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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英國之間的貿易及文化往來頻繁，英國

也是華府在歐洲最親密盟友，故英國脫歐對美國

經濟及外交影響重大，美國總統奧巴馬今年4月

訪英時，更罕有地促請英國人投票留歐，被指干

預英內政。脫歐公投結果揭曉後，奧巴馬表明美

英特殊關係不會改變，但透過發言人重申，若英

美未來需重新簽訂貿易協定，英國將不能享有優

先權，而是要「排在隊尾」。

奧巴馬：美英特殊關係不變
有信心脫歐過程有序 確保金融市場穩定

奧巴馬前日在史丹
福大學出席活動

時表示，英國脫歐只
意味英國與歐盟的關
係改變，對美英特殊
關係沒影響，指英國
是北約成員，與美國
在經濟、外交及國防
方面合作良多，仍然
是美國外交、安全和
經濟政策的一個柱
石。奧巴馬又稱歐盟同樣是美國不可或缺的夥伴，已跟英國首相卡梅倫
及德國總理默克爾通電話，有信心英國脫歐過程有序，美國會與英國合
作，確保金融市場穩定、經濟穩步增長。

英趨孤立 礙與盟友合作
英國是歐盟中最親美的盟友之一，美國與德法的關係卻較疏離，美國
國家安全局(NSA)更被揭監聽默克爾及法國總統奧朗德的通訊，英國脫歐
後，估計美國今後對歐盟的影響力將減弱，與西方盟友的合作或會較現
時困難，不利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以至抗衡俄羅斯等行
動。英國趨向孤立主義，未來亦可能抗拒與美國共同參與跨國活動，使
美國在國際失去重要盟友支持。
此外，美國近年正與歐盟商討締結「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

定」(TTIP)，進一步減少貿易限制。美國貿易代表弗羅曼稱，正評估英國
脫歐對TTIP談判的影響，又指締結協定的經濟及戰略理由仍然充分。路
透社分析指，明年1月奧巴馬離任前，TTIP談判將難以完成。

白宮以為留歐 未商應對方案
美國副總統拜登坦言，公投結果並非華府所願，又促請國民警惕排外
及孤立主義，似是不點名批評共和黨唯一總統參選人特朗普。美聯社報
道，白宮此前對英國留歐胸有成竹，未有討論英國脫歐的應對方案。國
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則指，美國與北約各成員國在國防上緊密合作，相
信英國脫歐對此沒影響。
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希拉里則指，美國除確保國內經濟穩定，亦會繼續

與英國及歐洲合作，國民需要富經驗的總統，處理各項不明朗因素。
■美聯社/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西班牙國會大選重選今日投票，適逢英國脫歐風暴席
捲全球，各主要政黨均嘗試借助事件，爭取選民支持。
有分析認為，英國脫歐或令西班牙選民傾向維持現狀，
但英退會否觸發民眾反建制情緒，則較難預測。

最大黨難保執政地位
最新民調顯示，重選形勢與去年12月時的首次投票
接近，人民黨取得的議席料將再減少，雖然仍是國會
最大黨，但未能確保執政地位，「我們可以」黨及社
會黨則分列第二及第三位。
臨時首相拉霍伊前日發表電視講話，呼籲國民以社
會及經濟穩定為優先；「我們可以」黨領袖伊格萊西
亞斯稱若歐盟公平及團結，根本不會有人離開。

■西班牙《國家報》/彭博通訊社/法新社

經過首日混亂後，歐洲
傳媒昨日似乎已收拾好心
情，不少更發揮創意幽英
國一默，祝她「一路好
走」。德《圖片報》頭版
以黑白印刷，形容是「歐
洲最當黑的一天」，不過
底版卻是一名手持告示牌
的金髮女郎，寫着「歡迎
英國難民」；德國《快
報》則向「一切英國事物
說再見」，包括英女王、
《哈利波特》、歌手
Adele及「經常曬傷的遊
客」。

■《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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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公投脫歐，除了可能
引發蘇格蘭和北愛爾蘭獨立
公投外，一直奉英女王為國
家元首的澳洲，要求廢除君
主制、建立共和國的聲音也
因此再次響起。澳洲共和運
動(ARM)的支持者形容，既
然英國可以脫歐，澳洲也可
以脫英，並選出自己的國家
元首。
ARM領袖菲茨西蒙斯昨日

把社交網站帳戶名稱改為
「#AuxExit」(澳洲脫英)，得
到不少網民響應。有支持者
表示，「不想與來自英國的
低能兒扯上關係！」澳洲
1999年曾舉行公投，當時大
部分民眾表明未準備好切斷
與英國的聯繫，並願意維持
君主制。領導當年公投的現
任總理特恩布爾早前表明，
仍然支持共和制，但認為應
該選擇適當時機和方法，確
保公投有勝算及不會令澳洲

社會撕裂。
另外，搜尋網站Google表

示，英國公投前，愈來愈多
英國人搜尋「移民澳洲」，
公投結果傳出後，搜尋人數
暴升，並在澳洲時間前日傍
晚達到高峰。澳洲國立大學
教授威瑟斯表示不覺得意
外，形容英國人對脫歐感到
不屑，因此思考其他選項，
例如移民。 ■《每日郵報》

澳共和派又謀「脫英」

■■菲茨西蒙斯的行動得到菲茨西蒙斯的行動得到
不少網民響應不少網民響應。。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英國過半選民贊成脫歐，反映當地思潮轉向，抗拒全球化，傾向
排斥新移民，亦不再信任政治精英。類似情況同樣發生在美國，收
緊移民、減少跨國合作等議題，與共和黨唯一總統參選人特朗普的
主張頗為相似，特朗普在英國脫歐後，亦重提他的反移民倡議。不
過《紐約時報》分析，美國社會及政治制度均與英國有別，現階段
預測特朗普入主白宮是言之尚早。
美國及英國近年經濟復甦較理想，失業率處於低位，美國聯儲局

去年底更恢復加息，反映經濟改善。不過，兩地工人實際收入持續
下跌，經濟增長亦僅集中在倫敦及三藩市等大都市，鄉郊地區的低
下階層對此甚有怨言，觸發選民求變情緒。
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高爾斯頓發現，脫歐陣營與特朗普的支
持者相近之處甚多，他們以年長及教育水平較低的白人為主，激烈
反對移民，亦不願聆聽專家意見。

選民或避險 改投希拉里
然而相對於英國，美國文化及族裔構成較為多元，少數族裔選民

人數持續增長，不少集中在佛羅里達、新澤西及加州等坐擁大量選
舉人票的州份。特朗普在以上州份面臨劣勢，加上不獲女性支持，
均是他當選的重大障礙。此外，英國脫歐後造成環球金融市場激烈
震盪，亦可能使選民回心轉意，轉投潛在風險較低的民主黨希拉
里。 ■《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美聯社/路透社

圖借脫歐過橋

歐盟促英快脫「勿玩貓捉老鼠」

美政壇回應
總統奧巴馬：美英特殊關係將維持，英國也是北
約成員國，與美國在經濟、外交及國防方面合作
良多，與歐盟同是美國不可或缺夥伴。

副總統拜登：我們期望不同的(公投)結果，但美國
與英國長期友好，這種特殊關係會維持下去。

眾議院議長瑞安：英國是美國不可或缺的盟友，
兩國特殊關係不會受公投影響。

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希拉里：現時社會環境不明
朗，白宮必須由冷靜及富經驗的人領導。

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特朗普：英國人奪回自己的國
家是天大好事，世界各地的人都很憤怒。英鎊下
跌也有利旅遊業。

特朗普未必受益

西班牙今大選 各黨借英拉票

■■美國紐約的商店售賣有關美國紐約的商店售賣有關
英國脫歐的商品英國脫歐的商品。。 法新社法新社

■■英國脫歐對美國經濟及英國脫歐對美國經濟及
外交影響重大外交影響重大。。 法新社法新社

■■奧巴馬奧巴馬((右右))稱美英特殊關係不變稱美英特殊關係不變。。圖圖
為他為他44月訪英與卡梅倫合照月訪英與卡梅倫合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英國首相卡梅倫在公投後宣佈10月前
離任，將脫歐後續工作交給繼任人，多
名脫歐派領袖亦表示不會急於啟動《里

斯本條約》第50條，甚至認為應該先與
歐盟商定貿易條款等條約。不過歐盟領
袖卻已經立下心腸與英國「割蓆」，歐
盟創始六國外長昨日會面後發表聲明，
明確要求英國「盡快」脫離歐盟，法國
外長艾羅更要求英國立即選出新首相，
啟動脫歐程序。
德國、法國、荷蘭、意大利、比利時

及盧森堡外長昨日在柏林召開緊急會
議，會後發表聯合聲明，要求英國政府
澄清當前形勢，並「盡快」將公投結果
付諸實行，從而讓歐洲人不用再與英國
糾纏，可以集中精力處理歐洲的將來。
艾羅警告，英國不要玩「貓捉老鼠的遊
戲」：「無論對英國也好，歐盟也好，

都不應該出現一段不確定的時間，這會
造成金融、經濟和政治影響。」他更進
一步指出，卡梅倫應該盡快讓路予新任
首相。

法威脅讓難民偷渡赴英
英國脫歐派聲稱脫歐可以防止難民湧

入，但法國加來市長布沙爾昨日表示，由
於英國脫歐將使法英管理難民的《勒圖凱
條約》部分規定難以實行，雙方或需重新
協商，更表示未來或需將邊境把關工作交
回英國手上，暗示加來政府不會再負責阻
止難民經英法海底隧道偷渡到英國。
■《衛報》/法新社/路透社/《獨立報》

■6國外長昨日於柏林召開緊急會議。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