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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0日（星期四）{ }2022年全球多國政局將迎來改變，焦點之一莫過於11月舉行的美國國會中期選舉，往績近況皆不

利的民主黨，要保住參眾兩院控制權實有難度。同樣受關注的還有澳洲國會選舉，多次為美國擔當

「反華先鋒」的澳洲總理莫里森在內政表現上乏善足陳，連任充滿變數；法國總統馬克龍亟欲於

「後默克爾」時期擔任歐盟掌舵人，但還要先過到4月大選一關。在亞洲，韓國總統選舉3月舉

行，但兩大候選人缺乏吸引力，且缺點醜聞同樣多，無疑為選戰可觀性大打折扣。

1月30日

葡萄牙國會選舉

（備註：由於國會否

決政府提出的 2022

年預算案，總統德索

薩上月解散國會，提

前舉行大選。）

3月9日

韓國總統大選

4月3日

塞爾維亞總統及國

會選舉

4月10日

法國總統大選

4月

匈牙利國會選舉

5月9日

菲律賓總統大選

5月21日或之前

澳洲聯邦大選

5月29日

哥倫比亞總統選舉

10月

巴西總統及國會選

舉

11月8日

美國國會中期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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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歲的法國總統馬克龍明年4月將參加總
統大選尋求連任，一旦勝出，便成為法國
近20年來首名成功連任的總統。不過，疫
情曠日持久，馬克龍主打的「抗疫牌」隨
時被推翻，加上自來共和黨的女將、法蘭
西島大區議會主席佩克雷斯人氣急升，可
以預見馬克龍勢必迎來一場硬仗。
馬克龍過去5年的施政不乏雄心壯志，但

屢被批評過於大刀闊斧，先後引發了「黃
背心」示威、反退休改革大罷工。雖然商
業和創科在馬克龍治下發展尚算可以，然
而最牽動選民的仍然是防疫與歐盟議題。

馬克龍採用「不惜一切代價」
抗疫方針，實施多項強力政策，
積極推動接種疫苗，但亦引起部
分民眾反感，加上新變種肆虐，
近日法國單日新增確診首次突破

10萬宗，抗疫成績陰霾滿布。根據Politico
的數字，馬克龍過去一年亦未見支持率大
漲，支持率一直徘徊在40%至45%。外交
方面，法國明年1月起將擔任歐盟輪任主席
國，為期6個月，預料馬克龍將積極推動
「歐洲自主」，將自己打造成後默克爾時
代的歐盟領袖。
目前候選人之中以中間偏右的共和黨人

佩克雷斯最有機會打敗馬克龍。佩克雷斯
已成為共和黨歷來首位女性總統候選人，
她採取與馬克龍截然不同的路線，被形容
為重視團隊精神、願意聆聽意見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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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將於明年舉行聯邦選舉，按照憲法每隔3年舉
行大選的規定，明年的選舉須在5月21日或之前舉
行。民調顯示，執政聯盟由於近年抗擊新冠疫情及其
他政策方面不得民心，目前民望落後於在野工黨。
明年選舉的關鍵議題，包括氣候變化、經濟和新冠

疫情等。總理莫里森在這些方面表現幾乎都不盡人

意，環境上，莫里森曾被揭發在山火肆虐期間出國度
假；抗疫上，他在初期未重視接種新冠疫苗，加上改
用「與病毒共存」的策略，疫情一直反覆。此外，莫
里森政府的官員和國會議員接連捲入性侵醜聞。
莫里森唯一可打的可能是「經濟牌」。莫里森政府
在疫情期間推出減稅政策，換得企業支持，加上主要
對手工黨黨魁阿爾巴內塞設下最新氣候目標，或會引
起燃料企業反對。
民調顯示，47%受訪者認為工黨將會勝出明年選舉。

然而，政壇未出現有力競爭者，民調顯示阿爾巴內塞的
支持度只有34%，相比之下45%受訪者希望莫里森連任。

救火抗疫不力 莫里森靠「經濟牌」補鑊

距離巴西大選尚有近一年時間，但不同派系的
政黨已摩拳擦掌。有「巴西特朗普」之稱、極右
總統博爾索納羅任內爭議不斷，包括輕視新冠疫
情，導致疫情急劇蔓延，又多次批評國內的選舉
方法出現問題。面對76歲的前總統盧拉強勢回歸
政壇，博爾索納羅的連任機會岌岌可危。
巴西最高法院今年4月支持取消盧拉涉嫌貪腐判
決，使盧拉重獲參選資格，由於盧拉在多項民調中
均領先，令巴西選情出現重大變數。盧拉近日正式
宣布重返政壇，強調「決意比前兩個任期做更多事
情」，承諾若再次當選總統，將縮小社會貧富差

距，並建立一個具廣泛代表性的聯盟，團結陷入分
裂的國家。

盧拉支持率達48%
盧拉在2010年卸任時民望高達逾80%，不少民

眾仍懷念盧拉的執政歲月。在有關明年大選投票
意向的最新民調中，盧拉支持率達48%， 大幅拋
離民望21%的博爾索納羅，另一民調則顯示，
51%受訪者認為盧拉是巴西史上最好的總統，
48%受訪者則認為博爾索納羅是史上最差總統。
然而盧拉能否再次出任總統，還面對一個變

數，就是巴西兩個右翼政黨社會民主黨和民主黨
宣布合併，成為新政黨「巴西聯合黨」，在眾院
佔82席，超過盧拉所屬的勞工黨，成為眾院最大
黨派，可獲得巴西明年選舉基金的1/6，巴西聯合
黨將推舉候選人角逐大選，令選情增添變數。

巴西 10月

不少共和黨高層近日受訪時都明言，有信心2022年
「紅潮」（紅色代表共和黨）可以再現，共和黨能夠

一口氣拿下參眾兩院控制權。共和黨眾議院全國委員會主
席、明尼蘇達州聯邦眾議員埃莫爾說：「這段期間我都跟
民主黨國會議員說，特別是席次恐怕不保的幾位議員，要
好好享受年底假期，放假結束之後將面臨重大抉擇：要麼
宣布退休，或者明年秋天迎接敗選。」他估計明年最多可
能有70名民主黨眾議員將失去議席，認為「沒有任何民主
黨議席是安全的」。
分析指出，讓共和黨感到樂觀的因素，包括歷史背景以及
當前現況的雙重條件。歷年中期選舉中，執政黨通常在國會
失去議席，例如2010年中期選舉共和黨便奪得眾議院。現實
因素方面，目前民調都顯示拜登施政滿意度持續下降，選民
對於多項施政表現普遍不滿，成為民主黨最大負累。
要說對共和黨眾院選情最有利的因素，則莫過於選區重
新劃分。由共和黨控制的多個州政府都已經先後重新劃定
州內選區，出現大量選區劃分奇形怪狀的「傑利蠑螈」
（Gerrymandering）亂象，讓共和黨得以在按選區劃分的
眾議院選舉中，掌握鞏固優勢。目前已經有多達24名民主
黨議員宣布不會角逐連任，對民主黨選情構成壓力。

「特朗普魔力」屢破功
不過在參議院方面，民主黨的選情則沒有那麼悲觀。雖
然民主黨目前與共和黨議席一樣，但幾位共和黨重量級參
議員宣布退休，讓民主黨有機可乘。此外，雖然特朗普近
月積極為多名共和黨參議員參選人站台背書，但採用全州
普選的參議院選舉不同眾議院，不受選區劃分影響，立場
極端的共和黨候選人要勝出也不容易。
事實上，特朗普的「選舉魔力」在過去一年已經多次破

功。在弗吉尼亞州和新澤西州州長選舉中，刻意與特朗普
保持距離的共和黨候選人表現亮眼，令不少共和黨人看清
事實，在部署明年中期選舉策略時，可能會策略性地選取
特朗普部分主張，但相信不會與他走得太近。

選區被重劃多名議員退陣
民主黨失眾院機會大

美國國會中期選舉將於明年11月8日舉行，從歷史和現實因素來

看，共和黨內部和外界現時普遍都對該黨的選情看高一線，一方面

因為傳統上執政黨（現在是民主黨）都會在中期選舉損失議席，另

一方面因為現任總統拜登上台一年以來施政接連碰壁，支持度不斷

下滑。分析預測，在上述因素和選區改劃等影響下，民主黨很大機

會失去眾議院控制權，但參議院改選方面，分析認為獲前總統特朗

普支持的一眾候選人未必有能力擊敗對手，民主黨或者可以勉強保

住參議院控制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文佑

韓國將於明年3月舉行總統選舉，預料是執
政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和最大反對黨國民
力量候選人尹錫悅對決之局，但兩名候選人近
期均陷入醜聞和爭議，加上政府早前特赦因貪
腐案入獄的前總統朴槿惠，明顯企圖爭取保守
派選民支持，但引起不少民眾反感。民調顯
示，逾五成選民認為兩大黨有必要更換總統候
選人。
李在明早前已被揭捲入一宗地產貪腐案，他的

兒子李東鎬近日又被揭發涉及非法賭博和按摩店
性交易，李在明立即就兒子非法賭博一事道歉，

但否認性交易的說
法。然而韓國的網絡論
壇仍在瘋傳一些不明來源
的帖子，列出李東鎬涉嫌
性交易的蛛絲馬跡。

尹錫悅的妻子金建希則被揭露涉
嫌在2007年及2013年申請大學教職
時，虛報個人經歷和獲獎成果。尹錫
悅起初否認此事，要求媒體多加查證，
其言論導致輿論迅速發酵，他數小時後突
然就其妻子引發的爭議道歉。分析認為此
舉或是國民力量黨內的要求，但此事已對曾
任檢察總長的尹錫悅造成嚴重衝擊。
民調機構Realmeter早前公布的民調顯示，

尹錫悅的支持率為40.4%，李在明的民望則為
39.7%，反映選情非常激烈。

韓國 3月
李在明李在明 尹錫悅尹錫悅

法國 4月

澳洲 5月或之前

盧拉強勢回歸「巴西特朗普」被拋離 兩大候選人爆醜聞 逾半選民盼換人

馬克龍馬克龍 佩克雷斯佩克雷斯

莫里森莫里森

博爾索納羅博爾索納羅 盧拉盧拉

阿爾巴內塞阿爾巴內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