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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選擇奪94議席 打破二戰後禁忌

德極右黨內訌 女特朗普單飛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路透社及德國之聲網站報道：主張反移民反伊斯蘭的另

類選擇黨（AfD）打破德國二戰後的禁忌，在24日的大選中拿下12.6%的高票，躍居聯
邦議會第三大黨團，成為大選的最大贏家，給第三次連任的總理默克爾造成挑戰。不過
，該黨未開工先內訌，周一的記者會上，有 「女版特朗普」 之稱的黨主席之一佩特里突
然宣布退出黨團，為德國政壇投下震撼彈。

AfD在周日大選中獲得12.6%的選
票，贏得94個議席。這一數字中包括佩
特里的一席。36歲的經濟學者佩特里在
薩克森州的選區作為直接候選人贏得議
席，這意味着她形同以 「無黨籍」身份
加入下屆議會。

黨友事前一無所知
AfD周一在柏林記者會吸引200多

位記者，現場擠得水泄不通。佩特里
突然在記者會上宣布不會加入該黨聯
邦議院黨團，震驚政界。話才說完，
佩特里馬上轉身離開，留下黨內其他
高層在台上一臉錯愕。這是德國聯邦
記者會的歷史上，第一次有政治人物
拒絕記者提問，只發聲明就離開。她
的黨內同僚顯然對此毫無準備。與佩
特里同為主席的尤爾根．莫伊藤表示
，他對於佩特里的決定 「一無所知」
，並稱此舉猶如 「炸彈」。

目前尚不明朗的是，被視為另類選
擇黨 「溫和派」標誌人物的佩特里是否
繼續留在AfD中。該黨首席候選人之一
、黨內 「極右派」代表人物高蘭德表示
，另類選擇黨計劃在年底召開代表大會
，屆時將對此作出決定。

AfD的黨內 「溫和派」和 「極右派
」的路線之爭，早在選戰時就有跡可循
，佩特里希望黨能務實解決選民的問題
，而非只靠操作排外言論和民族主義來
煽動選民。不過，過去幾個月，這個極
右的政黨仍一再出現種族歧視言論，最
轟動的就是即將領導聯邦議會黨團的創
黨元老高蘭德，對有土耳其血統的聯邦
政府移民專員厄茲古茨發動人身攻擊，
說要把她 「擲回」的安納托利亞。

默克爾承認表現不佳
AfD另一位首席候選人威德爾24日

還向支持者承諾，全黨將以在野黨的身
份推動 「建設性工作」。威德爾說： 「
我們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信守承諾，發
起一個委員會調查默克爾。」這位38歲
的前投資銀行家宣稱默克爾2015年讓百
萬移民進入德國的決策不合法。高蘭德
則在柏林一家夜店的選後慶祝活動上說
：「我們將緊追她。我們將讓全國和人民
重新執政。」現場支持群眾歡聲雷動。

AfD從支持默克爾的保守陣營中奪
走近100萬張選票，默克爾周一承認，
對於那些最終把選票投給AfD的選民來
說，她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 「邊緣

人物」。在AfD的票倉德國東部，默克
爾得票大大落後。默克爾說，並非所
有投給AfD的選民都是該黨的死忠，只
要有好的政策並解決問題，她可以贏
回他們。德國《明鏡周刊》批評： 「
默克爾失敗完全是活該」，文章認為
她的選戰 「缺乏創見」並且 「無視右
翼造成的挑戰。」

民眾不滿：納粹滾蛋
周日晚間，就在AfD支持者於柏林

夜店慶功之際，數百群眾聚集在俱樂部
前方示威，高喊 「納粹滾蛋」和 「整個
柏林痛恨德國AfD」等口號。示威者之
一馬賽亞斯說： 「在德國出現這種政黨
進入議會是不可接受的，這很重要。」

馬賽亞斯表示，包括社民黨和總理
默克爾的基民盟在內，兩大黨 「必須反
省怎麼有那麼多人投給這類種族主義政
治人物」。警方發言人表示，派出數十
名警察封鎖俱樂部入口並針對 「幾起小
事件」逮捕了少數人。德國其他幾個城
巿則發生較小型抗議，包括西部科隆有
大約400人聚集；北部港口城巿漢堡的
示威群眾則朝AfD總部前進；金融中心
法蘭克福也出現抗議群眾。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及路透社消息：
在本次大選中，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德國另類
選擇黨（AfD）在德國東部地區的得票率幾乎
是西部地區的兩倍。在競選期間，默克爾每
次回到自己 「老家」東德，都會遇到民眾不
滿的噓聲。周日的選舉上，德國東部的選民
也用選票懲罰了默克爾的難民政策。

2015年難民危機爆發，給德國社會帶來
多方面衝擊。默克爾在當年秋季決定向難民
開放邊境後，大量難民進入德國，給德國國
內安全帶來不穩定因素。近兩年德國發生了
多起與難民有關的暴力事件並造成人員傷亡
。德國輿論中不乏 「花錢請來 『恐怖分子』
」的抱怨聲。部分難民的生活習俗與德國傳
統文化間的差異，也一定程度上引發部分德
國民眾的排外情緒。

許多民眾擔心，難民會帶來治安和文化
格格不入的問題，但朝野各黨除了AfD之外，
全都支持默克爾人道接納難民的決定，導致

AfD不僅成功動員平時不投票的選民，也從默
克爾領導的基民盟／基社盟吸走100萬選票，
也使德國戰後執政最久的基民盟得票率創下
新低。

靠反歐元起家的AfD，在德國社會原本被
邊緣化，卻在默克爾2015年9月初決定接納難
民之後迅速崛起，成為半世紀以來第一個進
入德國國會的極右政黨，這樣的結果可說是
默克爾執政12年以來最大的挫敗。

不滿難民政策 東德選民叛變默克爾籌組牙買加聯盟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消息：雖勝

猶敗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周一表示，她將
與所有主流黨派商談，以籌組一個 「良
好，穩定」的政府。由於社民黨明顯表
態要以在野黨身份重整旗鼓，這使得默
克爾幾乎只剩下一個選擇：與自民黨和
綠黨組成 「牙買加聯合政府」（黑黃綠
）。這樣的組合在聯邦層面從未出現過
，相關談判勢必曠日持久。

德國聯邦議院選舉初步計票結果25
日凌晨出爐，總理默克爾領導的聯盟黨
獲得33.0%的選票，保持聯邦議院第一大
黨地位。聯盟黨本次得票率比上次大選
減少8.5個百分點，為歷史第二差戰績。
社民黨獲得20.5%的選票，比上次大選減
少5.2個百分點，為該黨在聯邦德國歷史
上最差結果，但仍保持了聯邦議院第二

大黨地位。另類選擇黨獲得12.6%的選票
，得票率比上次大選增加近三倍，將首
次進入聯邦議院並成為第三大黨。

上次大選失利未進入聯邦議院的自
民黨本次得票率為10.7%，將重返聯邦議
院。左翼黨和綠黨的得票率分別為9.2%
和8.9%，均比上次大選略有增加。本次
大選由於沒有任何政黨單獨獲得過半數
選票，因此得票率最高的聯盟黨需要同
其他黨派聯合組閣。

63歲的默克爾周一說，她將與親商
的自民黨和綠黨商談，以組成執政聯盟
，她也將向社民黨拋出橄欖枝。自民黨
和綠黨周一分別開出聯合執政的條件。
該黨主席林德納說，德國必須改變能源
政策以及對歐元區財政政策的立場。綠
黨則說，綠黨未來加入任何聯合政府的

主要條件之一是，德國這個歐洲最大經
濟體必須確保屢行作為《巴黎氣候協定
》簽署國的義務。該黨在組成聯盟的談
判中將鎖定氣候變遷、歐洲和社會正義
等議題。

默克爾4.0
臨外交挑戰

【大公報訊】據德國之聲網站報道：德國
另類選擇黨（AfD）毫無疑問是2017年聯邦大
選的最大贏家，首次進入聯邦議院便成為第三
大黨。該黨是默克爾難民政策的主要反對者。
除此之外，人們對於AfD還有多少了解？

2013年初創時，AfD的主要訴求是反對援
助陷入債務危機的歐盟成員國，比如希臘。但
此後逐漸轉變成一個反移民政黨。貝塔斯曼基
金會最近進行的研究顯示，反移民是該黨獲得
最大響應的議題。

作為一個新生的政治現象，目前在如何定
性AfD的問題上還沒有定論。對手認為，除了
反歐元、反墮胎之外，該黨還反移民、反伊斯
蘭，有仇外思想，因此是極右，甚至是超級右
派的政黨。政治學家則謹慎指出，AfD黨內雖
有極端主義者，但和德國政壇的極右派相較，
他們的理念更接近默克爾所屬政黨內保守派曾
經抱持的主張。不過，AfD部分人士對德國歷
史採取修正主義態度，黨內並未放棄反猶太思
想，是二戰以後首個進軍聯邦議會的右翼黨派。

AfD官方網站稱，該黨支持直接民主、分
權制衡以及法治原則。但批評者認為，該黨一
再有成員推行新納粹思想和使用新納粹語言。
比如該黨圖林根州領導人霍克（Bjorn Hocke
）曾在德累斯頓一次發言時多次提及隱藏或帶
有納粹思想的內容。但德國內政部依然認為，
AfD並不算違憲團體，不用受到憲法保護局的
持續監視。

從反歐元到反移民
創黨四年掀旋風

來源：法新社

德國大選結果
2017年

2013年

投票率 76.2%
2013年 71.5%

德國大選

▲默克爾（中）24日在柏林發表選後簡短演說 德國之聲

歐洲：法德雙引擎
雖然德法領袖在公開場合都笑口笑面

，但有官員表示兩人私底下對彼此的不滿
日增。法國總統馬克龍周二將就歐盟改革
發表演說，這是默克爾面臨的第一道壓力
。在親歐的社民黨不聯合執政的情況下，
默克爾可能尋求和自民黨組聯合政府，但
自民黨反對馬克龍的改革計劃。

普京：是時候融冰了？
德國聯邦議院的7個政黨中，只有默克

爾所屬的基民盟和綠黨主張維持既有路線
。社民黨已公開呼籲緩和與莫斯科的關係
，自民黨則說，克里米亞事件應視為既成
事實，呼籲鬆綁對俄制裁。

特朗普：情況很複雜
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德國總理默克爾對

於氣候變遷、自由貿易和伊朗核協議等關
鍵議題看法依舊分歧。兩人對朝鮮議題不
同看法也擺上枱面，默克爾反對任何軍事
解決之道。此外，特朗普堅稱德國必須遵
守對北約承諾，提高軍事支出至佔GDP的
2%，默克爾將因此遇到社民黨的反對。

東歐和土耳其：爭端激化
德國和幾個東歐國家爆發齟齬，尤其

是匈牙利。匈牙利拒絕接受分配的難民配
額。這項爭議沒有降溫跡象。

德國和波蘭右翼政府的爭執也在醞釀
中，華沙堅稱德國仍積欠波蘭第二次世界
大戰後的賠償。

柏林批評安卡拉在政變後鎮壓行動引
發的一連串爭執，導致德國和北約盟邦土
耳其的關係降到最低點。土耳其總統埃爾
多安呼籲土裔德國公民不要投票給默克爾
的保守派，雙方緊張關係達到最高點。但
隨着德國大選結束，緊張程度可能緩解。

法新社

▲默克爾25日在柏林表示將籌組執政
聯盟 法新社

▲一名示威者22日手持反默克爾海報
路透社

▲佩特里（左）25日突然宣布不加入議會黨團 美聯社 ▲民眾24日上街示威抗議極右政黨 中央社

▲反另類選擇黨的示威者24日在柏林集會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