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9 國際新聞 ■責任編輯：李鍾洲、孫志賢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14年9月21日（星期日）

倫敦是全球數一數二的金融
和航運中心，經濟產值約

佔英國的1/5，不僅吸引大量國際機構和企業進駐，英國人口
及政治、經濟和文化等資源更是聚集於此。

遭金錢扭曲 細屋價格堪比城堡
住在蘇格蘭阿蓋爾郡的Finlay指出，英國所有事情都是圍繞倫

敦運轉。他形容倫敦不僅是一個「經濟黑洞」，吸走遠近的一
切，而且是一個被金錢扭曲得失真的社會，「賺取高薪的精英只
能蝸居在鞋盒般大小的樓房，每間這樣的小樓房的炒賣價格，卻
能比得上蘇格蘭一座城堡！」他認為無論在倫敦還是紐約，每一
個成功人士身後都有成千上萬個失敗者的身影，而如此社會和生
活「遲早會破產」。
任職倫敦基金公司的格拉斯哥人Brendan受訪時透露，他大
部分家人都投票支持獨立。他認為蘇格蘭擁有悠久歷史、雄厚
金融基礎和豐富油氣資源，但要向英政府繳交大量稅收，蘇格
蘭人享受的好處並不足夠。他慨嘆︰「即使是英格蘭北部的居
民，都覺得倫敦佔有太多了！」
34歲倫敦居民Alex認為，蘇格蘭公投對主流黨派是一個警
告，在富裕的倫敦和英格蘭東南部以外，其他地區居民
已對國家政治運作感到失望和沮喪。他認為這不僅是一
小撮西敏寺精英的管治失當，還涉及大
量資源和權力集中在倫敦的問題。

地區倘經濟自主 可減仰賴倫敦
Alex經常遊歷全國，發現英國其他地區遠較

倫敦落後，如果現在立即向地區放權，伯明
翰、加的夫、貝爾法斯特、曼徹斯特等城市的市長和地區議
會是否有能力立刻改變現狀，很值得懷疑。Alex指出，由於
大部分經濟活動仍集中在倫敦，令她過於強大，除非其他城
市能在經濟上更自主，否則仍要仰賴首都。
Alex建議英政府加倍關注東北部地區，例如紐卡斯爾。當地
自1980至1990年代煤礦和造船業衰
落後，出現嚴重失業問題。因此Alex
認為，紐卡斯爾地區政
府應優先獲更多權力和
資源，用作發展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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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格蘭獨立運動中，英國首都倫敦與其他地區的「貧富差距」成為其中一個

爭議焦點。很多英國人都認為，倫敦獨佔龐大政治和經濟資源，倫敦以外的地區

實力則薄弱得多，有蘇格蘭人更形容倫敦是吸走一切的「經濟黑洞」。這造成嚴

重的區域失衡問題，亦是觸發地區爭取更多自主權，特別是支配稅收權力的重要

原因。 ■香港文匯報駐英國特約記者 吳玫

蘇格蘭留在英國之後，為兌現公投前許下的放權承諾，英國政治領袖都
在討論「這是一個改變英國治理方式的好機會」。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即
使蘇格蘭沒獨立，英國已在經歷一場聲勢浩大的深刻變革。唯一未有建立
地方議會的英格蘭，可能會產生更多爭論和更大變動。其中，如何妥善解
決「西洛錫安問題」(West Lothian Question)，相信是一項重點。
「西洛錫安問題」意思是指在英國國會中，蘇格蘭、威爾斯和北
愛爾蘭的議員可在全英國或僅限於英格蘭地區的議題投票，但英格
蘭國會議員卻沒同等權力插手以上三地事務，因為他們有各自獨立
的地區議會負責處理。

倘地區掌大權 國會陷孤立
英格蘭居民、倫敦中學歷史教師Simon認為，由於上述政策吊詭至今未
徹底解決，加上蘇格蘭未來可能還會獲賦予更多自主權，這對英格蘭相當
不公平。雖然首相卡梅倫前日表示，將商討由英格蘭議員自行決定本區事
務的辦法，但估計這將掀起一場混戰。
Simon不認為所有地區議會（包括還未設立議會的英格蘭在內）會獲准
接管所有地區事務，因為這樣一來，國會將完全成為聯邦式，僅處理剩餘
的外交和憲法等事宜。Simon說︰「國會怎可能會讓英格蘭成立自己的議
會？這等於徹底把自己孤立和淘汰！」

限制英格蘭外議員 不利工黨
然而，若只是在蘇格蘭、威爾斯等地區下放更多權力，並限制英格蘭地
區外的國會議員在英格蘭議題上投票，那麽票倉主要在英格蘭以外地區的
工黨，將難以接受。Simon質疑說︰「如果工黨贏得下屆大選，執政後要
在英格蘭推行政策，又該如何？那就沒蘇格蘭和威爾斯議員支持工黨
的議案了。」因此，他相信最後卡梅倫和其他政黨不會再增設地區議
會，只會賦予原有地方管治官員更多權力，或將國會議員人數由650
名減至600名。
Simon指，卡梅倫在公投後的演講，為未來提供明確又緊迫的時間
表，這對一名保守黨領袖而言是相當激進的建議。他相信這次公投是
催化劑，將促進19世紀英憲政改革以來，最影響深遠的另一次變革，
特別是英格蘭可能會有較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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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退休會計師Finlay相信，英國保守黨、自民黨和工黨在公投前提出的承
諾，足以顯示蘇格蘭人可獲分享國家部分權力，且這權力永遠不會被褫奪。Finlay
承認，他本來冀求公投能通過獨立，但既然現在被否決，他也希望英國體制改革順
利，因此他認同卡梅倫向地區下放更多權力的規劃，認為即使前路艱辛，卻是創新
變革之舉。
Finlay原估計獨派和統派之間的差距只是5%，而不是最終的10%。不過他認

為即使獨立失敗，變動已開始、改革迫在眉睫，「英國在19世紀輝煌時期建立
的政治體制，不再適應21世紀的要求了。」
剛獲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學博士學位的Alex表示，雖然
蘇格蘭沒獨立，但是在三大黨近似
於「最大自治權」的承諾中，蘇格
蘭將獲更多讓步，也更容易爭取自
身權利。雖然政治領袖聲言要改變
現狀，但蘇格蘭能否徹底獲得管理
經濟和福利開支的權力，Alex同樣
有保留。

三大黨立場相似
難再清晰區分

他又提及英國政壇的變化，
指以往選民可通過各政黨清晰
的政治理念來區分它們，但現
在大家普遍認為，三大黨所持
的立場都很相似，主要黨派的
領袖也有相似的經歷，包括出
身倫敦、接受精英教育、年輕
時就進入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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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這次蘇格蘭公投，如果選民「用心」投票，就會選擇獨
立；如果「用腦」投票，則會留在英國。前者指蘇格蘭人對聯合王
國、特別是英格蘭的抵觸情緒，後者則是經過條分縷析後，基於現實
利益最大化的考慮。

雖說英格蘭和蘇格蘭在歷史和文化上有差異，但決定公投結果更
直接的因素，應該還是經濟。蘇格蘭地廣人稀，但油氣資源豐富，
倫敦以外的英國最大金融中心愛丁堡，在國際間地位也是舉足輕
重。因此，獨派宣揚蘇格蘭獨立後，人均所獲資源將增加，來鼓動
大家投贊成票。

經濟融合深 獨立代價太高
可是，蘇格蘭已和英國其他地區經濟高度融合，如果因獨立而削弱

與英國特別是倫敦的聯繫，蘇格蘭金融和能源等產業有可能爆發撤資
潮，還可能因為被拒使用英鎊，而要重新搭建新的貨幣和經濟體系。

公投結果證明，逾半投票的蘇格蘭人接受統派主張，但同時他們沒
放棄爭取更多自主權的機會，直接地說，就是想要擁有稅收和開支分
配的權力。有受訪者指，此時舉行公投是歷來最好機會，「趁北海油
田還沒枯竭，希望蘇格蘭可爭取到更多」， 還有受訪者表示，雖然獨
立不成事，但蘇格蘭已得到想要的承諾。

除了蘇格蘭對自身的考量，這次公投也很可能為英國
的整體改革拉開序幕，其中所帶來的變革與發展，也許
較蘇格蘭獲得真正獨立來得更深遠。

英格蘭和蘇格蘭在1707年才合併，兩者一路以來吵吵鬧鬧、磕磕碰
碰，兩地人常常互相取笑對方的外貌和口音。英格蘭人之間廣泛流傳
這則笑話︰蘇格蘭出生的網球名將梅利若在國際賽事中取勝，就是英
國人；若輸了，就是蘇格蘭人。一位格拉斯哥足球迷受訪時也笑說︰
「若英格蘭足球隊和中國國家隊踢比賽，我一定支持中國隊。」

回顧歐洲發展史，它與從秦始皇時代就開始中央集權
的中國不同，歐洲除了曾實現過輝煌「大一統」的神聖羅
馬帝國，在現代社會以前的大部分時間，都處於「小共同

體」時代。所謂的國王，其實更多是封建社會的領主，統領
的往往只是一座城堡或幾處莊園而已。在這情況下，不同領
主及其屬地之間的合併或紛爭，自然是家常便飯。

爭端種子合併時已埋下
英格蘭和蘇格蘭爭端的種子，在合併時已埋下，當時兩個
獨立王國形成了以新教為主的聯盟，代表着英格蘭「戰勝」
了以天主教徒為主的蘇格蘭。英國國歌中的「天佑女王」更

是反天主教教義，原先的唱段中，甚至還包含針對蘇格蘭的詩歌。歷
史傳統和長期對立情緒，在一定程度上引發蘇格蘭人的離心。

「「用心用心」」與與「「用腦用腦」」之爭之爭

「西洛錫安問題」源於1977年11月，代表蘇格蘭西洛錫安的工
黨議員戴利埃爾在下議院首次提出有關蘇格蘭權力下放的問題。他
指，放權後蘇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的非英格蘭國會議員，能在
英格蘭事務上投票，但英格蘭議員卻無法在蘇格蘭事務投票。

再引伸下去，蘇格蘭議會獲更多權力後，英國會的蘇格蘭代表再
不能影響蘇格蘭地方事務決策，但同時能參與決定英格蘭地區事
務，而英格蘭事務其實與西洛錫安無關。

當時此問題被忽略，一直未有答案。直至2011年9月，英政府設
立委員會研究「西洛錫安問題」的後果。委員會去年3月公布研究
報告，其中一個解決辦法，是取消蘇格蘭國會議員參
與英格蘭事務決策，但缺點是會增加英蘇隔膜。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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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利身份成笑話
「贏是英國人，輸是蘇格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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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洛錫安問題」未有圓滿答案

■ Alex 認
為，這次公投
顯示倫敦和英
格蘭東南部以
外地區的人
民，已經對這
個國家的政治
運作感到失望
和沮喪。

特約記者
吳玫攝

痛痛
訴訴

■■蘇格蘭與英格蘭存在文化差異蘇格蘭與英格蘭存在文化差異，，
難免起爭端難免起爭端。。 路透社路透社

吳玫吳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