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 要 新 聞
T O P  N E W S

A1 責任編輯：王新源 版面設計：余天麟

本 內容：重要新聞 中國新聞 台灣新聞 國際新聞 香港新聞 天氣

■開羅電視台總部前，示
威者站在坦克上揮國旗歡
呼穆巴拉克下台。 美聯社

■開羅電視台總部前，示
威者站在坦克上揮國旗歡
呼穆巴拉克下台。 美聯社

■開羅電視台總部前，示
威者站在坦克上揮國旗歡
呼穆巴拉克下台。 美聯社

■開羅電視台總部前，示
威者站在坦克上揮國旗歡
呼穆巴拉克下台。 美聯社.

■開羅電視台總部前，示
威者站在坦克上揮國旗歡
呼穆巴拉克下台。 美聯社

■開羅電視台總部前，示
威者站在坦克上揮國旗歡
呼穆巴拉克下台。 美聯社

■開羅電視台總部前，示
威者站在坦克上揮國旗歡
呼穆巴拉克下台。 美聯社

■開羅電視台總部前，示
威者站在坦克上揮國旗歡
呼穆巴拉克下台。 美聯社.

■開羅電視台總部前，示
威者站在坦克上揮國旗歡
呼穆巴拉克下台。 美聯社

■開羅電視台總部前，示
威者站在坦克上揮國旗歡
呼穆巴拉克下台。 美聯社

■開羅電視台總部前，示
威者站在坦克上揮國旗歡
呼穆巴拉克下台。 美聯社

■開羅電視台總部前，示
威者站在坦克上揮國旗歡
呼穆巴拉克下台。 美聯社.

■開羅電視台總部前，示
威者站在坦克上揮國旗歡
呼穆巴拉克下台。 美聯社

■開羅電視台總部前，示
威者站在坦克上揮國旗歡
呼穆巴拉克下台。 美聯社

■開羅電視台總部前，示
威者站在坦克上揮國旗歡
呼穆巴拉克下台。 美聯社

■開羅電視台總部前，示
威者站在坦克上揮國旗歡
呼穆巴拉克下台。 美聯社.

■開羅電視台總部前，示
威者站在坦克上揮國旗歡
呼穆巴拉克下台。 美聯社

■開羅電視台總部前，示
威者站在坦克上揮國旗歡
呼穆巴拉克下台。 美聯社

■開羅電視台總部前，示
威者站在坦克上揮國旗歡
呼穆巴拉克下台。 美聯社

■開羅電視台總部前，示
威者站在坦克上揮國旗歡
呼穆巴拉克下台。 美聯社.

穆巴拉克下台

蘇萊曼在簡短聲明中說，「考慮到國家正
經歷的艱難形勢，總統穆巴拉克決定離

開共和國總統職位，由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管
理國家事務。」剛剛上任僅6天的埃及執政黨
總書記巴德拉維亦表示，他已經辭職，稱埃及
需要新政黨。
示威民眾聞訊歡呼。穆巴拉克離開羅前，曾

於前晚發表全國講話，堅稱將留任至9月大
選，這一宣布激起反對派的強力反彈。以色列
前防長本－埃勒薩稱，穆巴拉克前天演說前數
小時曾與他交談，「他知道這已是末路，只是
尋求一件事—讓我體面下台。」

軍方承諾盡快解除緊急狀態令
埃及最高軍事委員會昨日發表「2號公

告」，支持穆氏的「民主改革」計劃，將大
部分權力移交蘇萊曼，承諾盡快解除實施了

30年的緊急狀態令，確保修憲和舉行自由公
正的總統選舉。公告又再次呼籲民眾恢復正
常生活，結束罷工，又重申不會對示威者秋
後算帳，但警告反對任何「損害國家安全與
穩定」的行徑。
在穆氏再拒下台後，原以為抗爭勝利在望

的埃及示威民眾頓時直墮失望深淵，極為震
怒，反對派昨日號召發起全國2,000萬人大遊
行，誓要穆氏垮台。數百示威者前晚深夜起
首次包圍開羅市郊的總統府，距離圍牆只有
50米。

伊朗：埃及人取得「偉大勝利」
法新社估計，全國至少有100萬人示威，其

中逾萬人到內閣、議會和國家電視台大樓外集
會，並衝破軍事路障，阻止電視台員工上班。
開羅解放廣場亦有數萬人示威，3名軍人脫下

軍裝和交出
武器，加入
示威之列。
埃軍少校舒
曼 早 前 表
示，最少有
15名軍官包
括指揮官和
中校等，決
定加入人民
革命。
在開羅解

放廣場的數十萬示威者高呼「我們推翻了政
權」。伊朗表示，這是埃及人取得的「偉大勝
利」。加沙的哈馬斯也慶祝穆氏下台，以色列
表示希望政權平穩過渡。
軍方消息人士稱，國防部長坦塔維作為最高

軍事委員會主席將接管政府。阿拉伯電視台昨
報道，最高軍事委員會很快會發表聲明，將解
散內閣，中止國會兩院運作，並與最高憲法法
庭負責人共同執政。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舉家飛離開羅 示威民眾歡呼

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一度堅拒下台，令持續18天的示威浪潮波濤
再起，加深國際投資者恐懼，將掀起新一波外資退潮。油價與美
元匯價昨天雙雙上揚，3月布蘭特期油前天報101.56美元一桶，資
金亦湧向美元避險，美元兌歐元匯價上升，昨日每歐元兌1.357美
元，前天為1.3601美元。在穆氏下台消息傳出後，油價稍微回落。
沙特阿拉伯法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法基阿納基斯說：「我想

這個人（穆巴拉克）會摧毀這國貧困的經濟⋯⋯他的聲明完全、
徹底地跟國際投資界的預期相反。」又說：「這對金融市場不是
好兆頭⋯⋯我們將返回最糟糕的情況，國際投資者將會沽貨。」
大批工人加入示威行列，發起無限期罷工，包括為蘇伊士運河

提供支援服務的工人。雖然運河運作迄今未受影響，但許多人擔
心這個主要運輸命脈一旦中斷，取道埃及的石油運輸受阻，歐洲
的石油供應和全球油價將大受影響。蘇伊士運河每天運油量達
240萬桶。

旅遊業損失恐過百億
埃及股市自上月28日停市，此前已連跌兩個交易日，累跌達

17%，明日股市重開料再暴跌。埃及鎊兌美元亦跌至6年低位，
低見1美元兌6埃及鎊，分析稱若匯市重開，甚或貶至1美元兌7埃
及鎊。埃及央行早前已多次出手，捍衛埃及鎊，並暗示會再次干
預匯市。
3大國際評級機構已先後下降埃及評級，使埃及政府借貸成本

增加，潛在投資者望而卻步。動亂也影響埃及經濟命脈─旅遊
業，官員估計，持續動亂造成旅遊業損失，高達10至15億美元
(約78億到117億港元)。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外企撤資升溫 油價美匯俱升

埃及局
勢風雲
突變，

在經歷了
不到20天的激
烈衝突和較量
之後，終於以
穆巴拉克的下

台而暫告一段落。人們現
在要問，這個阿拉伯「超
級大國」是否會從此走上
穩定之途？
穆巴拉克下台，最高軍

事委員會暫時接管國家政
權，這一切只是埃及革命
的休止符，下一樂章的高
潮正呼之欲出。兩大看點
需要 重觀察。

一是以國際原子能機構
前總幹事長巴拉迪為首的
政黨、穆斯林兄弟會等反
對派政黨和組織並未分享
到「勝利成果」，他們會
否乘勝追擊，舉世矚目。
二是將軍接管國家最高

權力只是權宜之計，既有
悖埃及民主化大勢，又與
美總統奧巴馬前不久發出
的埃及要「開始民主化進
程」的要求不符。
下一階段，將是埃及軍

人政權、反對派政黨以及
美國中東利益之間的大博
弈，政局演變的結果恐怕
也將是三方之間的妥協與
平衡。 ■伊戈

權交軍方權交軍方
穆巴拉克倒台時序表
1月25日：受突尼斯「茉莉花革命」鼓
舞，數千民眾開始長達數周的大規模反政
府示威。

1月28日：要求總理納齊夫領導的政府
辭職。

1月29日：民航部長沙菲克任新總理並負
責組閣，情報局長蘇萊曼被任命為副總
統。這是穆巴拉克1981年上台以來首次
任命副總統。

2月5日：執政黨民族民主黨總書記謝里
夫和政策委員會書記、穆巴拉克之子賈邁
勒等執行委員會成員集體辭職。巴德拉維
被任命為總書記兼政策委員會書記。

2月6日：政府與反對派團體就成立修憲
委員會、結束緊急狀態法等關鍵問題達成
共識。

2月8日：穆巴拉克下令組建修憲委員
會。

2月10日：宣布將大部分權力交予副總統
蘇萊曼。

2月11日：辭去總統職務，結束30年執
政。

一生榮辱兩極
1928年5月4日出生於埃及曼努菲亞省米
塞利赫村一個農民家庭

1949年和1950年先後畢業於埃及軍事學
院和空軍學院，後在空軍學院任教官，曾
3次赴蘇聯學習，歷任轟炸機中隊長、空
軍基地司令、空軍參謀長等職

1967年參加第3次中東戰爭並指揮空戰

1969年被委任為空軍參謀長

1972年晉升為國防部副部長兼空軍司
令，成為阿拉伯世界最年輕的空軍司令

因在1973年「十月戰爭」中的傑出指
揮，榮獲共和國勛章

1975年獲總統薩達特任命為副總統，正
式「棄戎從政」

1978年9月擔任民族民主黨副主席

1980年5月兼任執政黨總書記

在薩達特遇刺身亡後，於1981年當選埃
及第4任總統，此後至少遭遇6次未遂的
暗殺企圖

1982年當選為執政的民族民主黨主席

分別於1987、1993和1999年再次當選為
總統

2005年在埃及歷史上首次有多名候選人
參加的總統選舉中贏得壓倒性勝利，第5
次當選總統

2011年在大規模民眾示威中被迫下台

■綜合報道

■埃及總統穆巴拉
克下台。 法新社

■副總統蘇萊曼在電視講話中
宣布，穆巴拉克已經下台。

法新社 ■軍人出身的穆巴拉克獲薩達特(右)賞
識，並於1981年當上埃及總統。美聯社

■去年在白宮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會晤。
路透社

■開羅電視台總部前，示
威者站在坦克上揮國旗歡
呼穆巴拉克下台。 美聯社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局長帕內塔（見圖）前天
「放流料」，稱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很可能今天(周
四)傍晚下台」，結果穆巴拉克只宣布交權並未下
台。CIA大失面子，國家情報總監克拉珀隨即「死
撐」，指美國情報人員在埃及的情報工作表現獲
「B+」評分，又稱他們能預測埃及局勢不穩，但不
能令「不穩」消失，說：「我們不是『神算』。」

帕內塔預測失準，有官員指其言論只是回應傳媒報道，而非根據情報
局的內部情報。不過，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范斯坦又踢爆，本周初情
報人員向白宮和議員稱，「無確實警報」顯示埃及將出現不穩。連串
「情報失準」，CIA被批評跟不上埃及局勢的急速發展。

奧巴馬質疑穆氏放權承諾
在穆巴拉克前天發表全國講話之前，美國總統奧巴馬曾充滿期待地

說：「我們將見證歷史」，詎料穆氏拒絕即時下台，奧巴馬隨即發表措辭
強硬的聲明，不點名質疑穆氏只局部放權，這一承諾是否「即時、有意
義或充分」的改革。有分析指出，事情反映埃及政局並未完全遵照華府
的設想發展。
穆氏宣布不會即時下台後，奧巴馬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並批評穆

氏「不抓住機會」，指出太多埃及人不相信當局會認真邁向民主，埃及政
府有責任向民眾和全世界交待。 ■美聯社/法新社

情報僅靠傳媒 CIA局長放流料

穆
氏
下
台

軍
人
政
權
面
臨
困
局

「穆巴拉克時代」終結
雖然穆巴拉克未正式宣布下台，

說明他與副總統蘇萊曼和軍方這三
方力量還沒有明顯裂痕，但種種跡
象表明，「穆巴拉克時代」已經終
結，軍方已在安排他淡出舞台。
軍隊在埃及未來的政治體系中仍

發揮 舉足輕重的作用，目前軍隊
一直以騎牆派的姿態出現，在穆巴
拉克政權和示威者之間保持中立，
以牟取一種權力平衡的地位，爭取
諸多不同的選擇。如果軍隊鎮壓示
威者，那麼軍方與民眾的關係將遭
受嚴重損害，有可能導致內戰和嚴
重暴力事件。 ■綜合報道

埃及局勢終現突變，副總統蘇萊曼昨日在電視講話中宣布，總統穆巴拉克

已經下台，權力交予軍方。阿拉伯電視台昨日報道，穆巴拉克舉家從開羅市

郊區一個空軍基地飛抵紅海渡假勝地沙姆沙伊赫。

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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