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翠珊首貿易外訪 印度劏英
「全面脫歐不容阻撓」 籲國會承認公投

英國法院上周裁定政府在啟動脫歐程序前，必須先獲國會同意，嚴

重打擊首相文翠珊的脫歐路線圖，她昨日按原定計劃訪問印度，希望

透過拓展英印商貿關係，增加在脫歐談判中的籌碼。不過印度政府未

有放棄開天殺價的機會，在文翠珊出發前向英方提出多項要求，包括

放寬去年收緊的學生簽證政策及解除芒果進口禁令。印度駐英國署理

高級專員帕特奈克更直言，英國對印度而言根本無關重要，脫歐後的

英國才更「需要印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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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翠珊今次訪問印度，簽證問題
被視為談判最大障礙。印度傳媒報
道，英國可能會擴大目前適用於中
國的簽證先導計劃，讓印度遊客可
以更低的簽證費赴英。
目前印度遊客申請英國旅遊簽

證，半年期收費要87英鎊(約844港
元)，兩年期則要330英鎊(約3,204港
元)。相反，英國早前對中國推出簽

證先導計劃後，中國遊客赴英兩年
簽證收費只需87英鎊。
由於簽證費太貴，令印度遊客對

英國卻步，印度駐英國署理高級專
員帕特奈克表示，很多印度遊客遊
覽歐洲時，往往在法國止步，不會
進入英國。

■《每日郵報》/
《印度斯坦時報》

傳減旅遊簽證費
與中國看齊

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昨日凌晨批准拘捕前
青瓦台經濟高級秘書官安鍾範及前附屬秘書官
鄭虎成，是繼「閨蜜干政」的主角崔順實後，
再有「干政門」核心人物正式被捕。安鍾範涉
嫌濫用職權及企圖敲詐，鄭虎成則涉嫌洩漏機
密文件。法院認為兩人涉案的理據充分，有必
要作出逮捕。
安鍾範被指與崔順實合謀，成立「Mir財

團」及「K體育財團」基金會，並逼53間財團
向基金捐款，安鍾範據悉曾親自致電大財團
Posco社長索取捐款。安鍾範還涉嫌與另一涉及
「干政門」的知名廣告導演車恩澤合謀，強迫
一間廣告公司轉讓收購對象的股權。

日交30厘米厚密件予崔順實
鄭虎成自1997年起輔助總統朴槿惠，有朴槿

惠的右手之稱。據Mir財團前秘書長透露，鄭
虎成每日將厚達30厘米的資料交給崔順實，當
中包括總統演講辭、外交安全機密等政府文
件。此外，懷疑屬於崔順實的平板電腦載有
200多份政府檔案，收藏檔案的資料夾名稱與
鄭虎成電腦用戶名稱相同。
韓國檢察方昨早傳召在青瓦台大換血中被辭

退的前民政首席秘書官禹柄宇，調查他有否涉
及貪污及挪用公款等罪行。禹柄宇向記者表示
會誠實協助調查，但他卻沒有回應「為何漏報
財產」等提問。檢查局表示會在本周公開調查
報告。 ■韓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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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總理倫齊領導的執政民主黨上
周五起在佛羅倫斯舉行年度黨大會，數
百名蒙面年輕示威者前日趁會議期間，
在當地舉行反政府示威，抗議下月4日
的政制改革公投。部分示威者向防暴警
察投擲石頭、爆竹及煙霧彈等，警方則
施放催淚氣體驅散，衝突中最少3名警
員受傷，數名示威者被捕。佛羅倫斯市
長納爾代拉表示尊重公眾示威權利，但
表明不接受暴力行為。

圖削參院地方政府權力
曾任佛羅倫斯市長的倫齊，希望透過

下月公投，削減參議院及地方政府權
力。雖然部分輿論認為，削減參院權力
有助精簡立法程序，但不少民眾擔心今

次政制改革方案破壞民主，導致權力過
分集中，多次舉行反政府示威，但演變
成暴力則尚屬首次。有示威者更試圖衝
擊倫齊將會現身的會場，警方持盾牌阻
止他們推進。
除了暴力衝擊的示威者，亦有團體舉

行和平集會，其間不斷高呼「向倫齊說
不」及「向公投說不」等口號，部分人
來自威尼斯等其他城市。有示威者指，
他們不滿民主黨拒絕邀請他們參加會
議，因此被迫走上街頭。
當地最近33項民調中，有32項反對

倫齊提出的方案。分析認為，一旦公投
被否決，可能會斷送倫齊的政治生涯，
他因此希望在公投舉行之前，盡力說服
民眾回心轉意。 ■路透社/美聯社

受到寒流影響，
日本北海道廣泛地區
昨日下大雪，札幌積
雪逾20厘米，創下
21年來11月上旬的
降雪量紀錄。受大雪
影響，北海道部分航
班停飛，陸路交易亦
嚴重受阻。
札幌管區氣象台

表示，北海道以日本海一側為主，前晚深夜起開始下起大雪。
截至昨日中午，幌加內町朱鞠內積雪48厘米、層雲峽積雪45厘
米、上士幌町的糠平積雪42厘米。大雪在昨日中午稍為停頓，
但日本海一側仍持續降下小雪。札幌管區氣象台預測從明日開
始，將有北方低氣壓通過北海道，並於周三和周四兩日形成嚴
重的吹雪現象（強風將雪及積雪吹起來，導致視野變差），氣
象台呼籲公眾注意氣象資訊及對交通的影響。
大雪影響北海道陸空交通，JR北海道部分區間暫時停駛、部
分高速公路封閉。新千歲機場飛北海道各地機場的航班、飛東
京成田機場的35航班停飛。 ■中央社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於本周五，與到
訪的印度總理莫迪簽署協議，向印度提
供民用核子技術。與日本達成類似協議
的國家之中，唯獨印度沒有簽署《核不
擴散條約》，因此今次協議在日本國內
引起不少爭議，據日本《讀賣新聞》報
道，假如印度進行核試，日本就會立即
中止合作。另外，印度最快今日會通過
向日本購買12部US-2i型兩棲救援機，
是日本解禁出售軍備以來首宗交易。

軍備解禁首交易 售12兩棲機
戰後日本禁止出售軍備近半個世紀，

直至安倍在2014年解禁。鑑於中國和東
南亞國家之間的主權爭議，日印圖藉着
軍售協議向中國「示威」。
12架US-2i型兩棲救援機總值約16億

美元(約124億港元)，雖然比起加拿大或
俄羅斯的同類機種昂貴，但性能優越，
無需長距離滑行就能起飛，除了能參與
救援任務，還可以在緊急情況下運送30
名士兵上戰場。
印度總理莫迪將會在周四起訪問日本3

日，預料會與安倍晉三討論進一步鞏固策
略性夥伴關係。

■法新社/《印度時報》

日民用核技術輸出印度

行兇逾10年 美農場殺手認奪7命

札幌罕見11月大雪
積雪48厘米

暴力示威反政改
佛羅倫斯市長譴責

■■文翠珊表示國會必須承認文翠珊表示國會必須承認
脫歐公投的結果脫歐公投的結果。。 法新社法新社

■■安鍾範安鍾範 ■■鄭虎成鄭虎成

■■文翠珊今早與莫迪出席科技峰會文翠珊今早與莫迪出席科技峰會，，
圖為莫迪日前為老虎拍照圖為莫迪日前為老虎拍照。。 法新社法新社

美國南卡羅來納州一名女子失蹤兩個多月後，上周四在伍德
拉夫一個荒廢農場被發現，被拘捕的農場主人科爾黑普前日招
認至少殺死7人，包括2003年一宗導致4死的命案。
科爾黑普承認在2003年血洗一間位於切斯尼的電單車店，殺

害店主、服務員、技工及會計4人，他在警員押解下返回農
場，指出另外兩名被他殺害的死者的埋屍地點。警方表示不排
除發現更多屍體。
獲救女子布朗及男友卡弗8月失蹤，布朗上周四在一個貨櫃內
獲救後，警方周五發現卡弗的屍體。布朗表示，她目擊科爾黑普
開槍殺死卡弗，並表示農場埋有4具屍體。 ■美聯社/路透社

■■「「VV煞煞」」示威示威 ■■手持照明彈手持照明彈

■■與警衝突與警衝突

英國倫敦前晚有數千名戴上「V煞」面具的
示威者，響應黑客組織「匿名者」呼籲參加
「百萬面具遊行」。他們遊行至倫敦著名景點
特拉法加廣場，希望表達反資本主義、腐敗、
審查制度及擁護公民權利的訊息。他們高呼
「革命是唯一出路」等口號，其間有人爬上石
柱，但相比往年的暴力示威，今年活動相對溫
和，但警方其後拘捕47名干犯毒品罪行及阻差
辦公的示威者。

英「篝火之夜」燒9米高特朗普像
另外，美國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和民主黨的希

拉里迎接大選投票日之際，大批英國民眾前晚在
伊登布里奇大搞新噱頭，焚燒一個超過9米高、
手持希拉里「人頭」的特朗普塑像，為年度節慶
活動「篝火之夜」揭幕。活動負責人指，民眾一
般在篝火之夜焚燒惡人塑像，打趣指相比特朗
普，希拉里顯然不太引人注目。

「篝火之夜」活動源於17世紀初。1605年11
月5日，英格蘭天主教徒福克斯在國會埋下炸
藥，企圖行弒信奉新教的國王詹姆斯一世，但他
事敗被捕，在倫敦塔被處死。詹姆斯一世為紀念
避過這次危機，於是決定將每年11月5日定為
「篝火之夜」，並於當晚焚燒代表福克斯的塑
像。隨着時代轉變，塑像逐漸由其他「惡人」代
替，包括前首相貝理雅和白高敦等。

■《今日美國報》/《衛報》/美國之音

倫敦數千「V煞」示威反資本主義

文翠珊啟程前往印度前，就上周法院裁決發
表聲明，重申國會必須承認脫歐公投的結

果，並表示現階段不會透露脫歐談判的詳細策
略，以免令英國處於劣勢，並警告議員勿阻撓
脫歐。此外，文翠珊有信心政府最終會推翻裁
決，形容離開歐盟是「全面脫歐」。
她率領國際貿易大臣霍理林等約40名官員及

商界代表到訪印度，為期3日，是她上任以來
首次商貿外訪。她今早將與印度總理莫迪出席
在新德里舉行的科技峰會，其後一同赴海德
拉巴宮參加午宴。文翠珊稍後將轉往班加羅
爾訪問。

旅遊簽證收費遠高於中國
印度是英國第3大外資來源地，文翠珊試

圖在啟動脫歐前與印度達成新的貿易協議，以
減輕脫歐的影響，並向歐盟證明英國並非只靠
歐洲市場。不過印度看準英國有求於己，乘機
提出多項強硬要求，首項要求便是放寬簽證制

度。文翠珊出任內政大臣期間大幅收緊非歐盟
學生簽證，包括禁止他們畢業後留英工作，導
致留英印度學生數量大減，印度遊客赴英旅遊
簽證的收費亦遠高於中國遊客。
印度政府亦要求英方放寬關稅及貿易監管，

容許芒果等印度產品大量出口英國。由於擔心
可能引入果蠅，歐盟去年一度禁止印度芒果進
口，英國政府亦要跟隨。
文翠珊前晚表示，英國和印度是傳統盟友，

貿易關係歷史悠久，因此選擇印度作為首個商
貿外訪目的地，「英國和印度分別是最古老及
最龐大的民主體制，兩者合作必定能帶來成
功」。前首相卡梅倫也曾在2010年到訪印度，
並表示要在2015年將雙邊貿易增加一倍，但最
後未能實現。外界質疑文翠珊是否有能力將
「野心化為實際行動」，尤其脫歐增加不明朗
因素。

■路透社/《每日電訊報》/
《每日郵報》/《印度斯坦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