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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能科學家羅尚的

汽車被炸，他當場死

亡。 美聯社/法新社

伊朗因發展核武與西方鬧僵之際，首都德

黑蘭前日上午發生汽車炸彈爆炸，一名核專

家被炸死，是該國兩年來第4名被殺科學

家。伊朗指責以色列策動暗殺；伊朗原子能

機構昨日更指責以色列及美國的暗殺行動

「罪大惡極」，強調伊朗會繼續發展核計劃。

美再救6伊水手

伊朗通訊社報道，電單車手於德黑蘭北部

卡塔比廣場附近，將一枚磁力炸彈吸附到原

子能科學家羅尚的汽車上，羅尚當場死亡，

車上兩名乘客受傷。32歲的羅尚是德黑蘭技

術大學教授，專攻鈾濃縮過程中的氣體分離

技術，在伊朗中部納坦茲核設施擔任主管。

德黑蘭市長稱這種恐襲早有前科。2010年

1月，著名伊朗核科學家穆罕默德被炸死，

伊朗指責美國和以色列情報機構策動暗殺。

伊朗上月威脅封鎖石油運輸要塞霍爾木茲

海峽，美方實施制裁還擊，令兩國關係緊

張，但美軍繼上周救出一艘被海盜挾持的伊

朗漁船上13名伊朗人質後，美國海岸防衛隊

緝私艇周二再在伊拉克外海救出6名伊朗水

手。美軍已將6人交給伊朗海岸防衛隊，並

稱獲救船長對美軍道謝。

聯合國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周二證實伊

朗開始在地下核設施提煉濃縮鈾，俄羅斯同

日對事件表示「遺憾及憂慮」，稱伊朗持續

無視國際機構對伊朗中止核計劃的要求。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衛報》/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澳洲人報》

敘利亞當局昨日安排

一批記者到長達10個月

的反政府示威熱點霍姆

斯採訪期間，受到火箭

襲擊，造成8死25人

傷，其中一名法國電視

台記者傷重死亡，多名

記者受傷。新聞部表示

得悉爆炸事件涉及外國

記者，但未有提供進一

步資料。

另據敘國SANA通訊

社昨報道，一批官兵前

往首都大馬士革市外，

準備會合其部隊期間，

遭「恐怖組織」襲擊，

一名軍官遇害，兩名士

兵受傷。

■法新社/路透社

核專家被炸死 伊責以色列所為

美國總統奧巴馬上周公布戰略檢討，把軍力聚焦亞太區，海軍作戰部長格林納特前日

公布美國海軍艦隊全球部署新戰略，以「因應中國軍事崛起與南海緊張」為由，未來逾

1/3海軍戰艦將

轉移至西太平

洋，但否認這會

導致大規模海軍

集結。他又稱，

美國將與中國海

軍保持對話，進

行合作交流。

蘇格蘭議會第一大黨蘇格蘭民族黨(SNP)
早前表示，計劃就蘇格蘭獨立進行全民公
投，由人民決定是否結束長達300年的英國
統治。英國前日終於開綠燈，但訂下條
件，要求公投速戰速決，最遲於明年中前
舉行，而且票上只准列出一條「去留」的
是非題，免節外生枝。蘇格蘭首席部長薩
蒙德質疑英國首相卡梅倫此舉，是企圖支
配蘇格蘭的前途。
據報SNP希望延遲公投，以藉㠥2014年英

聯邦運動會在格拉斯哥舉行，以及適逢蘇
格蘭戰勝英軍的班諾克本戰役700周年，有
助推動區內選民的「獨立情緒」。不過，民
調顯示截至上月，只有38%蘇格蘭選民支
持獨立。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每日電訊報》/《泰晤士報》

格林納特在華盛頓「新美國安全中心」主辦的
美中南海局勢演說中，公開美國未來10至15

年的全球海軍戰略佈局，海軍將把1/3戰艦轉移至
西太平洋，加上波斯灣地區的戰艦，未來將有逾半
美國海上軍力駐紮亞洲海域。

否認軍力集結 強調與華對話
他表示，美國將展開由日本東京、沖繩、韓國釜

山、新加坡至澳洲達爾文港的海軍基地線，通過與
盟國加強合作，「保持南海局勢穩定及航道暢
通」。他認為，加強駐亞太海軍力量，不會導致美
軍出現重大軍力轉移或集結，因為「美軍一直都在
那裡(亞太)」。
格林納特又強調與解放軍對話的重要性，「中國

軍事崛起確實影響全球局勢」，維持美國海軍在西
太平洋地區，旨在確保國際海運航道自由暢通。
美國將在未來10年削減軍事預算，並讓較舊戰艦

退役。新美國安全中心同日發表報告，呼籲華府把
艦隊數目增至346艘，遠超計劃中的250艘，並警告
若美國不在未來10年擴充艦隊，在亞洲的實力將會
衰退。
格林納特透露，目前海軍有285艘艦艇在全球各

地服役，截至前日，約50艘船艦和潛艇已駐在西太
平洋，相比之下，中東只有30艘。他表示，海軍將
再檢討奧巴馬的戰略，作相應調整，認為目前美軍
在西太平洋的態勢良好。

海軍軍頭︰霍爾木茲令我失眠
伊朗上月威脅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以重創石油航

運。格林納特對此表示，美國增強在亞太的軍力之
際，不會「對中東掉以輕心」，亦不打算從中東轉
移艦隊。他坦言︰「如果你問什麼事令我徹夜難
眠，那就是霍爾木茲和波斯灣的潛在衝突。」

■路透社/美聯社/中央社

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共和黨總統提名初選落幕，前麻省州

長羅姆尼一如賽前所料輕鬆大勝，進一步確立其挑戰總統

奧巴馬最佳人選的地位。他在祝捷會上將箭頭指向下周六

的南卡羅來納州初選，同時集中批評奧巴馬試圖打造「歐

洲式津貼社會」，呼籲選民支持他入主白宮，「找回美國的

偉大特質」，稱「奧巴馬已無計可施，也用光了所有藉

口」。

羅姆尼一枝獨秀，得票達40%。得州眾議員保羅得票

23%排第2，前駐華大使洪博培得票17%排第3，前賓夕法

尼亞州參議員桑托勒姆未延續在艾奧瓦州的「黑馬」氣

勢，僅排第5，只得票9%，還低於10%的前眾議院議長金

里奇。得州州長佩里基本放棄新州，僅拿下1%選票包尾。

36年來首奪2州 仍輸奧巴馬

羅姆尼在提名戰再下一城，更是1976年來首位在初選連

勝兩場的共和黨參選人。他在祝捷會上猛烈抨擊奧巴馬的

福利政策：「我們希望確保美國仍是一個自由繁榮的機會

之地，希望你們記得的是白宮最能反映美國特質的時候，

而不是反映歐洲最糟糕的時候。」

他推銷自己的從商經驗，稱自己是令經濟重回正軌的不

二人選。

路透社和Ipsos民調顯示，羅姆尼的全國支持度飆升至

30%，遠高於一個月前的18%，領先對手；但若與奧巴馬

比較，其43%仍落後於奧巴馬的48%。

■路透社/美聯社/《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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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姆尼得票40%  強勢奪新州

因應華「軍事崛起」 半數海上軍力駐亞洲

美海軍艦艇部署數情況(去年數字，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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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海軍作戰部長格林納

特（見圖）前日罕見地提

出，美國將與中國海軍在國

際場合保持對話，進行合作

交流。分析指，美國近日推

出的新軍事戰略引發中國反

感，而美方提出兩國海軍在

南海軍事合作，是對新戰略

作出的必要解釋，但這迫使

中國必須考慮是否改變「堅

決反對區外國家介入南海爭

議」的既定政策。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

究所教授馬小軍表示，中美

在南海存在軍事合作的空

間，「南海航道關係到中國

最為倚重的國際貿易通道。

一個非常容易忽視的事實

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

恰恰得益於南海長期和平環

境，以及國際航道的自由航

行。中國絕不希望破壞這一

和平局面，這是與美國的相

近訴求利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

周一表示，保持亞太和平、

穩定、繁榮是本地區各國共

同利益，希望「美方多為此

發揮建設性作用」。

■中通社

美1/3戰艦移師西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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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允蘇格蘭公投
一條是非題定去留

美國聯邦儲備局前日宣布，將向財政部
繳納769億美元(約5,973億港元)去年錄得的
盈利，盈利主要來自局方大手購買美債及
抵押貸款證券等的利息收入。儘管繳納金
額稍低於2010年的最高水平，但仍處於歷
史高位。
聯儲局未經審核的初步結果顯示，去年

錄得789億美元(約6,128億港元)淨收入。局
方於2010年錄得最高紀錄的817億美元(約
6,346億港元)盈利，並向財政部繳納793億
美元(約6,159億港元)。2008年，局方僅交納
317億美元(約2,462億港元)。 ■美聯社/

法新社/《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

羅姆尼在新罕布什爾州無驚無險過關，成為共和

黨候選人挑戰奧巴馬呼之欲出，但不容忽略的是，

他至今仍未能取信於保守派。保守派近年在美政壇

急速冒起，羅姆尼一日未能取得他們的支持，能否

代表共和黨出馬仍存隱憂，更遑論要「得天下」。

羅姆尼在新州大勝早在意料之內。新州經濟在全

國平均而言較好，對具商界背景的參選人相對有利；此外，

羅姆尼在鄰近新州的麻省當過4年州長，又在新州有屋，對新

州選民會產生「自己人」效應。

羅姆尼多位對手，包括佩里、桑托勒姆和金里奇，都主攻

保守派選票，結果「鷸蚌相爭，漁人得利」，後3者分散保守

派票源，反而為羅姆尼鋪平勝利之路。對手們不斷狂攻羅姆

尼的從商紀錄，將他描繪成「沒良心的老闆」、「職位殺

手」，以期影響他的形象，但至今不算奏效。更重要的是，對

手早早將這些從商負面事情曝光，等於給他時間「拆彈」。

如此看來，羅姆尼真的「安車平五路」，順利成為共和黨候

選人？似乎又樂觀得太早。保守派始終對他在墮胎等議題的

立場及摩門教背景心存芥蒂。近日民調發現，他在全國支持

度為30%，領先排第二的金里奇僅10個百分點，形勢未算篤

定。故此，羅姆尼能否通過保守派大州份的考驗，才是最後

勝利關鍵。 ■朱曜光

聯儲局6千億盈利上繳

保守派是羅姆尼成敗關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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