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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金融貪婪示威

美國經濟不景，捱餓的人愈來愈多，和經濟實力日
增的中國成強烈對比。蓋洛普最新一項民調顯示，美
國本年有19%受訪者表示難以取得食物「開飯」，遠高
於2008年的9%；相比之下中國只為6%，比2008年的
16%大幅減少。

「憂食」比例遠超中國
調查員於2007至2011年間，每年電話或當面訪問

4,100名中國成年人及約1,000名美國人，得出以上結
果。圖表顯示，3年間中美「開飯難」曲線呈交叉趨
勢，中國曲線呈下降趨勢，而美國曲線呈上升趨勢，
中美兩個國家的曲線在2009年初交叉。

■《洛杉磯時報》/《赫芬頓郵報》

「佔領行動」蔓延多國
英國
■倫敦舉行「佔領倫敦金融交易所」運動，逾

千人響應

新西蘭
■奧克蘭、基督城及惠靈頓均有遊行，約

3,000人參與，抗議企業貪婪

澳洲
■悉尼及墨爾本分別有約2,000人及1,000人抗

議，不滿政策向美國及企業傾斜

日本
■數百人響應「佔領東京」，主要表達反核訴

求，向政府及東電表示不滿

韓國
■近千人於首爾聚集，抗議社會財富不均，高

呼「我們是99%韓國人」

加拿大
■渥太華、溫哥華及蒙特利爾等至少15個城市

爆發示威，要求縮窄貧窮懸殊

德國
■柏林、法蘭克福、科隆、慕尼黑等城市有示

威，抗議企業霸權及社會不公

意大利
■羅馬及米蘭有大批示威者不滿政府緊縮措

施，向總理貝盧斯科尼宣洩憤怒

■路透社/《每日電訊報》

一場最初僅由數十名大學生發起的「佔領

華爾街」運動，昨日由美國蔓延至全球近千

個城市，日本、澳洲、英國、加拿大等逾80

個國家紛紛有民眾舉行「佔領」示威，抗議

金融機構貪婪無道，少數人壟斷大部分財

富，要求還富於民。

示威組織日前在網上號召昨日舉行全球「佔領」運
動，獲全球82個國家、逾950個城市響應。示威

活動率先在新西蘭及澳洲悉尼、墨爾本爆發，近3,000
人於奧克蘭敲鑼打鼓，抗議企業貪得無厭，首都惠靈
頓及先後經歷多次地震的基督城也有過百人響應。

亞太多國民眾響應
在澳洲悉尼，約2,000人於澳洲央行及多家商業銀行

林立的市中心廣場聚集，抗議生活指數極高，富人勾
結，政策向美傾斜，要求政客為人民謀真正民主。墨
爾本亦有約1,000人舉行和平抗議。

亞洲示威活動聲勢較弱，日本有上百民眾響應「佔
領東京」運動，於東京日比谷公園遊行至銀座，除抗
議金融霸權外，亦表達反核訴求。示威者遊行至東京
電力公司門外，高叫反核口號，不滿政府及東電處理
福島核事故不力。韓國首爾有近千名示威者遊行，高
舉「我們是99%韓國人」標語，近30個團體計劃在金
融街舉行兩天示威活動。

歐洲亦有多國民眾響應，德國法蘭克福、英國倫
敦、意大利羅馬及米蘭等示威者各有訴求，包括要求
政府停止緊縮政策，宣洩對歐債危機的不滿。加拿大
至少15個城市響應示威，包括渥太華、溫哥華等主要
城市，數以千計示威者希望財富能公平分配，不致有
人於富裕社會仍三餐不繼。

美歐警民激烈衝突
在紐約曼哈頓，警方前日延遲清潔大本營祖科堤公

園，大批示威者隨即舉行「勝利大遊行」。但他們離開公
園後突然改變路線，試圖衝擊華爾街，警方出動大批警
車追趕，但被示威者輕易突破防線，他們在紐約證交所
門外，一面揮舞掃把，一面高叫「掃除華爾街」口號。

示威者離開華爾街時與警方爆發激烈衝突，有人投
擲水樽及垃圾，警方揮舞警棍還擊，多輛警察電單車
倒在路邊，場面極為混亂。警方拘捕近20人，有示威者
聲稱運動和平進行，警方無理拉人只是想發洩怨氣。

意大利首都羅馬昨日響應「佔領華爾街」運動，其
間有示威者焚毀兩部汽車及打爛商店櫥窗。遊行路線
至少兩處起火，部分示威者走入酒店暫避，示威者聲
稱暴力事件是由蒙面的激進分子所為。有示威者於國
防部附屬大樓縱火，警方施放催淚彈及水炮驅散人
群。衝突大部分於鬥獸場附近爆發，至少1人受傷。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每日電訊報》/《悉尼先驅晨報》

「阿拉伯之春」席捲中東及北非，美國的一場

「佔領華爾街」運動，也蔓延全球近千城市。「佔

領」運動能迅速蔓延，皆因示威者擁有共通點—

不滿歐美社會「1%」少數分子壟斷財富。現時美

國經濟未見起色，歐債危機愈演愈烈，歐美政府

須謹慎應對，否則由「99%」絕大多數組成的示威

活動或會持續不斷，甚至演變成歐美版「阿拉伯

之春」。

多個地方示威者昨日走上街頭，響應「佔領華

爾街」運動，這反映了歐美地區金融機構長期

「冇王管」，貧富懸殊加劇，社會財富不均，青年

及中產階級苦無出頭天，甚至三餐不繼，被壓得

喘不過氣來。事實上這正是當初突尼斯、埃及青

年走上街頭的原因。現時歐美青年失業嚴重，正

和突尼斯、埃及如出一轍。

今日「烏合之眾」 來日恐成「系統」
但歐美社會結構、政制文化畢竟和中東不同，

是次席捲歐美的「佔領」運動如何發展，是大眾

關注的看點。事實上，示威者「結束財富不均」、

「結束金融霸權」等口號虛無縹緲，不排除成為政

黨騎劫對象，例如成為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爭鬥的

犧牲品。

然而，昨日的全球示威活動只是一個警示，若

歐美經濟持續不景、失業率高企、通脹率飆升，

「佔領」運動隨時能持續數年甚至更長時間。今日群龍無首

的示威運動，不排除他日變得更有系統及目標，為歐美社會

造成更大威脅。 ■邱家威

歐盟總部示威 抗議偏幫大鱷

佔領倫交所 阿桑奇現身

梅鐸演講遭「踩場」

英國倫敦有逾千民眾響應「佔領華爾街」
運動，昨日於倫敦金融交易所外聚集，抗議
政府緊縮政策及社會不公。示威者帶備帳
篷，揚言要效法美國的長期抗爭。正在保釋
期間的「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亦在倫
敦參與示威。

召集萬五網民 預備持久戰
逾1.5萬名網民前晚響應「佔領倫交所」

運動，示威主辦組織聲稱，有5,000人確定
參與。逾千民眾昨日於聖彼得大教堂外聚集
後，舉步前往倫交所及高盛倫敦總部的帕特
諾斯特廣場。

示威者手持鼓及吉他，高呼「高盛是魔鬼」

及「不要削支」，於警方包圍下和平遊行，
鄰近的地鐵站暫時關閉。

「佔領華爾街」被批評缺乏清晰目標，倫
敦示威組織強調有特定訴求，稱行動是要以
民意表達對金融體系的不滿，要求建立更美
好未來，撤銷緊縮措施、消除社會不公、高
失業率及無視民意的政府。組織稱這是「尋
求真正民主」的全球活動。

示威者帶備日用品及帳篷抵達廣場，揚言
採取「佔領華爾街」運動形式，在廣場長時
間逗留。然而，帕特諾斯特廣場屬私人擁
有，警方稱已提高戒備，若有示威者於廣場
紮營，將採取行動。 ■路透社/《獨立報》/

《衛報》/英國《金融時報》

傳媒大亨梅鐸前日在三藩市參與教育論壇
演說，遭「佔領華爾街」示威者擾亂多次打
斷發言。而新聞集團先後陷入竊聽和「鱔稿
賣廣告」醜聞，梅鐸家族壓力大增，加州公
務員退休基金(Calpers)和英國資產管理公司
Hermes Equity Ownership Services（HEOS）
等都表示，要將梅鐸等人踢出董事會。

梅鐸前日發表演說，談論科技在公共教育
體系上的重要，期間不停被示威者打斷，有
示威者批評梅鐸意圖從公共教育體系謀利，
約6名示威者被驅逐離場，無人被捕。梅鐸

未有受驚，更指事情具爭議才更有趣。

新聞集團股東 要踢梅鐸出局
另外，新聞集團將於本月21日舉行周年大

會，擁有新聞集團145萬股份的Calpers表
示，將不會投票支持梅鐸家族成員重選，原
因是希望選出新的獨立董事會成員，令董事
會「年輕化」；HEOS和企業管治監察機構
(ISS)也呼籲投資者合力踢走梅鐸。不過，梅
鐸家族擁有40%投票權，要在周年大選叮走
他們並非易事。■美聯社/路透社/《獨立報》

近6,000民眾昨日於歐盟總部布魯塞爾聚集，舉行反緊縮措施
示威活動，表達對歐盟及歐洲央行等機構的不滿。儘管歐盟執
委表示願意對話，但民眾斥責歐盟惺惺作態，紓困措施只是為
資本家考量，不能代表民眾利益。

來自歐洲各國的示威者大部分為失業勞工，當中帶頭的西班
牙失業勞工，不滿當局為紓緩債務危機，實施緊縮政策，苦果
要由普羅大眾承擔，他們展開1,500公里長征，步行將近3個月，
日前抵達布魯塞爾。荷蘭及德國等國民眾亦加入聲援。

歐盟就業及社會事務專員安多爾表示願意與示威代表會晤，
討論就業與勞工失業等方面的問題，但來自西班牙的非政府組
織「現在真正的民主」成員托雷特表示，問題在於歐盟與歐洲
央行等機構並非由民主機制產生，其實行的緊縮措施卻要大多
數歐洲民眾買單，歐盟根本不能代表廣大民眾利益。

候任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昨日表態支持全球響應「佔領華爾
街」運動的青年。他表示，連成年人也對危機感到憤怒，青年
對金融世界感到憤怒「是正確的」。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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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美國人「開飯難」

■正在保釋期間的
「維基解密」創辦
人 阿 桑 奇 ， 現 身

「佔領倫交所」運
動。 法新社

■澳洲墨爾本示威者高舉標語：「錢越多，
問題越多」。 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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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社

■瑞士響應反金融霸權運動，示威者手舉標語：「如果馬
克思在世，他可能會說︰看，我早告訴你了。」 路透社

加州 澳洲

首爾

瑞士

倫敦

東京

■法新社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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