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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德國第二大政治力量。

這基本符合過去一年的民調預期，也反映了移民

問題早已成為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熱點問題。這次選

前辯論，無論主題是經濟，還是社會公正，所有參選政

黨領導人，都多多少少會扯上移民問題。魏德爾更是將

經濟等問題與移民，以及政府應對失當關聯起來，贏得

了不少選票。

過去半年德國發生了一連串移民傷人案。在這些

惡性案件中，至少有兩起系近兩年年才來德國申請避

難遭拒的凶嫌所，導致社會恐慌情緒蔓延。更為誇張的

是，去年4月，德國穆斯林還在漢堡發起抗議活動，要求

終結德國民主政府的“法西斯獨裁統治”，建立一個教

法治國的神權政權“德國哈裡發國家”。

在這種背景下，魏德利用部分德國民眾對移民帶

來的社會安全問題的擔憂，主張重塑德國移民政策體

系，並推出了“再移民”政策，大規模遣返罪犯和非法

移民，嚴控邊境，在不少選民中產生共鳴。

值得注意的是，除反移民標誌性議題外，德國選擇

黨還主張經濟改革，放棄歐元，恢復使用德國馬克；終

止能源轉型，拆除風力渦輪機，恢復核能和化石燃料，

否認人為因素導致氣候變化；解除對俄經濟制裁，恢復

雙邊正常貿易關係，修復北溪2天然氣管道；削弱歐盟

權力，恢復國家主權，以鬆散貿易聯盟取代歐盟，反對

歐洲一體化；質疑北約存在的意義；限制墮胎權利，支

持傳統家庭價值觀，僅在特殊情況下允許墮胎，等等。

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正在歐洲崛起

就在德國聯邦議院選舉前夕，特朗普政府要員動

作頻頻，加大了對德國選擇黨的扶持力度。這次德國選

舉，美國被指有幹預之嫌。2月14日，距德國大選僅剩9

天，美國副總統萬斯在參加慕安會期間在下榻的賓館會

見了魏德爾，雙方討論了俄烏衝突、德國內政，以及言

論自由等問題。

他在慕安會演講時，還呼籲結束與極右翼政黨對

話的長期禁忌，批評將德國選擇當排除在政府之外忤

逆要求加強邊境管控的民意，強調“民主是建立在重

視人民呼聲的神聖原則之上的。沒有防火牆的存在空

間。”所謂“防火牆”，指的是德國主流政黨為了抵禦極

右翼政黨，歷來有不與極右翼政黨合作的政治禁忌。

萬斯的言論遭到了德國一眾高官的激烈抨擊。這

也不足為怪。在德國選戰的關鍵時刻，作為美國副總

統，萬斯撇開現任總理朔爾茨不見，卻會見了德國政壇

唯恐避之不及的極右翼政黨領導人，有為德國選擇黨

站台拉選票之嫌。

迄今為止，德國選擇黨的粉絲總體上是東強西弱。

一方面，由於統一後東德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就業機會

不如西德，加之，主流政黨在東德地區根基不深，德國

選擇黨提出的口號在東德地區選民中頗有市場，特別

是在農村地區表現更為亮眼。另一方面，德國選擇黨在

西德地區的支援度較弱，但得益於反建制言論近些年

也發展迅速，尤其在工業衰退的老工業基地。    

必須看到，西方世界日趨兩極分化，右翼民粹主義

政黨正在歐洲崛起，德國選擇黨得票率上升既反映了

歐洲國家一個更廣泛的趨勢，也是德國社會兩極分化

的象徵。移民問題、能源危機、經濟低迷、物價上漲，以

及執政黨治國理政乏善可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體壓

力增大，給極右翼勢力發展壯大創造了條件。

毫無疑問，在德國這樣一個有納粹歷史教訓的國

家，德國選擇党要修成正果絕非易事，受到制度性排

斥。德國選擇党已發展成為一個極右翼、民粹主義和本

土主義政黨，其總部及其三個地區分支已被德國安全

部門確認為“極端主義組織”，這意味著他們正因反自

由民主而受到監視。

當然，這也要看候任總理默茨能否組建穩定執政

聯盟，化解移民危機，突破經濟困境，為德國經濟和社

會挑戰提供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從某種角度看，德國

選擇黨的崛起，與其說是該党的成功，不如說是主流執

政黨災難性的表現。誠如《明鏡》週刊所指，“持續的

爭吵導致很多人總體上不再相信建制派政黨能夠解決

問題，這讓德國選擇黨受益，其核心敘事之一，就是建

制派政黨無能、無視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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