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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斷網絡 傳警擊斃少年 惠譽降級

「憤怒星期五」示威

日美紙上軍演
模擬「離島作戰」

埃及動盪之際，約旦多個
城市昨日亦再次發生大規模
反政府示威，抗議物價上漲
和嚴重失業。在首都安曼老
城，5,000多名民眾參加遊
行，要求首相里法伊辭職並
解散議會。
近年來，約旦物價持續上

漲，失業率不斷攀升。數據
顯示，約旦約25%人口活在
貧困線以下，失業率達
14%。

■綜合報道

約旦多市
反政府示威

埃及民眾不滿政府，連續第3日上街示威，令埃及股巿
前日暴跌10.5%，巿場擔心政治動盪會觸發經濟惡性循
環，損害增長之餘，更進一步削弱政府管治威信。
政府過去一直標榜經濟狀況良好，國內生產總值不斷

上升，在建造業和銀行業發展向好下，甚至帶動整個私
人巿場，但局勢動盪已令投資者非常擔驚受怕。股巿暴
跌10.5%，代表本年迄今損失超過20%，交易員警告，如
果示威持續，經濟損失有機會擴大。
埃及目前正面對各種困難，雖然經濟不斷增長，但被

批評只是門面功夫，因為約40%埃及人享受不到增長成
果，仍然活在貧窮線之下。此外，糧食價格飆升，分析
估計糧價通脹目前正以17%的增長率上升。
埃及面對的另一項問題是樓巿，豪宅只有少數有錢人

可以住，大部分人仍無法有瓦遮頭，貧富懸殊所形成的
反商風氣逐漸形成，民眾對貪污感到不滿。 ■美聯社

股市暴跌10.5%
政經陷惡性循環

埃及民主青年團體「四月六日運動」是今次示威一大
勢力來源，該組織源於社交網站facebook群組，由埃及年
輕人創立，起初是要抗議物價高企，號召民眾參加2008
年4月6日的全國示威，因而得名。群組目前有逾8萬名追
隨者，會利用微博twitter和相片分享網站Flickr互通消息，
召集示威力量。
成員大部分受過高等教育，訴求已演變為政治和民主

改革，矛頭直指總統穆巴拉克的國家民主黨。組織宣稱
沒政治聯繫，但去年認同國際原子能機構前總幹事巴拉
迪的改革要求，與民間政治運動「凱法亞」素有聯絡，
又表態支持被禁的「穆斯林兄弟會」，批評政府拘捕其領
導人。
fb早前列出30座清真寺與教堂，呼籲抗議民眾前往集

結，多達7萬人聯署。儘管政府中斷部分地區網絡及手機
通訊，但由於示威地點早已宣布，無法阻止示威。「四
月六日運動」創辦人之一法塔赫揚言，埃及政權倒台
前，他們不會停止，不會回家。蘇伊士一名16歲少年
說：「這是革命，我們每天都來」。 ■法新社

fb群組起革命
8萬網民響應

美國東北部受新一輪暴風雪吹襲，至今造成最少6人死亡，包括巴爾的
摩市一輛的士與貨車相撞後㠥火，司機葬身火海。陸空交通大受影響，
紐約市入冬以來錄得降雪近140厘米，單是本月已達96厘米，刷新一月份
紀錄。華盛頓有華人受積雪超過一呎所阻，下班後無法回家。
紐約3個主要機場共逾1,000航班取消。本港機管局說，昨日有4班分別

由紐約及波士頓來港的航班延誤。有紐約市居民表示，市政府汲取聖誕
大雪教訓，這次早作準備，安排通宵清理公路積雪，因此未有造成交通
癱瘓。
在首都華盛頓，積雪壓毀電纜，導致30萬戶停電。前日傍晚繁忙時間

交通大亂，有下班人士需駕車8小時才回到家。 ■美聯社

美東北大雪6死 華人回家受阻

伊朗新聞電視台報道，伊朗海軍將向紅海和地中海部署驅逐艦，報道
指不久前美國海軍派出「企業」號航母編隊前往地中海、阿拉伯海海
域，目的是針對伊朗。此次伊朗派出艦隊，則是對美國的「快速反應」。
伊朗海軍副司令稱：「有2到4艘艦艇參與此次任務，其中有1到2艘是

作戰艦艇，餘下的是後勤支援艦。」他強調，戰艦現身亞丁灣和曼德海
峽，意味其「地區影響力擴大」。 ■伊朗新聞電視台

伊朗艦隊高調出航 抗衡美航母

曼德拉出院返家休養

■示威者向警方射火箭炮洩憤。 法新社

■一名男子被射殺，示威者趕緊將他抬離
現場。 法新社

■反對派領袖巴
拉迪被軟禁在其
郊區住宅。

美聯社

■示威者破壞總
統穆巴拉克的肖
像海報。 法新社

■防暴警察向示威者發射橡膠子彈。
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埃及示威
持續，香港特區政府對當地發出黃色外
遊警示，提醒計劃前往埃及的香港市民
要注意人身安全、留意局勢及提高警
覺。香港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表
示，目前香港約有12個旅行團共約400人
在開羅、亞斯旺及洪加達等地，所到觀
光點未有示威活動，行程未受影響，暫
時不會取消埃及團。
董耀中稱，今日約有9團如期出發，新

春期間則有近70團共2,000人前往埃及，
團員若選擇取消行程，原則上不會獲退
回團費。香港多間旅行社亦表示，暫時
不會取消埃及團，但會密切留意當地情
況。
保安局亦會留意埃及局勢，並與外交

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聯繫。入境處暫時未
收到求助。旅客可以留意保安局外遊警
示網頁：www.sb.gov.hk/chi/ota。外地港
人如需協助，可致電入境處24小時求助熱
線1868。

埃及政局動盪，評級機構惠譽國際將
其前景修訂為負面。示威者主要利

用網絡和手機短訊聯絡，但自昨日凌晨
起，開羅網友發現無法上網，連線慢且
中斷，短訊也無法傳送，或是間歇性受
阻。電訊公司Vodafone證實，政府根據法
律下令所有手機網絡商暫停「部分地區」
的服務。內政部發聲明稱，有示威者
「傳消息給民眾，於周五祈禱時在各省各
清真寺前集合」。

平民手被炸 巴拉迪被軟禁
網絡中斷無阻示威進行，怒民中午祈

禱後上街，在穆巴拉克官邸附近集結，
高呼「走吧，走吧，穆巴拉克，飛機等
㠥你」，並踐踏其肖像海報，有宗教領袖
鼓勵信眾「上街尋求改變」。從開羅南部
艾斯尤特市、西奈半島阿里什市、亞歷

山大港到明亞市也有警民衝突，據報開
羅一名平民的手被炸爛，民眾向警車縱
火洩憤。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國際原子能機構

前總幹事巴拉迪加入約2,000人的祈禱
會，數百防暴警察包圍其身處的清真
寺，阻撓他離開近1小時。保安官員表
示，警方已將巴拉迪軟禁在其市郊住
宅。巴拉迪早前參加了遊行。警方又用
棍毆打其支持者，並在寺四周施放催淚
彈，部分催淚彈引致汽車㠥火，有人暈
倒或燒傷。巴拉迪強調，民眾要求改革
的意願必須尊重。
蘇伊士是示威最激烈地點之一。民眾

向警方投擲石頭和汽油彈，消防局也失
火。連場示威已造成7人死逾100人傷，
死者包括5名示威者和2名警員，逾千人
被捕。

最大反對派組織「穆斯林兄弟會」表
示，發言人及至少20名成員昨深夜被拘
捕，包括5名前國會議員。保安部消息
稱，政府下令打擊該組織。

4法記者被捕 奧巴馬促改革
法國稱，4名法記者被捕，要求立即放

人。英國廣播公司一名記者表示，遭到
開羅警方毆打，頭部流血。他批評警方
蓄意針對外國記者：「他們搶走我的相
機，拘捕我時，用屠殺動物的鐵棒打
我，又用電棒電我。」美國總統奧巴馬
警告，暴力不是解決問題的答案，呼籲
雙方自制，同時向穆巴拉克施壓，要求
他改革政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表
示，埃及截斷互聯網違反民主自由標
準，呼籲埃及尊重言論自由。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埃及反政府示威一發不可收拾。全國昨日爆發「憤怒星期五」大示威，自凌晨起，政府下令暫停部分地

區網絡及手機通訊，並在開羅部署反恐精英特種部隊，但上萬示威者無懼上街爭取結束總統穆巴拉克30年

統治。防暴警發射橡膠子彈和催淚彈驅散示威者，一名17歲少年據報被警射中頭部死亡，示威者向警方射

火箭炮還擊又縱火焚燒開羅的執政黨總部。直至本港時間昨晚，埃及國營電視台報道，總統穆巴拉克頒布

宵禁令，以保障公眾財產，防止搶掠，並要求軍方接管治安，協助警方應對示威。蘇伊士市有居民稱，街

上出現最少5輛坦克，數十名示威者爬上去，企圖與士兵談話，士兵隨即向他們開槍。

由日本陸上自衛隊和美國陸軍、海
軍陸戰隊參與的日美集團軍司令部聯
合軍演「山櫻」，開幕式前日在熊本市
陸上自衛隊健軍駐地舉行。演習將持
續至下月3日，內容包括使用電腦連接
美國和九州、沖繩基地，模擬應對離
島作戰和恐怖襲擊等。

針對中朝 提中國「殲-20」
陸上自衛隊「西部方面隊」和「中

央即應集團」等約4,500人，聯同美國
太平洋陸軍及駐沖繩海軍陸戰隊約
1,500人參加演習。演習並不實際調動
部隊，而是以健軍駐地為據點，在電
腦上仿真模擬進行紙上軍演，確認日

美指揮系統和情報傳遞情況。
西部方面總監木崎俊造在開幕式後

的記者會上表示，基於中國海軍加強
海上活動等周邊局勢，「西部方面隊
的責任非常重大。演習或許能成為
(《防衛大綱》提出的)『機動防衛』一
部分」。
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威拉德前日

在美國駐日大使館與記者交談時指
出，為對抗來自朝鮮等的軍事威脅，
日美韓三國有必要加強合作，並表示
期待日本將來參加美韓聯合軍演。他
還指出，中國研發的最新型隱形戰鬥
機「殲-20」，顯示了其軍事技術上的進
步。 ■共同社

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紅圈)前日因上呼吸道感染入院，惹起健康惡化
揣測。消息透露，他正在復元，住院期間與妻子和護士說笑，「以最
大的尊嚴面對高齡」，留院2日後已返家休養。副總統莫特蘭德發聲明
表示，曼德拉精神很好，各界毋須緊張。
總統祖馬已離開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但論壇發言人強調與曼

德拉無關。曼德拉基金會強調今次入院只是例行檢查。92歲的曼德拉
過去有呼吸道疾病紀錄，入獄27年間曾感染肺結核。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禁

宵

及

埃

軍方主宰穆巴拉克去留
埃及爆發示威多天，軍方一直未有介

入，反觀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經過連續

數周僵局，軍方將領終明確表態，拒絕支

持總統本．阿里打擊示威者，迫使阿里流

亡海外，成為示威者推翻政府的轉捩點。

埃及示威者已要求軍方支持，可見軍方取

態將是埃及局勢發展的關鍵。

埃及武裝部隊號稱全球第10大，擁有逾

46.8萬兵力，每年獲得美國約13億美元(約

101億港元)軍事援助。自1952年推翻君主政

權以來，軍人一直是埃及權力核心，4名前

總統均是軍方出身。

現任國防部長兼軍方總司令是75歲的坦塔

納，意味他將是埃及政局發展的關鍵人物。

爆料網站「維基解密」取得的2009年外交電

文顯示，由於穆巴拉克的兒子沒軍事背景，

美國認為埃及軍方會阻止他「繼位」，似乎

預示軍方不會站在穆巴拉克一方。

過去幾天，警方和保安部隊應付示威者

的表現未如理想，一旦局勢失控，軍隊勢

必介入，頒布宵禁，確保權力交接順利。

但士兵慣於作戰而非對付平民，其介入或

會招致流血衝突，對現政權將是更大災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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