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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根據最新計票結果，極右翼
政黨國民聯盟獲得31.7%的選票，在法國政黨
中得票率居第一；執政黨復興黨獲得14.6%的
選票，位居第二。社會黨以近14%的得票率緊
隨其後。

巴黎市長憂影響7月奧運會
當地時間9日，在歐洲大部分目光仍在關

注歐洲議會選舉結果時，馬克龍在愛麗舍宮發
表電視講話，投下震撼彈。他突然宣布解散國
民議會，提前舉行選舉。他表示，國民議會選
舉第一輪投票將在6月30日舉行，第二輪投票
將在7月7日舉行。

馬克龍說，歐洲議會選舉結果 「對於捍衛
歐洲的政黨來說不是好消息」 ，他不能接受極
右翼勢力 「在歐洲大陸的任何地方」 得到壯
大。他表示： 「我不能假裝什麼事都沒有發
生，所以決定讓選民自己作出選擇。因此，我
今晚將解散國民議會。」

國民聯盟前黨魁、曾兩次在總統大選中被
馬克龍擊敗的勒龐立即回應稱，她的政黨已經
「準備好執政，準備好結束大規模移民，重振
法國」 。

路透社指出，馬克龍試圖通過一場 「高風
險的賭博」 來重建權威。這一決定引發廣泛驚
慌情緒。中右翼政黨法國共和黨前總統候選人
佩克雷斯批評稱： 「在沒有給任何人時間來進
行組織、在沒有競選活動的情況下解散國民議
會，就像在拿國家的命運來賭俄羅斯輪盤。」

巴黎市長伊達爾戈批評，馬克龍在巴黎奧
運前夕提前大選的決定，令國家陷入政治動
盪，令人不安及憂心，她無法理解。為安撫各
方，馬克龍10日在社交平台X上發文說： 「我
相信法國人民有能力為自己和子孫後代做出正
確選擇。」

法國或誕「95後」總理
法國憲法規定，總統有權解散議會。法國

媒體指出，在法國第五共和國的歷史上，曾出
現過5次總統通過解散國民議會，應對政府所
面臨的政治危機或社會危機的先例。總統希望
通過新的議會選舉，重新洗牌，試圖使執政黨
在議會中有機會獲得絕對多數地位。

分析人士指出，馬克龍領導的復興黨自
2022年上一次國民議會選舉後就一直面臨很多
執政阻力，此次歐洲議會選舉失利成為 「壓倒
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目前，復興黨在國民
議會擁有169個議席，國民聯盟擁有88個議
席。如果國民聯盟贏得議會多數席位，1995年
出生、年僅28歲的巴爾德拉極有可能將出任總
理，絕跡法國政壇超過20年的 「左右共治」 局
面將重現，馬克龍則徹底淪為 「跛腳鴨總
統」 。

法國《世界報》分析認為，馬克龍決定此
時解散國民議會，一方面考慮到執政黨在國民
議會中早已失去絕對多數地位；另一方面，歐
洲議會選舉的結果也表明執政黨的支持率在進
一步下降。與其在國民議會任期剩餘的三年內
政府難有作為，不如現在冒險出擊。

英國《衛報》稱，儘管國民聯盟在歐洲議
會選舉中取得了歷史性的進展，不代表該黨一
定能贏下法國國內選舉。在選民看來，歐洲議
會選舉是一種向現任政府施壓的 「無成本抗議
手段」 ，但在法國國民議會選舉中，情況可能
有所不同。

前法國外交官、蒙田研究所智庫的杜克洛
表示，即使國民聯盟在國民議會選舉中勝出，
馬克龍仍可以寄希望於巴爾德拉出任總理後，
其極右政策引發國民不滿，阻止勒龐在2027年
的總統大選中勝出。勒龐近年來減少了煽動性
和疑歐言論，但國民聯盟在例如軍援烏克蘭等
問題上多次棄權，反對多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
歐盟立法措施。她9日表示，希望 「結束這個
痛苦的全球化時代」 。

（路透社／《衛報》／BBC）

馬克龍政治豪賭 國民議會提前選舉
歐洲議會極右翼崛起 法國執政黨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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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政策增加不確定因素
【大公報訊】據《華爾街日報》報道：歐

洲議會選舉計票結果顯示，新一屆歐洲議會中
傳統的中右和中左力量仍保持多數地位，未來
歐洲政治大方向不會出現急劇變化；但整體政
治光譜向右移動，可能給歐盟在移民、援助烏
克蘭、綠色轉型等政策推進帶來更多不確定
性。選舉結果有利於歐盟委員會現任主席馮德
萊恩連任，但懸念依然存在。

最新計票結果顯示，席位排名前三的人民
黨黨團、社民黨黨團、復興歐洲黨團這三個傳
統主流黨團在歐洲議會中組成的 「超大聯盟」

席位，雖然從上屆的417席降至
401席，但合計仍佔總席位的近
56%。這意味着傳統中右和中左
力量仍將執掌歐洲議會、主導歐盟
政策，歐盟大體會延續既定議程。

不過，新一屆歐洲議會中不隸屬
現有黨團的極右翼黨派議員可能加入
現有的右翼和極右翼黨團，或組成新的
黨團，那將使右翼或極右翼黨團成為第
三甚至第二大黨團，給歐洲未來的政治走
向增添了更多不確定性。

新一屆歐洲議會產生後將就歐盟委員
會新一任主席人選進行投票。馮德萊恩是
人民黨黨團推舉的 「領銜候選人」 ，因此
該黨團保持歐洲議會第一大黨團地位且議
席數增加，無疑讓馮德萊恩謀求連任有了
更多底氣。

不過，該職位候選人需得到德法等歐
洲大國領導人的認可。有媒體報道，意大
利前總理、歐洲央行前行長德拉吉被認為
是更好的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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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極右翼政黨德國
選擇黨在本次選舉前
被踢出身份與民主黨
團，目前不屬於任何
黨團。

法新社

左翼聯盟黨團

社民黨黨團（中間偏左）

綠黨─歐洲自由聯盟黨團
（中間偏左）

復興歐洲黨團（持中間立場）

歐洲人民黨黨團（中間偏右）

歐洲保守與改革黨團（右翼）

身份與民主黨團（極右翼）

不屬於任何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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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選舉前議席分布

705席

720席

歐洲議會
選舉結果

（截至本港時間
11日零點）

五年一次的歐洲議

會選舉6日至9日舉行，

結果顯示極右翼勢力崛起。法國選

民9日投票選出81名代表法國的歐洲議

會議員。由於法國執政黨復興黨僅獲

約14.6%的選票，遠低於極右翼政黨國

民聯盟的31.7%，法國總統馬克龍

當晚宣布解散國民議會，並將原

定2027年舉行的國民議會

選舉提前到本月底。馬克

龍的這一決定，引起了法

國從政壇到民間的震動，

被視為馬克龍的一次 「政
治豪賭」。

各國極右政黨席位增加但分歧難彌

▲德國選擇黨聯合領導人魏德爾（中）和克魯帕拉（右）9日
對該黨的高得票率興奮不已。 法新社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華爾街日
報》報道：本屆歐洲議會選舉後，右翼和極右
翼政黨議席增加，他們希望重塑歐盟，但由於
各派政治力量之間存在分歧，無法立即達成行
動共識，它們會在多大程度上聯手影響歐盟議
程還有待觀察。

在德國，總理朔爾茨所在的社會民主黨遭
遇歐洲議會歷次選舉最大挫敗，得票率僅14%
左右。執政聯盟三個政黨的總支持率剛剛超過
30%。儘管發生了一系列醜聞，極右翼德國選
擇黨仍以約16%的得票率躍居第二。該黨前黨
魁莫伊滕指出，不同右翼和極右翼政黨 「肯定
沒有共同的議程，今後也不會有。」

奧地利總理歐爾班、荷蘭自由黨領導人威

爾德斯和德國選擇黨強烈反對歐洲制裁俄羅斯
以及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和資金。意大利總理梅
洛尼則支持烏克蘭。

在移民問題上，歐盟最近達成妥協，放寬
對尋求庇護者的入境門檻，梅洛尼為此做出了
貢獻，但歐爾班希望撕毀這一計劃，並收緊門
檻。梅洛尼在2022年憑藉嚴苛的反移民綱領
贏得意大利大選，但上台後已將自己重新定位
為主流保守派，淡化了自己的極右翼出身。

美媒稱，歐盟是一個由27個主權國家組成
的集團，要想就多數重大問題做出決定，歐盟
各成員國政府必須妥協。此外，由於各國國內
的政治壓力，不同國家右翼和極右翼政黨很難
制定一個泛歐盟議程。

法國提前國民議會選舉
法國執政黨復興黨在歐洲議會選舉遭遇重挫，僅獲約14.6%的選票，遠遠落後於極
右翼政黨國民聯盟的31.7%。法國總統馬克龍9日宣布解散國民議會，將於6月30
日和7月7日舉行新的國民議會選舉。

德國執政聯盟不樂觀
德國總理朔爾茨所在的社會民主黨遭遇歐洲議會歷次選舉最大挫敗，得
票率僅14%左右。執政聯盟三個政黨的總支持率剛剛超過30%。極右
翼德國選擇黨以約16%的得票率躍居第二。

梅洛尼地位提升
意大利總理梅洛尼所
在的極右翼政黨意大
利兄弟黨贏得超過
28%的選票，遠高
於2019年的6%。
與法國總統馬克
龍和德國總理朔
爾茨遭遇的失敗相比，梅洛尼的勝利進一步提高了她在
意大利國內外的地位。

中間派三大陣營仍掌握多數
儘管極右派席位增加，但親歐盟的中右翼歐洲人民黨
黨團、中左翼社民黨黨團和持中間立場的復興歐洲黨
團三大陣營仍守住前三大黨團位置，共拿下超過400
個席位，佔歐洲議會720個議席中的近56%。

移民環保等政策恐趨保守
歐洲議會極右派勢力壯大，今後5年可能影響歐盟在
移民、環保、國防等多方面政策。極右派主張加強邊
境安全並對歐盟以外移民立場更強硬。歐盟原定2035
年上路的禁售燃油新車計劃或遇阻。 大公報整理

▶大批學生10日
在巴黎示威，反
對極右政黨崛
起。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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