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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與歐盟經歷逾一年談判後，日前終就脫歐協議草案達成共識，英國

首相文翠珊前晚隨即逐一召見閣員爭取支持，並於昨日召開內閣緊急會議

討論草案，但英媒引述消息指，個別閣員對草案有極大保留。保守黨多名

強硬脫歐派議員亦表明，將投票反對文翠珊的脫歐協議，批評她背叛人民

脫歐意願，使脫歐前景繼續陷於不明朗。

英國政府暫未公佈脫歐協議草案，英媒
則報道草案長約500頁，英國明年脫

歐後將設有21個月過渡期，磋商新貿易協
定，若在過渡期結束前無法達成協議，整個
英國可暫時留在歐洲關稅同盟，避免愛爾蘭
島出現「硬邊界」，期內英國須繼續遵守歐
盟貿易規例。另外，英國公民在脫歐後，將
可繼續享有現行入境和居留條件，英國並同
意向歐盟支付390億英鎊(約3,975億港元)
「分手費」。

至少3閣員擬請辭
文翠珊前晚於首相府，與閣員逐一單對單
解釋脫歐協議，但禁止閣員帶走草案文本。
據報被視為關鍵人物的外相侯俊偉、內政大臣賈偉德、脫歐大臣藍韜
文、環境大臣高文浩和檢察總長郝思賢均同意支持協議。下議院領袖
利雅華對草案有重大保留，就業及退休保障大臣麥蔚宜、蘇格蘭事務
大臣萬達偉以及國際發展大臣莫佩琳據報更打算即日以辭職抗議。
英國廣播公司(BBC)引述消息指，部分高級內閣官員憂慮，一旦脫
歐草案無法在國會通過，將形成嚴重政治危機。消息指，文翠珊在內
閣會議中，將要求官員以國家利益為重，即使認為部分條款難以接
受，亦應支持草案。文翠珊昨日稍後亦與多名商界領袖會面，
推銷脫歐草案。
保守黨內不少強硬脫歐派議員憂慮，在以上草案中，歐
盟將不再有動機與英國達成新貿易協議，「後過渡期」
臨時安排恐長期維持，英國也要繼續遵守歐盟規例。

強硬派開火揚言反對
在英國政府正式公佈脫歐協議草案前，以前外相約
翰遜為首的保守黨強硬脫歐派已率先開火，揚言投票
反對草案。約翰遜形容文翠珊出賣英國，警告脫歐協議
只會令英國變成「附庸國」，他必會投反對票，內閣官
員亦應拿出勇氣，拒絕接受草案。
另一名脫歐派主將里斯莫格則批評，曾揚言「沒協議好過壞協議」
的文翠珊出爾反爾，警告草案將使英國實質上留在歐洲單一市場，
「這是背叛英國」。前脫歐事務大臣戴德偉亦稱，內閣官員應辭職抗
議，拒絕向歐盟投降。
在野工黨黨魁郝爾彬、蘇格蘭民族黨下議院領袖柏家輝和自由民主
黨黨魁祈維信向文翠珊聯署，要求政府容許國會就脫歐草案提出修訂
動議。與保守黨合作的北愛爾蘭民主統一黨則稱，不會接受任何可能
令北愛脫離聯合王國的方案。
歐盟27個國家的大使昨日亦於布魯塞爾舉行會議，有歐盟官員

稱，假如脫歐協議草案得到英國內閣支持，預料歐盟將於本月25日
召開特別峰會，確定協議條款。 ■綜合報道

11月：向內閣推銷脫歐協議
■英國首相文翠珊需爭取內閣支持脫歐協
議，若未能成功，反對的官員可能辭職或遭
革職，令文翠珊承受更大下台壓力，與歐盟
的談判亦可能要重頭開始
■假如得到內閣支持，歐盟最快會於月底召
開特別峰會，確定協議條款，再交由歐洲議
會和英國下議院表決

12月：下議院表決
■保守黨強硬脫歐派議員表明，反對文翠珊
提出的脫歐方案，加上工黨或會為求拖垮政
府不惜否決，故方案可能無法通過，文翠珊
會面臨另一次下台危機
■下議院通過脫歐方案後，需展開本地立法
程序，若無法通過，脫歐協議仍會被拉倒

明年2月：歐洲議會批准協議
■英國下議院通過脫歐協議後，歐洲議會亦
需投票表決，估計獲通過機會極高

3月29日：英國脫歐日
■英國正式脫歐，英國在歐洲議會的議席將
取消，英國內閣官員亦不再參與歐盟會議
■過渡期同時生效，英歐公民和貨物來往兩
地的方式如現時一樣

2020年12月：過渡期完結
■如果英歐屆時無法達成貿易協議，將啟動
「後備方案」以避免北愛爾蘭硬邊界問題，
據報在現時脫歐協議草案下，整個英國會繼
續留在歐洲關稅同盟，直至新貿易協議生效
為止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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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相文翠珊一直希望歐盟本月內召開
峰會，落實脫歐協議條款，以預留時間讓英
國國會辯論草案並通過本地立法。文翠珊為
求盡快達成脫歐初步草案，卻使英國付出沉
重代價，恐喪失在脫歐過渡期結束後，展開
貿易談判的主導權，更有歐盟官員形容，屆
時「歐盟將全面控制局面」。
在最新脫歐草案中，英國在脫歐過渡期結

束後，一旦無法與歐盟達成貿易協議，可臨
時留在關稅同盟，並繼續磋商新協議。與歐
盟此前提出的方案相比，此舉容許全英國，
而非只有北愛爾蘭留在關稅同盟，文翠珊在
保住北愛主權上可說小勝一仗。
然而魔鬼在細節，歐盟要求英國留在關稅

同盟期間，需嚴格遵守與競爭法和國家補貼
相關的歐盟法規，並接受歐洲法院對貿易事
務作出的裁決。不但如此，歐盟更拒絕英國
脫歐大臣藍韜文的建議，不設立英國單方面
退出臨時關稅同盟的機制，如此一來，只要
歐盟將來拒絕展開貿易談判，草案便與「永
續」脫歐過渡期無異。
歐盟在脫歐談判中，亦享有以逸待勞的優

勢，不但程序較英方簡單，歐盟官員亦無需
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說服歐洲議會議員支持
脫歐協議。然而由於文翠珊在國內製造緊張
氣氛，歐盟亦靜觀其變，讓文翠珊更易爭取
官員支持協議。 ■綜合報道

英國國家統計局前日公佈，截
至今年7月至9月，在英國工作的
歐盟公民人數為225萬，較去年
同期大減13.2萬，是自1997年有
記錄以來最大跌幅，顯示英國勞
動市場已經因應脫歐出現轉變。
歐盟勞工人數減少主要是因為
東歐國家公民大規模回鄉謀生。
包括波蘭和捷克等2004年加入歐
盟的8個國家，近年工資水平大
幅上升，相反英國2016年通過脫
歐公投後經濟放緩，英鎊匯價下
滑，吸引力相對下降。這8個國

家在英國工作的公民人數，過去
一年減少了15%。
反對脫歐的英國自民黨議員布

雷克表示，數據顯示歐盟勞工的
「出英國記」(Brexodus)絲毫沒有
減慢跡象，認為除了經濟增長差
異外，外勞離開英國的另一個原
因是脫歐給予外界排外的感覺。
英倫銀行早前指出，歐盟勞工減
少將加劇英國農業、製造業與服
務業勞工短缺問題，警告長此下
去會削弱英國增長潛力。

■綜合報道

歐勞工撤出英國 一年流失13萬人

失貿易談判主導 恐永續過渡期

以色列和控制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武裝組織
哈馬斯自周一起爆發近年最嚴重武裝衝突，經
過連日互相轟炸後，雙方前日在埃及和聯合國
調停下同意停火，不過有關協議卻引起以色列
國內反彈，國防部長利伯曼昨日宣佈為此辭職
抗議，他批評停火等同向恐怖主義屈服，要求
提前大選。由於利伯曼領導的右翼政黨「以色
列是我們的家園」在國會手握關鍵5票，他的
辭職很大機會令總理內塔尼亞胡的政府倒台。
以色列一支特種部隊周日潛入加沙執行秘密
行動，打死哈馬斯下屬武裝派別卡桑旅一名指
揮官，以軍戰機為掩護地面部隊再炸死6名哈
馬斯成員。哈馬斯隨即向以色列南部發射數百
枚火箭炮，造成多人死傷，以色列其後展開大
規模報復，炸死最少14名巴勒斯坦人。

執政聯盟分裂 或提早大選
利伯曼表示，停火雖可帶來短暫和平，但對
國土安全構成長期威脅，宣佈「以色列是我們

的家園」脫離執政聯盟，意味執政聯盟於國會
只剩一席優勢。利伯曼要求提早大選，並於未
來數日訂下大選日期，獲在野黨支持。利伯曼
的辭職申請將於48小時後生效，預計內塔尼亞
胡將暫代防長職務。
內塔尼亞胡則未就利伯曼辭職的決定回應，

但解釋接受停火協議的原因是「敵人哀求停
火」。他同時指，停火決定是基於以色列的整
體安全而作出，有時公眾未必能理解，但作為
領導人即使面對批評，亦應作正確的決定。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法國總統馬克龍因為主張建立「歐洲聯
軍」自保，被美國總統特朗普連日來不斷炮
轟，德國總理默克爾前日在歐洲議會演說
時，特別為馬克龍助陣，表示自己亦支持歐
洲建立聯軍，認為是時候結束倚賴他人保護
的時代。不過特朗普未有收口，批評馬克龍

忘記法國在兩次大戰都要靠美國拯救，更將
話題扯到法國對美國紅酒的關稅措施，暗示
要對法國發起新一輪貿易戰。

默克爾支持馬克龍提議
默克爾稱，歐洲大陸倚賴他人保護的

時代已過去，意味着歐洲必須掌管自己
的命運，以及建立一支真正的歐洲軍
隊。默克爾強調，歐洲聯軍不會削弱北
約，相反可成為一種補足，歐洲議會隨
即響起一陣掌聲，但亦有不少右翼議員
喝倒彩。 ■路透社/法新社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昨日趁到新加坡出
席東盟峰會期間，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
面，雙方會後同意按照1956年《日蘇共
同宣言》的基礎，就締結兩國全面和平

條約展開會談，意味俄羅斯不排除與日
方商討涉及南千島群島(日本稱北方四
島)其中兩個島的主權問題。雙方亦同意
安倍於明年初訪問俄羅斯。
日本在二戰戰敗投降後，一直未與蘇
聯簽署和平條約，直至1956年雙方簽署
《日蘇共同宣言》，同意恢復正常外交
關係，並以蘇聯向日本移交齒舞群島和
色丹島為前提，盡快簽訂正式的和平條
約。但由於日本一直堅持對南千島群島
其餘兩個島(國後島和擇捉島)的主權聲
稱，導致日蘇或日俄此後都未能再進一
步。

安倍在會後向記者表示，希望能夠在
解決與俄羅斯的領土爭議後，締結和平
條約，並揚言將與普京攜手令殘留70多
年的歷史問題劃上句號。不過安倍並無
提及國後和擇捉島的主權歸屬問題，日
本傳媒猜測日方可能決定優先解決齒舞
和色丹兩島爭議。
普京9月提出在「不設任何前提下」
與日本商議和約，暗示拒絕處理領土問
題，一度令日俄交涉陷於僵局。不過普
京昨日改變口風，表示願意與日本展開
全方位談判，包括「那些你(安倍)覺得
較重要的問題」。 ■綜合報道

「歐洲聯軍論」或掀美法貿戰

日俄同意和談 料涉南千島群島主權以防長辭職抗議加沙停火
恐釀政府倒台

■■強硬派支持者強硬派支持者
抗議文翠珊的脫抗議文翠珊的脫
歐方案歐方案。。 法新社法新社

■以色列和
哈馬斯爆發
近年最嚴重
武裝衝突。

法新社

■■安倍安倍((左左))與普京握手與普京握手。。 路透社路透社

■文翠珊於首相府與閣員逐一解釋脫歐協議，圖
為財政大臣夏文達。 法新社

■文翠珊離開首相府
時擠出笑容。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