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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作戰部門建功

美籍奧拉基未審先殺 掀違憲爭議
生於美國的

阿 拉 伯 半 島
「基地」組織
(AQAP)領袖
奧拉基，前日
在也門被美國
中情局(CIA)
無人轟炸機殺
死，是首次有
美國公民被情

報部門追蹤及擊殺。有法律專家質疑，中情局對
美國公民未審先殺，有違憲之嫌。據悉司法部早
已擬好秘密備忘批准暗殺，以防法律挑戰。

印第安納州聖母大學國際法教授奧康奈爾表
示，奧拉基擁有美國和也門雙重國籍，代表他應
受美國憲法額外保障。她認為應把奧拉基生擒，
並交由法院審訊。報道稱，奧拉基隨行人員中有
另一名美國公民在空襲中喪生。

然而亦有學者持不同意見。得州大學法律教授
切斯尼同意奧拉基有憲法賦予的權利，但在其他
前提下，包括奧拉基對美國構成實際威脅，以及
他不可能被生擒，讓華府有權採取行動。

《華盛頓郵報》引述消息稱，中情局的行動是
獲得司法部背書，又稱若沒司法部書面意見，中
情局絕不會輕舉妄動。亦有消息透露，擊殺奧拉
基行動是「戰爭正常程序」，不存在爭議。

防報復 紐約升警戒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日稱，奧拉基被殺對AQAP

帶來沉重打擊，承諾會繼續摧毀包括「基地」在
內的全球恐怖分子網絡。為防恐怖分子報復，紐
約警察隨即提高戒備。

「基地」製彈專家同擊斃
兩名匿名美國官員稱，在

今次CIA無人機獵殺奧拉基
的行動中，「基地」製造炸
彈專家阿西里(見圖)亦一同
被擊斃。在2009年聖誕「褲
襠炸彈客」和去年美國貨機

「包裹炸彈」陰謀中，他皆
涉嫌參與製作炸彈。若阿西里死訊屬實，今次可
謂最成功的一次無人機突襲。 ■美聯社/路透社/

法新社/《華盛頓郵報》/《泰晤士報》

■石川（左）雖官司纏身，仍娶得靚
女主播阪中香織（右）。 網上圖片

■有示威者堆積雜物阻塞道路。 網上圖片

■警員在示威現場戒備。 網上圖片

美國及也門情報機關積極追捕奧拉基，經兩
年努力終於成事。中情局(CIA)今次主導暗殺，
背後亦多得與秘密作戰部門「聯合特種作戰指
揮部」(JSOC)合作無間，大大提高反恐行動效
率，成為恐怖分子聞風喪膽的新勢力。

5月初，JSOC旗下海豹部隊成員深入巴基斯
坦殺死「基地」領袖拉登，亦全靠中情局提供
情報及授予秘密行動的權利。報道稱，華府早
前為向也門及索馬里的「基地」分支進一步施
壓，在鄰國發展無人機基地，包括在今次奧拉
基伏誅中扮演重要角色、位於阿拉伯半島的中
情局新基地。

華府透過新基地雙管齊下，一方面加強JSOC
在地面與也門反恐部門合作，同時推動中情局
重演擊殺拉登的部署。有美國高官表示，中情
局與JSOC早在空襲前兩周，便開始間歇地監測
奧拉基行蹤。 ■《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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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拉基將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

(AQAP)「發揚光大」，影響遍及全球，他

在美國生活多年，接觸西方思想，本身已是恐怖分子

中一個傳奇人物。「基地」近月接連損失拉登和奧拉

基兩名領袖，短期內無疑元氣大傷，但奧拉基在美國

支持者眾，軟硬力量兼備，隨時靜候機會反撲，更可

能變本加厲。

AQAP成員只有區區300人，就足以成為「基地」最

強悍分支，證明組織「人才輩出」，不難找到接班人。

也門局勢持續不穩，西方國家因當地利益不多遲遲未

有介入，反為AQAP提供休養生息的機會。AQAP若繼

續透過網絡力量號召死士，翻身之日亦不遠矣。

美國在奧拉基死後不敢鬆懈，擔心本土威脅有增無

減。觀乎奧拉基被指涉及的恐襲案，包括美國胡德堡

基地槍擊案、聖誕「褲襠炸彈客」等，均是低成本、

單獨行事、針對保安漏洞的行動。「911」後美國成

驚弓之鳥，恐怖分子企圖在本土施襲屢次失敗後，定

必總結經驗，靠零星襲擊令美國不得安寧。

近日有調查顯示，美國人對奧巴馬處理反恐工作的

滿意度達62%，今次他急不及待高調領功，自然考量

到大選選情告急。事實上，反恐工作在奧巴馬上任後

漸見成熟，他取長補短屢屢建功，成為爭取民意的秘

密武器。然而，美國再次越境處決疑犯掀起爭議，所

謂「法治精神」已蕩然無存。 ■曾憲龍

■奧拉基之死引起違憲爭議。
美聯社

日靚女主播 勇嫁有罪議員
日本眾議院議員石川知裕被指違

反政治資金規正法，上周法院判處
他3年徒刑，緩期5年執行，他已提
出上訴。就在這人生大漩渦之中，
石川突然宣布，明日與日本衛視
(BS11)美女主持阪中香織結婚。消
息震撼全國，日本新聞網更形容為

「當天最大新聞」，民眾質疑阪中為
何要嫁給這名比自己大11歲、可能
入獄的「苦命男」。

38歲的石川知裕曾擔任執政民主
黨前黨首小澤一郎的秘書，去年他

處理小澤獻金團體買地一事時，因
資金來源記述出問題，和其他兩名
秘書同事一起被控「違反政治資金
規正法」。27歲的阪中香織在5月一
次聚會中與石川相識。兩人見面很
快有話題並產生好感。僅僅過了3
個月，她便決定嫁給石川。阪中生
於東京，從聖心女子大學文學系畢
業後，成為電視台新聞時政節目主
持。她十分同情石川的遭遇，並已
呈交辭職信，願意陪他打官司到
底，討回清白。 ■日本新聞網

美國「毒瓜」疫情仍未受控，疾
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前日宣
布，再多2人因進食受李斯特菌污
染的哈密瓜死亡，死亡病例升至15
宗，共擴散至19個州份，84人染

病。同時，又有加州農場懷疑產品
受李斯特菌污染，需回收1.5萬袋碎
西生菜，是疫情爆發以來第4宗大
型回收。

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FDA)前日

表示，加州農場回收碎西生菜，跟
「毒瓜」疫情無關。早前FDA到訪
該公司的加工場，隨機抽樣檢測生
菜和多葉蔬菜樣本，研究李斯特菌
污染蔬果的廣泛程度，發現一個樣
本對李斯特菌呈陽性反應，暫時未
知感染源頭。 ■《每日郵報》/

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美「毒瓜」殺15人 1.5萬袋西生菜回收

香港人生活節奏急促，往往要匆忙午膳趕回工作崗位。有調查發現，
被譽為「悠長午餐勝地」的法國，打工仔午膳時間同樣縮水，由20年前
平均最少1.5小時，驟減至現在只有22分鐘。

社會保障組織Malakoff Mederic上周發表法國飲食習慣的研究，發言人
戈東表示，不少打工仔無特定午膳時間，加上工作地點離家甚遠，不能趕
回家吃飯。調查顯示，回家午膳比例短短3年間由34%跌至29%，快餐需求去
年則升9%。因愈來愈多人自備飯盒，只有19%在公司飯堂用膳，但全國食肆營業
額去年仍維持7%增長。醫生帕特里克認為，午膳時間縮水不代表可提高員工效
率，反之會降低專注力。他表示，一個人的專注力每小時最多只能維持約45分
鐘。若要在辦公室用膳，集中力會流失得更快，並容易出錯。 ■《每日電訊報》

今次示威從北部朗斯地區開始，當地約200人上周四展開示威，前日再增至
500人。北部數個城鎮亦有數百名學生抗議，企圖阻止別人到校上課。在

巴黎北部，包括亞眠在內的皮卡第地區約20間學校受影響，當地學生縱火並投
擲石頭、雞蛋和番茄。

汽油彈襲警 4青年被拘
示威漸漸演變成暴動，部分示威中學生翻倒汽車並打碎窗戶，約28

人被捕。在亞眠一間學校附近，有警員遭汽油彈與磚頭攻擊，之後拘
捕4名年輕人。警方強調4名青年「都是外地人，來這裡是存心搞

事」，而且都不是學生。
位於巴黎凡爾賽宮附近的尚恩磨坊中學教職員說，很多學生都拒

絕上課。有15歲女學生說：「總統薩科齊要把學生假期減少
一個月，所以我們要反抗。」但她亦坦承，部分搞事者毀
壞他人汽車的做法令人厭惡。

消息急蔓延 官稱不知情
示威導火線是網上有傳言指當局計劃縮短暑假，其

後透過手機短訊及fb等「像山火般」迅速蔓延。然而
地方教育官員對此毫不知情，也不知道謠言從何而
起。法國中學生聯盟會長科隆班尼證實，同學間的確
有短訊流傳，但形容謠言相當奇怪，並否認是他們發

出。雖然當局並未曾提出過要將暑假減少一個月，但
一個負責編定學校假期的督導委員會，的確曾建議將暑

假減少2周，並將學期中的秋季假期延長1周，惟一切尚未
定案。 ■法新社/中央社

法國網上近日有謠言流傳，稱當局計劃將學校暑假削減一個

月，觸發學生暴動。暴動從北部地區迅速蔓延到巴黎郊區，學生

焚燒汽車、破壞公物，又透過手機短訊及facebook(fb)等社交網

站串聯，仿如「阿拉伯之春」示威。教育部官員強調謠言毫無依

據，警方則奉命採取強硬手段處理。

巴黎郊區燒車砸物 仿如「阿拉伯之春」 警強硬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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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徒掀翻
汽車及打碎
車頭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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