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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黨魁在辯論中各有30分鐘的觀眾質詢
時間，提問的觀眾由英國廣播公司(BBC)

選出。其間有人問卡梅倫倘沒有任何一黨贏得
大部分議席，他會如何組成執政聯盟。卡梅倫
回答時強調，與保守黨合作的政黨必須同意就
英國是否留在歐盟舉行公投，形容這是彼此洽
商的「紅線」。

卡梅倫：倘勝選不加稅
卡梅倫又借機抨擊中間偏左的工黨無法挽救
英國經濟，更引用工黨政府在2010年交棒予
保守黨時，留在財政部的一封信作出揶揄，信
中說：「我恐怕已沒有錢了，祝你好運」；卡
梅倫重申自己不會「攻擊人民的
荷包」，聲言勝選後不會加稅。
克萊格則因自民黨在上一次大選
後食言，違背不加大學學費的競
選承諾備受指責，他回應時指「明
白人民不能原諒及忘記」。
根據民調機構ICM做的調查，44%
受訪者認為卡梅倫在辯論中表現最好，文
立彬則取得38%支持，克萊格僅
得19%。不過不同機構
對三大黨整體支持度的
調查結果則有所不
同。YouGov前日公
布的民調顯示，工黨
的支持率有35%，
保守黨則為34%，但
另有機構的民調結果
則顯示，保守黨領先
工黨5個百分點。分析普

遍認為，沒有任何一黨能在這次大選中贏得
大多數議席。

文立彬：不會與蘇獨合作
近日多項民調均顯示，工黨在蘇

格蘭的支持率遠遠落後於主張蘇獨
的蘇格蘭民族黨(SNP)，更可能
失去蘇格蘭選區所有議席，一
旦工黨勝出但未取得過半
數，恐怕需與SNP合組政
府。但文立彬前日表明，
寧願做反對黨，也不會
與SNP合作。

■《每日電訊報》/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拒認大花筒 文立彬大失分
選情膠着 料無政黨能贏過半議席

英國將於下周四舉行大選，被視為當地歷來競爭最激烈的一次選舉。現任首相兼

保守黨黨魁卡梅倫、工黨黨魁文立彬及自民黨黨魁克萊格前日出席選前最後一場辯

論，在觀眾提問環節中，有人質疑前任工黨政府在執政的13年間「大花筒」，造

成政府負債高達4,070億英鎊(約4.85萬億港元)，最終拖累英國經濟步入衰退，文

立彬矢口否認，結果惹來更多觀眾圍攻，有人甚至稱他如果成為首相，「將不可信

任」。文立彬在此次辯論中大為失分，不少英國選民都認為卡梅倫的表現最好。但

從各項民調數據來看，分析認為沒有一黨能贏得大多數議席。

傳媒大亨梅鐸旗下的英國《太陽報》是當地發行
量最大報章，該報取態因而往往可左右選舉形
勢。繼上屆大選後，《太陽報》前日在
頭版再次支持保守黨，稱「保守黨重建
工黨摧毀的經濟，改變生活，且是唯一
支持歐盟公投的政黨」，不過蘇格蘭版
本的《太陽報》卻支持鼓吹蘇獨的蘇
格蘭民族黨(SNP)，並把該黨領袖斯特
金喻作「星球大戰」中的莉亞公主，
指她是「新希望」，這種分裂的做

法在社交網站引起熱議。
英《太陽報》的發
言人事後解釋稱，
報章以讀者為優
先考慮，而該報
的英格蘭版與
蘇格蘭版擁有
非常不同的讀
者群，故立場
不同，他又以

足球賽為例，指若蘇格
蘭與英格蘭的足球隊對

壘，蘇格蘭《太陽報》不可能支
持英格蘭隊伍。
英《太陽報》在前首相貝理雅出任

工黨黨魁期間，曾支持工黨10年，直
至2010才轉為支持保守黨。 ■法新社

英國金融業關注大選對市場的影響，亨德森全球投資(Henderson Glob-
al Investors)歐洲股票部經理紐曼前日表示，大選結果難測，金融業正在做
各種準備，包括假設在最壞情況下「沒有一個可運作的政府」。
紐曼指，投資者汲取去年蘇格蘭獨立公投教訓，政局變動會對大市產生
確實的影響。目前英國兩黨勢均力敵，大選可能無法產生多數黨。紐曼
表示，他最擔心不是會產生弱勢政府，而是政府根本無法運作。
市場對日趨左傾的工黨上台抱有戒心，擔心它加強監管能源公
司和公共運輸加價，可能影響相關公司的股價。另一方面，工
黨表明英國樓價太高、廉價房屋不足，因此該黨執政將利好
建造業。即使商界一般歡迎保守黨繼續執政，不過該黨
打算在2017年前就英國是否退出歐盟舉行公投，亦為
計劃投資英國的跨國公司帶來不明朗因素。

■法新社

工黨黨魁文立彬否認前工黨政府支出太多的言論惹來觀眾
關注，更令他在辯論中成為眾矢之的，不知是否這個原因，
他在離開演講台時，絆了一腳險些滑倒，這一幕令他成為網絡
焦點。 ■《每日電訊報》

昨日是五一國際勞動節，世界各地均有勞工團體
發起遊行集會，捍衛工人權益。美國加州奧克蘭亦
有團體發起集會，示威者目前最少分為兩支，分別
前往奧克蘭港口抗議，以及狙擊蘋果公司、Google
及facebook(fb)等的員工接載專車，抗議一眾矽谷科
技巨擘加劇社會收入不均。

不滿社區淪富人「殖民地」
示威者計劃於當地時間上午7時30分在麥克阿瑟

地鐵站集合，再到站外堵塞3間科技巨擘的公司車，
屆時會攜同標語向車上乘客抗議。他們指奧克蘭正
經歷嚴重「貴族化」過程，部分地區更成為富人
「殖民地」，這些「殖民者」不少是科技企業的高
薪員工，令當地充斥貴價咖啡店和豪宅，因此需趁
他們上班時表態。
有匿名巴士司機表示，司機已組織工會爭取權益，

儘管也支持示威者，但亦要保障乘客安全，形容示威
者的行為是適得其反。司機工會副主席阿洛伊斯批
評，狙擊巴士是弄錯了抗議焦點，亦有網民稱示威者
應把力量集中在Google總部，而非騷擾一般員工。
波士頓及奧克蘭的示威者均表示，會在遊行隊伍

中加入「正視黑人生命」標語，反對警權過大。示
威者亦計劃在奧克蘭港口一帶抗議，藉此癱瘓港
口。紐約和洛杉磯示威團體也表示，會藉遊行反對
警察向少數族裔使用暴力。

涉謀殺黑人格雷 六警被刑控
至於巴爾的摩黑人格雷在拘押期間死亡事件，警

方完成調查後，指他是在警車中頭部重創致死，是
類似車禍般的撞擊，但警方沒透露他受傷的過程。
不少示威者不滿調查欠細節，更有人斥報告是造
假。之後州檢察官宣布，格雷是死於他殺，警方對
他的拘捕也不合法，因此當局將向6名警員作出刑事
檢控，他們涉嫌二級謀殺、誤殺等罪名。

■《洛杉磯每日新聞》/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霍士電視台/Business Insider網站/《華盛頓郵報》

意大利米蘭世界博覽會昨日開
幕，當地政府寄望為期6個月的展覽
有助刺激經濟。不過在籌辦期間，
主辦單位被揭發貪污醜聞，而且興
建進度緩慢，雖然趕得及昨日開
放，館內仍有不少地方未完工。有
輿論批評舉辦如此大型活動，反會
拖垮逐漸復甦的經濟。有示威者上
街反對世博，部分穿黑衣者燒車並
與警員衝突，警方發射催淚彈驅
散，當局估計會有3萬人參與示威。
昨日的開幕式請來意國著名男高
音波切利、斯卡拉大劇院合唱團及
中國鋼琴家郎朗演出。總理倫齊致
辭時反駁外界批評，形容博覽會是
意國的契機，有助使經濟擺脫停滯
和衰退。
不過，會場安排及設施在開幕首

日已出問題，售票系統及保安掃描
器發生故障，入場人士需冒雨等候
90分鐘才能進場。場內洗手間則鋪
滿塵埃，又見大批塗上白漆的棚
架，裝着已完工的組件。警方預料
晚間會有3萬人到場抗議，已增加
人手應對。警方本周較早前搜查激
進組織場地，搜出製造汽油彈的物
料，懷疑他們策劃將示威衝突升
級。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全球各地均有勞動節遊行，示
威者爭取改善工人待遇，其中土
耳其伊斯坦布爾的示威演變成激
烈衝突。當局早前封鎖塔克西姆
廣場防範示威，但遊行者要求進
入廣場，警察出動水炮及催淚彈
驅散，示威者則擲石及炮竹反
擊，最少136人被捕。
德國柏林北部數千人在勞動節
前夕上街，反對資本主義，有示

威者放煙花及向警察擲石，一名
警員受傷，警方拘捕15人。俄羅
斯全國有250萬人在勞動節集
會，其中莫斯科紅場有14萬人。
法國極右政黨「國民陣線」在巴
黎舉行集會，領袖勒龐發言期
間，有3名女權分子裸露上身，
以納粹手勢敬禮諷刺勒龐。她們
又展示胸部的反法西斯字句，抗
議國民陣線。

加拿大魁北克昨日有3,000人
罷工一天，蒙特利爾菲利普斯廣
場亦有集會，反對公共服務私有
化。亞洲方面，韓國首爾有10萬
人集會，反對改革勞工政策。印
尼雅加達、菲律賓馬尼拉和新加
坡亦有遊行。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菲律賓星報》/

《蒙特利爾新聞報》

全球爭勞權 土爆衝突拘1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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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版《太陽
報》(右)支持保守
黨，但蘇格蘭版
( 左) 卻 支 持
SNP。

法新社

■■三大黨黨魁前日進行選前最後一場辯論三大黨黨魁前日進行選前最後一場辯論。。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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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世博開幕 示威者燒車與警衝突

踢催淚彈踢催淚彈 放火燒車放火燒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