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過修正版協議

隨着議會投票表決脫歐協議的臨近
，不少內閣官員和幕僚對形勢感到焦慮
，不斷向文翠珊施壓，呼籲推遲表決日
期，以避免在投票中遭遇慘敗以及政府
垮台。文翠珊10日上午召開緊急內閣會
議，終於做出讓步，宣布推遲投票日期
。投票將於下周甚至是一月上旬舉行，
而最後日期是1月21日。此消息一出，英
鎊匯率跌到了18個月以來的最低點。

傳文翠珊再赴布魯塞爾
本港時間周一晚間，英國兒童和家庭

政務次官納齊姆．扎哈維表示，文翠珊將
重回布魯塞爾，與歐盟重新商討愛爾蘭邊
境保障措施。為爭取在脫歐協議草案上的
共識，英國議會經過了數日辯論，首相文
翠珊也發動內閣成員積極拉票，但收效甚
微，仍有大比例的議員表示反對。

上周末，外界一度傳出表決可能被
推遲，以爭取更多時間游說議員，但都
遭到當局否認。消息人士指，文翠珊曾
對身邊助手承認，投票已勝出無望，但
仍希望努力到最後一刻。文翠珊在過去
的這個周末馬不停蹄地展開游說，她致
電多位保守黨反叛議員，警告工黨領袖
郝爾彬可能上台。同時，她又致電歐盟
各領導人，希望歐盟同意修改協議草案。

政治觀察人士指，文翠珊推遲投票
表決，是一個比較現實的做法，能爭取
更多時間尋求解套方案，包括爭取保守
黨反叛議員和在野黨的中間派議員，但
能否得到理想結果仍是未知數，現在只
是把 「危機」往後擱置。

工黨摩拳欲取而代之
事實上，與文翠珊仍在極力挽救脫

歐協議草案不同，許多政黨人士認為脫
歐已經走入死胡同，各方也開始為脫歐
尋求出路。

媒體引述保守黨消息稱，45名議員
預計在本周提交對文翠珊的不信任函，
以觸發重新選舉黨魁，預料脫歐領袖前
外交大臣約翰遜，以及前脫歐事務大臣
藍韜文等人將參加角逐，他們均批評文
翠珊的脫歐協議草案讓步過多，必須重
新與歐盟談判。

保守黨官員亦提出避免危機的備選方
案。就業及退休保障大臣盧綺婷表示，國
家需要一個 「B計劃」，包括二次脫歐公投
、挪威模式加強版等。內閣辦公室部長李
達德、大法官兼司法大臣郭達瑋也支持舉
行第二次脫歐公投。工黨影子脫歐事務大
臣施紀賢早前稱，如果脫歐協議草案被議
會否決，工黨將對文翠珊政府提出不信任
動議，並準備組建少數派政府，為脫歐提
供替代方案，包括讓英國繼續留在歐盟
的關稅同盟內。

歐盟：反悔還來得及
另一方面，歐洲法院10日做出緊

急裁決，指英國可以單方面撤回脫歐
的決定，毋須得到其餘歐盟成員國的
同意，也被視為向英國脫歐提供了
另一條出路。實際上，英國一直有
聲音呼籲當局放棄脫歐，前首相貝
理雅、馬卓安曾多次表示， 「英國
要反悔還來得及」。

分析人士認為，雖說撤回脫歐
是一個選項，但脫歐是2016年全民
公投的結果，主動撤回無疑將背上
背叛民主和民意的罪名，除非舉行
二次公投，得到人民授權，屆時叫
停脫歐才會出師有名。

英國民調機構發現，今年下半
年以來支持留歐的比例正逐月增長
，隨着脫歐時間的臨近，支持率已
經過半，最新民調結果顯示，有
52%的受訪者認為，英國應繼續
留在歐盟內，還有近一半受訪者
認為，文翠珊的脫歐協議草案不
是一個好協議。

脫歐協議難過關 文翠珊推遲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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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支持脫歐的民眾在倫敦遊行 路透社▲9日，支持留歐的人士出席活動，呼籲進行再次公投 法新社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報道：根
據瑞典智庫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
所（Sipri）10日發布的報告，俄羅斯如
今已取代英國，成為全球僅次美國的
第2大武器生產國。

Sipri高級研究員西蒙．韋澤曼於聲
明中表示：「自2011年來，俄羅斯軍火
商的軍售量大幅增長」，「這呼應俄羅
斯增加軍費支出，以現代化武裝部隊
的行動」。在去年全球軍火生產暨軍
事服務業者的 「百強」名單中，10家
企業屬俄羅斯所有，軍售額佔全球的
9.5%，銷售總額為377億美元（約2946
億港元）。俄羅斯因此擠下久居亞軍
之位的英國，成為第2大武器生產國。

美國依然名列榜首，擁有42家軍
火企業，去年軍售額增長2%，達到
2266億美元（約17706億港元），佔百
強軍售總額的57%。去年全球軍售霸主
為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銷售金額
為449億美元（約3508億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金剛石─

安泰公司去年銷售額增長17%，達到86
億美元（約672億港元），而首度躋升
十大軍火商之列。根據報告，西歐最
大武器製造商英國跌至全球第3位，
銷售額為357億美元（約2790億港元）
，英國航太系統公司（BAE Systems）居
百強榜的第4位。

軍火生產美仍稱霸 俄取代英居第二

▲俄羅斯S-300地對空導彈系統發射
導彈 路透社

【大公報訊】據CNN報道：美國
有線新聞網（CNN）9日引述消息
人士表示，根據沙特阿拉伯記者卡
舒吉遇害過程錄音的文字紀錄，他
生前最後時刻連說三句 「我不能呼
吸了」。該人士稱，事件並非是由

於勸說卡舒吉回國失敗而引發的
意外，而是預謀殺人。

消息人士稱，已閱讀文字紀

錄的翻譯版本，記載卡舒吉被鋸子肢
解的聲音，並顯示他曾作出反抗。該
人士還稱，事發時有人多次打電話報
告進度。CNN表示，土耳其官員認為
電話是打給沙特政府高層的。

根據紀錄，卡舒吉當時認出一名
小隊成員，並詢問對方為何前來，而
沙特前外交官、王儲本．薩勒曼的親
信穆特雷回答 「你需要回國」。之後
卡舒吉說： 「你不能這樣做，有人在
外面等我。」紀錄還顯示，沙特內政
部法醫專家圖拜齊曾建議其他人帶上
耳機聽音樂。

不過，另一了解調查進度的人士
透露，穆特雷和圖拜齊否認曾打過任
何電話。

另外，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5日表
示，要求引渡被認為是暗殺小隊成員
的沙特前副首長阿西里和沙特王室前
顧問卡塔尼，但沙特外長朱拜爾9日拒
絕了引渡要求。

卡舒吉最後一句話：我不能呼吸了英下院表決脫歐協議流程

通過 否決

修正內容是否能與
原本協議協調

能 不能

政府引入立法，協議
於明年3月29日生效

政府有21天時間採
取下一步行動

六種可能

無協議脫歐
如果議會無法確定
需要何種脫歐協議
，且第二次公投沒
有佔大多數的立場
，那麼英國將在
2019年3月進行硬
脫歐。

再次談判
與歐盟重啟談判，
如歐盟對協議進行
修改，協議便可再
入議會進行表決，
但這要得到所有歐
盟成員國的同意。

議會第二次表決
原則上在一次會議
期間，議員不得就
同一問題兩次投票
。但如協議作出修
正，就可重回議會
接受表決。

啟動大選
為打破僵局，文翠
珊可能宣布提前大
選，改選英國下議
院的全部議席，為
脫歐掃除障礙。

第二次公投
文翠珊曾強調不會
有第二次脫歐公投
，但如協議被否決
，議會反對無協議
脫歐，第二次公投
將是最後選擇。

對文翠珊發起
不信任投票

部分保守黨員及反
對派可能向文翠珊
發起不信任投票。
但工黨還未確認立
場，表示要視乎投
票結果，和其他政
黨討論再行評估。資料來源：BBC、《衛報》

英國議會原訂於11日對脫歐協議草案表決，外界普遍預料投票無法
獲得通過。首相文翠珊10日召開緊急內閣會議，後宣布推遲投票日期。
而各方也正在為脫歐尋求出路：執政保守黨醞釀重選黨魁，在野工黨計
劃組建少數派政府，歐洲法院則緊急裁定英國可單方面撤回脫歐決定。

◀英國首相
文翠珊

法新社

歐洲法院給台階 允英單方面撤回決定

大公報駐倫敦記者 李 威

俄羅斯與烏克蘭因刻赤海峽衝突
引發的緊張關係仍在升級。面對烏及
西方國家的聯合施壓，俄未有絲毫妥
協，被扣押的烏方艦船和人員迄今沒
有獲釋。為顯示與俄徹底決裂，烏單
方面廢除了俄烏友好條約，宣布將領
海範圍從國際公認的十二海里擴展至
二十四海里，並授權軍方可對潛在攻
擊者先行開火而無需警告。美也派出
軍機、戰艦巡航，給烏撐腰打氣。

總體看，雙方對峙仍是一場 「口
水戰」 。俄烏軍事實力差距巨大，烏
不會輕易以卵擊石，挑起與俄的大規

模軍事衝突。美軍機、戰艦也只是擺
擺樣子，顯示一下姿態。美無意對俄
追加新的制裁，即使美提議制裁，也
很難獲得歐洲盟友的認可，法、德已
明確表示反對加大對俄制裁，不希望
事態擴大化。一陣喧囂過後，一切仍將
回歸平靜，只剩下烏克蘭自品苦果。

實際上，俄烏決裂早在烏克蘭政
變、俄收歸克里米亞主權時就已發生
。就廢除俄烏友好條約，波羅申科稱
「有一定象徵意義」 。對俄烏關係而

言，烏看似果決的廢約行動，其實也
只剩下了 「象徵意義」 。

烏方廢約，旨在進一步向美歐宣
示其 「西向」 的決心，以換取西方在
烏 「加盟入約」 上採取更積極的態度
。但西方並未被烏的誠心所打動， 「
加盟入約」 顯然時機不成熟，至於烏
方所渲染的 「全面戰爭」 威脅，北約
秘書長日前承諾，如果一旦出現俄進
攻烏的跡象，北約會派兵維護烏克蘭
領土完整，算是給烏吃了顆 「定心丸
」 。但對俄而言，只要烏不加入歐盟
和北約，兩國間就不會兵戎相見，這
是最終底線，烏方擔憂實在是多慮。

處境最尷尬的仍然是處於大國對

峙夾縫中的烏克蘭。作為一個很難完
全主宰自己命運的弱小國家，最佳策
略是巧妙周旋於大國間，兩邊通吃，
左右逢源。但烏卻執意要站隊，走出
一條對自己最糟糕的道路。自蘇聯解
體後，烏國內親西方勢力就一直把加
入北約和歐盟作為目標，為此不惜得
罪同宗同源的俄羅斯，策動 「顏色革
命」 ，最終令國家四分五裂。

其實，對烏方投懷送抱，歐盟、
北約態度一直很明確。西方需要一枚
制衡俄羅斯的棋子，將其作為兩大衝
突陣營中間的緩衝帶，但不想將其完

全納入自己的懷抱，以免與俄徹底攤
牌。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甚至公開表
示，烏克蘭在未來二十至二十五年都
不會成為歐盟和北約成員。歐洲的拒
絕，似乎並未影響烏克蘭 「西向」 的
熱情的 「加盟入約」 的一廂情願。

常言道，你永遠都無
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
除非他自己決定醒來。
如果烏克蘭依然沉醉在 「
加盟入約」 夢幻中不肯醒
來，未來恐將付出更慘重
代價。

俄對烏政策的最後底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