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民黨支持者揮舞
旗幟慶祝。 美聯社

德國聯邦選舉委員會初步計票結果顯示，社民
黨獲得25.7%的選票，基民盟／基社盟合共得

票率為24.1%。選前在聯邦議會擁有議席的其餘4
個政黨——綠黨、自由民主黨（自民黨）、極右的
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及極左的左翼黨，得票率
分別為14.8%、11.5%、10.3%、4.9%。由於德國選
舉規定得票率低於5%的政黨不能獲得議席，左翼黨
最終或無法進入國會。

基民盟得票大跌 拒與社民黨合作
與2017年大選相比，社民黨得票大增超過5個百分

點，基民盟／基社盟則大跌近9個百分點，綠黨表現
是歷來最佳，但仍不及選前預期。根據德國選舉「超
額議席」機制，今次選舉後聯邦議會議席將由選前709
席增至735席，其中社民黨獲得206席，較基民盟及基
社盟多10席。
德國選舉規定，一個政黨或政黨聯盟要穩定執政，需

要在聯邦議會拿到過半數議席。由於社民黨此前已表示
不願再與基民盟聯合執政，按照初步結果，兩大黨中任
何一黨再拉一個小黨也無法達到過半數議席，因此未來
很可能由一個大黨加兩個小黨聯合執政。兩大黨中誰能
拉到兩個小黨達到過半數議席，誰就能主導組閣。

朔爾茨：選民求變 拉舍特：差距很小
朔爾茨在勝選演說中，形容社民黨在選舉中取得「巨

大成功」，反映選民求變，希望他出任下屆總理。基民
盟總理候選人拉舍特則承認選舉結果不盡如人意，但強
調兩大黨得票率差距很小，他將努力組建一個由基民盟
／基社盟主導的內閣，不會再尋求和社民黨合作。
三黨聯合執政將比現階段基民盟與社民黨的兩黨聯合

執政更為複雜，是德國戰後從未出現過的政治局面。由
於所有政黨都表明不會與AfD合作，左翼黨則可能得不
到議席，因此從目前情況看，「社民黨、綠黨、自民
黨」組合以及「基民盟／基社盟、綠黨、自民黨」組合
是最大機會出現的組閣方式，這意味着綠黨和自民黨將
成為「造王者」。

德媒猜想聯盟組合「紅綠燈戰牙買加」
德國媒體習慣根據不同政黨的代表顏色命名組合方

式，社民黨、基民盟／基社盟、綠黨、自民黨代表色分
別為紅色、黑色、綠色、黃色，因此這兩種組合分別被
稱為「紅綠燈」（紅綠黃）組合和「牙買加」（牙買加
國旗色黑綠黃）組合。「紅綠燈」組合的難點在於三黨
在是否加稅、是否維持零財赤上有較大分歧。「牙買
加」的難點在於，基民盟／基社盟與自民黨過去在移民
和能源政策上分歧較大，4年前曾因此組閣失敗。
其他理論上的組合還有社民黨與基民盟／基社盟的

「大聯合」，以及由基民盟／基社盟、社民黨、自民黨
組成的「德意志」組合（德國國旗色紅黃黑）等。但這
些情況都需要兩大黨之間達成妥協，只有在各自主導組
閣的努力都失敗的情況下才可能發生。
自民黨領袖林德納表示與兩大黨派接觸前，希望與綠

黨先行達成共識，推動加速組閣程序。綠黨主席貝爾博
克則強調不論與任何黨派協商，都會要求將氣候危機視
作新政府首要議題。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基民盟拒降爭組閣基民盟拒降爭組閣 勢現勢現「「一大兩小一大兩小」」三黨模式三黨模式
成成「「後默克爾後默克爾」」最大黨最大黨
德社民黨大選險勝

德國國會大選初步點票結果顯示，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黨（SPD）以

25.7%得票率，些微優勢領先現任總理默克爾所屬的中間偏右基督教民

主聯盟（CDU）及姊妹政黨基督教社會聯盟（CSU）。今次大選各黨得

票的分散程度是戰後之最，預料組閣談判所花時間可能比起上屆大選的

5個多月更久，並可能出現歷來首次三黨聯合執政。社民黨總理候選人

朔爾茨27日表示，得票大跌的基民盟及基社盟已經失去管治資格，揚

言要在聖誕前完成籌組新政府。

極右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fD）雖然在今屆德國大選
中，得票率只有10.3%，遠遜於上屆的12.6%，但該黨對
於總理默克爾所屬的基民盟創下歷來最差成績仍然幸災樂
禍，副主席高蘭表示，「我們完成了任務，默克爾出局
了。」
AfD於2017年首次進入德國國會，一直打着反對默克

爾2015年向難民開放門戶政策的旗號，近月更通過抨擊
政府的封城等防疫措施吸納支持者，但政黨內部對於是
否將與新納粹組織有關聯的黨員剔除存在分歧，內鬥對
政黨發展造成影響。
雖然AfD此次表現未如上屆理想，但曾為基民盟黨員

的高蘭指出，基民盟未能勝出今次選舉，「這證明默克
爾毀了我以前所屬的政黨。」高蘭還表示，在選舉結果
中仍看到一線希望，指出基民盟代表的保守派勢力被削
弱後，可能會改變以往想法，轉為跟AfD合作，「如果
社民黨的朔爾茨成為總理，那麼便有AfD與基民盟合作
的機會。」 ●路透社

德國大選焦點，固然是誰會接替
默克爾出任總理，不過還有一項公
投議案受到關注，是跟樓價高企有
關。
這項在首都柏林進行的公投，詢

問當地居民是否贊成徵用大地產商
的單位，以遏制租金升幅。初步點
票結果顯示，約56%柏林選民支
持，反映柏林居民已經捱夠貴租，
地方政府要正視。
跟很多大城市一樣，柏林亦有樓

價高企問題，不時引發示威。當地
超過八成人口都是租客而非業主，
政府曾估算，每年要新建2萬個單

位才能滿足人口增長需求。
這項沒有約束力的公投議案吸引

逾七成柏林選民投票，提出的建議
是要向所有擁有超過3,000個出租
單位的地產商「開刀」，容許政府
徵用他們的單位向有需要的人士提
供居所，政府會以低於市價向地產
商作補償。
一旦建議得到過半數選民支持而

獲得通過，將為地方參議院草擬相
關法案打開大門，落實的話，預料
可以為柏林釋出超過22萬個單位，
反對陣營警告，相關措施會損害柏
林的投資環境。 ●綜合報道

樓價高企 柏林56%人撐徵用地產商單位

極右黨回應成績差
最緊要「默克爾出局」

德國大選結束，總理默克爾的任期
亦進入最後倒數，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華春瑩27日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
被問到中方對默克爾任內的中德關係
有何評價，以及對未來中德關係發展
有何期待時表示，近年來，中德關係
總體上發展良好。中方重視發展對德
關係，認為中德關係穩定健康發展符
合兩國共同利益。中方願同德新政府
共同致力於維護中德關係，維護中德
對話合作，繼續以互利開放精神推動
兩國務實合作，本着相互尊重、求同
存異原則推動兩國關係行穩致遠。
華春瑩表示，默克爾總理高度重

視發展對華關係，任內曾 12 次訪
華，發起並同中方共同主持了全部
六輪中德政府磋商，推動兩國務實
合作和各領域友好交往走深走實，
為兩國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
益，也為推動中歐交往合作作出了
積極努力和貢獻，中方對此表示高
度讚賞。事實已經證明，只要中德
雙方堅持鞏固和深化互信，本着平
等相待、聚焦合作、互利共贏的相
處之道，就能推動雙邊關係不斷取
得新發展。期待德國新政府延續務
實平衡的對華政策，鞏固中德關係
合作主基調。 ●綜合報道

中方高度讚賞默克爾
願與新政府務實合作

從德國大選初步結果來看，社民
黨的朔爾茨將有較大機會成功組
閣，成為下一任德國總理。分析認
為，選前幾個月仍被看低一線的社
民黨之所以成功跑出，很大程度要
歸功於朔爾茨，這並非因為朔爾茨
有什麼過人魅力，而是因為過去幾
年間，朔爾茨靠着擔任副總理和財
長的機會，展示自己的從政經驗和
施政能力，更透過疫情期間經常與
總理默克爾「出雙入對」，成功在
選民心目中塑造出「下一個默克
爾」的形象，令很多德國選民為求
穩轉投社民黨。
至於選後對華政策方面，事實上

今次德國大選中，對華政策議題並

不是主要議題。選前民調顯示，此
次選舉中選民最關心兩個話題分別
是氣候變化和疫情，其次是移民、
社會差距、養老金、教育、經濟形
勢等，幾乎清一色是內政問題。

拉舍特：應保持對話
當然，在整個選舉過程中，各黨

候選人也都對中國議題發表過意
見。德國《經濟周刊》曾對基民
盟、社民黨和綠黨的對華政策作過
專題報道。報道說，基民盟總理候
選人拉舍特、朔爾茨和綠黨總理候
選人貝爾博克都不願意繼續默克爾
的對華政策，但他們態度有所差
異。拉舍特強調，儘管對華關係複

雜，但應該一直保持對話。朔爾茨
反對和中國脫鉤，他表示，認為聯
邦議會的一項決議將導致「中國明
天發生一些變化」的想法是「愚蠢
幻想」。只有貝爾博克明確說，既
要和中國「對話」，又要對中國展
示「強硬」。
德國《慕尼黑信使報》分析則

指，可以預計任何一種形式的新政
府都會對中國展示更為強硬的路
線；不過，新的德國政府無論如何
都不會採取敵對的對華政策，美國
榮鼎諮詢公司中國問題專家巴爾金
認為，新的德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估
計不會發生「革命」，其變化幅度
可能令美國失望。 ●綜合報道

法新社

朔爾茨對華政策料變化少

●● 初 步初 步
結果公布結果公布
後後，，朔爾朔爾
茨邊行邊茨邊行邊
飲啤酒飲啤酒。。

●●拉舍特承拉舍特承
認選舉結果認選舉結果
不 盡 如 人不 盡 如 人
意意。。 美聯社美聯社

●●朔爾茨向支持朔爾茨向支持
者揮手者揮手。。 新華社新華社

●●基民盟支持者對選情失望基民盟支持者對選情失望。。
美聯社美聯社

●●德國大選焦點還有德國大選焦點還有
關於徵用地產商單位關於徵用地產商單位
的公投議案的公投議案。。 美聯社美聯社

國 際 新 聞5 東南亞版2021年9月29日（星期三）●責任編輯：周文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