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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點票結果顯示，法國在野極右國民聯盟獲得約
31.5%選票，居各政黨之首。執政復興黨遭遇慘

敗，得票率僅14.6%居第二，不及國民聯盟半數。在意
大利，總理梅洛尼所屬的極右意大利兄弟黨得票率達
26%至30%，領先中左翼競爭對手的21%至25%。奧地利
極右自由黨以25.7%得票率居首位，領先中間偏右的人民黨與
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黨。荷蘭極右自由黨的得票率亦增加，僅次於工黨和綠
黨組成的左翼聯盟。

親歐中間派過半數席位
不過整體而言，受極右勢力挑戰的EPP，以及歐洲議會第二大黨團、屬中
間偏左的社民黨（S&D）選情依然穩定。EPP、S&D以及屬自由派的歐洲復
興黨團（Renew）組成的親歐中間派陣營，預計合共獲得逾400席，超過歐洲
議會過半數席位門檻的361席。
今屆選舉結果意味作為歐盟創始成員國的法國，將向歐洲議會派出規模最
大的極右代表團。馬克龍周日宣布提前舉行國民議會選舉，首輪投票安排在
本月30日，次輪投票為7月7日。馬克龍強調，極右勢力正在整個歐洲崛起，
「我不能假裝今天什麼事都沒有發生，我決定讓選民自己作出選擇。」

馬克龍或付出巨大代價
路透社指出，現時復興黨在國民議會擁有169席，國民聯盟擁有88席，均
與可單獨執政的過半數議席、即289席相差較遠。馬克龍試圖透過一場高風險
賭博重建其政治威信，但如果國民聯盟贏得國會多數席位，馬克龍將付出巨
大代價，失去制訂經濟和安全等國內議程的權力。
國民聯盟預計若能勝選，將推舉現任黨主席巴爾德拉擔任總理。年僅28歲
的巴爾德拉作為政壇新星，被視為國民聯盟領袖勒龐的繼任者，他極力主張
歐盟實施嚴格的移民政策，減輕對俄羅斯制裁壓力，反對歐盟氣候政策。巴
爾德拉在歐洲議會選舉後揚言，馬克龍已成為「被削弱的總統」，歐洲議會
投票是對馬克龍執政的「明確否認」。法國多數反對黨則批評馬克龍行事衝
動，歐洲議會現任議員格魯克斯曼直言，馬克龍在國民聯盟風頭正盛時宣布
提前選舉，等同「向國民聯盟屈服」。在野中右翼共和黨前總統候選人佩克
雷斯也批評馬克龍「用法國的命運玩俄羅斯輪盤」。

香港文匯報訊 新一屆歐洲議會產生後，將選舉新一屆議長並就歐盟委
員會新任主席人選進行投票表決，現任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能否連任是
各方關注的焦點。儘管她仍在候選人中居於領先，但歐洲議會內的疑歐
民族主義政黨崛起，可能使馮德萊恩連任的難度增加。
歐洲人民黨仍是歐洲議會最大黨團，初步預測顯示，若中左翼、自由

派和綠黨都投票給她，她的票數將跨越361票門檻。然而民族主義、疑歐
派政治團體以及極右的德國另類選擇黨合共取得的議席增加，而部分無
黨派議員也可能加入疑歐陣營，這將使馮德萊恩的迴旋空間要小得多，
尤其現在還不清楚她的潛在聯盟中，有多少人即使所屬政黨領袖表態支
持馮德萊恩，也可能不投給她。
歐委會主席人選在歐洲理事會提名時，需得到歐盟各成員國，特別是

法德等歐洲大國領導人的認可。有歐洲媒體報道，朔爾茨、馬克龍等人
可能不會支持馮德萊恩連任，德國和法國更傾向於意大利籍的歐洲央行
前行長德拉吉，因此馮德萊恩能否連任仍有懸念。
馮德萊恩承認極左及極右勢力在今次選舉取得更多支持，中間派必須

擴大團結力量，建立對抗極端的堡壘，「圍繞我們的世界處於混亂，來
自外部及內部的力量，正試圖破壞我們社會的穩定，他們試圖削弱歐
洲，我們永遠不會讓這情況發生。」

香港文匯報訊 今屆歐洲議會選舉雖然中間派仍取得過半多數，但極右
陣營席位顯著增長，外媒分析認為，今後5年歐盟在移民以及擴大成員等
政策或趨保守。
美國CNBC新聞網站指出，極右派在歐洲議會勢力增長，今後5年可能

影響歐盟在移民、環保、國防乃至歐盟東擴等政策。移民仍是新一屆歐
洲議會政策議程一大核心，極右派將主張加強邊境安全，並對歐盟以外
移民立場更強硬。移民政策在南北歐可能出現明顯分歧。
綠色能源轉型方面，由於生活成本變高和經濟增長疲弱，當前氣候政

策在歐盟內已面臨壓力，今後遇到極右派的壓力料更大。歐盟旗艦級碳
中和計劃「綠色協議」在歐洲議會選舉前就調降相關內容，以安撫右
派，倫敦智庫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歐洲項目高級研究員范瑞表示，如今
綠色協議可能遇更到大麻煩。
分析人士表示，歐盟原定2035年推行的禁售汽油和柴油新車計劃很可

能取消，歐盟或從青睞再生能源轉為支持更便宜的能源供應，很可能支
持更多核電廠及水力裂解法開採天然氣計劃。
至於烏克蘭問題上，雖然極右派在歐洲議會議席增加，不致改變歐盟

援烏立場，但在歐洲國防尤其預算分擔上將出現不確定性。花旗集團一
項分析指出，「歐洲一些極右和極左政黨與俄羅斯關係密切，他們可能
抵制提高國防開支。」

擴大成員面臨挫折
隨着歐洲議會內疑歐論者增加，歐盟擴大成員或面臨挫折。商業風險

分析集團Verisk Maplecroft分析師畢卡斯基說，雖然擴張政策在紙上仍維
持積極性，但許多成員國的政治意願薄弱和國內政壇民族主義抬頭，不
利下屆歐盟委員會接受新成員，「考慮所有候選國入盟談判進展緩慢，
預計2029年歐盟成員數目依然在27個。」

疑歐派崛起 馮德萊恩連任難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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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歐洲議會選舉結果6月10日起陸續公布，極右勢

力在全歐多國均有進賬，呈現穩中向右趨勢。法國總統馬克龍（圖）

和德國總理朔爾茨所屬政黨，均在選舉中不敵極右在野黨，歐盟委

員會主席馮德萊恩領導的中間偏右歐洲人民黨（EPP）黨團，預計仍

會領導親歐中間派維持歐議會過半數議席。面對選舉失利，馬克龍

周日晚宣布解散國民議會（國會下議院），提前本月底舉行國會選

舉，試圖押注其政治生涯，打擊極右勢力冒起。

「三合一」選舉失利 比利時首相哽咽辭職
香港文匯報訊 比利時6月9日舉行聯邦、地區及
歐洲議會「三合一」選舉，首相德克羅（圖）所
屬的荷語開放自民黨在國會選舉中失利，失去
在國會中形成多數派的能力，該國即將組成
新政府，德克羅將在大選後辭職。
德克羅目前繼續擔任看守首相，直至新
執政聯盟成立。德克羅表示，「這對我們
來說是一個特別艱難的夜晚，選民發出的訊
號非常明確。」他說話時一度哽咽，擦去了
眼角的淚水。雖然選舉結果令人失望，但德克
羅仍對荷語開放自民黨的未來保持樂觀態度，
稱他們「很強大，會回來的」。
英國《衛報》引述比利時內政部網站公布的結果稱，右
翼政黨新弗拉芒聯盟黨得票率領先極右政黨弗拉芒利益
黨，有望成為比利時國會最大黨，荷語開放自民黨則跌至
第9位。新弗拉芒聯盟黨領導人德韋弗很可能成為比利時下
一任首相。新弗拉芒聯盟黨成立於2001年，被視為比利時

政壇的中間偏右政黨，該黨支持弗拉芒人的獨立運
動，主張將弗拉芒從比利時分離出去。

德執政聯盟受重挫
在德國，由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組成
的執政聯盟在歐洲議會選舉遭受重挫，其
中總理朔爾茨所屬的社民黨得票率約
14%，創1949年以來在全國選舉歷史新低；
綠黨得票率約12%，比2019年歐洲議會選舉
下降逾8個百分點。最大在野黨基民盟／基社
盟得票約30%居首，而選前醜聞不斷的極右德

國另類選擇黨未受爭議影響，獲得16.5%選票，跟
隨歐洲極右崛起趨勢，躍升德國第二大黨。
今次歐洲議會選舉被視為明年9月德國國會選舉前哨戰，
在俄烏衝突帶來高通脹、移民衝擊、德國國內能源轉型及
財政預算赤字危機下，德國居民透過歐洲議會選舉表達對
執政聯盟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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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移民環保政策料趨保守
援烏增不確定性

歐盟的決策分散性，意味歐洲議會並非具備極大實

權，選民們普遍將其視作抗議選票，表達對政府的不

滿。人們似乎認為將極右議員送上歐洲議會，不會影響

日常生活分毫，但若將他們送上本國的議員之座呢？法

國總統馬克龍宣布提早至本月底舉行的法國國會選舉，

或許相較歐洲議會選舉，更能說明歐洲的右轉訊號。

今次歐洲議會選舉，屬民粹主義和極右陣營的席位，預計佔所有

席位約四分之一，與15年前僅贏得約5%席位相比漲幅明顯。然而在

親歐中間派陣營選情穩定基礎上，右翼勢力與接管歐洲議會，甚至

左右歐盟決策，顯然仍有相當距離。

極右內部理念不一
來勢洶洶的極右勢力，內部也並非鐵板一塊。屬強硬激進派的德

國另類選擇黨（AfD）、打出疑歐招牌卻收斂激進主張的法國國民聯

盟領袖勒龐，以及奉行執政實用主義的意大利總理梅洛尼，三派極

右理念不一、主張各異、互生間隙。只是一面堅決與AfD和勒龐劃

清界限，一面暗示不排除與梅洛尼合作的歐洲中間派黨團，也許已

經在抵禦極右勢力的紅線邊緣，邁出試探性一步。

對於馬克龍而言，警報聲已經響起，他領導的復興黨僅剩不足15%

支持率，意味其在法國選民中20%至25%的「鐵盤」，似乎已有失守

跡象。作為歐盟創始成員國的法國，要向歐洲議會送出大量疑歐議

員；自詡親歐政客的馬克龍，要用「博一鋪」的方式維護自身政治

威信，都顯得頗有諷刺意味。

馬克龍政治豪賭，可靠的賭注不多，他急需過去兩屆總統大選

中，「『極右當政』的危險訊號影響選民投票」的場景，在今次國

會選舉中再度上演。他也試圖押注法國現行政治體制下，總統權力

遠勝總理，即使一旦失守，他也有能力制衡國民聯盟，同時寄望在

面對極右威脅下，昔日盟友能在選舉上團結，協助馬克龍在下屆總

統大選保住總統地位。

如果說歐洲議會選舉釋放出右轉訊號，那麼歐盟的真正走向，將取

決於這股右轉之風，如何吹入各國政壇之中。常言「千里之堤，潰於

蟻穴」，親歐政客試圖構築的「反極右壁壘」，或許更需要傾聽選民

聲音、回應選民訴求的實政，而非一次又一次的「俄羅斯輪盤」。

鍾卓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