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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遊行由左翼團體發起，左翼政黨
「不屈法國」領袖梅朗雄、今屆諾

貝爾文學獎得主艾諾，以及多個政黨和工
會均有參與。據當地電視台報道，遊行隊
伍從民族廣場出發，向巴士底廣場方向前
進，群眾抗議燃料和食品漲價，要求增加
工資和社會福利、凍結電價、徵收超額利
潤稅、投資生態項目等，並要求降低法定
退休年齡至60歲、同時敦促當局為年輕
人提供最低收入保障。

教師薪金僅略高於最低工資
梅朗雄批評法國政府應對通脹不力，令
國家陷入混亂，要求馬克龍下台。他又形
容今次遊行非常成功，能向政府施加更大
壓力。參加遊行的「不屈法國」地區成員
法蘭索瓦表示，民眾的主要訴求是增加工
資，「工資需要能養活自己、購買力需要
改善，民眾才能有安穩生活。」 她舉例
指在1980至1990年代，教師薪金是當時
最低工資的兩倍，如今卻只比最低工資略
高，「儘管法國的通脹比較溫和，但所有
人都受到衝擊，且絕對有勞工貧窮化的趨
勢，這是完全無法接受。」
法蘭索瓦同時敦促政府應對生態問題，
「迫在眉睫的氣候危機將帶來生態、社
會、糧食和水源危機，我們也無法控制，
政府一定要有所行動，保護我們免於這些
危機。」

紓困措施反加劇貧富不均
法國總工會成員菲利普稱，他希望能改
善工資與工作條件，「通脹嚴重惡化，在
20年間，我的購買力減少了超過三分之
一。」對於法國政府表示俄烏衝突造成能

源短缺與通脹，是「和平必須付出的代
價」，菲利普駁斥說，「通脹甚至早在新
冠疫情之前就出現了，那只是藉口。」社
會黨國會議員福爾則表示，「信息很簡
單，我們想要更合理地分配財富。」
遊行大致和平進行，但有少部分滋事者
在遊行期間焚燒垃圾桶及破壞銀行櫃員
機，警方施放催淚彈及揮動警棍驅趕。
美國《華盛頓郵報》指出，在眾多歐洲
國家中，法國針對能源價格飆升採取的措
施相對較多，希望減輕國民的能源開支負
擔，但民眾仍然大為不滿，其中一個主要
原因是紓困措施未有特別對準基層民眾，
富裕人士面對能源漲價所受的影響相對較
少，一般基層家庭生活開支卻更捉襟見
肘，認為政府即使投入大量公帑，卻只會
令貧富不均情況更嚴重。
《華郵》提到部分歐洲國家為解決貧富
不均問題，擬推出針對富裕人士的措施，
例如西班牙臨時實施富人稅，德國政府則
擬只對部分天然氣使用量實施價格上限，
希望作為誘因，鼓勵富裕人士減少消耗能
源，但推行上卻面對不少反對聲音。

◆綜合報道

捷克
首都布拉格自上月以來，每逢周末都會舉行反政府
遊行。約7萬人於上月28日上街，抗議政府應對能
源危機不力。

比利時
三個主要工會上月舉行罷工，並參與在首都布魯塞
爾的示威活動，抗議能源價格上漲和通脹問題。參
與民眾表示，政府必須採取措施改善民生。

英國
在本月1日，逾10萬名民眾在全國超過50個城市
上街，抗議通脹導致生活成本危機，發起者形容是
英國近年最大規模抗議行動。反對能源價格飆升的
Don't Pay示威活動也在多個城市舉行。

意大利
能源賬單價格上漲多達60%，觸發民眾在各個大企
業總部和銀行門外集會示威，遍及首都羅馬、米
蘭、佛羅倫斯、比薩等城市，許多參加者當場焚燒
他們的能源賬單宣洩不滿。

德國
極右「德國另類選擇黨」本月初在柏林的國會大樓
外集會，抗議生活成本高企，估計約8,000人參
加。有群眾表示這次集會旨在敦促政府取消對俄羅
斯的經濟制裁，以便繼續從俄進口廉價天然氣。

奧地利
首都維也納自9月起出現連串示威，抗議日益上漲
的能源價格和對俄經濟制裁。奧地利工會聯合會批
評政府在能源危機上「不作為」，要求當局對暖氣
供應實施價格上限、停止向公共交通車票和雜貨徵
收增值稅、以及降低燃料稅和凍結租金等。

冬 天 已 經 臨
近，歐美各國的
社會混亂似乎卻
不見緩和。民眾
紛紛抱怨金額不
斷攀升的能源賬

單、追不上通脹的加薪幅度，最貧
窮的基層人士甚至要在飽腹和取暖
之間二選一。仔細想來，歐洲今次
能源危機已蔓延數月，各國政府連
串紓困計劃卻似乎只是做足表面工
夫，實際成效顯然不盡人意。

應對能源危機，投入大筆資金的
紓困計劃似乎成為各國政府的「萬
靈丹」。動輒數百億甚至上千億歐
元的計劃幾乎都嚴重欠缺針對性，
未加完善就匆匆實行。對於本已財
力雄厚的富裕階層，「紓困」當然
只會讓他們愈來愈富，窮人處境卻
不見改善。

回想近年歐美連串選舉，「推出

大筆財政補貼」、「削減民眾稅收
負擔」，多是政客吸引選票時開出
的空頭支票。等到勝選者手握大權
要「兌現承諾」，又全然不顧輕重
緩急，彷彿紓困補貼的數額愈大，
就能代表政府付出的努力愈多。只
是這些刺激需求急升的政策並不能
提振生產，自然做不到供需平衡，
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危機。反而是
龐大開支讓國庫捉襟見肘，政府在
攀升的赤字面前束手無策。

政府施政若完全不從實際需求出
發，更會釀成英國現時這般的鬧
劇。今年夏天民眾不滿通脹高企的
聲音漸起時，執政保守黨卻只顧逼
宮、忙於長達個半月的黨魁選舉。
待首相特拉斯政府走馬上任，居然
直接投下激進減稅的震撼彈。如今
歷經一番勾心鬥角，減稅計劃又近
乎被全盤推翻，英國金融市場已是
元氣大傷，民生問題卻還是擺在原

地。
在選票政治影響下，各路政客所

謂「兌現選民承諾」，本質仍是要
保住自家鐵票倉的利益，並非真正
關懷普羅大眾。這也導致愈來愈多
國家幾乎再難實施規劃長遠的政
策，新任領導人只能忙於處理前任
留下的爛攤子，再用或會短期見效
的政策為自己「貼金」，一旦政壇
稍有風吹草動，「政治遺產」就隨
時可能成為犧牲品，紓緩民困當然
無從談起。

尋求國家長期穩定發展，就要確
定目標後循序漸進，穩步着手解決
各種困難，才能真正實現社會進
步，讓民眾安居樂業。執政者若只
是開出連串猛藥，當然不能解決經
濟民生的痼疾。接二連三的政策
「轉態」，更會讓國家迷失方向，
面對民眾的殷切需求，也就不可能
找到真正的答案。

俄烏衝突爆發後，因應歐盟對俄羅斯實施制
裁，俄國減少對歐洲供應能源，導致能源緊張
情況加劇。儘管不少歐洲國家已採取措施應付
今冬的能源供應，包括儲備充足天然氣，然而
仍面對不少變數，例如冬季嚴寒程度，以及民
眾是否願意減少消耗能源，均令相關措施備受
考驗。

民眾聽從省電呼籲成關鍵
北半球預料於11月初正式踏入冬季，為保證
能源供應充足，歐洲各國已轉向挪威和美國購
買液化天然氣，取代俄國的供氣，歐洲整體天
然氣儲量已達90%。意大利能源官員表示，目
前意大利仍有93%能源儲備，甚至有足夠天然
氣出口至其他歐洲國家，問題是今年冬天會否
極度嚴寒，令暖氣需求大增，導致當局失去預
算，坦言「這個冬天充滿不確定性」。
歐盟計劃減少15%能源需求，部分歐盟國家已
制訂強制節省能源措施，例如法國和德國便就公
共辦公大樓和商場夜間使用電燈實施限制，法國
和西班牙等國家的室內暖氣不得超過攝氏19度。
英國電網營運商表示，公司正考慮分區停電，以
應對天然氣和電力供應不足。然而一般用戶是否
願意聽從呼籲，滅少使用電力和天然氣仍屬疑
問。若節省能源目標無法達到，便可能需要進行
電力配給措施。 ◆綜合報道

歐洲面對嚴峻能源危機，民眾不滿情緒持續增加，多個國家包

括英國、比利時和捷克等，近期均爆發大規模群眾抗議。法國首

都巴黎日前有大批民眾上街遊行，抗議通脹高企令生活成本難以負擔，

要求提高工資水平，並批評總統馬克龍政府應對不力。發起遊行的左翼

團體稱有14萬人參與，巴黎警方則指約有3萬人遊行。

法國石油巨擘道達爾集團的煉油廠員工
為爭取加薪，已舉行數周罷工，造成煉油廠
和儲油庫停擺，全國面臨燃料短缺。當地左
翼團體呼籲各行業18日舉行全國大罷工，
多個運輸及公共部門的工會已表示會響應，
預料將進一步打擊經濟和影響民生。
持續數周的煉油廠員工罷工行動，導致
法國約三分之一油站供應出現問題，法國
政府前日警告，準備下令強制煉油廠工人
返回工作崗位，以緩解燃料短缺問題。總
理博爾內表示，罷工導致許多煉油廠和油
庫受影響，情況不能持續下去，他揚言政
府可能再次行使徵用權，迫使工人重返工
作崗位。游說組織「法國企業運動」主席
貝濟厄也稱，若燃料短缺再持續一周，可
能對經濟產生真正的影響，「這不是一次
正常的罷工，罷工權利是有限度的。」但
有個別工會已表明不會服從政府命令。

英NHS謀40年最大規模罷工
另一方面，英國最大工會Unison警告
稱，若政府持續漠視通脹問題，國家醫療
服務（NHS）的員工將舉行自1980年代以來

最大規模的罷工，要求加薪與通脹掛鈎。
Unison秘書長麥卡尼亞17日表示，英
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的逾40萬名醫
護，將於本月27日投票決定是否罷工，
其他代表NHS員工的工會包括皇家護理
學院亦可能參與罷工，預計合共或多達75
萬名醫護參與。一旦決定罷工，將嚴重影
響醫療服務，醫院大量預約和手術會取
消，院方將安排最低限度的人員繼續工
作，確保病人安全。
英國鐵路、海事和運輸工人全國聯盟已
證實將舉行投票，決定是否在未來半年內
舉行罷工。 ◆綜合報道

左翼煽舉行大罷工
恐加劇全法「油荒」

表面工夫難解社會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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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煉油廠員工罷工行動導致法國約三分煉油廠員工罷工行動導致法國約三分

之一油站供應出現問題之一油站供應出現問題。。 法新社法新社
◆◆歐洲今冬嚴寒程度及民眾意願歐洲今冬嚴寒程度及民眾意願，，均令能源措均令能源措
施備受考驗施備受考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不屈法國不屈法國」」領袖梅朗雄領袖梅朗雄（（右右））與今屆諾貝與今屆諾貝
爾文學獎得主艾諾現身遊行爾文學獎得主艾諾現身遊行。。 法新社法新社

◆◆遊遊行民眾抗議通脹高企令生行民眾抗議通脹高企令生
活成本難以負擔活成本難以負擔。。 法新社法新社

◆◆抗議人士
抗議人士舉起法國國旗

舉起法國國旗

與與警員對峙
警員對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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