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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多個組織在網上發起號召，呼籲全國民眾昨日上街示威，抗議歐盟分別與美國及加拿大商

議簽訂自由貿易協議，主辦單位預期有多達25萬人參加。反對聲音批評自貿協議會損害歐洲勞工

市場，令更多職位外流，並開放大門讓劣質商品流入歐洲。同時，美國推進「跨太平洋戰略經濟

夥伴關係協定」(TPP)亦面臨挫折，令奧巴馬的兩大自貿大計都蒙上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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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空軍 7 周前宣佈
首批F-35隱形戰機「做好戰
鬥準備」，但空軍技工發現，共有15架F-35
的包覆冷卻管線隔熱材料出現破碎及剝落，
或令連接機翼及油箱的管道遭阻塞，出現壓
力過大或不足的情況，導致油箱受損，受影
響戰機已暫時停飛。
美國空軍官員指，仍在國防企業洛歇馬丁生

產線上的42架F-35也有同樣問題，其中20架
更準備出口至以色列、日本、意大利及挪威。
今次問題源於其中一個生產冷卻管線承包商

生產過程中的品質瑕疵，而非設計缺陷，空軍
及洛歇馬丁的工程師將於本周公佈修復計劃。
F-35項目發言人德拉維多瓦則指，美國海軍陸
戰隊及海軍所用的F-35不受影響。

■彭博通訊社

隔熱材料剝落
美空軍F-35停飛

德國首都柏林今日舉行州議會選舉，
根據民調，反移民立場的極右民粹政黨
「另類選擇黨」(AfD)或取得近15%選
票，是極右勢力自1945年以來，在柏林
這傳統左翼根據地的最大勝利。柏林市
長米勒警告，AfD崛起將被全世界視為納

粹在德國重生。

極右料首躋身議會
根據民調預測，AfD幾乎肯
定奪得柏林州議會議席，是
自1990年德國統一以來，
極右政黨首次晉身當地州
議會。米勒上周四在社交
網站 facebook 發表題為

「小心，柏林！」的文章，警告AfD的
勝利，會讓全世界視為極右及納粹在德
國重新抬頭，「柏林從希特勒統治下的
納粹德國首都，如今蛻變成自由、包
容、多元和社會團結的象徵。我們不容
許柏林成為極右勢力的基地」。AfD候選
人反擊，指米勒將所有支持AfD的選
民，描繪成納粹支持者。
與基督教民主聯盟(CDU)共同執政的社

會民主黨(SPD)，因受總理默克爾移民政
策影響，黨支持度由2011年上屆州議會
選舉的30.8%，大跌至目前的23%，但仍
有望成為最大黨；默克爾領導的CDU支
持度則由2011年的21%跌至18%。

■路透社/法新社/《每日電訊報》

柏林今地選
納粹恐翻生

英國今年6月公投通過脫離歐盟，但至今未有
就啟動為期兩年的脫歐程序給出時間表。本月8
日曾與英國首相文翠珊會面的歐洲理事會主席
圖斯克，前日引述對方稱最快會在明年1月或2
月展開脫歐談判。

英怕早開波損談判籌碼
圖斯克形容文翠珊一直向他坦誠以對：「她

明白今年之內難以啟動脫歐程序，但相信明年1
月或者2月應會做好準備。」不過圖斯克未有解
釋清楚文翠珊是指「明年初啟動脫歐程序」，
抑或僅僅是「做好脫歐準備」。圖斯克續稱，
歐盟隨時準備好與英國談判，但「英國的朋友
們需要多點時間準備」。
由於歐洲議會在2019年改選，歐盟委員會同

年亦會換屆，加上歐盟還要討論新一份為期7年
的預算案，故歐盟官員都希望英國能盡快完成
脫歐程序，避免令事態變得更複雜。另一邊
廂，由於啟動脫歐程序後，無論英國與歐盟談
判結果如何，都必須在2年限期屆滿後離開歐
盟，故英方擔心過早啟動脫歐程序會損害自己
的談判籌碼。
歐盟領袖早前強調，在英國未啟動脫歐前不

會與英國展開任何談判，尤以法國態度最為強
硬，但據報挪威及瑞典等英國傳統的「北方盟
友」，願意向文翠珊透露一些談判條件，讓她
可更有信心啟動脫歐程序。分析指，法國明年
將舉行總統大選，法國政府或希望透過對英企
硬，警告其他有意脫離歐盟的國家，同時打擊
國內疑歐勢力的選情。 ■路透社/《衛報》

歐盟27國領袖前日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
斯拉發舉行峰會，商討前景。為保持歐盟一
體化，挽救人民對歐盟的信心，各國領袖同
意在未來半年內制定政策路線圖，推行改
革，並同意加強防務合作，但在難民及經濟
等議題上仍有重大分歧。
各國領袖在會後發表聯合聲明稱，「我們
一致同意商討如何改善歐盟，承諾在未來數
月內，為我們的公民提出值得信任和支持的
歐盟新願景。歐盟並非完美，但這是我們應
付新挑戰的最佳工具」。歐盟未來半年將制
定連串改革措施，交由明年3月的歐盟羅馬峰
會討論。
然而，多個歐盟成員國近年經濟低迷，再

加上移民浪潮及連串恐怖襲擊，令各國之間
分歧漸深。意大利、匈牙利等多國領袖在會
後表示，對歐盟能否保持團結感到悲觀。匈
牙利總理歐爾班稱，各國就歐盟難民政策存
在極大分歧，但同意攜手合作改善。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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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自2013年起與美國就「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
定」(TTIP)展開談判，雙方預定下月3日在紐約展開新一輪

談判，美國總統奧巴馬曾表示，希望在明年1月卸任前敲定協議。
另外，歐盟與加拿大預定下月簽署性質與TTIP相同、規模較小的
「全面經濟貿易協定」(CETA)。

「投資者法庭」縱容商界干政
德國出口企業對自貿協議表示歡迎，認為可減低關稅、削減繁
文縟節及擴闊客戶基礎，有利商品出口。不過反對者批評協議損
害歐盟現有營商環境，包括導致職位流失、降低環保標準及食物
等商品的質素，損害消費者及工人的利益。另有聲音批評協議提
倡成立「投資者法庭」，容許企業就監管法規提出法律挑戰，變
相縱容商界干預政府政策，等同「把利潤放在民主之上」。
德國總理默克爾贊成簽訂協議，認為部分歐洲國家失業率高

企，各國政府應盡力創造職位，「自貿協議是其中一環」。不
過，同屬德國執政聯盟的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加布里爾，早前坦言
歐美雙方分歧嚴重，形容談判實質上已破裂，又強調歐洲「不能
屈服於美國人的要求」。法國同樣堅決反對，總理瓦爾斯曾要求

中止談判。
歐盟委員會今年5月民調顯示，多達59%德國人反對TTIP，僅
次於奧地利，亦遠高於歐盟的平均值34%。《經濟學人》分析
指，有別於其他經濟陷入困境的歐洲國家，德國經濟相對穩定及
健康，因此不少德國人都視TTIP為「挑戰」多於「機遇」。

觀望美大選 越國會拒TPP
另一邊廂，越南國會主席阮氏金銀近日表示，

下個國會會期不把TPP納入議程，要觀察
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出爐及其對TPP的
影響等因素，再作決定。由於美國
兩位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和特朗普都
不支持TPP，而美歐短期內簽
署TTIP的機會亦渺茫，意味奧
巴馬盡快落實兩個協議的如意算
盤恐難以打響。

■法新社/美國廣播公司/
《經濟學人》

德25萬人大示威
反TTIP

■■文翠珊明白今文翠珊明白今
年內難以啟動脫年內難以啟動脫
歐歐。。 法新社法新社

日單身處男處女逾四成
低出生率難救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
普前日在邁阿密的競選集會上，
針對民主黨對手希拉里支持加強
槍管的立場，呼籲保護她的密勤
局特工解除武裝，聲言「拿走特
工的槍，看看她會發生甚麼
事」。希拉里陣營批評特朗普又
再煽動支持者暴力攻擊希拉里。
特朗普一直指責希拉里聲稱
支持收緊槍管，但要靠荷槍實彈

的特工保護。他前日表示，「希
拉里不想要槍，那就拿走特工的
槍。拿走他們的槍，看看她會發
生甚麼事，這將會非常危險」。
希拉里陣營發言人批評特朗普煽
動暴力，「這種說話不應出自總
統候選人之口」。華盛頓政治顧
問史蒂文斯指出，密勤局應調查
這種威嚇。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特朗普煽暴：
拿走希拉里特工的槍

日本近年面對嚴重人口老化及出生率低的問
題，政府雖嘗試增加託兒服務資助，以鼓勵國
民生兒育女，但效果不彰。日本國立社會保障
．人口問題研究所(NIPSSR)上周四發佈的最新
調查結果顯示，在18至34歲的未婚男女中，
分別有70%男性及60%女性無拍拖，當中更有
約42%男性及44.2%女性承認自己未破處，反
映當局推高出生率面對重大困難。
與 NIPSSR 於
2010年的調查相
比，仍屬處子之
身的受訪男女人
數，分別增加約
6個百分點。20
多歲接近30歲被
認為是女性最適
合生育年齡，但
調查發現在這年
齡仍然單身的人

數，增幅非常明顯。

近9成受訪者拒結婚
NIPSSR人口結構研究部主管石井太(譯音)

指，近90%受訪男女表示未來一段時間都不想
結婚，他們不少人認為理想與現實有距離，因
此傾向遲婚，甚至決定終身單身，導致日本出
生率偏低。也有意見認為，全球經濟環境不穩

定，或令發達國家
千禧世代更審慎考
慮結婚問題。
■《日本時報》/
《華盛頓郵報》

■■日本嘗試增加託日本嘗試增加託
兒服務兒服務資助資助，，以鼓以鼓
勵國民生育勵國民生育，，但成但成
效不彰效不彰。。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加州有人把遙控飛加州有人把遙控飛機設計成特機設計成特
朗普及希拉里的樣貌朗普及希拉里的樣貌。。 路透社路透社

■■柏林市長米勒警告納粹柏林市長米勒警告納粹
在德國重新抬頭在德國重新抬頭。。 路透社路透社

■■柏林有大批民眾上柏林有大批民眾上
街反對街反對TTIPTTIP。。 路透社路透社

■■示威者將示威者將TTIPTTIP及及CETACETA比喻成毒蛇的比喻成毒蛇的牙牙。。 路透社路透社■■示威者打扮成美國自由神示威者打扮成美國自由神像像。。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