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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衛報 13日報導，英國國會於 12日晚間對脫歐協議草案進行表決，雖然首相梅伊已在具爭

議之愛爾蘭邊境備案措施上獲得歐盟新的保證，並期望藉此促使協議草案通過，然而在檢察總

長 Geoffrey Cox表示英國仍有無法終止該措施之風險後，協議草案再度以 149票(391票對 242

票)高票受到國會否決。 

 

歐洲理事會主席 Donald Tusk表示，英國國會的表決結果使無協議脫歐發生的可能性提高。他表

示，歐盟已盡其所能與英國達成協議，目前距英國預定脫歐日期 3月 29日僅剩 17天，因此該

表決結果大幅提高了英國無協議脫歐的可能性。 

 

梅伊表示，英國國會將於今(13)日晚間對無協議脫歐之可能性進行投票，若未通過，則可能使

英國延後脫歐。梅伊已承諾其所領導之保守黨議員能夠自由投票。梅伊將於國會提出動議:下議

院拒絕在 3月 29日，在未與歐盟達成協議或未來關係架構下脫歐，但除非英國與歐盟達成協

議，無協議脫歐仍為預設政策。議員已對梅伊之動議提出修正案如下: 

 

1.    排除無協議脫歐: 由代表西密德蘭郡（West Midlands）之議員 Caroline Spelman 及 Jack 

Dromey所提，並受到資深議員 Oliver Letwin、Hilary Benn、Nick Boles及 Yvette Cooper，以及國

會獨立小組(Independent Group)11位成員的支持。該修正案僅排除在任何時間及情況下採行無

協議脫歐。 

2.    撤銷脫歐程序: 由蘇格蘭國家黨議員 Angus MacNeil所提，並受到疑歐派議員(包括保守黨

議員 Kenneth Clarke、工黨議員 Keith Vaz及威爾斯黨議員 Liz Saville Roberts)支持。該修正案之訴

求為要求政府停止脫歐並撤銷脫歐程序。 

3.    延後脫歐至 2021年，並在該期限前舉行二次公投，對在達成協議下脫歐或續留歐盟進行

表決: 由威爾斯黨四名議員所提。 

4.    在任何情況下排除無協議脫歐之可能性，且下議院有權指示首相要求延長脫歐談判時

間、撤銷脫歐程序或舉行二次公投: 由獨立小組之 11名成員(由前保守黨及工黨議員所組成)所

提。 

5.    將脫歐日期由原本的 3月 29日延後至 5月 22日，以準備在無協議下脫歐。且政府應與

歐盟達成原定之過渡期協議(至少持續至 2021年底)，過渡期間英國將支付歐盟預算並履行其法

律義務: 由保守黨中脫歐及留歐派議員組成之團體所提。 

 

國會議長 John Bercow已由以上五項修正案中選出第一項以及第五項於今晚進行辯論及表決。 

 

在協議草案受國會高票否決後，工黨領袖 Jeremy Corbyn表示將要求舉行大選並試圖迫使政府採

用其脫歐立場。他表示，工黨將於今日的表決上反對無協議脫歐，並持續要求與歐盟建立單一

關稅領域。但據了解，工黨不會立即要求對梅伊進行不信任投票。無協議脫歐預期不會在今日

的表決中通過，而反對無協議脫歐者認為由於需更多時間談判替代方案，因此將無法避免延後

脫歐。 

  



 IMF預測馬來西亞 2019年經濟成長預測值為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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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頃發布消息稱，馬來西亞中期經濟展望良好，馬國經濟成長風險主要

來自週邊因素，因馬國為高度開放經濟體，容易受保護主義升高、貿易夥伴成長低於預期或中

國大陸經濟顯著放緩等因素衝擊，而全球金融狀況急速緊縮及油價大跌也將帶來打擊。IMF預

測馬國 2019年經濟成長預測值為 4.7%，與 2018年持平，通貨膨脹率預期將升至 2%以及經常

帳盈餘將繼續縮小。 

 

 

IMF認為馬國經濟成長已開始緩和，2018年成長 4.7%，通膨率從 2017年的 3.7%降低至 1%，信

貸對國內生產總值(GDP)比率亦下跌，經常帳盈餘近年逐步縮小，2018年占 GDP的 2.2%。國內

需求仍為馬國經濟主要成長動力來源，商業環境和投資信心改善，將支撐私人消費及投資，而

抵消週邊的負面衝擊。馬國政府須優先考慮將國家收入擴大，以支持財政鞏固和協助融資所需

的支出。 

  

 

馬國政府於 2019年逐步重整財政措施，以降低債務和提高財政透明度。馬國金融業具韌性，獲

利和流動性指標穩健，呆帳偏低。馬國中央銀行緊密觀察家債和房產業市場的風險。馬國政府

也著重於提高生產力和達到包容性和區域平衡發展，馬國優先專注於人力資本發展和增加女性

就業和生產力，包括改善教育，加速創新和採用新科技，以及鼓勵提升價值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