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默克爾輸家

歐洲議會選舉投票26日夜落下帷幕。初步統計顯示，主導歐盟政治的兩大傳統黨團
實力削弱，雖然保住多數地位，但選票流失明顯，關心環保議題的綠黨異軍突起，極右
翼政黨勢力壯大，不過並未達到此前第三大黨團的目標。分析指，這次選舉使歐盟議會
格局更為碎片化，可能導致決策效率降低。但幸運的是親歐派黨團仍佔據了議會三分之
二議席，歐盟還未到此前傳媒擔憂的 「存亡時刻」 。

傳統大黨受挫 環保與民粹崛起
歐洲議會趨碎片化決策效率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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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議會選舉

贏家輸家

勒龐領導的極右黨「國民聯盟」以23.4%
的得票率領先於馬克龍領導的「前進黨」
（22.3%），成為這次選舉中該

國的最強勢力。勝利的
勒龐直接呼籲馬克
龍解散議會提前
大選，後者
沉默以對。

綠黨以
21.2%
的得票率（
上屆僅11%

）異軍突起，
一舉躍居第二大
黨。而德國總理默
克爾所屬的基民盟得
票率為22.2%，下跌
7.3%；聯合執政的社民
黨 更 是 大 跌 11.8% 至
16.1%，執政聯盟岌岌可危。

與民調結果一致，法拉奇四月才成立的 「
脫歐黨」 一躍成為最大贏家，取得31.5%

選票。上周因無望通過脫歐協議而
黯然宣布辭職的首相文翠

珊，所屬保守黨慘遭
滑鐵盧落居第5，
在73個議席中

僅佔三席。

意大利
內政部長薩
爾維尼領導的

極右 「聯盟黨」 獲得約
34%選票，比上屆得票

率翻倍，勝過聯合
執政的極左

「五星運
動黨」 。

希臘執
政的左翼聯

盟在大選中
輸給反對派新民主黨，

總理齊普拉斯只好請求
總統提前解散國會

，最快於六
月底或七
月 初 提

前大選。

歐盟28個成員國從5月23日至26日展開為期四天
的歐洲議會選舉，共有3.5億註冊選民參加了投票，
選出751名議員，組成第九屆歐洲議會。此次投票率
高達51%，創下二十年來的最高紀錄。

親歐黨團佔三分之二
根據初步結果，兩大傳統親歐派黨團實力削弱

，其中中間偏右的 「歐洲人民黨」痛失38席，以179
席保住第一大黨團地位；中間偏左的 「社會與民主
進步聯盟」流失36席，以150席排名第二。這意味着
兩大黨無法像過去一樣形成過半的大聯盟，未來需
要與斬獲107席的中間自由派的 「歐洲自由民主聯盟
」聯合，才能繼續主導歐盟政治。

儘管兩大黨損失不輕，但荷蘭、比利時、西班
牙、法國中間派組成的 「歐洲自由民主聯盟」的亮
眼表現（68席至107席），保證了親歐派仍佔據了歐
洲議會三分之二議席。這說明歐洲政治的基本盤尚
未崩塌，還未到此前傳媒擔憂的 「存亡時刻」。

極右浪潮未淹沒歐盟
令親歐派鬆一口氣的是，雖然極右政黨勢力擴

張，其中 「自由與直接民主歐洲」和 「民族與自由
歐洲」兩大黨團合計獲得114席，但並未達到第三大
黨的目標。另外，極右黨雖然在法國、意大利及英
國得勢，但這股浪潮並未淹沒整個歐盟。例如德國
的極右派另類選擇黨（AfD）取得10.8%選票，較2017
年國會選舉的得票率12.6%下滑，奧地利極右派自由
黨也因「通俄門」醜聞支持率下降。荷蘭極右派領袖
維爾德斯領導的自由黨（PVV
）雖是該國第二大黨，但這次
得票率僅3.5%，原本在歐洲
議會的4席可能全部不保。

再者，這些極右黨仍然
比較分散，例如匈牙利右翼
總理歐爾班就表示，
不會加入意大利副總
理薩爾維尼嘗試建立
的 「疑歐派大聯盟」。極右勢力無法團
結一致，就難以發揮重要影響。

年輕人重環保助綠黨崛起
另外，非主流的綠黨在選舉中異軍

突起，以70席躍升為歐洲議會第四大政
黨，較上屆大增18席，也創下該黨在歷
屆選舉中最佳戰績。其中綠黨在德國表

現最為搶眼，僅次總理默克爾領導的基民黨。在法
、奧、愛爾蘭和荷蘭，綠黨都獲得了兩位數得票率。

歐洲評論人士引述法國總理菲利普認為，歐洲
大城市的年輕人群體是支持綠黨的主力軍，他們要
求各政府對生態和環保採取果斷的行動。此外，正
好在投票前幾周，一些國家的選戰主題也發生了變
化，在德國和丹麥，有關氣候變化的討論佔據焦點
，而主打環保議題的綠黨正好回應了選民的關切。

新議會難闖財政預算關
有分析認為，此次歐洲議會選舉反映出歐洲政

治的分裂和多極化，極右翼民粹和綠黨的實力增加
，打破了歐洲議會一直以來被左右兩個傳統黨團把
控的局面。這種碎片化的格局無疑不利於決策效率
，可能導致一個小議案的通過都會非常困難。

新議會7月上任後，面臨
的 第 一 個 難 關 就 是 歐 盟
2021-2027年新財政預算問題。
右翼勢力可能鼓吹減少交歐
盟會費，綠黨則倡議在環
境保護及社會福利上加
大支出，屆時議會各方
勢力必將一頓大亂鬥。

【大公報訊】綜合《華爾街日
報》、德國之聲報道：由於綠黨和
右翼 「另類選擇黨」的崛起，德國
總理默克爾的基督教民主聯盟（
CDU）和共同執政的社會民主黨（
SPD），獲得在歐洲議會選舉史上
最差得票率。基民盟黨魁、默克爾
的接班人卡倫鮑爾承認，競選主軸
定調錯誤，主打移民牌，忽略了德
國民眾今年主要擔憂的氣候議題。

而社民黨也面臨着前所未有的
危機。該黨在2017年9月的德國大選

中得票率大跌，2018年又在巴伐利
亞和黑森等關鍵州選舉中慘敗。在
26日的德國地區選舉中，社民黨在
不來梅州也受到了打擊，預計該黨
將失去這個自二戰結束以來一直擁
有的據點。面臨這一連串糟糕成績
，社民黨高層強烈呼籲改革，這可
能導致默克爾領導的執政聯盟提前
瓦解。

另外，此前有報道指，如基民
盟選舉失利，卡倫鮑爾會藉此逼默克
爾辭職，但前者否認了逼宮傳言。

執政聯盟受重挫 默克爾或遭逼宮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衛
報》報道：奧地利前副總理施特拉
赫的 「通俄」醜聞持續震蕩政壇。
儘管總理庫爾茨的「人民黨」在歐洲
議會選舉中支持率上升7.5%至34.5%
，但國會不願等到九月提前大選，
在歐洲議會選舉結束第二天（27日
）就對庫爾茨發起不信任投票，要
求他對 「通俄」醜聞負責。32歲的
庫爾茨未能通過投票，成為奧地利
第一個被不信任投票推翻的總理。

不信任投票由最大在野黨「社會
民主黨」的支持，日前脫離執政聯盟
的極右政黨 「自由黨」也投票反對
庫爾茨。在四面夾擊下，剛執政不
到一年半的庫爾茨黯然下台。

「社會民主黨」表示，庫爾茨
首先在組閣期間錯誤選擇了與極右
黨為伍，另外在執政期間未能與其
他在野黨良好溝通，依仗在議會中

擁有大多數，通過一系列具
有爭議性的政策。

另外，意外的是，在 「
通俄門」這種特大醜聞衝擊
下，自由黨的支持率僅下跌
2.2%至17.5%，為奧地利
第三大黨。 「通俄門」主
角施特拉赫還獲得3.3
萬選票，保證其仍在歐
洲議會有一席之地。

通俄醜聞延燒 奧總理被推翻

歐洲議會選舉結果
上屆議會席位分布 各黨團預計席位

歐洲聯合左派─北歐綠色左派
（GUE-NGL）疑歐／左派

社會民主進步聯盟
（S&D）親歐／中間偏左

綠黨─歐洲自由聯盟（EFA）
疑歐／中間偏左派

歐洲自由民主聯盟
（ALDE）親歐／中間派

獨立議員

歐洲人民黨
（EPP）親歐／中間偏右

歐洲保守與改革黨
（ECR）疑歐／中間偏右派

自由和直接民主歐洲
（EFDD）疑歐／右派

民族和自由歐洲運動
（ENF）疑歐／極右

無黨籍議員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報
道：由於英國首相文翠珊未能
如期讓英國脫歐，引來民眾怨
聲載道，疑歐派法拉奇領導的「
脫歐黨」趁虛而入，以31.5%的
支持率在歐洲議會選舉取得大
勝，預計能獲得28個席位。自
由民主黨以15席居次，工黨僅
有10席，較上次損失7個席位
。執政黨保守黨遭遇歷史性慘
敗，支持率僅8.8%，甚至不敵
綠黨，預計僅有3個席位。

法拉奇盛讚議會選舉結果
，並要求讓他的 「脫歐黨」參
與和歐盟的新一輪談判，更揚
言倘若遭拒絕，他將把英國政
壇弄個「天翻地覆」。他還警告
，若是不能在10月31日脫歐，
他的政黨會複製這次的勝利。

文翠珊則在26日晚表示，
這對保守黨來說「是失望之夜，
也顯示出找到脫歐方案的重要
性。」外交大臣侯俊偉更表示，
保守黨正面臨着「生存危機」。

法拉奇大勝 要插手英脫歐談判

法國

贏家 勒龐

輸家 馬克龍

德國

贏家 綠黨

贏家 法拉奇

英國

文翠珊輸家

齊普拉斯輸家 贏家 薩爾維尼

意大利希臘

來源：大公報整理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
、法廣報道：法國總統馬克龍
選前全力拉票，把這次選舉當
做對執政黨甚至是他本人的公
投，不料仍以1.1%的差距，
輸給勒龐領導的極右派政黨
「國民聯盟」（23.4%）。由於

馬克龍是強調歐洲一體化
的代表人物，此次不敵疑
歐的極右黨，不免有點
諷刺。勒龐立刻把選舉

結果稱為「人民的勝
利」，並表示馬克龍
應該從選舉吸取教訓
，她還順勢要求馬
克龍下台，稱「總

統除解散議會以外別無選擇」。
當局立刻拒絕這一提議。

法國總理菲利普承認 「收
到結果時深感羞恥」，他還說
， 「領導們需要聽到人民的呼
聲，採取行動。」

不過，相比於勒龐在上屆
歐洲議會大選中24.9%的支持
率，她實際上民意略微下降。
雖然馬克龍所屬的 「前進黨」
不滿總統將個人名譽壓在這次
選舉上，但有樂觀的分析人士
認為，勒龐並未像民調那樣取
得大幅度領先，執政黨也不算
遭遇挫敗，因此應該不會對馬
克龍後續執政造成太大影響。

法極右黨領跑
勒龐挾民意籲解散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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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綠黨異軍突起，支持率躍居第二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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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駐倫敦記者 李 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