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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祿倡公投定去留 逾50團體今圍總理府

示威發言人阿卡納指，示
威者只會包圍總理府，若

今日仍未能推翻政府，反政府行動將
「鳴金收兵」，各示威領袖亦會向警方
自首。執政為泰黨發言人表示，政府有
力控制局勢，提醒素貼要遵守諾言，在
示威完結後向警方投案。

損下議院認受性 或60日內大選
民主黨昨投票通過153名下議院議員集
體請辭，前總理阿披實稱，此舉是因現政
府治下的下議院不再具合法性，敦促政府
應「順應民意，還政於民」。分析指，民
主黨議員請辭雖不會影響為泰黨控制下議

院和通過法案的能力，但無疑損害
下議院的認受性。

英祿表示希望舉辦人民論壇，探討反
對派提出的建議，若最終依然無法達成
共識，便應舉行全民公投，由民意決定
如何化解當前僵局，以及制定清廉及公
平的選舉辦法。英祿指，反對派提出的
人民議會不符合憲法，並會影響泰國形
象和社會信心，故須透過公投確認提案
是否獲大眾支持。
英祿又強調並非戀棧權位，聲言若民
意要求她下台，她願意辭職，又指一
旦解散下議院，會按照憲法規定，在

60日內舉行大選。她警告若反對派不接
受方案，只會令僵局持續，損害前景。

他信首開腔回應示威
前總理、英祿的兄長他信昨在社交網

站facebook首度回應示威，寫道：「泰
國政治很野蠻，說我不忠於王室的指控
令我很難受。人們擁戴我或討厭我是他
們的權利，但他們不應由騙子帶領……
或稱我有野心想當總統。」

逾4成人認為示威無助改變政局
反政府示威進入關鍵時刻，最新民調

顯示，42.42%受訪者認為今日的示威不
會為泰國政局帶來轉變，批評政壇兩極
化及政客缺乏道德；只有29.82%人認為
示威者的最後通牒會改善政局，27.76%
認為亂局無解決方法。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曼谷郵報》/泰國《民族報》

連日示威令外界質疑泰國政府管治和應
變能力，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帕拉多恩
昨邀請各國駐泰外交官今日前往總理府，
觀察泰政府以非武裝及和平方法應對大規
模示威。然而各國態度謹慎，截至當地時
間昨晚6時，只有柬埔寨和馬來西亞表明出
席。
鑑於示威可能造成曼谷交通嚴重受阻，

政府昨呼籲旅客應提早前往機場。素萬那
普國際機場呼籲上班族乘搭機場快線，避
開擠塞。 ■《曼谷郵報》/泰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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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最後一口氣靠自己
南非媒體昨報道，曼德拉的維生儀器在去世

當日傍晚被拔走後，他在彌留之際自行呼吸一
至兩小時才安詳離世，可見他在人生最後時光
仍然堅毅。
曼德拉將近離世時，家人急召長孫曼拉回到

約翰內斯堡見祖父最後一面，聚集寓所的除家
人、摯友及宗教領袖外，還有執政黨非洲人國
民大會的元老，他們分成兩至三人一組，到床
前與曼德拉道別。據悉，曼德拉去世前數月已
不能說話。 ■法新社

七人欖球賽默哀致敬
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生前熱愛體育，更透過舉

辦欖球賽打破黑人和白人間的隔閡，令欖球運
動在南非人心中有重要地位。正在南非舉行的
國際七人欖球賽前日舉行悼念儀式，由南非代
表隊帶領其餘15隊參賽隊伍和現場2.7萬名觀
眾，一起向這位追求種族平等的戰士致敬。
悼念儀式在以曼德拉命名的球場舉行，16隊

參賽隊伍的球員站在球場中央，與觀眾一同頌
唱南非國歌、進行1分鐘默哀及觀看一段向曼
德拉致敬的紀念短片。場內所有觀眾一起揮舞
國旗和標語紀念曼德拉，一名男孩更舉起大字
牌，上面寫有曼德拉名句：「生命最大榮譽並
非永不倒下，而是每次倒下也能站起來。」

■美聯社

泰國反對派號召今日發動100

萬人大遊行，示威領袖素貼將率

領逾50個團體會師總理府，為

推翻英祿政府發動「最後一

擊」。在野民主黨昨宣布153名

國會議員全部辭職，為示威造

勢。總理英祿昨則發表電視講

話，提出舉行公投決定國家去

向，重申願意解散下議院及舉行

大選，但前提是反對派須承認選

舉結果。

新加坡年初罕見有數千人示威，反對政府提出
引入更多新移民，搶走本地人飯碗。國家發展部
長許文遠日前在網誌撰文，稱政府將推出新措
施，規定組屋區租給外國人的比例上限，以保持
「新加坡特色」。分析指，組屋租金較私人單位
相宜，措施將影響僱用外國人的企業。
建屋發展局表示，措施只適用於出租一整層組
屋，只租一個單位的不受限制，馬來西亞人因文
化相近，也受豁免。政府統計出租給外國人的組
屋，佔全部組屋的平均比例約4%，不過部分組
屋區的比例達18%。
組屋只有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可以購買，外
國人可租一整層組屋或一個單位。國會議員胡美
霞稱，為免生活方式差異造成新加坡人與外國人
關係緊張，應限制外國人租組屋的比例。
這次並非新加坡政府首次針對外國人推出限制
租屋的政策，3月國家發展部將外國人租組屋的
年限從最長3年，減至1年半。 ■中央社

烏克蘭抗議叫停與歐盟貿易談判的示威持續，反對派昨日
聲稱有100萬人響應號召參與示威，美聯社記者則估計最少
有50萬人在基輔市中心的廣場聚集。有示威者推倒位於基
輔市內的列寧紀念像後，再用鎚子破壞紀念像。警方警告若
示威者佔領政府大樓，將採取行動驅趕。
示威者在基輔獨立廣場集會，有人佩戴頭盔，為一旦與防暴

警察衝突做好準備。歐洲議會外務委員會主席布羅克表示，歐

盟會考慮懲罰對示威使用武力的人士，向他們發出旅遊禁令。
分析指，總統亞努科維奇上周五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閉門

會議期間，俄方可能利用向烏國提供廉價天然氣和數十億美元
救助金，利誘烏國簽訂關稅同盟協議，雙方官員否認達成協議。
烏克蘭央行儲備上月底僅餘188億美元(約1,457億港元)，
按月銳減9%。連日示威衝擊債市，本幣匯率受壓。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烏克蘭百萬人上街示威

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前，美國民眾對中國等新
興市場的產品需求增加，刺激全球經濟持續向
好，美國被普遍經濟師認定為「最終消費者」。
然而海嘯過去數年，美國漸漸成為新興市場的競
爭對手，以往推動全球經濟的模式恐不復再。
美國經常賬赤字創1999年最低水平，近年積極

開發頁岩氣，大幅減少能源入口。2007年其非石
油產品及服務進口比例，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約
14%，但之後比例無再增加。
美銀美林高級國際經濟師雷斯稱，美國經濟以

往每增長1個百分點，便會帶動其他地方增長0.4
個百分點；但現時只能推動其他經濟體增長0.3個
百分點，貢獻全球經濟幅度減至480億美元(約
3,722億港元)，故認為美國經濟強勁依然對全球增
長重要，但推動力大不如前。 ■彭博通訊社

星擬限外國人租組屋比例 美變新興國對手
全球經濟推動力減

■■示威民眾擠滿基輔的獨立廣場示威民眾擠滿基輔的獨立廣場。。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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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媒：葬禮是圈套
迫魯哈尼見奧巴馬
伊朗《世界報》昨以「撒旦設下陷阱，今次
在約翰內斯堡」為題，警告曼德拉葬禮是個
「陷阱」，若伊朗總統魯哈尼赴會，將被迫與
「大撒旦政府首領」(指美國總統奧巴馬)會面。
曼德拉在1992及1999年到訪過伊朗，伊朗未

公布出席葬禮代表。魯哈尼及外長扎里夫早前
均對曼德拉逝世表示悲痛。 ■法新社

南非昨日舉行全國祈禱日，為長
達一周的悼念活動揭開序幕。南非外
長馬沙巴內稱，目前有59名國家元
首或領袖確定出席本周的追悼活動，
包括美國總統奧巴馬及3名前總統、
法國總統奧朗德等。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洪磊昨表示，中國國家副主席李源
潮，將作為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特別代
表出席葬禮。英國政府稱，首相卡梅
倫會出席明日的官方追悼會，王儲查
爾斯會代表英女王出席下周日的國
葬。

靈柩周六運故鄉 周日出殯
總統府部長沙巴納前日公布曼德

拉葬禮具體安排，多國政要明日將出
席在約翰內斯堡足球城球場的官方追
悼會。美國前總統卡特、小布什及克
林頓會帶夫人出席；巴西總統迪爾瑪
及4位前總統亦會到南非。
由於追悼會屬公開性質，預料會

有大批民眾參與，當局強調所有紀念
活動都有現場直播，希望民眾不要一
窩蜂湧往球場，以免發生意外。而從
後日起，公眾可一連3日瞻仰曼德拉
的遺容；周六，靈柩會運到曼德拉位
於東開普省的故鄉庫努村；周日，他
所屬的滕布部落會為他舉行傳統葬
禮。
據報在曼德拉彌留之際一直無現

身的第二任妻子溫妮，昨身穿黑色喪
服，出席現任總統祖馬主持的一場祈
禱會。祖馬在約翰內斯堡一個白人社
區的循道公會教堂主持祈禱，呼籲民
眾哀悼之餘，亦應衷心慶祝曼德拉不
平凡的一生，溫妮與孫兒坐在教堂
內，神色哀傷。除南非的教堂外，英
國聖公會坎特伯雷大主教韋爾比，亦
在千里之外的倫敦主持了紀念儀式。
曼德拉家族前日發表聲明，感謝

外界對曼德拉的追思，形容其離世令
家庭失去支柱。上千民眾繼續在曼德
拉寓所外悼念，警方用以阻隔人群的
鐵馬上放滿了花圈、旗幟、照片和紀
念字條。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一張相信是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生前與曾孫的最
後合照前日曝光。該照片攝於5月，曼德拉一臉慈
祥地坐在約翰內斯堡寓所的扶手椅上，微笑看着
年約3歲的曾孫萊瓦尼卡，場面溫馨。
照片由曼德拉孫兒、萊瓦尼卡父親恩達巴拍

攝，他稱當時有預感「這可能是兩人最後一次合

照」。
恩達巴憶述當日帶着兒子探望曼德拉，曼德拉

一見到萊瓦尼卡便說：「來，來。」兩人互相擁
抱，並握着手，盡顯親情。當時曼德拉的心臟問
題開始惡化，照片可見他的手因病變而腫脹。

■《星期日郵報》

與曾孫最後合照曝光

反對派領袖素貼反對派領袖素貼

總理英祿總理英祿
■■示威者昨日浩浩蕩蕩離示威者昨日浩浩蕩蕩離
開民主紀念碑開民主紀念碑。。 美聯社美聯社

■■曼德拉曾孫牽着他的手曼德拉曾孫牽着他的手，，場面溫馨場面溫馨。。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泰反對黨議員總辭逼宮

■■一名示威者用鎚敲打被一名示威者用鎚敲打被
推倒的列寧像推倒的列寧像。。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