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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遭煽動若遭煽動 勢釀動盪勢釀動盪

對於英國蘇格蘭16至17

歲的年輕人而言，本周四

可能是他們人生中最重要的

日子之一，因為他們手上一

票，將對蘇格蘭是否獨立發揮關

鍵作用，「統派」和「獨派」均動

員年輕人積極參與投票。綜觀全球，

年輕一代對國家政治的參與度和影響力

近年明顯增加，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明顯，

若他們在參與政治運動時走上偏激極端之

路、被政客煽動，勢必帶來社會動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鍾洲、陳國麟

在今次蘇格蘭公投，合資格選民年齡降至
16歲，而16至24歲年輕人佔蘇格蘭人口

12%，其選票成為「統」、「獨」兩派兵家必
爭之地。由於很多人是「首投族」，對政治欠缺
了解，政客和青年政治組織紛紛舉行模擬公投、
時事辯論等活動，鼓勵年輕人「政治覺醒」，對
蘇格蘭前途表達自己的聲音。有政治組織表示，希
望打破年輕人的政治冷感，讓蘇格蘭形成新的「選
民世代」。

「青年膨脹」中東南美尤傷
年輕人為政治注入生氣和活力，但其衝勁同時可能威

脅政局穩定。有政治科學家認為，「青年膨脹」現象(Youth Bulge，即大部分人口為30
歲以下)跟政局動盪、社會衝突背後存在一定因果關係。
目前很多陷入動盪的中東及南美洲新興國家，年輕人口與老年人口比率均接近高峰值。隨

着年輕人長大，社會未必有足夠配套容納他們，例如就業職位不足、貧富懸殊、樓價高企等，
均是新興市場常見問題。年輕人帶着雄心壯志投身社會，卻迎來無情現實，專家形容他們就如
「迷失世代」，失去憧憬，只剩下對現有制度的不滿及怒火。
關注人口發展的華盛頓智庫「國際人口行動」研究指出，在1970年至2000年間發生國內衝突的國

家中，多達80%的人口是以30歲以下為多數。美銀美林近日報告亦提到，17世紀英國革命、18世紀法
國大革命、1920年代納粹主義在德國崛起等知名歷史事件，背後亦與「青年膨脹」有一定關係。
埃及是近來最鮮明的例子，該國60%人口是30歲以下，國民年齡中位數約25歲。2011年穆巴拉克政權倒

台，部分原因就是埃及失業問題嚴重、經濟疲弱，引起年輕人不滿。回看今天的歐洲和美國，2008年金融海
嘯後遺留的青年失業問題，始終未見顯著改善。近一兩年來西方極右和反移民政治勢力崛起，就是利用青年的
不滿並加以煽動，作為政治工具。

蘇青年失業率升 政客乘機出牌
今年5月公布的調查顯示，蘇格蘭青年

失業率自2008年以來上升7%，而今次公
投中，經濟也是他們最關注的議題之一，政客力陳各自經濟主
張，務求影響投票意向。涉世未深的年輕人若缺乏獨立思考能
力，隨時誤信政客片面言論，作出錯誤的投票選擇。
不過「青年膨脹」有危亦有機，例如韓國和日本等東亞國家，早

年便受惠於勞動人口增加，迎來經濟發展黃金期，這現象被稱為「人
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專家指出，活用「青年膨脹」的關
鍵，在於提供高質素教育，讓年輕一代準備好投身社會，同時要有精
明策略擴展經濟，確保有足夠能力容納這些勞動力。

蘇格蘭
將決定是否脫離逾

300年歷史的聯合王國，英國力
挽蘇格蘭之際，自己亦面臨是否脫離歐盟

的抉擇。歐盟成立以來，致力推動歐洲經濟政治一體
化，但近年內部分歧愈見明顯，各國民族主義復興，更使
聯盟的裂痕逐漸浮現。歐盟和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國際
機構主張世界政經融合，「地球村」村民卻各有盤算，成
為全球化大勢下的逆流。

歐盟的建立推進了歐洲經濟發展，並為區內創造了相
對溫和的政經環境，但在推動一體化的進程上，歐盟
近年不僅舉步維艱，甚至有倒退跡象。歐債危機過
後，德國無視多國經濟元氣大傷，主張厲行緊縮政
策整頓財政，引起多國不滿，更讓打着民族主義旗
號的疑歐派政黨乘勢崛起，並在早前的歐洲議會
選舉，取得令人注目的成績。

歐盟常以自由貿易守護者自居，但對非成員
國往往採取排他性的保護主義。以共同農業政
策為例，歐盟會巨額補貼區內農產品，即使
這些款項最終大多落入地主口袋，同時卻把
非洲貧困農民的產品拒諸門外。對於要爭
取選民支持的政客，利益和理念在天秤上
本來就不平衡。

放眼世界，不難看見發達國家奉行民族主義，以鄰
為壑。美國聯儲局的非常規貨幣政策、日本寬鬆政
策促貶日圓等，就被稱為「貨幣民族主義」。要重
新為全球貿易自由化注入動力，有必要增加中
國、俄羅斯和非洲等新興經濟體的發言權，改革
那些已淪為美歐「富人俱樂部」的國際機構。

全球一體化、地球村、烏托邦、大同世
界……這些名詞耳熟能詳，奈何在利益面前
卻是如此陌生。觀乎蘇格蘭、西班牙加泰羅

尼亞以至烏克蘭東部，令
人不禁慨嘆那個沒有隔膜、
沒有戰爭的
夢想國度，
現在仍是那麼
遙不可及。

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曾經兩度否決獨立公投
的加拿大魁北克省自然成為比較對象。加拿大
社會學家迪朗今年3月發表報告，指1979年及
1995年的兩次「魁獨」調查顯示，18至34歲
法語人口中，有超過63%支持獨立，但時移
勢易，有關數字已降至少過40%，原因並
非魁北克人突然「愛加」，而是他們更關
注就業及置業多於獨立，部分更認為獨立
已成為歷史議題，不應阻礙社會前進。
加總理哈珀亦看穿魁省年輕一輩的需
要，「他們抗拒公投，只想要一個能
集中改善經濟及創造職位的政府」。
理智勝於感情的魁省青年對獨立
的憂慮和反蘇獨的人相同，他們關
心貨幣、與安大略省經貿關係、
美國如何看待獨立後的魁省等。
加上近年魁省人口老化、失業
率高，稅基相對窄，年輕人財
政負擔沉重，留在加國反而
能獲資助，紓緩他們的壓
力。
由此可見，一腔獨立熱

誠終敵不過現實顧慮，迪
朗的報告同時指出，如
今已沒有一個年齡組別
有多過45%人支持魁
獨，可見不少老一輩
魁北克人均已放棄
獨立念頭。

遙
不
可
及
的
地
球
村

蘇格蘭獨立公投將於本周四舉行，由於當地議會去年通過
下調公投年齡門檻，令一批只有16至17歲的少年成為「統」、
「獨」兩大陣營積極拉攏的對象。英國廣播公司(BBC)早前在格拉斯哥
舉行蘇獨電視辯論，並邀請在場年輕選民填寫問卷，結果發現97%受
訪者認為學費是重要考慮因素，其次為經濟(94%)、貨幣(88%)、福
利(88%)、退休金(84%)。
問卷設有6條選擇題，包括投票時關注的議題、會否受到喜愛的
名人取態影響、認為自己有多了解今次公投等等，不過未有問及
他們自己的投票意向。
愛丁堡大學社會及政治科學學院教授艾科恩認為調查結果並
不意外，因為學費對於很多年輕人是最切身的，就如老一輩會
較關注退休金一樣。

蘇格蘭年輕人
關注學費多於經濟

魁北克年輕人重就業上車
獨立意識低

一直拒絕就蘇格蘭獨立公投表態的英女王伊利沙伯二
世，昨日終於首次公開發聲。據報英女王昨日在蘇格蘭一
間教堂出席彌撒後，罕有地在教堂外向圍觀民眾發表講

話，呼籲蘇格蘭人在周四的投票前，應該「非常審慎地
考慮」。

正在蘇格蘭巴爾莫勒爾度假的英女王，
昨日按王室傳統在克拉西教堂出席彌

撒。報道指，以往女王一般在
彌撒結束後直接乘車離

開，但王室昨日卻
突然安排守

在近200米外的記者前往
教堂門前，拍攝女王離
開。
照片顯示，英女王與3

至4名蘇格蘭民眾談話，
其中一名女子引述女王當
時稱：「你們在周四將有
一次重要投票，我希望所
有人都可以非常審慎地考慮這次公投。」
這是英女王首次公開就蘇格蘭獨立公投發表意見，英國

不少政客此前均呼籲女王向公眾闡述她的想法。白金漢宮

發言人昨日表示，不會評
論女王與個別民眾的私下
對話，《星期日電訊報》
則引述王室消息人士稱，
女王當時只是回應教堂外
民眾的問題，強調完全是
女王自發表達的個人意
見。

獨派領袖要求英無償提供千二億軍備
蘇獨公投拉票活動進入白熱化階段，多項民調顯示

「統」、「獨」兩派的支持率互有高低。英國首相卡梅倫
今日會再次赴蘇，據報他將轉採較強硬態度，警告公投是
條不歸路，一旦獨立，蘇格蘭便要從此與英分道揚鑣。
蘇獨其中一個焦點議題，是英國現有資產該如何攤

分，獨派蘇格蘭民族黨(SNP)黨魁薩蒙德要求英
軍無償提供大量軍備，包括「颱風」戰鬥
機、護衛艦及多達9,200名士兵和特
殊部隊，估計總值接近100億
英鎊(約1,261億港元)，
恐將大幅削弱英軍
實力。

首度回應公投 英女王囑蘇格蘭人「審慎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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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丁堡民
眾高舉「薩
蒙德也對公投
說不」的標語
牌，遊行撐統
一。 路透社

■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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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

■前財相戴理德率領蘇
格蘭年輕人舉行拉票活
動。 法新社

統一 獨立

■蘇格蘭民族黨黨魁薩
蒙德參觀屋村時與年輕
人合照。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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