然而不少德國人多年來一直支
持默克爾的路線，要他們支持改變將困難
重重。
普列厄林建議，要維持德國領導地位，

德國需處理好國民關注的議題，為歐盟盟
友提供清晰方針，展示如何在愈趨分化的
國際社會中繼續競爭，總之不能再保持中
立，認為「柏林是時候表明立場」。

●綜合報道

德國大選將於26日舉行，總理默克爾告別在

即，「默克爾主義」協調路線亦走到盡頭，德國及

歐盟未來走向引起關注，學者呼籲「後默克爾時代」

德國應硬起來，在重大問題上站穩立場帶領歐盟。
●● 默 克 爾默 克 爾
（（右右））為接為接
班人拉舍特班人拉舍特
站台站台。。

路透社路透社

●●默克爾執掌默克爾執掌
德國德國1616年年，，歷歷
經高低起跌經高低起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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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爾科爾

德國大選

默克爾與很多統一後不久的東德人
一樣，對美國有着很大的憧憬，首次出
國旅行的目的地就是加州，到就任總理
頭幾年，默克爾亦一直採取親美路線，
是少數支持伊拉克戰爭的歐洲領袖，更
說過「反對美國的歐洲便不可能團結和
強大」。不過自從2008年金融海嘯以
來，默克爾對美國的看法開始改變，對
華府種種政策的猜疑日增，最終在默克
爾治下，德國以至歐盟與美國漸行漸
遠，並尋求更大戰略自主。
默克爾擔任總理的16年間，先後與4

位美國總統交手，包括布什、奧巴馬、
特朗普和拜登。美國在這段期間不斷引
爆全球性危機，導致默克爾漸漸與美國
疏遠，先是2008年雷曼事件引發全球金
融海嘯，默克爾曾歸咎美國金融規管寬
鬆惹禍；到2013年斯諾登事件，美國被
揭發監控默克爾及另外多名外國領袖的
手機，令美德關係變得緊張。

特朗普時代關係直插谷底
到特朗普時期，美德關係更跌至谷

底。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嚴重影

響美歐關係，華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對
歐盟貨品實施懲罰性關稅，又批評德國
未有向北約貢獻足夠軍費，下令撤走駐
德美軍。在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問題
上，特朗普與默克爾亦多番針鋒相對。
默克爾2017年便說過：「我們依賴其
他國家的時代已經過去，歐洲必須把命
運掌握在自己手上。」
拜登今年初上任時，曾承諾重建美

歐關係，但最終仍是走回「美國優
先」道路。據默克爾的顧問指出，美
軍上月匆匆撤出阿富汗，在未有通知

德方下，放棄一個對德國撤離行動十
分重要的機場，令德國大為不滿，美
國撤軍引發的混亂，已破壞歐洲對美
國的信任，證明歐盟必須採取在戰略
上更自主的立場。
默克爾不再依賴美國，在經濟政策

上採取更開放態度，包括加強與中國
的經濟關係，她任內曾13次訪華，是
所有西方國家領袖中最多。德國亦無
視美國的反對，與俄羅斯合作建造天
然氣輸送管，加強兩國在能源方面的
合作。 ●綜合報道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右）主張美國優先政策，令美歐
關係跌至谷底。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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