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穿梭機「阿特蘭蒂斯」號於
東岸時間昨晨11時29分(香港昨晚11時29分)，
在一片烏雲下點火發射，從佛羅里達州最後一
次升空，標誌 30年美國穿梭機計劃正式結
束。100萬人一早聚集在當地見證歷史一刻。升
空前，穿梭機一度發生技術問題，就連倒數時
間板也一度停頓，但很快修復，最後比原定遲
了3分鐘起飛。 路透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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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爭端武裝衝突不斷 聯國部隊將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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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無礙英祿去年10月23
日，美軍懷俄
明州空軍基地
的50枚洲際彈
道導彈，與控
制中心失去聯
絡59分鐘，震
驚全國。當局
事後聲稱純粹
是硬件故障，
但有UFO專家稱，當日基地上空恰好出現疑似UFO，
引起外界揣測失聯是外星人幕後「發功」。

UFO專家黑斯廷斯稱，3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導彈技術
人員向他表示，當日和翌日在基地上空長時間見到疑
似UFO(見圖)，失聯更維持了幾乎26小時而非59分鐘。
但軍方一直隱瞞事件。該物體形狀細長如雪茄，不似
普通飛碟，反而像一次大戰德軍的齊柏林飛船。但目
擊者沒斷言疑似UFO與失聯有關。 ■《每日郵報》

泰國政局再現暗湧！支持前總理他信的為泰黨上周
剛贏得大選，敵對民主黨昨日便要求選舉委員會解散
為泰黨，原因是大選期間，有「禁止從政的政治人物」
涉及為泰黨選舉活動。不過分析指，由於調查法律程
序需時，預料將無阻他信之妹、為泰黨領袖英祿出任
總理。

民主黨指出，為泰黨前身、已被解散的泰愛泰黨，
包括他信與該黨前副主席乍都隆等成員，涉及為泰黨
競選活動。民主黨法律團隊指出，泰愛泰黨部分成員
參與挑選為泰黨候選人，也決定為泰黨政策，「代他
信行事」。

民主黨認為，憲法規定被解散政黨成員禁止涉及任
何政黨事務，如果他信與乍都隆被發現違憲，選舉委
員會必須採取行動，兩人被禁止從政年限應再延長5
年。

英祿傳訪港見他信
另外，泰媒盛傳英祿計劃前往香港，與哥哥他信會

面，討論內閣人選，但她隨即否認。她堅稱，將按照
自己的想法來領導泰國，不會做他信的傀儡，又說自
己20年來在全球商海中的歷練，已足以具備獨立決策
的能力。

另一方面，支持他信的反獨裁民主聯盟(紅衫軍)女
主席提達警告，如果新政府不針對去年政府軍鎮壓紅
衫軍示威展開調查，為死者討回公道，紅衫軍對新政
府的支持將可能減弱。

反他信「黃衫軍」也挑戰英祿。成員圖爾表示，將
採取法律行動，拉英祿下馬。他指責英祿在他信的貪
污案中作偽證，要法庭在她就職前治她的罪。

■綜合報道

日本自衛隊首個海外基地，昨日在非洲東部
小國吉布提啟用。報道指，這個日本斥資47億
日圓(約4.5億港元)興建的基地由去年起動工，
佔地12公頃，目前已建成的包括一個司令部辦
公樓、兵營和巡邏機機庫，並配置了兩架P3C
巡邏機。

基地設置在吉布提國際機場附近，巡邏機將
利用該機場跑道起飛，針對索馬里海盜執行護
航任務。日本防衛副大臣小川勝也、統合幕僚
監部官員以及吉布提政府代表出席落成儀式，
小川說，該基地在自衛隊執行海外任務歷史上
具有劃時代意義。

自2009年起，日本向索馬里海域派遣2艘護
衛艦和2架P3C巡邏機執行護航任務，在基地建
成前，自衛隊一直以租借美軍設施方式活動，
今後自衛隊可正式離開美軍基地。

■日本放送協會/中通社

聯合國安理會昨晚通過決議，南蘇丹獨
立後，聯合國將派出新特派團，包括

最多7,000名士兵、900名國際警察及人權專
家等，協助當地和平發展。

聯國部隊 涉勾結蘇丹官員
蘇丹南北2005年達成《全面和平協議》

後，聯合國隨即派遣UNMIS駐守兩地。但
英國《獨立報》調查發現，在6月5日衝突爆
發當天，數以萬計平民曾逃到UNMIS駐南
科爾多凡省軍營外的難民營尋求庇護。目
擊者稱，此時政府特工及非正規軍「大眾
防衛部隊」入營，肆意槍殺反政府分子。

有目擊者曾親眼看見6人被殺，「（政府軍）
拖 死者的腳，像被宰羊一樣拖走。人們
在嚎哭尖叫，但聯合國士兵站在哨崗內旁
觀。」個別聯合國部隊成員也被指與蘇丹
政府官員勾結，選擇性地拒絕反對派人士
尋求庇護，中立性備受質疑。

有專家指出，聯合國容許蘇丹挑選維和
部隊成員國籍，是一項錯誤，這會讓他們

選擇一些與之有文化、宗教及石油利益關
係的國家，例如同情蘇丹總統巴沙爾的埃
及等，嚴重損害聯合國部隊的中立性。

中美出席慶典 蘇丹拒聯國駐兵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蘇珊賴斯表示，聯合

國繼續在南科爾多凡省派駐維和部隊，對
當地和平及人道工作攸關重要。南部獨立
後，聯合國若要繼續在北部派駐特派團，
就必須獲得蘇丹同意，但後者早已拒絕。

南蘇丹共和國獨立大典將於當地時間今
日中午，在首都朱巴舉行，蘇丹屆時會正
式承認南蘇丹獨立。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
部部長姜偉新將代表胡錦濤主席出席，聯
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
和蘇丹總統巴希爾等均會出席。不過，獨
立後的南蘇丹將是全球最落後國家之一，
多達85%人口是文盲，加上與蘇丹的石油爭
端難望解決，這個新國家將會面對嚴峻挑
戰。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獨立報》

有「央行的央行」之稱的國際清算銀行
（BIS）最新公布數據顯示，過去一年，各
國央行一共從BIS提出635噸黃金，是逾10
年來最多，與去年各央行紛紛增加在BIS存
放黃金儲備的舉動相反。

以往各央行一般會透過向私人市場借出
黃金，增加收入。不過，借入黃金的需求
在過去10年大幅下降，把黃金貸息壓至紀
錄低位。黃金礦商的對沖操作，傳統上是
最大需求來源，但自從礦商將各自對沖計

劃縮減至幾乎零以來，由黃金交易大銀行
為中介的黃金出借市場已逐漸縮小。

根據倫敦金銀市場協會（LBMA）發表
的基準市場評估，周四出借黃金6個月，利
率為0.1厘。BIS證實，其年報中披露的黃金
儲備價值下降，代表客戶將所持黃金從BIS
提出，轉移至其它地方。這可能是因為某
些國家的央行不滿黃金貸息微不足道，決
定乾脆不出借黃金。

■英國《金融時報》

為泰黨被尋求解散

美股早段跌逾百點
新工減失業升 各央行去年提635噸黃金

歐洲銀行業監管局(EBA)下周五將公布涵
蓋91家主要銀行的第二輪壓力測試結果，
今次測試條件比首輪更嚴格，例如要求維
持最低5%一級資本充足率。有報道指，歐
盟將協助部分未能通過測試的銀行，在6個
月內提升資本水平。

消息透露，所有德國銀行都肯定通過壓
測。

市場擔心意大利債務問題惡化，政府可
能被迫援助無法通過壓測的銀行，導致當
地銀行股昨日暴跌，最大的裕信銀行早段
曾瀉6.5%，一度跌停板。意國10年期國債
孳息昨日升至5.328厘新高，與德債息差擴
至240.3基點。受意大利負面消息影響，歐
元兌美元昨日一度從1.4359跌至1.4250。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華爾街日報》

歐壓測德料過關 意銀一度跌停板

眾所周知，奧巴馬小時候
甚少和父親(見圖)見面，但原
來老奧巴馬當年還想將這位
未來美國總統，交給救世軍
領養。最近曝光的一個陳年
舊檔，揭露了這件鮮為人知
的往事。

老奧巴馬是肯尼亞人。
1961年，24歲的他還是夏威
夷大學學生，他在當地申請
簽證續期，當時他的18歲白

人妻子鄧納姆已懷 小奧5個月。
當時，雖然夏威夷容許不同種族通婚，但卻不容於

本土另外22個州份；老奧巴馬在家鄉又已有髮妻，加
上大學導師認為他的感情生活 多姿多采，他的續期
申請可能不獲批。於是他向入境官員聲稱已和家鄉髮
妻離婚（事實並非如此），又指他和鄧納姆打算將兒子
交給救世軍。 ■《每日郵報》/《每日電訊報》

奧巴馬
險遭父交救世軍領養

日首個海外基地
在非洲啟用

剛果一架載有112名乘客和機組人員的波音
727客機，昨日在惡劣天氣和大雨下，試圖在基
桑加尼國際機場降落，結果未能進入跑道，在
機場外200米墜毀(見圖)。當局隨後在飛機殘骸
中救出40名生還者，但估計有至少53名乘客罹
難。肇事客機為剛果航空公司Hewa Bora。剛
果是全球航空安全紀錄最差國家之一，基於安
全原因，該國所有航空公司都被歐盟列入黑名
單。 ■路透社/法新社

剛果客機墜毀
53死

■南蘇丹小童拿 該
國國旗，為表演作最
後綵排。 法新社

美國最新失業率出乎意料地升至全
年新高的9.2%，上月非農業職位僅微
升1.8萬個，增幅創9個月新低，令市
場對美國經濟復甦放緩情況更為憂
慮，拖累美股昨日裂口低開逾百點。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跌104點，報
12,61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跌13點，
報1,339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跌24
點，報2,848點。

勞工部數據顯示，上月美國私企職
位新增5.7萬個，遠少過4月份的24.1
萬，是一年多以來最少；期內政府職
位減少3.9萬個，為連續8個月下跌。
勞工部又把5月新增職位調低至2.5萬
個，同樣遜預期。消息公布後，資金
湧入債市避險，10年期美債孳息率跌

至3.04厘。
近兩個月經濟數據顯示，美國經濟

增長極緩慢，企業寧願積存現金亦不
願增聘，下半年經濟是否有力反彈成
疑。現時美國失業人口已增至1,410萬
人，就業疲弱將嚴重打擊總統奧巴馬
連任大計。

昨日數據公布後，白宮和共和黨紛
紛將之牽扯到近日國會債務爭議上。
白宮經濟顧問古爾斯比表示，9.2%失
業率顯示國會有必要採取刺激經濟及
平衡削赤措施。共和黨籍眾議院議長
博納則說，失業率高企顯示現時並非
加稅良機，又說不急於與民主黨達成
債務上限協議。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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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蘇丹南部分裂出來的「南蘇丹共和國」，將於香港時間今晨5時1分正

式立國，自2005年起駐紮蘇丹以監察南北和平進程的聯合國蘇丹特派團

（UNMIS）的任務也將結束。不過，UNMIS被批評未能調解南北紛爭，在

交界地區自上月5日起再度爆發的武裝衝突中，這支1萬人的維和部隊更

被指對蘇丹軍隊虐殺平民袖手旁觀。UNMIS此時撤走，當地平民性命更

難有保障。

獨易立難路崎嶇
經過數十年戰亂蹂躪，南蘇丹社會、政治

及經濟建設基礎極為薄弱，要在這片土地上

建立全新共和國，無疑是「從零開始」，挑

戰重重，新華社評論形容「獨」易「立」

難，可謂非常貼切。對於很多被迫離鄉別井

幾十年的南蘇丹人而言，回不回家，就像人

生交叉點，難下決定。

南蘇丹人才極為貧乏，建設國家重任大都

落在歸國公民身上。這些在歐美讀大學的

「海歸」一旦投身建設新國家，就必須放棄

數萬美元年薪和安穩生活，雖然他們都急不

及待有自己的國家，但家庭與孩子的前途，

成為他們決定是否回鄉的最大障礙。

影響他們決定的，還有南蘇丹與蘇丹未來

關係。南北至今還未能就邊境劃界、石油利

益分配等關鍵問題達成共識，直至獨立前一

天，雙方仍就輸油管收費爭論不休，令南蘇

丹的國家安全難以得到保障，甚至有機會讓

戰火重燃。

擁有外交權是南蘇丹獨立後一大轉變。與

南蘇丹接壤的烏干達及埃塞俄比亞，以及其

他東非國家如肯尼亞、坦桑尼亞等，未來必

定會積極拉攏南蘇丹，南蘇丹亦已表明，必

要時會尋求經過這些國家出口石油，以抗衡

北部壓力。南蘇丹立國，將令東非地緣政治

局勢出現重大變化。 ■余家昌

■南北官員在慶典前夕互相擁抱。路透社 ■民眾從北方回到南方要排隊取糧。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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