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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改革黨 12%
自民黨 11%
綠黨 6%
其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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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競選活動舞台被風吹倒致9死
【大公報訊】據美聯社報道：墨

西哥公民運動黨總統候選人阿爾瓦雷斯
22日在墨北部新萊昂州舉行競選活動
時，突如其來的強風將舞台吹倒，目前
已造成9人死亡，約70人受傷。

社交媒體平台上流傳的影片顯
示，阿爾瓦雷斯當時正向台下民眾揮
手，接着他抬頭一看，發現背後的巨型
屏幕及舞台金屬架倒向他的方向，於是
他迅速跑到後台。驚慌失措的民眾尖叫
逃竄，有人被壓在舞台支架下面。

阿爾瓦雷斯在當地醫院確認無礙
後，隨即返回事故現場。他宣布暫停競
選活動，希望當局調查這起意外。新萊

昂州州長加西亞提醒，當地遭遇大風和
暴雨，請民眾避免不必要外出。

墨西哥將於6月2日舉行總統選
舉，阿爾瓦雷斯目前在民調中暫居第三
名，落後於執政黨候選人薛恩鮑姆以及
代表反對派聯盟的加維斯。由於薛恩鮑
姆和加維斯都是女性，如無意外，墨西
哥今年將選出該國史上第一位女總統。

然而，近幾個月來與候選人相關
的暴力事件不斷，已有20多名政治人
物遇害身亡。分析指，墨西哥販毒集團
經常將暗殺目標集中在市長和市長候選
人身上，以控制當地警察或向市政府勒
索金錢。

工黨支持率領先23% 時隔14年後或重新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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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已為自己設定了到
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
的目標。民調顯示，公
眾仍然支持該目標，但
有證據表明，當實施淨

零排放目標的政策會導致民
眾承擔相關成本時，他們就
會反對。

▲經英吉利海峽偷渡進入英國的
非法移民。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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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納克年初承諾將 「終
結小船」，即阻止橫渡
英吉利海峽的偷渡客入
境英國。去年通過該方
式入境英國的非法移民

逼近4.5萬。

•65%的英國人認為政府應採
取更多措施阻止非法移民進
入英國。英議會上月通過了
《盧旺達安全法案》，允許
將尋求庇護的非法入境者遣
送至盧旺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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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大選關鍵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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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經濟今年初開始出
現小幅增長，但投資疲
軟、生產率增長緩慢以
及工人短缺等問題嚴重
威脅經濟前景。

•外界預計今年下半年英國通
脹率將再次反彈，英國央行
在11月前降息的可能性很
低。

•緩慢的經濟增長和高額的公
共債務限制了政府增加支出
的空間；IMF警告蘇納克政
府不要減稅，認為英國需要
更多的公共開支來改善公共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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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每年在NHS上花費
約1800億英鎊，但由
於醫護罷工，以及新冠
疫情的後續影響，數百
萬病人往往需要花費數

月甚至更長時間等待治療。

•健康問題是適齡勞動人口無
法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重要因
素，從而進一步推高通脹
率。

英國首相蘇納克22日突然宣布，將於7月4日提前舉行大選，被外界視為執

政黨保守黨的 「政治豪賭」。最新民調顯示，工黨支持率領先保守黨

23%。英媒分析指，如果24日就投票，保守黨勝算只有1%。蘇納克突然宣布

7月大選，保守黨內部士氣遭重挫，爭取連任的人士擔心時間不夠說服選

民，而準備下台的人則面臨職業生涯草草收場。

英國大選

斯塔默的回應聲明強調 「改變」 ，
稱這次投票將是一個讓國家 「變得
更好」 的機會， 「我們可以共
同制止混亂，翻開新的一
頁，開始重建英國」 。

《衛報》、BBC

▲工黨黨魁斯塔默23日啟動競選造勢。
路透社

◀反對英國脫歐的示威
者號召在選舉中給蘇納
克迎頭痛擊。 路透社



◀哈佛大學的反戰示威者上
月在校園內紮營。 美聯社

為什麼蘇納克
突然宣布舉行大選？

外界此前普遍預計大選將在10月或
11月舉行，但蘇納克認為下半年英
國通脹率恐再升高，加上他將非法
移民遣送盧旺達的計劃實行後極大
可能引發反彈，提前到夏天選舉更
有利。

保守黨會輸嗎？
過去半年以來，保守黨民調均落後
在野黨工黨20%左右。《經濟學
人》預估，假如現在就舉行投票，
保守黨獲勝的概率只有1%。

工黨黨魁斯塔默
有何表態？

蘇納克
在黨內處境如何？

蘇納克在保守黨內頗受孤立，包括
副首相道登在內的黨內高層曾力勸
蘇納克早點下台。英媒稱，蘇納克
恐怕只能依賴少數幕僚為即將到來
的激烈選舉提供建議。

哈佛拒向13名反戰示威學生頒發文憑

 ▶倒塌的
舞台被布蓋

住，警察在旁看
守。 法新社

蘇納克政治豪賭 重挫保守黨士氣

【大公報訊】綜合BBC、《哈佛深
紅報》報道：哈佛大學董事會22日發
表聲明表示，校方已決定不向13名參
與支持巴勒斯坦反戰示威的畢業生頒發
學位文憑。校方認為，涉事學生近期在
校園內紮營抗議的行為違反大學政策，
必須接受處分。

儘管有多達115名教職人員在20日
的投票表決中支持向這13名學生頒授
文憑，校董會最終還是做出了相反的決
定。哈佛大學政府學教授列維茨基21
日表示，如果校董會不在經學院批准的
學位授予名單上簽字，可能會引發教職
工抗議， 「因為從一開始，大家就已經
對校董會有了相當程度的不信任」 。

美國這一波反戰學潮至今已延續一
個多月，全美至少有40所大學發起抗
議。哈佛大學是少數沒有強行驅逐示威
者的學府，但校方5月10日威脅對參與
示威的學生採取紀律處分。校方稱，如

果親巴勒斯坦抗議者不離開校園營地，
他們將被勒令停學。

5月23日，牛津大學 「巴勒斯坦行
動組織」 （OA4P）的反戰示威者佔領
了位於惠靈頓廣場的一棟教學樓。數百

抗議者和警察在大樓外對峙。
該組織一名發言人表示，

牛津大學舉行反戰示威兩周以
來，校方遲遲未對學生們的訴
求作出回應，反而封鎖教學
樓，並任由警察逮捕學生，要
求立即與校方談判。

【大公報訊】蘇納克22日在倫敦
唐寧街10號首相府門前發表講話稱，
他當天早些時候已請求國王查爾斯三
世解散議會。唐寧街確認，英國議會
將於5月24日休會，5月30日解散，之
後開啟為期5周的正式競選活動。

在傾盆大雨和附近抗議者們播放
的工黨競選歌曲《情況只會變得更
好》的音樂聲中，蘇納克表示，在接
下來的幾周中，將向選民們證明，
「只有我領導的保守黨政府才不會危
及我們來之不易的經濟穩定，才能恢
復對我們國家的自豪感和信心」 。

工黨黨魁斯塔默隨後的回應聲明
稱，這次投票將是一個讓國家 「變得
更好」 的機會， 「我們可以共同制止
混亂，翻開新的一頁，開始重建英
國」 。

由於過去半年來，工黨在民調中
遙遙領先，斯塔默幾個月來一直敦促
蘇納克盡快舉行大選，但很少有人能
猜到會提前到7月初。這將是英國1945
年以來首次在7月舉行大選。外界此前
普遍預計大選可能會在今年10月或11
月，政府宣布推出進一步減稅預算案
後再舉行，好讓保守黨有更多時間爭
取選民。

Techne UK最新民調顯示，工黨
目前支持率領先保守黨23%。《經濟
學人》預估，假如24日就舉行投票，
保守黨獲勝的機率只有1%。

保守黨士氣五十年來最低
在英國媒體爆料之前，保守黨內

部只有少數蘇納克親信知道提前大選
的決定。一名保守黨工作人員說，在
得知提前大選的消息後，他們哭了一
整夜。一名基層競選活動協調員說，
如今黨內士氣可以說是五十年來最低
的。他說： 「火花已經熄滅。大家都
很疲憊。人們已經厭倦了」 。

一些為保住席位而戰的議員擔
心，剩下的六周時間不足以說服選民
支持他們，他們面臨着艱巨的任務。
對於其他放棄連任的人來說，這意味
着他們的政治生涯戛然而止，不得不
比原計劃提前幾個月清理辦公室。

路透社就這一決定採訪了八位保

守黨議員，其中七位表示，他們對投
票的時機感到困惑和沮喪。只有一人
說這是正確的決定，因為經濟不太可
能進一步改善。沒有人認為保守黨能
贏得議會多數席位。

23日，蘇納克仍然堅持認為大選
時機已經成熟。在英國一個小鎮的配
送中心，他對工人們說，隨着通貨膨
脹率下降、能源價格降低、工資上漲
和經濟增長，經濟正在出現轉機。

英國或8年內選6位首相
英媒稱，在民調大幅落後的背景

下，經濟因素是蘇納克決定此時宣布7
月大選的最主要原因。在經歷了漫長
的 「溫和衰退期」 後，英國國家統計
局本月統計數字顯示，今年4月英國通
脹率降至2.3%，趨近英國央行2.0%
通脹率的目標；與去年第四季度相

比，英國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長了
0.6%。

蘇納克希望圍繞 「經濟復甦」 的
主題來設計其競選策略。分析指，蘇
納克和財政大臣亨特等高官認為，英
國經濟目前呈現好轉趨勢，下半年通
脹率恐再升高，秋冬季的經濟環境不
太可能再有更顯著的改善。至於另一
個選戰焦點議題──非法移民，蘇納
克23日宣布，在7月4日大選前，不會
實施將非法移民遣送非洲的 「盧旺達
計劃」。路透社稱，按照保守黨目前的
支持率，這項備受爭議的計劃可能永
遠無法實施，但已經耗資數億英鎊。

自2010年時任保守黨黨魁卡梅倫
帶領該黨贏得大選以來，保守黨一直
是英國執政黨。選民希望變革，即使
他們對斯塔默和他領導的工黨並不十
分感冒。倫敦一間咖啡店店員麥克默

雷稱，這個國家正在崩潰，現
在需要一場選舉。如果工黨贏
得大選，曾經以政治穩定而聞
名的英國將在8年內出現6位首
相，將是自1830年以來第一
次。
（路透社、BBC、《衛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