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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選2024年對政局影響最大的事件之
一，筆者認為世界首富馬斯克決定為特朗普助選

必定入選，因為馬斯克這個決定不但有助改變美國大
選選情走向，更改變了當選後的特朗普的整個施政方向。

不過如果要筆者預測2025年其中一個最可能發生的事件，筆
者就認為會是馬斯克與特朗普擘面。

從今年7月13日馬斯克宣布支持特朗普參選總統後，兩人關
係就急速接近，在之後幾個月間，馬斯克為了特朗普出錢出力，他
組成的超級政治委員會，幾乎獨力承擔了特朗普陣營在搖擺州的大
部分敲門拉票工作；馬斯克的社交平台X個人賬號則成為了特朗普
最大宣傳工具；選舉夜當晚，馬斯克於海湖莊園整夜陪伴在特朗普
左右。一直到了選舉後，特朗普與馬斯克仍然是形影不離，兩人在
鏡頭前鏡頭後共處的時間，甚至比起特朗普與副手萬斯更多。

馬斯克與特朗普一拍即合，最大原因就是兩人政見相近，例如反
官僚、反對政府監管、反對繼續援助烏克蘭及削減政府開支等。另
一個原因就是特朗普向來喜歡「強人」，縱使他本人已經是所謂
「世界最大權力的人」，但能夠與世界首富稱兄道弟，仍然能滿足
特朗普對「成功人士」的崇拜心。

不過一山不能藏二虎，兩個本質上都是極度自戀的人，雖然因為
一時的利益或興趣相近而走在一起，但長遠必然會為了「誰才是主
角」這個問題而產生摩擦。

經歷了國會臨時撥款案風波後，不少美國媒體和政客都已經開始
公開將馬斯克稱為「地下總統」甚至「聯席總統」，這對於如今與

馬斯克還處在蜜月期的特朗普而言，可能暫時還能一笑置之，樂意讓馬斯克代
他與國會打交道，但想像一下，一個享受唯我獨尊、號令天下的總統，會真的
願意與他人分享權力嗎？

事實上，馬斯克與特朗普的政見雖然有頗多相近之處，但分歧也不少，其中
一個關鍵就是對中國的態度。特朗普主張在經濟上打壓中國，任命的多名官員
都是對華「鷹派」，但馬斯克基於個人商業利益考慮，經濟上卻是非常「親
中」，甚至曾經多次公開讚揚中國的科技建設成就。如果要說特朗普與馬斯克
在未來施政政策上最有機會擘面的一環，相信就是對華政策。

另一個有機會導致兩人擘面的因素，就是特朗普圈子內的權力鬥爭。現在來
看，馬斯克在特朗普的小圈子中，影響力可謂一時無兩，明年將跟隨特朗普上
台的副總統萬斯如同隱形，其他親信與特朗普的相處時間，也遠遠不及馬斯
克。不過能夠圍繞在特朗普身邊的人，大多都不是等閒之輩，他們都有自己的
野心，都同樣希望可以得到特朗普寵信，他們自然不會甘心讓馬斯克一個搶盡
風頭，在背後打小報告、勾心鬥角在所難免，到頭來還看誰最能夠把話說進特
朗普耳裏。

當然，眼下這對忘年兄弟的蜜月期應該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不過隨着特朗普
正式就任，需要考慮的各種政治利益愈來愈多，團隊運作愈來愈複雜，他與馬
斯克之間的分歧就會漸漸變得比一致多。當年特朗普把有「國師」之稱的白宮
首席策略師班農掃地出門，是在上任首年的8月，筆者就預測特朗普與馬斯克
也會在大約時間、即2025年8月前後，正式擘面。

在2024年的最後一個月，美國幾個主要盟
友都相繼陷入政治危機。在亞洲，韓國

總統尹錫悅因為發動戒嚴而遭到國會彈劾及
暫停職務，政局陷於極度混亂，政府運作幾
乎癱瘓，起碼要等到憲法法院裁定彈劾成
立、明年初舉行大選選出新總統後，局勢才
有可能穩定下來。

法德加日領袖同病相憐
在歐洲，歐盟兩大龍頭國家法國和德國的
政府亦在12月先後倒台。其中在任只有3個
月的法國總理巴尼耶政府倒台，接任的貝魯
籌組新政府時也處處碰壁，任期原本到2027
年的總統馬克龍在極左及極右政敵夾攻下，
能否熬過2025年還是未知之數；德國總理朔
爾茨則遭到國會不信任投票下台，使得大選
提前在明年2月舉行，朔爾茨領導的社民黨很
大機會失去執政地位，不過在當前嚴重碎片
化的德國政局下，預料將成為新總理的基民
盟領導人默茨很可能仍不得不像朔爾茨一
樣，需與不同光譜的政黨合組成非常弱勢和
不穩定的政府。

在北美，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同樣內外交
迫，不但長年以來的執政盟友及在野
黨計劃在新年後發起不信任議
案，執政自由黨內部也出現逼
宮的聲音，杜魯多雖然在12
月底改組內閣救亡，但相信
為時已晚，大選很有可能
提前在明年初舉行，在野
保守黨上台機會非常高。
其他好幾個美國盟友的

領袖也不好過：日本10月
大選後，執政自民黨淪為
少數政府，首相石破茂成
為了30多年來最弱勢的日本
首相，隨時有可能被黨內其他
派系逼宮；英國工黨雖然在夏天

的大選中大獲全勝，但首相斯塔默

幾乎沒有經歷過任何蜜月期就陷入管治弱
勢，主因是工黨內鬥嚴重，施政最大阻力往
往就來自黨內。
上述政治危機都意味這些國家起碼在2025

年的上半年內，都必須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處
理國內議題上，因而無暇應對特朗普上台後
帶來的種種挑戰。

美謀插手內政扶植政權
特朗普已經表明，上任後將會向包括盟友

在內的所有國家加徵關稅，這對於嚴重倚賴
對美貿易的加拿大而言無疑是打擊最大，法
國和德國的政治危機，也必然使得歐盟對特
朗普關稅的反擊計劃成效大打折扣。更重要
的是，如果特朗普落實加徵關稅，這些國家
的經濟必定大受打擊，從而使得政局出現更
嚴重的危機。
另一邊廂，特朗普計劃停止軍援烏克蘭，
加上他對北約的態度還不確定，原本也是歐
盟明年必須應對的挑戰，但缺少了法國和德
國的領導，將使得情況變得非常困難。
亞洲方面，特朗普首個任期期間，日本和

韓國的領導人都屬於相對強勢，但仍不得不
屈服於特朗普的壓力，同意增加對駐日韓美
軍軍費的負擔，如今日韓領導人皆處於弱
勢，意味特朗普將更有可能對日韓予取予
求，在包括駐軍費用及貿易條款上索取更大
讓步。
不過對於美國盟國的主流派政客而言，未
來更令人憂慮的可能是來自特朗普政府的內
政干預。作為特朗普親信的首富馬斯克，已
經表明打算向英國極右政黨改革黨作大筆捐
款，以協助改革黨上台執政，其他歐洲國家
的極右政黨對此皆極為亢奮。這意味美國今
後將公然插手盟國的內政，扶植更多立場與
特朗普接近的政權，這一方面會在更多美盟
國國內製造政治危機，亦將使得美國的影響
力變得更大，對全球政局勢將產生深遠的影
響。

自身難保無力應對外交挑戰 關稅軍費面臨予取予求20252025
國際展望國際展望
政 治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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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2025年，全球最大關注焦點自然就是特朗普1月再任美國總統後，會為世

界局勢帶來什麼新的衝擊。在這個重要時刻，美國好幾個最主要盟友，要麼處於政

府極度弱勢當中，要麼就是陷入嚴重政治危機，在特朗普「對敵人狠，對朋友更

狠」作風下，這些盟國未必有能力應對「特朗普2.0」帶來的挑戰，也意味着特朗

普或者能夠從盟友身上索取到更多利益。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葉友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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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戒嚴事件
令政局大亂，預料
要到明年初舉行大選
後，局勢才穩定下

來。資料圖片

●法國總統馬克龍（右）受國內極左及極右夾攻，
能否熬過2025年還是未知之數。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葉友航）
2025年2月24日，俄烏衝突將進入第4
個年頭，隨着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國總
統，無論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願意與
否，他都必定要接受一個現實，就是俄
烏衝突無可避免要進入收官階段，而且
很大機會是以對烏克蘭不利的形式結
束。
由於特朗普早早已經承諾上任後將盡
快結束俄烏衝突及停止援烏，因此無論
是烏克蘭抑或歐盟，都早已有心理準備
美國會在特朗普上任後，開始逐步減少
甚至即時叫停對烏克蘭援助。歐盟雖然
有意繼續單方面為烏克蘭提供支援，但
現實是歐洲在過去3年間都未能大幅提
升國防生產，根本無法填補美國退出後
留下的缺口，這都意味着從資源來看，
烏克蘭在2025年將不得不與俄羅斯進
行某種形式的談判。

特朗普或拒烏加入北約
任何俄烏之間的談判，很大機會都會
是在特朗普政府主導下進行，不過特朗
普到底會如何讓戰爭結束，或者是如何

去促成這宗「交易」，則是基輔和布魯
塞爾目前都無法預計的。
分析估計，最有可能的「交易」內

容，就是烏克蘭不得不放棄取回失去領
土的現實，其中俄羅斯在2014年併入
版圖的7%土地（包括克里米亞和東部
頓巴斯地區）肯定無法收回，而2022
年衝突爆發以來失去的其餘11%領土，
部分或大部分都應該無法取回。
正常情況下，如果要烏克蘭接受上述
代價，最理想的條件就是獲得西方堅實
的安全保障承諾，簡單而言就是允許烏
克蘭加入北約。不過分析相信，在特朗
普掌權下，烏克蘭未來幾年甚至永遠都
不可能成為北約正式成員國，但美國最
終或者同意給予基輔某種形式的安全保
證，讓特朗普可以宣揚他自己促成了一
場「很好的交易」。
無論如何，隨着談判展開，前線的激

烈戰鬥和針對後方設施的空襲將會大幅
減少，甚至有機會達成停火，情況就類
似2014年一樣（儘管當年停火從未完
全落實）。雖然不算是最好的結局，但
總比起現在好多了。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葉友航）在新一年，日本將要面對一個稱為
「2025年問題」的危機，簡單而言就是日本戰後嬰兒潮一代，將會在2025年
全員到達75歲以上高齡，全國75歲以上人口總數將由10年前的1,700萬增至
近2,200萬人，意味日本將進入「超高齡社會」，將衝擊日本社會保障體
系，大大增加政府財政壓力。

社會安全成本增近60%
雖然國際上一般都將65歲以上人士視作長者，但在人口相對長壽的日本，
則習慣在此之上增加一級，把75歲以上人士稱為「後期高齡者」，並有特別
針對這個階層長者的醫療制度，主要原因是相對於剛踏入老齡的65歲以上長
者，75歲長者更容易出現各種疾病，住院及需長期治療比率顯著增加，因此
需要特別應對。
到2025年，仍然在世的800萬日本嬰兒潮世代人口將全員屆滿75歲或以
上，意味今後相關長者人數將會不斷上升，日本政府在2018年就曾預測，
2025年至2040年間，包括退休金支付在內的整體社會安全成本將增加近
60%。「2025年問題」是日本社會及政府都非常關注的議題。當局已經提出
一系列措施來應對，包括增建養老設施，放寬引入長者護理外勞限制，並計
劃於明年展開退休金制度改革計劃。

800萬嬰兒潮世代滿75歲
日進「超高齡社會」增財政壓力

1月19日
1月20日
1月26日
2月 9日
2月23日
5月12日
6月24日
7月
8月15日

11月16日
11月23日

日期未定

整理：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葉友航

美國「TikTok強售令」生效
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國總統
白俄羅斯總統選舉
厄瓜多爾總統選舉
德國國會選舉
菲律賓國會選舉
北約峰會
日本參議院選舉
日本二戰戰敗投降80周年
智利總統選舉
新加坡國會選舉（暫定）
加拿大國會選舉
澳洲國會選舉

2025年主要政治日程

俄烏衝突料迎收官
烏難討回所失領土

●●馬斯馬斯克克（（左左））
與英國極右改與英國極右改
革黨黨魁法拉革黨黨魁法拉
奇會面奇會面，，承諾承諾
作大筆捐款作大筆捐款，，
被指圖插手英被指圖插手英
國內政國內政。。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俄烏衝突或以對烏不利俄烏衝突或以對烏不利
形式結束形式結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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