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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前日公布
的YouGov最新民調顯示，撇除

未有決定的選民後，51%支持蘇格蘭獨
立、49%支持留在英國。消息震撼英國
政壇，英國首相卡梅倫前日到蘇格蘭與
英女王會面，被外界視之為「危機會
談」。據悉他還計劃於下周一、即公投
前3天發表終極講話，游說選民讓蘇格
蘭留在英國才是「兩全其美」。

獨派領袖批「賄賂」
工黨亦派出多名知名黨員為統一派拉
票，其中黨魁文立彬將可能與前首相白
高敦一起站台，將是兩人自2010年大
選後首次同台；工黨影子財相鮑爾斯亦
會前往阿伯丁演說，敦促民眾不要把獨
立公投選票用作抗議保守黨政府執政。
英國財相歐思邦前日承諾，如果蘇格
蘭留下來，會下放更多權力，包括稅
收、開支等方面。不過發起公投的蘇格
蘭民族黨(SNP)黨魁薩蒙德不領情，批

評歐思邦只是「臨急補鑊」，見無法嚇
怕蘇格蘭人便轉變策略「賄賂」選民。
薩蒙德形容統一派已經陷入恐慌，目前
優勢明顯處於獨立派一方。
由於卡梅倫領導的保守黨在蘇格蘭支

持度不高，據報他特意安排下周一才前
往當地演講，是要讓路工黨在本周前往
蘇格蘭拉票。工黨自1960年代起在蘇
格蘭政壇擁有一定地位，不過有
SNP黨員聲稱，蘇格蘭1/3工黨
選民均計劃投贊成票支持獨立。

英鎊創10個月新低
蘇格蘭佔英國陸地面積1/3，

亦是英國部署「三叉戟」(Trident)核潛
艇停靠地點。金融市場擔憂蘇獨會引來
混亂，拖累英鎊兌美元匯價昨日一度跌
近1.4%，低見1.6104美元，創去年11
月以來新低，亦是逾1年來最大單日跌
幅。投資者擔心一旦蘇格蘭獨立，英鎊
跌幅可能會多達10%。
歐盟委員會昨日重申，蘇格蘭倘獨

立，便需要脫離歐盟，重
新申請成員資格。

■法新社/《衛報》/
《每日郵報》/
《泰晤士報》

凱特再懷孕 或挽蘇格蘭人離心
蘇格蘭醞釀脫離英國之際，英國白金漢宮

昨日發聲明公布劍橋公爵夫人凱特再有喜，
明年將為王室添新成員，並成為排行在小王
子喬治之後的第四位王位繼承人，但王室未
公布預產期及性別。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對
消息感到高興，首相卡梅倫亦表達恭賀。英

媒認為，凱特懷孕消息可
為緊張政局「沖喜」，
甚至有望挽回蘇格蘭人
的離心。
英媒指，32歲的凱
特目前懷孕不足 12
周。凱特好友曾表
示，凱特打算懷孕3
個月才公布喜訊。
其實小喬治今年7
月慶祝1歲生日

時，已有傳凱特懷有

第二胎，傳媒拍到她明顯發福及改穿鬆身衣
服遮掩腹部。

嚴重晨吐 被迫公開
今次聲明提到凱特懷胎如去年一樣，出現

嚴重晨吐等徵狀，因此要留在肯辛頓宮休
養，未能陪同丈夫威廉王子出席昨日在牛津
的公開活動。至於她本月下旬訪問地中海島
國馬耳他的行程能否成行，要視乎其身體狀
況，此行是凱特當上王妃後首次單獨出訪。
據報英女王及王儲查爾斯是在凱特懷孕消

息公布24小時前才得悉喜事，凱特本想盡量
把懷孕消息保密，但因晨吐嚴重影響公務，
才決定向外公布。
有意見認為，王室此時公布凱特有喜，是

由於前日民調顯示「蘇獨」支持率首次領
先，令王室及政府憂慮英國解體，故王室想
借喜事為「統派」造勢。

蘇格蘭民族黨(SNP)黨魁薩蒙德則利用王
室喜事大造文章，在給威廉夫婦的祝賀中，
稱對方是「斯特拉森伯爵和伯爵夫人」。斯
特拉森位於蘇格蘭中部，該區在歷史上與英
王室有深厚淵源，上述封號是威廉和凱特
2011年結婚時，由英女王賜予。部分蘇格蘭
人擔心一旦獨立，會與英王室斷絕關係，因
此有英國議員認為，薩蒙德刻意凸顯威廉夫
婦的「蘇格蘭元素」，是企圖平息蘇格蘭人
的疑慮，同時為「蘇獨」爭取支持。

亨利及伊利沙伯成B名大熱
多間博彩公司開盤競猜凱特第二胎的名

字，男嬰名以「Henry」(亨利)及「James」
(詹姆斯)為大熱，女嬰則是與祖母同名的
「Elizabeth」(伊利沙伯)。

■路透社/《衛報》/《泰晤士報》/
《獨立報》/英國《太陽報》

英朝野聯手反蘇獨
統一派民意首落後「下放權力」換留低

蘇格蘭將於下周四舉行獨立公投，前日一項民調顯示，

獨立派支持率首次超前統一派，英國政壇頓時方寸大亂。

「國難」當前，執政保守黨與在野工黨和自由民主黨均暫

時放下成見，總動員力求維持英國完整。報道指，英國政

府最快今日發表文件，保證如果蘇格蘭留在英國，便會迅

速向蘇格蘭下放更多權力，藉此為統一派拉票。

蘇格蘭一旦獨立，將與英國就北
海石油等資產「分身家」。英國財
政部昨日更表示，若「蘇獨」成
真，英國可能被迫就攤分總值78.4
億英鎊(約982億港元)的310噸黃金
儲備談判。
英國黃金儲備在全球排第18，前
首相白高敦曾在1999年和2002年
拍賣儲備，當時金價正處於20年低
位，但其後10年金價節節上升，使
白高敦背上「賤賣黃金」罪名。在
如今蘇獨爭議中，白高敦重返政壇

前線聲援統一派。

若用新貨幣
蘇格蘭按息勢飆

獨立對蘇格蘭的經濟影響備受關
注，英媒分析指，若蘇格蘭採用獨
立貨幣，並在國際市場自由浮動，
新幣兌英鎊的匯價將即時下挫
10%。如此一來，本以英鎊計價的
蘇格蘭按揭貸款將面臨龐大匯率風
險，蘇格蘭業主每月供款額將急
增。 ■路透社/《每日電訊報》

如果蘇格蘭真的脫離英國獨
立，英國首相卡梅倫難免被
問責，而在野工黨作為蘇格蘭
最大黨，亦是與「獨派」蘇格蘭
民族黨(SNP)對立的主要在野黨，
黨魁文立彬亦難以卸責，兩人恐被
迫雙雙下台，屆時可能令英國政壇
陷入混亂。
身兼執政保守黨黨魁的卡梅倫已

表明，不會因為蘇格蘭獨立而辭
職。不過有資深黨員認為，屆時輿
論將強烈要求他下台，未必是他一
己之力所能抗拒。財相歐思邦避談
卡梅倫的去留，強調公投不是反對
個別政客的工具，但承認結果影響
深遠。
蘇獨對工黨的衝擊更大，因為工

黨目前在國會十分依賴在蘇格蘭取
得的議席，一旦蘇獨落實，勢必大
幅削弱工黨在國會的勢力，對該黨
未來政途可謂生死攸關。報道指，
部分影子大臣已要求文立彬辭退工
黨選舉協調者亞歷山大，批評他處

理不力給予獨立派勝機。

明年英大選恐押後
蘇獨公投亦可能牽連明年的英國

大選，外界原本預料工黨可憑藉在
蘇格蘭的優勢贏得國會大多數議
席，但如果蘇獨通過，這些議席將
在2016年正式獨立時除去，屆時
工黨可能反而淪為少數黨，而其間
工黨運作的政府很可能淪為「喪屍
政府」。因此有議員正尋求推遲大
選，如果成事，將會是英國自
1940年以來首次推遲大選。

■《每日郵報》
蘇獨公投由去年至今的發展，不期然
令人聯想起加拿大魁北克省在1995年推
行的獨立公投。當年同樣是統一派支持
率起初大幅領先獨立派，但到公投前夕
獨立派急起直追，促使加國政府推出一
系列措施拉票，最終才以 50.58%反
對、49.42%支持，僅僅避免加拿大分
裂。
當年隨着「魁獨」公投臨近，支持獨

立的聲音愈來愈多，加政府於是公布多
項方案，滿足魁省民眾的要求。時任總
理克雷蒂安承認魁省是「與別不同的社
會」，同時保證魁省在修改憲法上擁有
實際否決權；官員亦四出嘗試說服選
民，魁獨後會面對經濟及法律問題。
經常在加國媒體評論蘇格蘭議題的分

析員麥格拉恩指出，當時的克雷蒂安與
現在的英國首相卡梅倫在演說時有不少

相同之處，例如克雷蒂安希望加國上下
挽留魁省，就如卡梅倫呼籲英國民眾一
樣；克雷蒂安出身魁省，卡梅倫亦擁有
蘇格蘭血統。
然而麥格拉恩亦指出，當時的加國社

會架構能夠支撐克雷蒂安的承諾，增加
了他的可信性，但現在不少蘇格蘭人認
為卡梅倫的言論明顯與英國脫節，可能
反而對公投造成負面影響。■《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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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黃金爭奪戰 50萬外地人或定英命運
蘇獨公投在即，除蘇格蘭本土

居民外，當地50萬名外地人亦有
權投票，當中包括37萬名在英格
蘭出生的合資格選民。目前民調
顯示獨立派和統一派支持率鬥得
難分難解，這些外地選民很可能
決定英國會否避過分裂命運的關
鍵。
民調顯示，上述37萬人中約

66%傾向投反對票。一名在倫敦
出生的蘇格蘭居民認為，獨立存
在不確定性和風險，認為支持獨

立的人要求其他人一同盲目跳進
未知領域並不公平。
另有約12萬名歐盟公民有權投
票，其中波蘭人最多，佔3.3萬
人，德國人佔1.3萬人，其他包
括法國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
等。專家認為當中不少人會支持
獨立，因為英國政壇被認為對歐
洲存在敵意。現居蘇格蘭的一名
德國能源顧問支持蘇獨，認為蘇
格蘭較英國其他地方更親歐。

■《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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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特凱特88月初出席活動時月初出席活動時
腹部已微隆腹部已微隆。。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第二胎將成為第二胎將成為
排行在小王子喬排行在小王子喬
治之後的第四位治之後的第四位
王位繼承人王位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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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梅倫前日到蘇卡梅倫前日到蘇
格蘭格蘭，，會晤身在當會晤身在當
地的英女王地的英女王，，被視被視
之為進行之為進行「「危機會危機會
談談」。」。右為王儲查右為王儲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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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民族黨黨魁薩蒙德蘇格蘭民族黨黨魁薩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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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財相歐思邦英國財相歐思邦

統派
英國首相卡梅倫英國首相卡梅倫

正當英國政府為蘇獨大感頭痛之際，國民對
其經濟政策的不滿聲音也日增。代表英國620
萬打工仔的英國工會聯合總會(TUC)前日抨擊
卡梅倫政府的緊縮政策，使普羅大眾無法從經
濟復甦中得益。工會領袖表示，國民經歷凍薪
和減薪，國會議員竟可望加薪10%，實在是雙
重標準。
全英最大公營機構員工工會Unison秘書長

普倫蒂斯表示，他們不僅計劃今年10月發動
大罷工，若無法與僱主達成薪酬協議，工業行
動將擴大至整個冬天和明年春天，意味明年5
月大選前，政府將飽受工潮困擾。 ■法新社

英工會批緊縮政策
威脅大選前罷工

■■反蘇獨團體領袖戴理德在愛丁堡舉行拉票反蘇獨團體領袖戴理德在愛丁堡舉行拉票
活動活動。。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