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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今屆歐洲議會選舉周四（6月6日）展開投票，英國《衛報》指出，選民

們在氣候變化、移民和開放市場等主要議題上立場鮮明，更有利於左翼或右翼陣營爭取選

票。在此背景下，俄烏衝突成為溫和派中間候選人爭奪選票的「突破口」。分析認

為，中間派在歐洲政治氛圍趨於極端的情況下，幾乎沒有合適的議題可以展現立場、爭取選票，但他們若

能利用俄烏衝突攻擊「親俄陣營」，便有機會在極右陣營中製造分化，有利自身選情。

溫和派攻擊溫和派攻擊 爭選票爭選票
歐議會選舉展開 烏議題劃分陣線

報道稱，歐洲議會表面上似乎維持對烏克蘭的支持，
在今屆議會最後一項對烏援助計劃中，512名議員

投贊成票，反對和棄權分別只有45人和63人。不過在右
翼和左翼陣營中，都有不同聲音浮面。以德國為例，當
地極右「德國另類選擇黨」（AfD）長年主張對俄制裁只
會損害德國經濟，在野左翼黨也反對德國對烏軍援，宣
揚「武器不會帶來和平，只會帶來更多戰爭和死亡」。

波蘭總理：反烏情緒無容身之處
在整個歐洲，烏克蘭議題不同程度上成為了歐洲議會
選舉的「分界線」，任何候選人的「越界」主張，都會
被視作「致命弱點」遭到攻擊。在拉脫維亞，在野中右
翼新保守黨將力撐「去俄化」的作家蘭加，推舉為主要
候選人。捷克執政聯盟頻繁攻擊反對派領袖巴比斯，聲
稱他透過宣揚「和平主義」，旨在破壞當局對烏克蘭的
支持。波蘭總理圖斯克也頻頻攻擊立場親俄的在野法律

與正義黨（PiS），宣稱波蘭「沒有反烏情緒的容身之
處」。
德國總理朔爾茨在選舉中，也變相嘗試利用俄烏衝

突議題，不斷宣稱「俄羅斯的歐洲盟友」會威脅所
謂「民主」。AfD參與歐洲議會選舉的主要候選人
克拉赫與拜斯特朗，日前則否認指控稱他們收受
賄賂，在俄方資助新聞網站散播親俄信息，兩
人還為此同意叫停競選活動。

法極右黨強調經濟移民事務
分析還指出，法國總統馬克龍對俄立場

日趨強硬，有意將俄烏衝突作為中心議
題，攻擊對政府對俄政策不滿的極右「國
民聯盟」領袖勒龐。至於在外交政策上反
對北約和歐盟立場、主張達成北約與俄羅
斯「戰略和解」的勒龐，則有意迴避俄
烏衝突相關議題，強調這些話題並非一
般選民普遍擔憂的經濟和移民事務等。
不過分析也稱，部分候選人極力主張歐

洲安全與國家安全不可分割，以此反對歐
洲反全球化主義者，但奉行類似策略存在
風險，且民調顯示其未必有效。對於身為
歐盟候選國的烏克蘭與摩爾多瓦，以及身為
潛在候選國的格魯吉亞，民眾更為看重加入
歐盟或帶來的「自由、繁榮和成功」，
而非全球化相關議題。

親俄陣營親俄陣營
香港文匯報訊 歐洲議會選舉在即，多名二戰時期大屠殺倖存者共同呼籲選民，尤其年輕選
民積極投票，避免極右勢力在歐洲議會冒起。8名倖存者透過網絡組織Avaaz發表聯署

信，稱歐洲議會選舉可能是數百萬年輕人一生中首次經歷選舉，「對我們而言，這
可能是最後一次。年輕時的我們無力阻止納粹崛起，但今天的你們可以。」

81歲的烏姆勞夫是奧斯威辛集中營倖存者，她表示極右德國另類選擇黨
（AfD）愈來愈受歡迎，「如果你看看他們的計劃，他們如何反對婦
女、移民、猶太人，他們的支持者如何宣傳納粹口號，這與過去有
明顯相似之處。我們需要年輕人積極參與決策，確保我們當年
遭受的仇恨不會重演。」

95歲的溫克爾曼稱，她年幼時曾與母親被迫在柏林市郊
一幢隱秘小屋躲避納粹，「當時我們日日夜夜都生活在
恐懼之中。如今我希望每個年輕人都能意識到，自由
是多麼寶貴，但他們要知道自己必須為此奮鬥。投
票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一種方式。」
年屆100歲的弗蘭肯斯坦認為，極右勢力浮面
與納粹黨在德國冒起的經歷有相似之處，
「我們看到有些政黨聚集了對現狀不滿的
人，煽動不滿情緒，對我而言最好的生日
禮物是，如果每個人都投票給非右翼黨
派，這便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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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斯洛伐克總理菲佐上月中遇刺
重傷，令歐洲多國政治暴力問題引起關注。英國
《衛報》專欄作家泰勒分析，菲佐遇刺凸顯歐洲政
治日益激進且兩極化的局面，對於熱衷煽動緊張
對立情緒的極右勢力有利。在此背景下，歐洲主
流政黨更要多關注如何採取措施，應對選民在
移民和經濟等重點議題上的訴求。

傳統政黨未能改善民生
泰勒分析稱，歐洲眾多傳統左翼或中間
派政黨，近年積極宣揚反移民的民族主
義者威脅民主，卻沒有向選民提出良
好的改善民生計劃，引來選民不
滿。歐洲近年政治暴力和威脅
不斷增加，極右勢力可以煽
動輿論趨勢，從政治暴

力帶來的焦慮情
緒中獲益。

泰勒指出，選前民調普遍顯示歐洲兩個主要右
翼黨團，在今屆歐洲議會選舉中合共取得的席位，
不到整體720個席位的四分之一。即使這些內部矛
盾重重的右翼和極右翼黨團，能為籌組聯盟達成
一致，甚至取得歐洲議會最大黨團歐洲人民黨
（EPP）支持，都不足以取得過半數議席。
不過泰勒強調，歐洲主流政黨不能忽視右翼勢
力冒起背後，民眾對經濟和移民問題的擔憂，例如
2019年底以來，包括荷蘭、奧地利、法國、德國、芬
蘭、愛爾蘭和意大利，當地民眾的工資漲幅都未能
跟上通脹幅度，「這些國家幾乎就是極右翼在民調
中，獲得最大支持度漲幅的國家。」
分析認為，歐洲的極右勢力試圖通過煽動選民
不滿情緒，影響歐洲的移民政策，「傳統政黨應
該思考，如何為焦慮的選民提供可信的希望，實
施更公平的稅收政策、帶來更好的生活質素，
而非將所有反對聲音全數形容作『法西斯
威脅』。」

香港文匯報訊 綠色政策曾是上一屆歐洲
議會選舉的重點議題，不過時隔5年，歐洲
各地對綠色政策的抵制潮正在浮現。英國廣
播公司（BBC）報道，受俄烏衝突和通脹攀
升影響，愈來愈多歐洲民眾反對放棄使用化
石能源供暖，歐洲多國農民亦不滿環境改
革，多次發起抗議。民調顯示歐洲議會第四
大黨團、倡議綠色政策的綠黨/歐洲自由聯
盟（G/EFA），今屆可能會失去多達30%的
議席，或影響歐洲議會後續推動環保政策。
報道指出，歐盟早前已發布《歐洲綠色協

議》，旨在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協議的部
分內容已經生效，例如要求各成員國到2030
年，將溫室氣體凈排放量較1990年水平削減
55%。不過關於如何實現2040年的環保目
標，各成員國就多項政策仍未達成協議，如
果政治壓力加劇，即使是已生效的協議亦不
排除被推翻。
部分歐洲國家都掀起反對綠色政策聲音。
意大利極右聯盟領導人薩爾維尼揚言，歐盟
計劃2035年全面實施柴油和汽油汽車禁令，
是給中國電動車企業的「禮物」。德國政府
因從今年起禁止實施新的化石能源供暖系

統，遭到民眾強烈反對。西班牙極右政黨
Vox極力否認氣候變化有人為因素，呼籲取
消該國多項環保政策。
部分國家反對綠色政策的聲音已進入政府決
策層。依賴極右翼瑞典民主黨支持的瑞典政
府，放緩推行環保政策進度。歐盟委員會主席
馮德萊恩今年因應多國農民抗議，被迫廢除要
求歐盟範圍內農藥使用量減半的提案。
瑞典溫和派議員波爾夫賈德稱，歐洲中右

翼政黨和綠黨一樣，了解氣候議題的緊迫性
和重要性，「但我們認為，各項政策需要負
責任地實施。綠黨的綠色政策在現實中沒有
發揮作用，他們的目標太高，卻沒有為各產
業提供合適的轉型工具。每個產業必須要評
估環保政策的潛在影響。」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
德萊恩將在今屆歐洲議
會選舉後，迎來連任大考。英國
《衛報》指出，歐盟委員會主席需獲得27個
歐盟成員國領導人當中過半數支持，並在歐洲
議會720名新當選議員中取得過半數、即361
人支持才能連任。馮德萊恩任內爭議措施不
斷，加上右翼勢力預計在今屆選舉冒起，打擊
馮德萊恩所屬的中右翼跨國大黨歐洲人民黨
（EPP），令她能否連任充滿變數。
智庫德國國際與安全事務研究所的研究主管
馮翁達爾扎表示，EPP在過去25年間，一直
是歐洲議會贏得最多席位的政黨，不過最終選
出的歐委會主席，未必是EPP推舉的人選。例
如2019年，歐盟領導人便未有支持EPP主要
候選人韋伯，反而選擇了馮德萊恩，她最終在
歐洲議會僅以9票優勢驚險過關。
報道指出，EPP仍有望在維持歐洲議會第一

大黨地位，預計取得175席，不過馮德萊恩想
要連任，仍需取得議會內中左翼或極右翼政黨
支持。有分析認為法國總統馬克龍有意推薦歐
洲央行前行長、意大利前總理德拉吉擔任歐盟
委員會主席一職，但暫時沒有明顯與馮德萊恩
競爭的候選人出現。

政治暴力利極右 主流政黨需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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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議題成為歐
議會選舉的「分界
線」，越界主張會被視
作致命弱點攻擊。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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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政治氛圍
趨於極端，俄烏衝突
成為溫和派爭奪選票
的「突破口」。

網上圖片

◆◆歐洲多國農民聚集布魯塞爾抗歐洲多國農民聚集布魯塞爾抗
議議《《歐洲綠色協議歐洲綠色協議》。》。 美聯社美聯社

◆芬蘭民眾集會表達對馮德萊恩的不滿。
路透社

◆溫克爾曼（左）和烏姆勞夫簽名聯署
信籲歐年輕世代反對極右。 網上圖片

◆◆斯洛伐克總理菲佐遇刺重傷引發歐洲斯洛伐克總理菲佐遇刺重傷引發歐洲
多國對政治暴力問題關注多國對政治暴力問題關注。。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