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整理

澳 洲 大 選 主 要 議 題

特朗普反覆無常的關稅政
策和 「美國優先」 的外交政策
引起澳洲民眾反感，他們擔心
特朗普將損害澳洲乃至全球經
濟。與特朗普風格和立場相近
的澳洲反對黨領袖達頓因此支
持率下跌，最新民調顯示執政
黨工黨有望勝選。

特朗普關稅

生活成本上漲是澳洲選民
最關心的議題之一。工黨計劃
通過減稅法案緩解通脹壓力，
反對黨聯盟黨則主張廢除減稅
法案，轉而提供電費補貼、一
次性稅務減免等。

生活成本上漲

澳洲住房供不應求的問題
長期存在，過去5年整體房價
上漲近四成。工黨承諾將首次
購房者的首付比例降至5%，
並在5年內新建120萬套住房。
聯盟黨提出允許首次購房者動
用部分退休金作為首付款。

住房危機

國際學生的學費是澳洲大
學重要收入來源，但澳洲主要
政黨稱，國際學生湧入導致淨
移民人數上升，是推高住房成
本的原因之一。工黨和聯盟黨
均承諾進一步上調國際學生簽
證費並限制新學生人數。

國際學生

【大公報訊】當地時間2日，阿爾巴尼
斯和達頓穿梭於澳洲各地，抓緊最後時機爭
取選民支持。阿爾巴尼斯前往昆士蘭州、維
多利亞州和塔斯曼尼亞州拉票。他表示，聯
盟黨根本沒有準備好組建政府， 「澳洲人民
應該得到更好的，而我會給他們更好的。」
他還提到，民調顯示還有很多未下定決心的
選民，工黨仍任重道遠。達頓前往南澳和西
澳，並表示儘管民調落後，他仍有信心贏得
選舉。他承諾，若聯盟黨上台，澳洲民眾的
生活成本將降低。

本次選舉將產生新一屆聯邦議會眾議
院，共計150個席位，還將選出40名聯邦議
會參議院議員。贏得至少76個眾議院席位的
政黨才能獲得組閣權。若單個政黨不能贏得
多數席位，則須與其他黨派或獨立候選人合
作。澳洲選舉委員會2日公布的數據顯示，
澳洲1800萬註冊選民中約560萬人已到提前
投票站投票，另外150萬人已通過郵寄選票
方式投票。參加選舉投票在澳洲是強制性
的，無故缺席將面臨罰款，因此澳洲投票率
一向很高。

「澳洲特朗普」不受歡迎
美媒表示，特朗普陰影籠罩着此次澳洲

大選，導致澳洲出現與加拿大類似的局面：
執政黨原本因未能解決國內經濟問題而民調

支持率落後，但特朗普的關稅威脅一定程度
上轉移了選民的視線；與此同時，模仿特朗
普的反對黨領袖變得不受歡迎，最終執政黨
支 持 率 實 現 反 超 。 澳 洲 民 調 機 構
RedBridge-Accent發布的最新民調顯示，
工黨以53%對47%的優勢領先聯盟黨。《悉
尼先驅晨報》和《世紀報》4月29日發布的
民調顯示，阿爾巴尼斯是選民心目中的最佳
總理人選，領先優勢達16個百分點。

達頓持保守價值觀，並且主張削減公共
開支、縮減政府規模，被視為 「澳洲特朗
普」 。特朗普對包括澳洲在內的盟友揮舞關
稅大棒，令達頓的個人形象也大打折扣。此
外，聯盟黨在政策上出爾反爾，曾提出讓聯
邦僱員結束居家辦公並裁掉4萬多名公務
員，但很快就因為輿論反對而取消計劃。這

讓選民難以信任達頓。
澳洲選民最關心的議題仍是生活成本上

漲。益普索澳洲主管埃爾古德指出： 「如果
你擔心生活成本相關的問題，你就一定會擔
心（特朗普）宣布關稅政策以來全球金融市
場的不穩定性和不可預測性。」 受特朗普反
覆無常的關稅政策影響，美股近期如同坐過
山車，澳洲退休基金也受到影響。根據民調
機構Resolve的調查結果，68%的澳洲民眾
認為特朗普對澳洲有害；35%的搖擺選民
說，因為特朗普，他們投票給達頓的可能性
下降。71歲的選民尤爾曼表示： 「選民想要
穩定，美國卻讓那樣的白痴掌權。」

澳兩黨均主張發展中澳貿易
阿爾巴尼斯採取穩定民心的戰術，告訴

選民： 「你們最不需要的就是一個動盪的政
府。」 為解決民生問題，工黨提出將首次購
房者的首付降至5%、通過減稅法案緩解中
低收入者壓力等措施。他批評特朗普加徵關
稅 「不是朋友應有的行為」 ，並強調將捍衛
澳洲利益，但在選前辯論中仍表示 「信任」
特朗普。達頓則試圖與特朗普拉開距離，聲
稱自己 「不夠了解」 特朗普。

澳媒指出，中國對於澳洲繁榮至關重
要，工黨和聯盟黨均主張盡一切可能發展中
澳貿易關係。 （綜合報道）

▲澳洲選民2日在布里斯班提前投票。
法新社

【大公報訊】據《聯合早報》報道：新
加坡3日舉行國會選舉，執政黨人民行動黨預
計將再次勝出，但得票率如何受到廣泛關
注。這是黃循財去年接替李顯龍擔任新加坡
總理以來，首次帶領人民行動黨參加全國性
選舉。1日，黃循財在競選期最後一天強調建
立執政團隊的重要性，並呼籲選民給他和他
的團隊一個機會。新加坡與其他多國一樣面
臨美國關稅威脅，黃循財表示，國家需要有
經驗、有能力的人執政。

黃循財1日到競爭激烈的榜鵝集選區和
反對黨工人黨控制的盛港集選區參加集會。
他呼籲選民在投票前冷靜考慮， 「如果你相
信在充滿不確定因素的時候，能最好服務新
加坡的政黨仍是人民行動黨，那麼請和我們
同行，支持我和我的團隊。」 他當日還首度
以總理身份發表勞動節演說，指出企業已經
感受到美國關稅戰的壓力，訂單被取消或推
遲，投資被暫時擱置。 「美國率先感受到了
（壓力），這種影響將波及全球，新加坡也

難以幸免。」
黃循財強調，面對當前的壓力，新加坡

需要有經驗和能力的人，在中國和美國的官
員之間建立起互信與密切的關係。他指出，
這些關係需要時間培養，不是一朝一夕就可
以建立的。

《聯合早報》表示，黃循財指的可能是
目前出任副總理兼貿工部長的顏金勇，後者
在此次選舉中被調到榜鵝集選區，面對工人
黨猛烈攻勢。

新加坡大選揭幕 黃循財首戰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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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美聯社報道： 「五
一」 國際勞動節當天，美國逾千城市爆發
反對總統特朗普政策的示威活動，數以十
萬計的美國民眾走上街頭，抗議特朗普濫
徵關稅、驅逐移民等政策。法國、德國、
西班牙等國亦舉行反對特朗普的集會，參
與者批評特朗普擾亂貿易秩序，並導致全
球極右翼思想抬頭。

約3000人參加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
的示威，要求彈劾特朗普。數千人在紐約
示威，譴責特朗普不尊重法治。芝加哥、

洛杉磯、亞特蘭大等地亦舉行示威。 「反
特」 抗議活動也蔓延至歐洲。法國工會領
導人譴責世界政治 「特朗普化」 ，並抗議
美國對歐洲軍事和貿易施加影響。法國極
左翼政黨 「不屈法國」 領導人梅朗雄指責
美國將歐洲推向衝突邊緣，並試圖在經濟
領域讓歐洲屈服。他說： 「如果北美市場
不再需要我們的產品，我們就賣給別
人。」

德國工會領導人警告說，日益高漲的
反移民情緒正在削弱勞動保護。西班牙的

勞動節遊行隊伍中也出現反特朗普標語。
來自馬德里的工人洛佩茲說，特朗普重返
白宮導致世界發生變化， 「極右翼勢力進
入美國這樣的國家，造成全球性的轉
變。」

古巴數百萬民眾1日參加遊行，要求美
國解除對古封鎖。

古巴工人中央工會總書記吉拉特說，
特朗普政府強化封鎖並將古巴列入 「支持
恐怖主義國家」 名單，企圖通過製造經濟
困難破壞古巴國家穩定。

澳洲3日舉行聯邦選舉，執
政黨工黨領袖、現任總理阿爾
巴尼斯民調支持率領先，有望
成為2004年以來澳洲首位贏得
連任的總理。澳媒指出，澳洲
面臨生活成本危機和美國總統
特朗普的關稅威脅，阿爾巴尼
斯表現出的政策連貫性有助於
安撫民心，而被視為 「澳洲特
朗普」 的反對黨聯盟黨領袖達
頓選情受到打擊。中國議題在
本輪競選活動中出現頻率不
高，雙方均主張盡一切可能發
展中澳貿易關係。

責任編輯：王可嘉 美術編輯：莫家威

【大公報訊】綜合韓聯社、
路透社報道：韓國政局動盪加
劇，代總統、國務總理韓德洙和
經濟副總理兼企劃財政部長官崔
相穆1日相繼宣布辭職，社會事務
副總理兼教育部長官李周浩2日零
時起代行總統職務。韓德洙2日正
式宣布參加新一屆總統選舉。

韓德洙1日下午發表對國民談
話，辭去代總統和國務總理職
務。其代總統任期於2日零時結
束，按照順位規定應由崔相穆接
班。但1日晚間，最大在野黨共同
民主黨主導的崔相穆彈劾案被提
交至國會全體會議，崔相穆隨即
辭職。在國務委員中順位排在第
四的李周浩將
在6月3日大選
前代行總統職
權 。 韓 媒 表
示，這是韓國
憲政史上首次
出現由順位第
四的國務委員
擔任代總統的
情況，可能引

發國務委員人數不足而無法召開
國務會議的爭議。

韓德洙辭職是為了參加總統
選舉。他2日宣布參選決定，並承
諾若勝選將全力推進修憲。

韓國憲法法院上月通過彈劾
總統尹錫悅的裁決，尹錫悅即刻
被罷免總統職務，韓國定於6月3
日提前大選。民調顯示，支持率
最高的是共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李在明。但韓國大法院1日推翻李
在明涉嫌違反《公職選舉法》案
二審無罪判決結果，為其總統競
選之路帶來不確定性。二審重審
將於15日首次開庭。尚不清楚該
案能否在大選前宣判。

韓德洙宣布參選韓國總統

澳洲今大選 特朗普關稅陰影籠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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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黨工黨領袖、
現任總理阿爾巴尼斯

•阿爾巴尼斯的戰術
是穩定民心，強調
澳洲應在未來幾年
有明確發展方向。

•致力於改善中澳關
係。他在選前辯論
中強調，中澳雙邊
貿易對澳洲經濟至
關重要。

•批評特朗普加徵關
稅 「不是朋友應有
的行為」 。

反對黨聯盟黨領袖達頓

•達頓主張 「變革」 ，競
選口號是 「讓我們帶領
澳洲回歸正軌」 。

•努力爭取澳洲華裔社區
支持，表示很樂意看到
中澳貿易額增加。

• 被視為 「澳洲特朗
普」 ，主張削減公共開
支和縮減政府規模，且
聯盟黨同樣出現政策反
覆無常的問題。這令達
頓的形象大打折扣，支
持率下降。

◀ 「澳洲特朗普」
達頓支持率下降。

路透社

▶澳洲總理阿
爾巴尼斯有望
連任。 法新社

▲美國民眾1日在丹佛抗議特
朗普的各項政策。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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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人士在柏林一家特斯拉門店外示
威，抗議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 路透社

全球多地示威 抗議特朗普政策

▶韓德洙1日辭去
韓國代總統和國
務總理職務。

美聯社

美國 古巴

德國

民生危機加劇 工黨支持率反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