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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總理辭職 引發政經大地震
今秋提前大選 極右政黨恐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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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意大利經濟飽受能源價格高企與

高通脹率影響，政府內部分歧逐漸激

化，聯合政府內多個黨派杯葛多項信

任投票。總理德拉吉認為執政聯盟已

無法維持，在一個星期內兩次提出請

辭，總統馬塔雷拉21日接受辭呈。

大公報整理

特拉斯曾撐留歐 料成弱點
【大公報

訊】據《衛報》
報道：英國執政
黨保守黨黨魁選
舉第一階段20日
結束，經過五輪
投票，前財政大
臣蘇納克（前譯
辛偉誠）和外交
大臣特拉斯（前
譯卓慧思）成為
最後兩強。英媒
稱，保守黨將迎
來一場 「狗咬
狗」 的激烈搏鬥。工黨競選協調官員麥金
斥責蘇納克和特拉斯 「是約翰遜政府的走
狗，英國變成今天這樣都是拜他們所
賜」 。

蘇納克和特拉斯接下來將展開一系列
競選拉票活動，最終選舉結果將於9月5日
宣布。政治民調分析人士稱，兩名候選人
都沒有在議員投票階段獲得壓倒性優勢，
這樣將無法向保守黨黨員傳遞明確信息，
令下一階段選情撲朔迷離。

與蘇納克率
先辭職，拉開約
翰遜政府倒台序
幕不同，特拉斯
目前仍擔任外交
大臣職務，因而
得到約翰遜黨內
盟友力挺。但從
減稅角度分析，
特拉斯的積極態
度不一定受保守
黨成員歡迎，減
稅將導致財政收
入減少，進而影

響醫療、社會保健等方面。
保守黨一名消息人士稱，特拉斯成

功將自己塑造成英國脫歐的擁護者，但
很少有人知道她在脫歐公投時支持留
歐， 「這將是蘇納克需要集中攻擊的地
方」 。

分析指，英國現在面臨嚴重通脹、高
額債務、經濟增長緩慢、民眾生活成本飆
升等多重危機，無論誰出任英國新首相，
恐怕都難以在短期內解決。

▲蘇納克（右三）和特拉斯（右二）成為英國保守黨
黨魁選舉最後兩強，圖為兩人20日合影。 網絡圖片

英國
首相約翰遜深陷 「派對門」

等多重醜聞，且無力解決國內嚴

重的生活成本危機，其內閣逾50

名官員本月初辭職，眾叛親離的

約翰遜7日被迫請辭。新首相將

在前財政大臣蘇納克和外相特拉

斯中產生。

德國
總理朔爾茨多次被

批評支援烏克蘭不夠積

極。西方對俄羅斯能源實

施制裁，德國是受影響最

嚴重的國家之一。朔爾茨

所在的社民黨本月初在總

理府舉辦的一場內部派對

中，至少9名女性被下了

迷幻藥。

法國
總統馬克龍在

4月的大選中成功

連任，但在6月的

國民議會選舉中，

他領導的中間派聯

盟未能取得絕對多

數，今後施政將面

臨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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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聯盟中的關鍵政黨 「五星運動」 14
日杯葛參議院對政府生活成本法案的信任投
票，德拉吉認為聯合政府的執政基礎已經崩
塌，於當天提出辭職，但被馬塔雷拉拒絕。
德拉吉20日在參議院向各政黨喊話，稱如果
獲得聯合政府內各政黨支持，願意繼續擔任總
理。然而，在大選即將到來之際，意大利的民
粹和右翼政黨決定不再前行，而是為了自身政
治利益和奪權，摧毀了外界普遍認為數年來最
穩定、最有效率及最有影響力的一屆意大利政府。

民眾不捨「超級馬里奧」
德拉吉以大比數贏得當天針對政府的信任投票，

但執政聯盟中的三大右翼政黨──聯盟黨、力量黨和
「五星運動」 黨的議員均未參與投票。無奈之下，德拉
吉21日再度向馬塔雷拉提出辭職，後者要求德拉吉作為
看守內閣總理繼續處理當前政務。馬塔雷拉當天稍後解
散議會，將在70天內舉行大選。意大利政府通常在每年
秋季起草預算案，且預算案必須在年底前通過，因此意大
利自二戰後還從未在秋季舉行大選。

意大利政府以極不穩定而聞名，德拉吉去年2月臨危受
命出任總理，這已經是該國75年來的第67屆政府。德拉吉
10年前擔任歐洲央行行長時，因拯救陷入債務危機的歐元
區被譽為 「超級馬里奧」 。擔任意大利總理後，德拉吉憑
藉其自身的公信力，增強了國際投資者對債務纏身的意大利
的信心，領導大聯合政府帶領意大利走出了疫情最糟糕的階
段，被視為意大利的拯救者。英媒稱，意大利因此迎來了一
個短暫的黃金時期。

19日公布的一項民調顯示，三分之二的意大利人希望德
拉吉繼續擔任總理。全國近2000名市長簽署請願書，呼籲他
留任。德拉吉21日宣布辭職後，意大利多份報紙紛紛以 「恥
辱」 、 「意大利被出賣了」 為題進行報道。一位德拉吉的支
持者發推特稱： 「我們除了哭泣之外，什麼都沒有了。可憐
的意大利，可憐的我們。」

未加入大聯合政府、由梅洛尼領導的兄弟黨，支持率由上屆
大選的不到5%上升至22%。民調顯示，這個極右政黨與前總理
貝盧斯科尼領導的力量黨和前副總理薩爾維尼領導的聯盟黨結
盟，將輕鬆贏得提前大選，梅洛尼有望成為意大利首位女總理。

歐洲政壇再失核心人物
德拉吉的離去對意大利最直接及重大的打擊，就是該國可能

難以全額獲得歐盟的疫情復甦基金。據悉，意大利已經從歐盟獲
得了459億歐元，還有210億歐元未到賬。德拉吉周三表示，意
大利需要在今年年底前達到55項經濟和行政改革目標，才能全
額獲得歐盟的下一筆資金。媒體指出，沒有德拉吉的帶領，這將
成為 「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

今年以來，法國總統馬克龍艱難贏得連任但卻成為 「跛腳
鴨」 ，德國總理朔爾茨執政未穩且陷入醜聞，英國首相約翰遜被
逼宮下台，意大利原本在德拉吉的領導下重回歐洲中心。西班牙
首相桑切斯19日在Politico上撰寫了一篇題為《歐洲需要德拉吉
這樣的領導人》的評論文章，稱歐洲面對能源危機、高通脹率、
俄烏戰爭等多重危機之際，德拉吉起到了關鍵作用。法國歐洲事
務部長布恩21日表示，德拉吉辭職將開啟 「不確定時期」 ，並
標誌着 「歐洲支柱」 的喪失。

北溪-1號按時恢復對歐供氣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俄新社報

道：俄羅斯對歐洲主要輸氣管道 「北
溪-1」 號21日結束為期10天的維護，於當
天早上恢復供氣。北溪天然氣管道公司數
據顯示，供氣流量水平依舊是管道輸送技
術能力的約40%。

該公司一位發言人表示，要達到全部
運力還需要一段時間，且一天中的供氣量
也可以隨時發生變化。

俄方早前宣布，7月11日至21日將暫
時關閉 「北溪-1」 號兩條天然氣管道支線
進行年度定期維護。這是俄烏衝突後該管
道首次檢修，引發歐洲對俄羅斯可能完全
切斷供氣的擔憂。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6月中旬曾

表示， 「北溪-1」 號天然氣管道一台氣體
壓縮機組在加拿大維修，但因受制裁，加
拿大未按時歸還該設備，俄氣不得不減少
向歐洲輸氣。

俄羅斯總統普京19日表示，西方國家
正尋求將自己在能源政策上的錯誤轉嫁給
俄羅斯，俄氣一直在履行天然氣供應義
務。目前，加拿大方面已歸還該壓縮機
組，該設備現在德國，預計兩周後交付。

歐盟委員會20日公布一項提案，提議
各成員國從2022年8月1日至2023年3月31
日，採取自願措施，將天然氣使用量與前5
年同期平均水平相比減少15%以上。若屆
時出現供應短缺等情況，歐盟將採取強制
措施實現這一目標。



7月20日，英國保守黨357名議員經
過五輪投票，終於篩出了最後兩位候選
人，前財相蘇納克和外相特拉斯拿到了
決賽的入場券，接下來全國16萬保守黨
黨員將於8月進行現場或郵寄投票，選出
保守黨黨魁兼首相，結果將於9月5日公
布。

蘇納克是印度裔，如果他能成功當
選，將成為英國歷史上第一位少數族裔
首相；而特拉斯今年46歲，如果她如願
以償，將成為英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女首
相。從幾家英國最新民調的數據來看，
特拉斯似更有可能笑到最後。

蘇納克與特拉斯都是牛津大學畢
業，且所學的專業均是哲學、政治與經
濟學，兩人從政以後均擔任過財政部首
席秘書，經歷有諸多相似之處。與特拉
斯相比，蘇納克既有相對優勢，也有天

然劣勢。蘇屬於保守黨內的溫和派，具
有很強的經濟學背景，在英國面臨經濟
危機、深受通脹折磨的當下，他的才能
無疑是英國所急需的。但英國人能否接
受這位少數族裔來管理盎克魯撒克遜
人，是存有很大疑問的。蘇納克曾經是
約翰遜的 「鐵桿」 ，是堅定的脫歐派，
也是約翰遜 「派對門事件」 的參與者，
因違反疫情之下的限聚令而繳了罰款。
如果說約翰遜打開了關不上的 「派對
門」 而罪有應得的話，那麼蘇納克也很
難洗刷掉這個污點。在約翰遜幾大醜聞
深度發酵之後，蘇納克成為了內閣大辭
職的 「領頭羊」 ，讓約翰遜心生怨恨，
這位首相私下發誓一定不能讓蘇納克取
代他的位置。

蘇納克出生於中產階級家庭，妻子
是印度億萬富翁的女兒，他與普通民眾
之間的距離也是接下來基層黨員投票環
節中的致命弱點。2001年他在BBC製作
的一期反映中產階級家庭生活的紀錄片
中坦言： 「我沒有工人階級的朋友」 。

這段視頻被翻炒出來，引起不小的爭
議。

蘇納克在競選辯論時強調要優先解
決通貨膨脹問題，主張加稅以填補社會
福利及醫療方面的開支。但加稅這項舉
措，對於老百姓來說，大體是不受歡迎
的，畢竟大多數群眾是短視的，更看重
眼前利益，這將直接影響接下來的基層
黨員投票取向。

特拉斯是約翰遜的忠實追隨者，也
是約翰遜屬意的首相人選。在2019年文
翠珊辭職之後，她本有意問鼎英國首
相，但很快打消了念頭，轉而支持約翰
遜。約翰遜組閣時也對她論功行賞，讓
其出任國際貿易大臣。而特拉斯出任外
相之後，迅速成為 「新冷戰的先鋒」 。
在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後，她對俄態度強
硬，贏得了西方的掌聲，也招來俄羅
斯的激烈批評。俄外長拉夫羅夫曾經
形容他與特拉斯的會面 「是與聾子對
話」 。

雖然《經濟學人》稱特拉斯是

「21世紀的鐵娘子」 ，是能夠帶領保守
黨走出脫歐困局的人選，但黨內一部分
人對她的能力多有懷疑。她在黨內有
「手榴彈」 的綽號：一方面她做事果
斷，但也很容易搞砸許多事。在黨內初
選過程中，特拉斯的支持率一直不高，
後來她不斷喊話，才讓黨內右翼 「如夢
方醒」 。這些人之所以轉而支持特拉
斯，並不是欣賞其人，而是擔心保守黨
右翼失勢。

脫歐之後的英國處在十字路口，一
些英國政治家們也在思考當下的困境。
三年前，當約翰遜帶領英國成功脫歐之
後，許多人期待英國走出新的外交之
路，特別是在中美英三角關係中能夠遊
刃有餘，但後來的結果表明，英國義無
反顧地坐在美國的戰車上。雖然特拉斯
強調亞太市場的重要性，但在安全問題
上與美國走上了共同遏華的道路。一些
專家明確指出，英國的安全威脅還主要
是俄羅斯，向東亞進行戰略轉移根本不
現實，英國也沒有這樣的資源去貫徹

「亞太戰略」 。
蘇納克與特拉斯兩位候選人將從7月

22日開始，在全國進行巡迴演講，推銷
各自的政策主張。此間還要進行兩場電
視辯論。雖然天平向特拉斯大幅度傾
斜，但蘇納克不是沒有一點希望。在前
兩輪的電視辯論中，特拉斯表現平平，
在幾位候選人中處於墊底位置。特拉斯
進入決賽，也是蘇納克希望看到的結
果，他相信，讓特拉斯在電視上講得越
多，她的破綻才會暴露得越多，這是蘇
納克打敗特拉斯的唯一機會。他深信，
只有自己率領的保守黨才能在未來的大
選中擊敗斯塔默領導的工黨。但英國的
一些專家不以為然。兩候選人作為約翰
遜政府的前臣，一直扮演着 「應聲蟲」
的角色，指望他們上台展示非凡的領導
能力、帶領英國走出困境是不切實際
的。一些民意調查顯示，如果此時舉行
大選，工黨的勝數要遠遠高於保守黨。
由此可見，約翰遜這三年把保守黨禍害
得不輕。

英國首相之爭的天平向特拉斯傾斜
周
德
武

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