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鐵承認，過去一個月於欣澳站及

金鐘往尖沙咀站路段發現的斷軌事

故，均出現由頂至底斷開的「裂

縫」，闊度分別為5毫米及1毫米，

但不會影響乘客安全。 詳刊A6

要
聞

港鐵路軌斷裂
達1及5毫米

中西情人節臨近，不少適婚人士都

希望早日找到情人，因此新春期間

深圳的相親活動也特別多，更吸引

不少港人北上覓偶，其中，「港女」

人數更有急升的趨勢。 詳刊A7

要
聞

情人節急覓愛侶
港人北上相親增

中央紀委證實，鐵道部黨組書記、

部長劉志軍涉嫌嚴重違紀，正接受

組織調查。中央已決定免去劉志軍

黨組書記職務，同時，已任命盛光

祖為鐵道部黨組書記。 詳刊A9

中
國

涉嫌嚴重違紀
鐵道部長落馬

一名的士司機，5日前連人帶車失

蹤，家人、車主及警方遍尋不獲，

昨晨終被發現在的士內燒炭身亡多

日。警方經調查後發現死者留有遺

書透露因欠債自殺。 詳刊A16

港
聞

失蹤的士司機
疑欠債燒炭亡

荷里活女星「玉婆」伊利沙伯泰萊

發言人證實，「玉婆」因充血性心

臟衰竭入院，正接受治療並觀察當

中。外國媒體大肆渲染「玉婆」行

將就木，情況令人擔憂。詳刊B5

娛
樂

心臟衰竭入院
「玉婆」病情堪憂

中國「欄王」劉翔12日凌晨在德國

杜塞爾多夫國際室內田徑賽男子60

米欄決賽中，跑出7秒60得第3，

比冠軍捷克選手斯禾保達慢0.03

秒。 詳刊B10

體
育

新年首場國際賽
劉翔屈居季軍

版

面

埃及變天之後，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
將掌管國家事務，現年75歲的最高委員
會領導人兼國防部長坦塔維成為焦點人
物。但美國情報指出，坦塔維拒絕變
革，外界對他能否帶領埃及完成過渡甚
有保留。
坦塔維身兼埃及政府副總理，1935年

出生，具有軍事學碩士學位，元帥軍
銜。他於1956年加入埃及軍隊，曾任野
戰軍參謀長和司令等職，於1956年、
1967年和1973年3次參與中東戰爭，自
1995年起擔任武裝部隊總司令。
據維基解密網站公開的2008年美國外

交電文指出，坦塔維具個人魅力、彬彬
有禮，但也是一個「年紀老邁、抗拒改
變」的人。電文指坦塔維反對經濟與政
治改革，認為會「侵蝕中央政府的權
力」。電文指坦塔維和穆巴拉克一樣，
只㠥眼於政權穩定、維持現狀，根本沒
有任何「魄力、意向和世界觀」，去
「做一些不同的事」。

參謀長艾南被指有創新思維
但在這場示威騷亂中軍方一直保持克

制，深受示威者歡迎。民眾認為軍隊好
過殘暴的警察，是團結國家的力量。坦
塔維的車輛昨日經過穆巴拉克的舊總統

府，被慶祝勝利的群眾認出來。民眾走
向車隊，並向坦塔維表示祝賀，坦塔維
下車表示感謝並讚揚群眾。
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第2號人物則為

軍方參謀長艾南，他比坦塔維年輕，電
文指他聰明和有創新思維。艾南統領徵
兵部隊，和各階層民眾都有接觸，思想
或較開明。美國官員表示，艾南多次強
調不會向示威者開槍。

■路透社/法新社/《紐約時報》

2011年2月13日(星期日)

埃及武裝部隊總司令簡歷
■埃及國防部長

坦塔維(75歲)

■1935年10月31

日出生，1956

年參軍。

■1991年5月出

任政府國防和

軍工生產部長，並從1995年起擔任武

裝部隊總司令。

■曾參與3次中東戰爭(1956、67和73

年)。

■外界猜測他有機會成為下任總統候選

人。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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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見

圖）終於屈服下台，瑞士
迅速宣布凍結他的資產，
財政面臨壓力。穆氏雖表
示過會留在國內，即使死
也要死在埃及土地上，但
辭去總統職務代表已不再
享有豁免起訴權，穆氏留
國好大機會被控貪污和侵犯人權。分析揣測，
沙特阿拉伯、德國、美國或以色列都是他可能
流亡的地方。
據報，穆巴拉克在宣布下台前，舉家飛抵紅

海度假勝地沙姆沙伊赫。外界非常關注穆巴拉
克下台後的生活，他究竟會在甚麼地方過退休

生活，能否安享晚年，惹起各方揣測。

需避開檢控索償或暗殺
瑞士外交部在穆巴拉克下台後1小時，迅速

發聲明宣布，穆巴拉克在瑞士銀行投資的資金
已被即時凍結，為期3年，當局還禁止轉售他
在瑞士的財產和資產。被凍結資產的還包括穆
巴拉克的家人和親信，外交部未有透露金額有
多少和所在地。瑞士政府解釋，凍結資產的目
的是要防止埃及國家資產被侵吞。
分析認為，穆巴拉克要選擇的流亡地，應該

是能讓他避開受到檢控、遣返、索償、暴徒襲
擊或暗殺的地方，可能的選擇地點包括沙特、
以色列、英國、美國、德國、阿聯酋和黑山。

沙特過去曾接收多名流亡人士，包括上月被
「茉莉花革命」趕下台的突尼斯前總統本．阿
里，而以色列人一直封穆巴拉克為英雄。

估計財產5457億超過蓋茨
雖然穆巴拉克家族沒登上《福布斯》全球富

豪排行榜，但中東消息估計，穆巴拉克家族財
產約有400億至700億美元(約3,118億至5,457億
港元)，或超越全球首富、墨西哥大亨斯利姆
的540億美元(約4,210億港元)和微軟創辦人蓋茨
的530億美元(約4,132億港元)。
穆巴拉克執政30年來，從國內幾乎每個重大

商業交易分一杯羹，包括尼羅河盆地開發計劃
和蘇伊士運河運輸工程等。報道稱，穆巴拉克
聚斂的財富，足以讓他過優閒的退休生活。穆
巴拉克確實財產總值很難證實，這是他不出現
在《福布斯》排行榜的原因之一。■綜合報道

埃及總統穆巴拉克
下台後，但埃及局勢
未完全明朗，接掌國
家事務的軍方未來能
否遵從人民意願進行
變革，現時未有肯定
答案。
副總統蘇萊曼（見圖）宣布穆巴拉克

下台後，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發佈《第
3號公報》，表示「理解到人民要求推動
徹底改革」。公報指委員會其後將發出
一項聲明，勾勒出未來將採取的步驟、
發出的政令，並強調委員會不會成為人
民渴望的「正當政權」之替代品。公報
又向連日騷亂中的喪生者表示敬意。
但委員會成員國防部長坦塔維、埃軍

參謀長艾南和副總統蘇萊曼，都是穆巴
拉克一手任命的，他們會否真正推動民
主，還是僅將舊統治方式改頭換面，惹
來揣測。

副總統蘇萊曼去留成關鍵
分析認為，現時蘇萊曼的地位未明，

這點恰好是未來事態發展路向的關鍵。
前美國國防部埃及事務總監阿克塞爾羅
德認為，如果蘇萊曼繼續留任，便意味
現時形勢只是舊酒新瓶；如果蘇萊曼離
開、新人上台，則會是新領導的開始。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研究員達寧則指

出，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會否落實承諾
推動民主，還是只作出少許讓步，未來
數周將是關鍵。 ■綜合報道

《華盛頓郵報》指出，上周中軍
方和穆巴拉克達成協議，穆

巴拉克只會有兩條出路：下台或移交權
力。美國奧巴馬政府也在上周三（9日）
收到有關消息。有關計劃會在星期四
（10日）展開，當日埃及武裝部隊最高
委員會開會，國營電視台的片段顯示國
防部長坦塔維正在主持會議，但穆巴拉
克和副總統蘇萊曼都沒有在場。

臨時爆肚改講詞助手亦震驚
委員會會後發表《第1號公報》，稱會

採取措施保衛國家。開羅解放廣場數以
萬計示威者聚集，他們聞言高呼喝采。
分析認為，這份公報暗示軍方正在控制
政府。當時華府一片樂觀情緒，中情局
局長帕內塔稱穆巴拉克「很可能今天(周
四)傍晚下台」，總統奧巴馬也指「我們
正在見證歷史」。
穆巴拉克當地時間晚上10時發表演

說。據《華盛頓郵報》報道，相關講詞
內容其實早已商定好。但到穆巴拉克演
說的一刻，卻臨時更改講詞內容，不但
堅稱無意下台，還猛轟西方國家干預埃
及內政，連助手也大吃一驚。
據稱奧巴馬當時在飛機上，從電視直

播看㠥穆巴拉克講話，回到白宮立即與
國家安全團隊開會，並即席在紙上草擬

聲明，表示尚不清楚穆巴拉克所指的權
力過渡是否「即時、有意義或足夠」，
首次正面表達對穆巴拉克不滿。

軍方「直接干預」奪權
埃及軍方雖然隨後發表《第2號公

報》，支持穆巴拉克留任至9月大選，但
分析認為軍方是要避免與穆巴拉克正面
衝突，其實已對穆巴拉克極為不滿。軍
方周五（11日）告知穆巴拉克必須下
台。數小時後，穆巴拉克便已啟程前往
紅海度假區沙姆沙伊赫別墅。
副總統蘇萊曼於當地時間周五早上11

時宣布穆巴拉克已經下台。埃及武裝部
隊最高委員會當晚發佈《第3號公報》，
表示會對權力過渡作出安排，以實現埃
及人民所希望的變革。埃及軍方12日發
表聲明說，現任內閣將繼續留任，直至
任命新內閣。
埃及示威由民眾發起，最終以軍方迫

令穆巴拉克下台結束。政治分析員拉什
萬認為，事件事實上是軍方「直接干預」
奪權。但有分析也指出，事情如此終
結，有助於示威者解散國會、中止憲法
等的要求更容易達成，好過穆巴拉克把
權力交予副總統蘇萊曼，讓舊勢力繼續
執政。

■美聯社/《華盛頓郵報》

埃及總統穆巴拉克面對超

過2個星期的反對浪潮，前日

終於下台，但箇中曲折變化

叫人始料不及。美國傳媒報

道，早在上周中軍方已經和

穆巴拉克協議好下台或放權

安排，甚至連穆巴拉克的演

辭也準備好。但穆巴拉克發

表全國講話時臨時「爆肚」，

堅持不會下台，使軍方大為

不滿，上演逼宮戲。有分析

認為事件如此終結絕非民主

變天，只是一場軍事政變。

穆巴拉克出爾反爾

軍方逼宮趕下台
下
台
內
幕

埃及民眾經過18日抗爭，取得重大勝利，
首都開羅的解放廣場一直是反政府示威者的
根據地。政府前晚宣布總統穆巴拉克下台
後，民眾歡喜若狂，隨處見到有人徹夜狂
歡，有民眾與軍警擁抱。直至黎明時分，廣
場仍有數千人不願離開，繼續唱歌搖旗。
數以十萬計示威者在開羅和第2大城巿阿歷

山大巿遊行，當副總統蘇萊曼宣布穆巴拉克
下台的消息後，民眾情緒高漲，通宵打鼓、
唱歌、跳舞和放煙花，示威者高喊：「現在
是派對時刻！我們重生了！」
埃及人感到首次獲得自由，從四方百面湧

入解放廣場，有人啜泣和禱告，有人親吻土
地，甚至在坦克面前拍照留念。作為有五千
年歷史的古國，埃及人因推翻穆巴拉克而重
拾自信。開羅街道隨處聽到民眾一起大喊：

「抬起你的頭來，你是埃及人！」

示威陣營去留出現分歧
不認識的民眾互相擁抱或向其他人

派糖，不少人都揮動代表勝利的V字手
勢。有人在座駕貼上「我們愛埃及」
的標貼，滿街插滿國旗，民眾在身體
塗上國旗的顏色。民眾宣示勝利說：
「我是埃及人，我成功推翻穆巴拉克
了。」
但對於是否結束集會，示威者意見

分歧。一些人認為應該繼續示威，直
至軍事最高委員會完成向平民統治權
力交接；另一些人認為目的達到應該回家
了，如果軍方食言，他們再回來集會。軍警
昨日開始在民眾組織的義工幫助下，移除擺

放在解放廣場及附近國立博物館外的鐵馬、
鐵絲網和燒焦的汽車殘骸。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舉國通宵狂歡解放廣場開大型派對舉國通宵狂歡解放廣場開大型派對舉國通宵狂歡解放廣場開大型派對舉國通宵狂歡解放廣場開大型派對舉國通宵狂歡解放廣場開大型派對舉國通宵狂歡解放廣場開大型派對舉國通宵狂歡解放廣場開大型派對舉國通宵狂歡解放廣場開大型派對舉國通宵狂歡解放廣場開大型派對

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下台，有在港
工作的埃及人大感高興。一名埃及
青年表示，會立刻致電身在埃及的
朋友，並指埃及選舉總統時會考慮
返國投票。一名埃及廚師表示，埃
及貪污嚴重，人工不高，因此獨自
來港工作，現時妻子和子女都在埃
及。他期望穆巴拉克下台後，埃及
人民生活會改善，不排除返回埃及
生活。另外有埃及人稱會開派對大
肆慶祝。 ■綜合報道

穆巴拉克下台 在港埃及人感高興

埃總司令暫掌權 美指無變革魄力

埃及軍方面臨分權考驗 瑞士凍結資產 穆巴拉克料流亡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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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在埃及開羅
市中心的解
放廣場，民
眾圍觀寫有
騷亂遇難者
名字的巨幅
張貼海報。

新華社

■11日，民眾
在開羅市中心
的解放廣場燃
放煙花慶祝。

新華社

■獲悉穆巴拉克下台，數以千計民眾11日晚上湧到開
羅市中心的解放廣場慶祝。 美聯社

■多名埃及婦女和
兒童在開羅市中心
的解放廣場一輛坦
克前合照，慶祝穆
巴拉克下台。美聯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