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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冲击苏格兰

斯特金表示，两年前的苏格
兰独立公投中，“脱英”派以 10
个百分点的劣势落败。而今年 6
月 23 日英国通过公投决定“脱
欧”，已经使得英国的存在意义
完全改变了。斯特金说，“今年夏
天我们目睹了英国‘脱欧’，这对
苏格兰的国家抱负来说是一个
巨大冲击。6 月的英国‘脱欧’公
投中，62% 的苏格兰人支持留在
欧盟，这与英国整体投票结果决
定‘脱欧’大相径庭。”斯特金说，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为了确保
每一名苏格兰公民的声音能够
得到倾听，我宣布启动苏格兰史
上最大的政治议程。”

苏格兰民族党表示，欧盟成
员身份是此前苏格兰留在英国
的主要理由，该党的 12 万名党
员将对苏格兰人的“脱英”意愿
进行挨家挨户的调查。6月英国

“脱欧”公投之后，“留欧”派占据
多数的苏格兰独立呼声高涨，甚
至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御驾
亲征”，前往苏格兰呼吁冷静。但
当时斯特金在伊丽莎白二世演
讲后，当场宣称苏格兰决心成为

“更强大欧洲的一部分”。
苏格兰曾于 2014 年 9 月 18

日举行独立公投，公投的问题设
计为“苏格兰是否应该成为独立
国家”，答案选项为“是/否”。不
过，公投结果显示，55 . 8% 选民
不支持独立。

民众对“脱英”尚存分歧

法新社 9 月 2 日报道，苏格
兰人对独立议题存在严重分歧，
英国民调机构 YouGov 当天公
布的最新民调显示，54% 的人反
对苏格兰独立，46% 的受访者赞
成。不过，斯特金说，英国“脱欧”
的影响一旦清楚呈现，支持苏格

兰独立的力量将增强。
英国《独立报》称，斯特金认

为，英国“脱欧”后发生的一系列
“地震般的改变”将对苏格兰造
成“深刻的影响”，应该从现在开
始就重视这一点。而苏格兰只有
在拥有必胜信心的情况下，才能
真正进行退出英国的新公投，在
谈到这一可能性有多大时，斯特
金表示，更多的人开始拥护独
立，如果“这一趋势明显，那么这
是苏格兰唯一保护自身利益的
最好方式”。

路透社的报道称，上一财
年，苏格兰政府财政赤字由 143
亿英镑升至 148 亿英镑，占苏格
兰 GDP 的 9 . 5%。与此相对，整
个英国的财政赤字为 753 亿英
镑，占英国 GDP 的 4%。受困于

国际油价持续低迷，苏格兰政府
来自于北海石油和天然气的收
入大跌 97%，由 2014-2015 财年
的 18 亿英镑降至 6000 万英镑，
而能源收入占苏格兰全部财政
收入的四分之三强。对此，斯特
金表示：“苏格兰经济的基础面
依然保持强劲，但近海油气收入
的大幅下跌显示出其他方面增
长的重要性。”而国家的长期经
济可能直接受到英国“脱欧”的
负面影响。

法极右政客再提“脱欧”

在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
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日前
承诺，如果她在 2017 年大选中
当选总统，将在法国举行“脱欧”

公投。玛丽娜·勒庞近日在法国
上议院新会期的开幕发言时说，

“法国人民，我们可以再次成为
自由、骄傲、独立的人民，我们可
以让法国重新获得它在世界上
本来的地位。”玛丽娜·勒庞说，
英国人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决定
脱离欧盟，他们选择了独立，“一
旦当选，我会安排举行法国是否
留在欧盟的全民公投，因为大家
有这个表决权。”

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
阵线”在法国近几年的大选中步
步推进，她有可能进入大选的第
二轮投票。此前，她的父亲、“国
民阵线”前领导人让-玛丽·勒庞
在 2002 年曾进入大选第二轮投
票，对法国朝野和欧洲政坛震动
极大。而今年 6 月英国公投“脱

欧”后，玛丽娜·勒庞曾直言法国
也应该举行“脱欧”公投。“我们
赞成举行公投，让法国人就是否
希望留在欧盟做出选择。”玛丽
娜·勒庞 6 月 25 日在与法国总
统奥朗德会谈后说，“遗憾的是，
总统给了否定的回答。我们认为
这是令人气愤的。”她说。

“国民阵线”成立于 1972
年，前身是被取缔的法国极右翼

“新秩序党”。目前党员约 10 万
人，多为中小工商业者。1986 年
议会选举中首次进入法国国民
议会，代表极端民族主义思潮，
煽动排外情绪，强调“要把法国
从欧洲控制和世界主义中拯救
出来”。近年来，由于法国经济社
会矛盾突出，该党的影响力再度
上升。 (宗禾)

英英国国““脱脱欧欧””涟涟漪漪难难平平
苏格兰再启“脱英”议程，法国极右翼也要“脱欧”

英国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斯特金 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

路透社2日报道，英国苏格兰首席大臣、“留欧派”和苏格兰民族党领袖斯特金当天在党内发表演讲时表示，正
式启动区域独立的讨论议程，呼吁支持者加入苏格兰“史上最大的政治议程”。同时，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领导人
玛丽娜·勒庞日前承诺，如果她在2017年大选中获胜，将在法国举行“脱欧”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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