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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即將進行公投的地區面積
約佔烏克蘭15%的領土。基輔方面
則表示，所謂 「全民公投」 不合法，
是 「訛詐行為」 ，烏克蘭將繼續解放
被侵佔的領土。

盧甘斯克和頓涅茨克構成了烏
東頓巴斯地區的大部分，親俄武裝分
子和基輔軍隊自2014年以來一直在
該地區發生衝突。今年2月21日，俄
羅斯總統普京簽署法令，承認 「頓涅
茨克共和國」 和 「盧甘斯克共和國」
為主權獨立國家。根據該法令，俄羅
斯派兵前往兩地執行 「維和任務」 。
2月24日，俄烏戰爭爆發。

逾八成民眾支持入俄
位於烏克蘭南部的港口城市赫

爾松，是俄軍發起軍事行動後第一個
拿下的主要城市。4月27日，俄軍控
制的赫爾松州成立了新政府，並宣布
開始以俄羅斯盧布逐步取代烏克蘭格
里夫納作為官方貨幣。赫爾松州目前
能夠收看和收聽俄羅斯電視廣播節
目，並且已恢復與克里米亞半島的貿
易。普京5月下旬簽署總統令，宣布
扎波羅熱州及赫爾松州居民可獲得俄
羅斯公民身份。

然而，進入9月以來，烏軍在烏
東哈爾科夫州和南部赫爾松州接連發
動反攻，收復逾萬平方公里領土。美
聯社稱，隨着西方不斷向基輔提供武
器，俄羅斯國內要求俄軍控制地區盡
快公投入俄的壓力增大。

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社會院19
日分別呼籲立即就加入俄羅斯聯邦舉
行全民公投。赫爾松州公共委員會
20日也提出了同樣的建議。頓涅茨
克領導人普希林表示： 「長期遭受苦
難的頓巴斯人民理應成為偉大國家的
一部分，他們一直認為（俄羅斯）才
是他們的祖國。」 赫爾松州行政機構
副主席斯特列莫烏索夫也表示，赫爾
松州和扎波羅熱州以及 「所有被解放
的地區」 近期都將通過公投加入俄羅
斯聯邦。

克里米亞社會政治研究所上周

的民調顯示，在盧甘斯克、頓
涅茨克、赫爾松和扎波羅熱4
個地區，支持加入俄羅斯的民
眾分別佔93%、94%、80%
和87%。

俄羅斯安全委員會副主席梅德
韋傑夫當天稍早時候表示，這次公投
「將改變俄羅斯的歷史軌跡，世界地

緣政治的變化將變得不可逆轉」 ，它
意味着， 「對俄羅斯領土的侵犯是一
種犯罪，我們可以使用所有力量自
衛。這就是為什麼基輔和西方如此恐
懼這次公投。」

普京促俄軍工業提升產能
政治分析公司R.Politik創始人斯

塔諾瓦亞表示，所謂 「全民公投」 是
俄羅斯對烏克蘭和西方 「絕對明確的
最後通牒」 。基輔當局表示，永遠不
會接受俄羅斯對其領土的佔領，並呼
籲西方提供更多更好的武器來打擊俄
軍。烏總統澤連斯基高級顧問葉爾馬
克表示，所謂 「全民公投」 是俄羅斯
害怕的表現。

此外，俄國家杜馬20日通過法
案，對在軍事動員或作戰期間的犯罪
將加大懲罰力度。這些犯罪行為包括
叛逃、損壞軍事財產和不服從命令
等。此舉被認為是俄烏衝突將大幅升
級的跡象。

普京20日會見各國駐俄大使，
美國嘗試維護其全球霸權並控制一
切，導致全球走向多極化的發展遭阻
礙，但無論俄烏戰事發展如何，霸權
都不可能永遠持續。他還說，美國和
盟友因應俄烏戰事制裁俄羅斯，只是
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但最終適得其
反，貧窮國家亦受害。

當天，普京在與俄羅斯軍工業
代表會談時表示，俄羅斯的武器有效
對抗西方武器， 「基本上北約所有的
庫存都用來支持烏克蘭了。」 普京
說，俄羅斯要研究西方的武器來提升
自身武器的威力。他下令官員們提升
軍工業的產能，各組織必須按要求在
最短的時間內交付武器和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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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霸王條款 重創韓龍頭產業
【大公報訊】綜合韓聯社、《金融

時報》報道：拜登政府上月分別簽署總
額達2800億美元和7500億美元的《芯片
與科學法案》及《通脹削減法案》，重
創韓國半導體及電動汽車企業。韓國國
務總理韓德洙20日表示，美國政府歧視
韓國製造電動汽車，有違美韓自貿協定
中有關最惠國待遇的規定。

《芯片與科學法案》禁止獲得美國
政府補貼的公司10年內在中國大幅增產
「先進製程芯片」 。這種做法令韓國的
三星和SK海力士等半導體巨頭陷入兩
難，目前三星電子在西安和蘇州建有兩
座NAND閃存芯片工廠，SK海力士則在

無錫、重慶和大連建有生產線。
《通脹削減法案》向購買新電動汽

車的消費者提供7500美元稅收抵免，但
消費者購買的電動汽車須在北美組裝且
從與美國簽署自貿協定的國家採購超過
一定比例的電池材料或零部件。韓國電
動汽車企業目前在美國沒有生產線，而
韓國電池原材料裏像氫氧化鋰這樣的關
鍵原料有80%以上要從中國進口。

首爾方面表示，美方的舉動是對韓
國的 「背叛」 。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通
商交涉本部長指責拜登政府在電動汽車
補貼問題上的態度大轉變，稱這可能會
破壞韓國對美國的信任。

▲工人在韓國現代汽車廠房內工作。
網絡圖片

特拉斯無視國內危機 擬援烏206億
【大公報訊】據《金融時報》

報道：英國首相特拉斯20日表
示，英國在2023年為烏克蘭提供
的援助資金將達到或超過今年承諾
的23億英鎊（約206億港元）。英
國目前是烏克蘭的第二大軍事援助
國，僅次於美國。

特拉斯9月20日抵達美國，參
加第77屆聯合國大會。英媒稱，
特拉斯將在訪美期間向基輔傳達英
國 「鷹派」 的信息，即英國將繼續
向基輔提供大量軍事援助。烏克蘭
總統澤連斯基19日呼籲西方各國
加快武器和援助物資的運送進度。

唐寧街稱，英國在2022年承
諾向基輔提供23億英鎊援助，包

括數百枚火箭彈、120輛裝甲車、
5套防空系統，並且自2015年以
來，英國軍隊已對約2.7萬名烏克
蘭士兵進行了軍事訓練。

與此同時，英國國內正面臨
40年來最高通脹壓力。面對高昂
的生活成本，英國民眾已被壓得喘
不過氣來。由於能源短缺，英國
10月起將上調能源價格80%，數
十萬家庭或面臨一個沒有暖氣的寒
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7月警告，
英國2023年將成為G7經濟體中增
長最慢的國家。

鐵路工人、郵政員工，甚至記
者和律師都紛紛上街示威，呼籲英
國政府正視民生問題。

來源：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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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軍控制
俄軍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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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游擊隊行動

◀親俄武裝分子在頓涅茨克地區
發射迫擊炮。 路透社

▲赫爾松民眾7月時登記資料申請俄羅斯公民身
份。 路透社

▲頓巴斯軍事歷史紀念館上周舉行紀念二戰活動。
美聯社

基輔稱此舉不合法 將繼續收復失地



9月19日，英國政府為女王伊麗莎白
二世舉行了一場隆重的國葬，全世界500
多位政要及王室人員出席，其規模及豪
華程度足可以用「空前絕後」來形容。

伊麗莎白二世能夠享受如此殊榮，
既是其個人魅力使然，也與大英帝國殘
存的影響力有關。世界的君主制在20世
紀漸漸走向衰落，目前歐洲只有英國、
西班牙、挪威、丹麥、瑞典等少數國家還
保留着王室制度，而英國王室算是最有
影響力的一支。英國君主的權力要比人
們通常認知的大很多，它不僅擁有授權
首相組閣的權力，解散議會也需要得到
君主的批准。但這些年來，英國女王從
沒有從中作梗，成為地地道道的虛君。

伊麗莎白女王的葬禮安排始於20多
年前，女王本人親自參與其中，可謂是
煞費苦心，其盛大的排場以及一系列繁

文縟節的宗教儀式與現代社會的快節奏
形成強烈反差。全世界數十億人帶着複
雜的心情觀看了這場具有強烈歷史感的
葬禮，大大滿足了人們的好奇心和求知
慾，也把英國殘存的自豪感展示於世
人。

一些評論認為，這次國葬既是女王
的葬禮，也是大英帝國的一場葬禮。在
伊麗莎白二世生命的最後六年裏，英國
首相換了四個，政治動盪由此可見一
斑。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標誌着大英
帝國從世界舞台的主角退居次要位置，
而目睹這一切的伊麗莎白二世對此深感
無奈，她以自己的方式，努力減緩 「家
道」 敗落的速度。無論是女王作為英聯
邦的虛位元首，還是大不列顛的聯合王
國的最高統治者，抑或是王室大家庭的
老祖母，這位百歲老人，經歷了世紀風
雨，在大眾場合，多以微笑示人，她成
為了一個符號，既是黏合劑也是穩定
器。拋開國家層面不談，僅就她個人的
經歷而言，她的身上還是體現了許多隱

忍，儘管她的婚姻中也有不少背叛，但
是她都忍了下來。她的丈夫菲利普親王
曾經這樣評價自己的妻子： 「寬容是任
何美滿婚姻的基本要素，女王擁有這樣
的品質。」

女王對政治問題不輕易發表看法，
在位70年只發表過為數不多的全國性講
話，可見她惜字如金，不輕易得罪人，
女王的存在本身就是英國軟實力的重要
延伸。雖然廢除王室的聲音存在了許多
年，但從目前來看，英國希望保留王室
的還是佔多數。在可預見的未來，英國
王室這套制度在英國仍會存在下去，哪
怕出於旅遊和觀光的需要。

相較於大不列顛的反君主制聲浪，
英國更迫切的危機還是來自英聯邦。去
年英國最古老的殖民地巴巴多斯宣布成
立共和國，不再視英國女王為國家元
首。雖然現存的14個英聯邦國家這次均
表達了對查爾斯三世的效忠，但是這些
國家暗流湧動。加拿大有一半以上的人
不贊成繼續把英國的君主作為自己國家

的元首。而澳洲總理9月12日表示在他的
第一任期內不考慮就此舉行公投，但第
二天就改口，新西蘭總理阿德恩也表
示，新西蘭走向共和，在她的有生之年
將能看到，說明這些國家存在着強大的
走向共和制的民意。隨着女王國葬的結
束，這些問題會進一步表面化，特別是
加勒比地區，恐怕是英聯邦王國鏈條中
最薄弱的環節，在不久的將來，14國的
名單只會越來越短。

在過去的10天裏，英國幾乎處於
「停擺」 狀態。隨着女王的靈柩放入喬
治六世國王紀念教堂的墓穴，溫莎城堡
再次歸於平靜。當下英國面臨的最大問
題是，查爾斯三世雖然繼承了王位，但
他無法繼承女王所得到的尊重。據英國
輿觀（YouGov）對英國千禧一代的民調
顯示，在所在核心王室成員中，查爾斯
三世的受歡迎度是很低的，支持率只有
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一半。查爾斯三世
個性鮮明，同時也是在養尊處優的環境
中漸漸老去，很難想像，他會與伊麗莎白

二世那樣在重大問題上保持沉默及好脾
氣。雖然查爾斯三世這幾天利用女王的
葬禮及人們的悼念活動，拉近與民眾之
間的距離，包括讓民眾親吻他的臉頰，
以塑造21世紀君主的開明形象，他還走
訪蘇格蘭、北愛爾蘭以及威爾士，但這
個 「聚旗效應」 能持續多久令人存疑。

伊麗莎白二世在位70年，也是英國
持續衰落的70年。英國在全世界最輝煌
的時期不到一個世紀，但它的衰落過程
卻如此漫長。從此次女王的國葬中可以
看出，英國作為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家
底還是十分殷實，其組織能力也不可小
覷。一頂女王的皇冠就是一部被殖民者
的血淚史和財富史。相較於英國而言，
美國處在世界之巔的時間超過100年，可
以預料，美國的衰退時間將會更加漫
長。伊麗莎白花了半生的時間來設計她
告別世界的方式，處心積慮展示英國曾
經的輝煌；而美利堅帝國究竟如何繼續
延續自己的霸權？世界也想知道確切的
答案。

伊麗莎白二世的國葬與大英帝國的家底
周
德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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