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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高級情報消息透露，穆氏料到或會步突尼
斯前總統本．阿里被趕下台的後塵，故此最

近數周已趕緊將個人和家族鉅額財富轉移至海外，
企圖令當局難以追查。穆氏家族財富據傳多達700
億美元(約5,456億港元)，美國官員則指實際只有約
20億至30億美元(約156億至234億港元)，包括外國銀
行存款、投資、黃金和物業，遍及倫敦、紐約、巴
黎和比華利山等地。

英國調查 匯控巴克萊拒評
該名情報消息人士稱：「我們注意到穆氏家族成

員緊急商討如何保住資產，我們認為他們的財務顧
問已移走在各地的部分財富，例如可能調走在蘇黎
世的現金。」
一名美國官員稱：「他們可能失去部分房屋和銀

行帳戶，但希望保住金條和其它投資。」據悉穆氏
家族希望將資產轉移至關係友好的波斯灣國家，例
如可能是其最終流亡地阿聯酋和沙特阿拉伯。
繼瑞士凍結穆氏及家族和親信在當地的資產後，

英國重大欺詐罪行調查機構SFO也追查穆氏家族據

信秘密存放在英的資產。有消息指，部分英國銀行
可能協助將資產調離埃及，埃及匯控和巴克萊拒絕
置評。英國官員表示，除非收到埃及正式請求，否
則英國不能單獨對穆氏財產採取行動。商務大臣祈
維信亦敦促國際社會就此協調行動。

次子基金遍全國 民眾：應處決
穆氏家族與英國關係密切，穆氏夫人蘇珊擁有威

爾斯血統，經常訪英；次子賈邁勒曾是倫敦的美國
銀行高層，期間居於倫敦。情報消息稱，賈邁勒設
立的私募基金，與埃及最大投資銀行EFG-Hermes息
息相關，業務遍及埃及各行各業，要追查全家族的
財富，可從他的商業交易入手。
埃及人對穆氏家族深惡痛絕，認為國家若要向前

走，必須追回穆氏和親信的鉅額資產。50歲的艾哈
邁德說：「他應像(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般被處
決，國家一半人口生活貧窮，穆氏和身邊的人卻活
在天堂。」

■《星期日電訊報》/《紐約時報》/

《星期日泰晤士報》/《華盛頓郵報》

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前日發聲明表示，將尊
重埃及簽署的所有國際和地區條約。以色列總理內
塔尼亞胡表示歡迎，稱以埃和約對兩國意義重大，
而兩國和平是中東地區和平穩定的基石。以國國防
部發言人表示，防長巴拉克前日與埃及國防部長坦

塔維通電話，但拒絕透露詳情。
埃及政局出現動盪以來，以國表態十分謹慎。內

塔尼亞胡上月底在內閣會議上表示，以國將繼續致
力維護以埃關係穩定，並要求高官避免公開評論埃
及。
報道稱，埃及這份聲明明顯是紓緩以美兩國的憂

慮。以埃曾爆發4次大規模戰爭，1979年3月在美國
調停下簽訂和約，埃及成為首個與以國簽訂和約的
阿拉伯國家。

以警告：穆斯林兄弟會不能掌權
然而，很多分析認為未來數年埃以關係並不平

坦。內塔利亞胡上周警告，若埃及「穆斯林兄弟會」
掌權，該國就有機會爆發伊朗式伊斯蘭革命。
在西岸佔領區，前日剛離任的巴勒斯坦首席談判

員埃雷卡特表示，埃及示威將成為阿拉伯世界的轉
捩點，他呼籲以國毋須害怕埃及步向民主。

■路透社

據埃及官方通訊社報道，埃及總檢察長馬哈茂
德前日下令，禁止前總理納齊夫、在新政府留任
的新聞部長菲基，以及前內政部長阿德利出境。
官方報章《共和報》並報道，當局已將納齊夫、
所有前部長及20多名議員的資料，送交內政部負
責反腐敗調查的非法所得辦公室。
官方通訊社還引述司法部門人士報道，阿德利

及家屬的財產已被凍結，因為有指控稱，一名建
築公司東主向他的私人帳戶傳入了400萬埃鎊(約
530萬港元)。
馬哈茂德上周四向國會表示，檢察機關已開

始對政府改組後離職的前旅遊部長賈拉納、住
房部長馬格拉比，國內貿易、對外貿易和工業
部長拉希德等3名前部長，以及執政民族民主黨
組織書記伊茲展開刑事司法調查。4人被指控犯
有侵吞國有資產、貪污和瀆職等罪名。馬哈茂
德前日還要求外長向多個歐盟國家發出請求，
凍結4人的海外銀行帳戶。

■法新社/路透社/新華社

埃軍尊重和約 以色列歡迎

3高官涉貪被禁出境

北非數國接連爆發騷亂，大批難民湧向歐
洲。過去3日，突尼斯等國共3,000名難民從
海路到達意大利南部島嶼蘭佩杜薩，估計人
數將繼續上升。意國官員擔心，從突國獄中
逃離的恐怖分子可能會乘機混入。意國政府
已宣布人道緊急狀況，並向歐盟求援，要求
派歐洲邊境防衛隊赴突國加強巡邏。
蘭佩杜薩島距北非僅150公里，區內海面

風平浪靜，故意國移民局預計，未來數日還
會有更多難民湧入，意國海上防衛隊已發現
不少船隻在海面漂流。突國官員表示，一艘
載有12名難民的船在突國水域沉沒，1人死
亡，其他人失蹤。
已抵島的難民，在接受醫療檢查並配給食

物後，將被遣送到西西里島的難民營和意國
本土，但除非他們在當地有工作或申請庇
護，否則最後將被遣返。 ■法新社/美聯社

3千難民湧至
意憂恐怖分子混入

埃及群眾經過18日的反政府示威終於迫使總統

穆巴拉克下台，目前最關心的，除了是還政於民

的進程，還有國家如何追回穆氏在位30年間榨取

的民脂民膏。另據埃及和巴林的報章昨報道，穆

氏健康問題嚴重，上周四最後一次發表講話前曾

一度暈倒，目前已身處德國巴登就醫。總理沙菲

克稱，穆巴拉克仍在紅海勝地沙姆沙伊赫。此前

則有未經證實消息稱，穆氏遭到軟禁。

穆巴拉克未到最後一刻都不肯下
台，原來是受到次子賈邁勒和親信

蒙蔽。知情人士指出，賈邁勒和幕僚一直隱瞞示威
實況，讓穆氏以為可安然渡過危機。賈邁勒更在父
親上周四晚電視錄影講話前，多次修改被認為是穆
氏宣布下台的講稿，使他不但沒主動宣布離任，反
而堅拒下台，進一步激怒示威者，最終被軍方逼
宮。

軍方憂示威 倡派蘇萊曼談判
美聯社訪問資深埃及官員、執政黨人士等，得出

穆氏在位最後時刻的情況。據稱軍方一開始就很擔
心示威，穆氏任命蘇萊曼為副總統與反對派對話，
就是軍方的建議。但蘇萊曼未能解決緊張局勢，反
對派更表明要穆氏下台才參與談判，使軍方愈加憂
心。
到了上周中，反對派再度號召百萬人示威和罷

工，形勢急轉直下，西方傳媒不斷放風稱穆氏即將
下台。穆氏上周四晚發表的電視講話，當時一般人
預計是他的下台宣言，但親信和家人仍鼓勵他「挺
住」，結果令他錯判形勢。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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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後動亂時代Q&A
Q：現時埃及由誰掌權？
A：軍方。軍方表示會監察向民選政府過渡的過
程，但至今仍未提出移交權力時間表和藍圖。
Q：軍方能否駕馭全國局勢？
A：埃及武裝部隊達46.9萬人，但面臨許多管治難
題。此次動亂，全國各地刑事犯罪活動給人民生命
財產造成巨大損失，趁亂逃獄的很多囚犯目前仍逍
遙法外。此外，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勢力蠢蠢欲
動，西奈半島天然氣管爆炸就是破壞分子所為。軍
方接管國家後，一項緊迫任務是打擊暴力犯罪活
動，同時防範恐怖主義。
Q：埃及何時會有選舉？
A：穆巴拉克下台前表示，最遲會在9月舉行總統選
舉，但反對派要求更改選舉條例。反對派領袖之一
巴拉迪建議，選舉由一個委員會監察，修改憲法確
保總統和國會選舉自由公平，並期望在1年內完
成。但這目標牽涉很多步驟，包括解除緊急狀態
法、限制總統連任次數、移交部分總統權力予總
理，還須解散國會。
Q：穆巴拉克會面臨甚麼下場？
A：示威民眾對如何對待穆巴拉克有不同看法，有
人認為必須審訊他，而且必須阻止他攜帶巨款離開
埃及；也有人認為只要他下台便可接受。但隨 關
於穆氏執政時財務交易的醜聞愈揭愈多，要求他受
審的聲音也會愈來愈大。
Q：連日動亂對埃及經濟和旅遊業有甚麼影響？
A：動亂使埃及每日損失1.93億英鎊(約24.1億港
元)。動亂之前，埃及經濟預計今年增長為6%，但
預計動亂使增長減少2個百分點。蘇伊士運河已重
開，但旅遊業收入已損失至少6.2億英鎊(約77.3億
港元)。 ■《獨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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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巴拉克在位時，埃及貪腐之風盛行，只要與穆

氏家族打好關係，便可在商場分一杯羹。如何追回

這些被盜取的國家財富，民眾相當關注。然而，追

查出來並非如想像中容易，因為穆氏家族主要透過

秘密利益渠道輸送貪污，加之軍方也坐擁許多商業

利益，未必會批准徹底追查。

有學者認為，穆氏家族貪污，並非從國家預算中

竊取金錢，而是將「政治資本」轉變為「私人資

本」。

圍繞在穆氏身邊的一小撮人，全部都可分一杯

羹。穆氏兩個兒子阿拉和賈邁勒均係超級富豪，透

過軍火交易和政府私有化計劃收受大筆回佣。在穆

氏安排下，所有希望在埃及做生意的公司，都要經

過兩人「搭路」，當中牽涉龐大利益。

軍方取態是能否追回穆氏財富的關鍵。軍方接管

權力後，表示會以尊重態度對待穆氏，似乎暗示會

放他一馬，不會逼他交出「不義之財」。事實上，軍

方高層在穆氏任內也得到諸多好處，若追查下去，

恐查到軍人自己頭上。但若虛以委蛇，恐百姓更不

會答應。

再爆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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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指穆
巴拉克料到
會步突尼斯
前總統後塵
被趕下台，
故在近數周
已調走部分
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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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與清理解放廣場的警察發生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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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巴拉克的資產遍全球，包括次子位於倫敦
Knightsbridge的豪宅。 網上圖片

■穆氏夫人蘇珊(左)擁有威爾斯血統；次子賈邁勒
(左2)曾是倫敦的美國銀行高層，其間居於倫敦。

法新社

■一名男子在街上展示報章上的穆巴拉克腐敗政
府「家族樹」。 美聯社

■解放廣場再次車來車往，但
仍有不少民眾聚集。 美聯社

■軍隊開始移走解放廣場
的帳幕，但仍有示威者死
守不肯離開。 法新社

穆巴拉克

30年涉榨5千億
西方情報指近期將鉅額財富轉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