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示威者衝擊以使館釀4死
另有逾千人傷 兩國關係陷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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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G7加上俄羅斯組成的八國集團(G8)，成員國財
長昨日（10日）同意增加對「阿拉伯之春」的援助
至380億美元(約2,962.6億港元)，並擴大至摩洛哥和
約旦。

G8財長昨日於法國馬賽的會議上承諾，向埃及、
突尼斯、摩洛哥和約旦提供上述援助，同時邀請利
比亞反對派「全國過渡委員會」加入。G8在今年5
月的峰會上，提出援助200億美元(約1,559.2億港
元)。

歐元區17國財長將於本周在波蘭召開會議，德國
財長朔伊布勒透露，他計劃屆時與法國財長巴魯安
一同就歐元區未來管治問題提出建議。近日有傳歐
元集團主席容克可能請辭。

德總理促希臘加快改革步伐
另一方面，德國總理默克爾昨日促請國民要對希

臘保持耐性，又指如果希臘要繼續得到支持，必須
追上改革步伐。她以東西德統一作比較，指出需要
長時間實行改革，重大轉變不會一夜間出現。希臘
總理帕潘德里歐昨日發表年度經濟演說，當局於第
2大城市塞薩洛尼基部署約5,000名警員，以防反緊
縮示威演變成暴動。

■綜合消息

G8增援「阿拉伯之春」G7會議現鴻溝 提振經濟無共識

七大工業國集團(G7)財長及央行行長前日（9日）在
法國馬賽召開會議，討論如何提振歐美呆滯的經濟增
長。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的團結一致不復見，
在今次會議上，歐美之間可謂壁壘分明。美國希望各
方進一步刺激經濟，卻得不到力求緊縮預算的歐洲國
家和應，彼此無法找到共同立場，只同意各國應按本
身情況，採取不同經濟策略。

無法就刺激措施達統一方案
正當20國集團(G20)逐漸成為組織全球經濟政策的場

地，G7在設定全球經濟議程上仍舉足輕重。在2008和
2009年金融危機高峰時期，G7成員國包括美國、英
國、加拿大、德國、法國、意大利和日本立場一致，
推出刺激經濟措施，阻止全球衰退步伐。

然而，G7大部分國家如今備受財赤高企、負債纍纍
和增長放緩困擾，以致對於需要採取刺激措施的態度
分歧。在前日的會議上，各國矢言採取堅定措施，使
全球經濟重回正軌，但承認問題非常複雜，不可能達
成統一的協調方案。

G7發表的會議公報稱：「財政政策面對需小心處理
的平衡。鑑於復甦本質仍然脆弱，我們必須因應不同
國家的處境，採取不同途徑，達成財政調整方案和支
持經濟活動。」

美籲減慢削支 德法不以為然
與會財長在會後的發言，也盡顯彼此間的鴻溝。美

國總統奧巴馬剛公布總值4,470億美元(約3.48萬億港元)
的促進就業法案，財長蓋特納也不忘在會上呼籲全球
較穩健的經濟體減慢削支速度，給予較疲弱的經濟體
急需的支持，他又稱其他成員國都支持華府的減稅和
增加開支促進就業的建議。

蓋特納的立場獲英國財相歐思邦力挺，但德國和法
國這兩個歐盟主要經濟體卻不以為然。德國財長朔伊
布勒表明，柏林政府不會調整本身的「支援增長削赤
計劃」，他更指經濟放緩並不令人意外，「人們不應
過分誇大其詞」。 ■綜合報道

拉登曾擬殺法籍人質
謀大規模襲法國
法國「消息電台」昨日報道，美國中情局在

「基地」領袖拉登被殺的大宅中搜出的文件顯
示，拉登曾計劃利用手上的法籍人質，在法國明
年大選前讓總統薩科齊顏面掃地，甚至考慮撕
票。

報道指，拉登曾以書面指示北非「基地」分支
如何處置去年在尼日爾擄獲的人質，其中包括5
名法國公民。由於法國拒絕交付9,000萬歐元

（約9.58億港元）贖金，故目前仍有4人未脫困。
報道指，中情局獲得有關消息後，告知法國中央
國內情報局。

另一法國傳媒也引述曾接觸拉登文件的消息人
士稱，拉登計劃對法國本土發動大規模攻擊。法
新社其後引述情報單位消息，證實法方的確曾從
美國方面「取得一些文件」，但消息強調，文件
還不是完全構思好的計劃，比較像在表達意圖。

消息稱，雖然文件中確實包含對法國的威脅，
但內容「條理不明⋯⋯應謹慎處理」。他還說，
內文與其說是伊斯蘭宗教法令，不如說是評論。
法國官方都拒絕置評。 ■法新社/路透社

44%美受訪者︰
奧巴馬是激進派
美國上周二有民調顯示，44%受訪者認為總統

奧巴馬是激進派，比率遠超其頭號競選勁敵、共
和黨總統提名參選人佩里的36%。至於共和黨籍
前麻省州長羅姆尼，48%受訪者認為他是主流溫
和派，僅26%指他是激進派。

認為茶黨「女王」巴克曼是極端派和主流溫和
派的受訪者，分別有51%和27%。巴克曼近數周
人氣從16%急跌至僅8%，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排名中落後羅姆尼，屈居第3。今次電話調查訪
問1,000人，去年同類民調顯示，認為奧巴馬是
主流派和激進派的民眾，分別為48%和42%。

■《每日郵報》

美媒擺烏龍 誤報喬布斯已死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網上節目「流行趨勢」

的微博Twitter帳號，前日突然發布簡訊，稱蘋果
公司主席喬布斯「已死」，在網上引起軒然大
波。雖然簡訊迅即被刪除，但已被萬千網民紛紛
轉載，CBS隨後承認報道未經確認，並為此致
歉。

曾經患癌並多次請病假的喬布斯，上月辭任蘋
果行政總裁，令外界更加關注其健康狀況。早前
就有八卦網站聲稱拍攝到喬布斯骨瘦如柴的近
照。 ■《每日郵報》

自行注射牛脂整容 美婦人死亡
美國63歲婦人哈爾特向來有自行注射整容的癖

好，以營造「完美面孔」，上周四她在家中將融
化牛脂注入口部和下巴，其後感到不適，送院後
不治。驗屍官指她的死因是結腸壁受損引致細菌
感染，注射牛脂並非主因。

報道稱，哈爾特當日將牛肉煮熟後，將脂肪挑
出並直接注入面孔。她感到面部像被火燒，於是
自行到附近醫院求診。醫生即時急救，但哈爾特
延至晚上不治。消息指，哈爾特過去曾多次接受
整容手術，她的面孔較為緊緻，皺紋亦不多，跟
其年紀不太相符。

■《每日郵報》

埃及約2,000名示威者前日（9日）衝擊以色列駐開羅大使館，

與軍警爆發衝突。約30人闖入使館後，不但扯下以色列國旗，更

將大批機密文件拋出窗外。埃及政府宣布開羅進入全面警戒狀

態，事件造成4人死亡，其中1人心臟病發，另有最少1,093人受

傷，包括逾300名警員，警方拘捕19人。以色列大使一家及使館

職員昨日（10日）乘坐軍機返國，有以色列高官形容事件嚴重違

反外交常規，兩國關係陷入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倒

台後的新低點。

非洲國家坦桑尼亞發生海難，一艘超載渡輪昨日在
桑給巴爾主島與鄰島之間沉沒，船上600多名乘客中，
至少163人證實遇難，最終可能有多達數百人死亡。中
國駐坦桑尼亞桑給巴爾總領館證實，沒接到中國公民
在沉船事件中傷亡的報告。

事發於坦桑尼亞對開的桑給巴爾群島，該群島由主
島溫古賈島、彭貝島及另外一島組成。當地時間前晚
約9時，名為「M.V. 香料島民（香料島是桑給巴爾群
島別稱）」的渡輪從溫古賈島出發，4小時後沉沒。

當局表示，目前已有325人獲救，由於缺乏器材，救
援工作受阻。遇難者遺體陸續運往桑給巴爾國家廣場
供親屬辨認。數以千計居民在桑給巴爾一個城鎮的碼
頭聚集，等待失蹤親友消息。其中一人稱自己一家25
人遇難，包括他的姐妹、妻子和孫兒。

當地許多渡輪維修狀況惡劣
這是桑給巴爾歷史上最嚴重的交通事故。當地一些

經常在兩島之間搭乘渡輪的乘客說，許多渡輪的維修
狀況很糟糕，並且經常超載和裝運貨物。桑給巴爾地

方政府上月曾宣佈，計劃購買更大更安全的渡輪，用
於兩島之間的客運。

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由坦噶尼喀（大陸）和桑給巴爾
（島）兩部分組成。2009年5月，一艘搭載數十人的渡輪
在桑給巴爾島附近沉沒，造成6人喪生。 ■綜合報道

利比亞反對派包圍沙漠城鎮拜尼沃利德多日後，前
日聲稱已攻入當地，並與親卡扎菲部隊展開巷戰。路
透社報道，北約在當地發動最少5次空襲，部分政府軍
早前已聞風逃走。「全國過渡委員會」主席賈利勒昨
日（10日）表示，政府軍在最後限期前仍拒絕棄械投
降，「革命軍」只能採取軍事行動。

報道稱，拜尼沃利德交戰雙方各有傷亡，政府軍最
少有23人死亡，9名士兵被俘。反對派呼籲卡扎菲殘餘
部隊投降，加入反卡扎菲陣營。「革命軍」前日（9日）

亦進攻卡扎菲家鄉蘇爾特，雙方在河邊交戰，反對派
稱政府軍向他們發射火箭炮。

利國新領導層被指「吸血者」
數百名民眾在班加西上街示威，抗議過渡委員會的治

國計劃未能符合民眾要求。有示威者批評新領導層為
「機會主義者」及「吸血者」，應交由法庭審訊。大部分
來自東部的56個政治組織簽署備忘錄，指出過渡委員會
的主張自相矛盾，不能視作後卡扎菲的管治路線圖。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日在白宮接見利比亞駐美國大使
奧賈利，並承認對方代表該國新政權。奧賈利在卡扎
菲政權曾擔任同一職位，但他其後與政府劃清界線，
更公開促請卡扎菲下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
拉加德昨日承認利國反對派「全國過渡委員會」為正
式成員。

意總理稱卡扎菲受國民愛戴
另外，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前日稱，自己之前到

訪利比亞時，感受到卡扎菲深受該國人民愛戴，認為
反對派起義「不得人心」。他對黨內支持者表示，強化
意大利在利比亞的角色，對石油及天然氣供應尤其重
要。 ■綜合消息

坦桑尼亞渡輪沉沒 至少163人遇難

卡扎菲根據地失守 IMF承認「過渡委」

大批示威者前日首先於開羅廣場聚
集，要求軍事政府加快改革。部分人
其後轉往以色列大使館，抗議以軍上
月在邊境打死5名埃及士兵。示威者
以鐵鎚等工具推倒使館本月新建的圍
牆，並登上使館頂層。他們將以色列
國旗換成埃及國旗，有人更爬梯進入
辦公室翻開機密文件並將之拋下，不
少被上載至互聯網，其中一份文件要
求埃及外交部准許1名以色列使館職
員佩槍。

以大使已離埃返國
暴徒又縱火燒毀使館附近的最少4

部警車，警方昨早才施放催淚彈及向
天開槍驅散在場500名示威者，並派駐
30多架坦克及裝甲車，又封鎖通往以
國大使館及警署的道路。埃及內政部
長埃薩維宣布取消所有警察休假，要
求警員對示威者保持克制。總理謝拉
夫昨日召開緊急內閣危機小組會議，
商討對策。

報道稱，警方初時無主動控制場
面，6名使館職員一度被困，後來埃
及突擊隊衝入使館營救，他們及以色
列大使萊瓦諾一家獲護送到機場，乘
坐以國軍機離開，消息指萊瓦諾上機
時帶㠥5個行李箱。有以色列官員
稱，該國駐開羅副大使暫時仍留在當

地一個安全地方，負責善後。

埃及總理辭職遭拒
美國總統奧巴馬對事件表達憂慮，

呼籲埃及政府履行保護以色列使館安
全的國際義務。他前日與以色列總理
內塔尼亞胡通電話時稱，美國正採取
措施協助穩定局勢，避免暴力蔓延。
有美國官員透露，國務卿希拉里同日
亦致電埃及外長阿姆魯，要求該國遵
守國際公約，保護各國外交財產。以
色列國防部長巴拉克昨日致電美國國
防部長帕內塔，要求美方協助保護在
開羅的以色列使館，他亦與奧巴馬中
東事務顧問羅斯通電話商討局勢。

阿拉伯電視台報道，埃及執政軍事
委員會昨日拒絕總理謝拉夫提出辭
職。同日較早前有媒體稱，謝拉夫可
能就以色列使館暴力事件辭職。

當局被指濫用軍事法庭
另外，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

昨日表示，埃及軍方自2月穆巴拉克
倒台後提出近1.2萬次起訴，批評當局
濫用軍事法庭權力，漠視民主過渡，
情況令人吃驚。軍方曾承諾上周一廢
除緊急法，並停止將平民送往軍事法
庭，但「人權觀察」認為廢法難保當
局不會操控法治。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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