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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爾茨稱，俄烏衝突改變了歐洲和世界的
安全格局，因此需要採取行動維護德國

的安全，以及維護歐盟主權和國際秩序。德國
已設立1,000億歐元的國防特別基金，這標誌
着德國安全政策的最大轉折，德國將繼續為烏
提供經濟、人道主義和武器支持，但同時也將
確保北約不會成為參戰方。同時，德國也將擺
脫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在煤炭方面這一目標
已經實現，到今年底，德國將停止從俄進口石
油，而德國從俄進口天然氣的份額，也已經從
55%降低至30%。

「不應再有單獨行動」
在歐盟內部問題上，朔爾茨指出，歐盟國家

較數月前更緊密地聯繫一起，歐盟已授予烏克
蘭和摩爾多瓦歐盟候選國資格，也重申了格魯
吉亞在歐盟的未來。同時，6個西巴爾幹國家
也將擁有最終加入歐盟的前景。朔爾茨稱，歐
盟必須成為地緣政治的參與者，過去數月中，
歐盟朝着這一目標邁進一大步，在移民政策、

安全防禦、技術安全等各領域，歐洲都必須更
團結地尋找解決方案。他強調，為了維護歐盟
團結，不應再有損害整個歐盟利益的單獨行
動，這意味在安全和外交政策方面，需要取消
「一票否決權」，阻止個別成員國「自私地作
出阻撓」，只有取消這一權利，歐盟才能在大
國競爭中更具有話語權。

大談世界危機 促團結一致
朔爾茨還強調，全球經濟正面臨着數十年未

見的重大挑戰，供應鏈斷裂、原材料稀缺、地
區衝突導致能源市場的不確定性，所有這些因
素都推高了全球價格，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
家能獨自對抗這樣的變化，必須團結一致，攜
手共進以擺脫危機。他指出，在此前舉行的馬
德里北約峰會上，北約已提出新的戰略理念，
德國會認真對待並採取相應行動，必須準備好
保衛任何盟國的領土完整，這是德國對盟國作
出的明確承諾，同時德國也將得到盟國同樣的
承諾。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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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總理朔爾茨17日在當地媒體撰文表示，若歐盟希望在全球政治上

維持領導角色，在決定歐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時，歐盟成員國不應再保

留一票否決權，以阻止個別成員國的「自私」行為。這番言論反映出歐盟內

部，尤其大國與小國之間的矛盾不絕。

德國總理朔爾茨在報章撰文，公開提出
歐盟應該取消成員國一票否決權，以維持
歐盟在地緣政治的影響力。有關言論一
出，立即引起歐洲多國網民反對，質疑此
舉只會讓德國和法國等歐盟大國以大欺
小，無視小國利益採取單方面的外交舉
動，違反民主原則。

英脫歐派「幸災樂禍」
在捷克新聞網站Seznam Zpravy上，有網

民在相關報道下留言，指出這是歐盟又一次
壓制成員國主權的舉動，「今後我們就只能
聽命於布魯塞爾」。該網民又質疑，朔爾茨
口口聲聲說要取消一票否決權來保障歐洲安
全，「但布魯塞爾有沒有從非洲中東非法移
民手中保護歐盟公民？」另一名網民也說：
「不如索性取消歐洲議會，然後由德國和法
國來做決定算了，反正現在也差不多。」也

有網民質疑：「誰能保證（取消一票否決
權）只會用來對付俄羅斯？」
在網上論壇Reddit上也有網民指出，成員

國加入歐盟時獲承諾擁有一票否決權，不能
說取消就取消，「一票否決權作用就是讓小
國也有權發聲，否則只會被德國等大國壟
斷。如果朔爾茨覺得小國會願意放棄否決

權，他就是蠢蛋。」
不少英國網民也來「幸災樂禍」，英國前

記者@GavinHoulgate在Twitter說道：「如
果英國還是歐盟成員，我們現在就會失去外
交和國防政策控制權—一切只會被外判給
歐盟委員會，一個從來無法保護歐盟的組
織。」 ◆綜合報道

俄烏衝突後，匈牙利利用一票
否決權多次拖住了歐盟對俄制裁
的步伐。對此，歐盟官員一方面
放話要廢除一票否決權，一方面
又試圖用盡各種方法懲罰匈牙
利，歐盟委員會上周便向歐洲法
院控告匈牙利，指匈牙利近期多
項國內立法侵犯人權及言論自
由。

控涉貪侵人權 撥款被凍
3月底，歐盟曾試圖合作抵制俄

羅斯的天然氣「盧布結算法
令」，但最後以失敗告終，原因
就在於匈牙利投下了反對票；到
之後歐盟計劃對俄實施第六輪制
裁，堅定反對對俄能源制裁的匈
牙利也威脅反對，最終歐盟要將
制裁方案大幅縮水，包括給予匈
牙利豁免條款，才讓方案得以通
過。匈牙利這些舉動都引起法國
和德國等歐盟大國不滿。
自匈牙利總理歐爾班上台後，

歐盟與匈牙利的關係就每況愈
下，對俄制裁的問題讓兩者關係
進一步惡化，由於大部分歐盟成
員國都支持制裁俄羅斯，這也給
了歐盟領導層「管教」匈牙利的
「勇氣」。今年4月，歐盟就啟
動對匈牙利違反法治原則機制，
指控歐爾班政府公共採購有系統
性的違規、對許多高層涉貪行為
置之不理、抗拒與歐盟監管機構
合作，歐盟因此決定引用去年通
過的規定，凍結對匈牙利的撥
款。
歐盟執委會上周又再向歐洲法

院控告匈牙利，指匈牙利近期多
項針對性小眾族群的歧視性立
法，違反歐盟內部市場規則並侵
犯基本人權；以及關閉當地一個
媒體的做法，違反歐盟電訊法規
和歐盟基本人權憲章所保障的言
論自由。若匈牙利被裁定須改善
但不遵從，歐盟可向法院要求對
匈牙利罰款。 ◆綜合報道

近年來，有關是否廢除歐盟「一
票否決權」的爭議從未停過，除了
德國總理朔爾茨這次提出的涉及外
交國防政策否決權外，歐盟內部也
經常有聲音要求廢除財政政策相關
的否決權。然而事實證明，一票否
決權不但對於保護歐盟成員國主權
權利非常重要，也有助防止歐盟被
個別大國騎劫，採取不符合整體歐
盟成員國利益，或者盲從美國的錯
誤舉動。

匈牙利3度否決「涉港聲明」
要說一票否決權如何防止歐盟

走錯路，或是在錯誤道路上走得
更遠的最重要體現，肯定非去年
的歐盟所謂「涉港聲明」事件莫
屬。2021年4月、5月和6月，歐
盟連續3次表決一項涉及中國香
港的聲明，匈牙利拒絕參與歐盟

干涉中國的企圖，均行使一票否
決權阻止了聲明通過。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當時批評歐

盟的決議在政治上是「輕率
的」。他說，匈牙利不支持這個
「沒有政治分量和嚴肅性」的共
同聲明。他表示：「近年來出於
國內政治考慮，這種共同的外交
政策方式已經讓歐盟的外交政策
立場成為笑柄。」歐爾班還諷刺
說：「我們就像是可憐的紙老
虎。」歐爾班稱，對於歐盟對華
政策，匈牙利認為應避免冷戰政
治和文化在世界政治中重新出
現。恢復冷戰與匈牙利、中東歐
和全歐洲的利益都是相悖的，
「我們需要的是發展、合作、投
資、貿易及文化和科技關係，而
不是制裁、教訓別人和指手畫
腳。」 ◆綜合報道

歐網民質疑欲以大欺小 違反民主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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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領導人上月在峰歐盟領導人上月在峰
會後合影會後合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朔爾茨稱俄烏衝突下，需要維護歐盟主權和國際秩序。美聯社

◆歐爾班被
歐盟大國視
為眼中釘。

路透社

防大國騎劫 盲從美國
一票否決甚關鍵

阻歐盟對俄制裁
匈牙利遭報復式懲罰

◆網民引歐
洲難民危機
作例，批評
朔爾茨的倡
議。
網上圖片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17日簽署
法令，解除該國總檢察長韋內迪
克托娃及國家安全局局長巴卡諾
夫的職務，原因是他們所在機構
的許多僱員與俄羅斯合作，更影
響到其他機構，故此對兩人的管
理能力失去信心。
澤連斯基說，烏方已針對檢察

機關和執法機關官員發起651宗

涉嫌「叛國」和「通敵」的調
查，檢察機關和國家安全局的60
多名僱員「正與被俄控制區域的
地方機構合作」。據悉澤連斯基
對烏軍擅自放棄赫爾松州，以及
人員大規模逃走的事件十分憤
怒，將責任歸咎巴卡諾夫。

童年玩伴前經理人
今次是俄烏衝突爆發以來，烏

克蘭最大的政治人事變動。巴卡
諾夫曾是澤連斯基的童年玩伴，
在澤連斯基早年擔任喜劇演員
時，巴卡諾夫正是他的經理人，
基於這樣的背景，巴卡諾夫此前
被任命為烏國家安全局局長時，
曾受到反對派質疑。 ◆綜合報道

解僱總檢察長國安局長
澤連斯基稱涉「叛國通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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