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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暴力持續，首都大馬士革司法宮
昨日再發生炸彈襲擊，多人受傷。聯合國
特使安南建議成立過渡政府，穩定局面，
聯國敘國行動小組明日將舉行部長級會
議，避免內戰惡化。不過敘國反對派表明
反對安南的方案。敘國擊落土耳其戰機
後，兩國關係緊張，後者增派軍隊在接壤
邊境塔伊省戒備。

反對派拒合作 堅持巴沙爾下台
安南發聲明稱，已邀請安理會5個常任理

事國（中、俄、法、英、美）、土耳其等國
外長出席部長級會議，與會者亦包括聯國

秘書長潘基文、阿盟秘書長阿拉比、歐盟
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阿什頓，伊朗及
沙特阿拉伯不在邀請之列。

哈馬斯高層被殺 疑以國策劃
安南建議敘國官員及反對黨可加入過渡

政府，但不接受「搞事者」參與。有聯國
外交官表示，5個常任理事國普遍支持計
劃，並指有跡象顯示俄羅斯準備放棄巴沙
爾政權。然而，俄國常駐聯國代表丘爾金
表示，不保證一定支持安南計劃。敘利亞
全國委員會表示，除非安南明確要求巴沙
爾下台，否則不會支持過渡政府計劃。

另外，巴勒斯坦哈馬斯組織昨透露，一
名高層前日在大馬士革市郊被殺，懷疑以
色列情報機關摩薩德是幕後黑手。以國防
部長巴拉克回應指，有關指控「未必正
確」，強調不會向死者致哀。敘國一直容許
哈馬斯在大馬士革設立辦事處，但近期哈
馬斯已逐漸撤出。

巴拉克期望各國不再向敘國輸出武器，
又指俄國總統普京在相關問題上，「有聆
聽以國建議」。他認為敘國反對派已操控主
要據點，巴沙爾大勢已去，雙方繼續僵
持，只會令局勢難以收拾。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兩黨炒作中國話題「百人會」籲候選人勿詆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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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人會華裔精英雲集

董事會開綠燈
梅鐸王國分拆

美國總統大選的拉票活動陸續展開，中國再次成為民主共和兩黨的熱門炒作話題。當地華

人精英團體「百人會」前日發表《處理涉及中國問題的基本準則》，公開呼籲包括總統競選人

在內的所有參政人士，勿在大選期間詆譭中國。

據該準則，美國現時面臨的多個重要問題都與華
有關，如工作外判、貿易平衡、貨幣幣值等，

各方熱烈討論此等問題屬正常，但詆譭華裔形象，嘲
弄亞洲語言，不分青紅皂白對亞裔群體評頭論足，甚
至懷有極端偏見，是不能接受的，會立即對華裔乃至
亞裔社區帶來負面影響，令美民懷疑他們對美國的熱
誠。

「百人會」表示，美國現有1,700萬亞裔公民及永久
居民，其中以華裔為主，他們與其他美國人一樣，希
望成功並回報社會；警告任何競選政客或團隊詆譭中
國是百害而無一利，帶有種族歧視的競選廣告更會傷
害華裔，包括新移民、被美國家庭收養的兒童及與異
族通婚的華裔。

政客亂抨擊 民眾易誤解
會長吳建民指，中國經濟實力近年迅速增長，美政

客因而抨擊中國製造業「搶奪」美國的就業職位，容

易引起民眾的誤解及偏見。
由於美國經濟不振，自去年中期選舉開始，兩黨就

爭相「怪罪中國」。隨㠥大選臨近，兩黨總統參選人
最近還開始大打「中國牌」。總統奧巴馬周二發表的
競選廣告，批評對手羅姆尼的公司曾把工作外判給中
國，又指對方從未對華展示強硬一面；羅姆尼則揚
言，一旦入主白宮，首天便會在經貿問題上對華擺出
強硬態度。

華政論家：暴露「政治貧血」弱點
有華裔政論家早前指出，美國政客瘋狂反華，暴露

他們政治貧血的弱點，因炮轟中國是他們無力解決國
家問題的劣招，企圖將選民的反華盛頓情緒轉移至反
華上，是急功近利的行為。這不但罔顧當地華裔的感
受，也不利中美關係發展。故此，對政客的反華言
論，既不能看重，又不能置之不理。

■中新社/新華社

「百人會」是一個
非政治的美國華人精
英組織，1990年由建
築設計大師貝聿銘及
大提琴演奏家馬友友
等在紐約成立，主要

職能是促進美中的政治及
經濟交流，融合兩地文
化，作為兩者的橋樑，向
中美人民提供機會，加強溝通及深化彼此了解。

「百人會」入會要求甚為嚴格，除了須由3名會員
推薦，申請人的成就還要在全美甚至
全球負有知名度，並擁有良好聲譽
及品格，再由專門委員會審批，故
組織成立初期只有約50人，目前亦
只有約140名會員。

「求同存異」是此會的宗旨，它
無任何政黨背景，亦不偏向美國任何

政黨，但偶然會有明確的政治立場，處理
很多涉及外交、貿易、公民權益及社會公義的政治議
題。紐約以外，組織在香港、華盛頓、洛杉磯及三藩
市都設有分部。 ■新華社/百人會網站

醫改案裁定無違憲 奧巴馬過關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年提出醫療保險改革法案，備受各界爭

議。聯邦最高法院昨晚以5票對4票，裁定維持醫療改革方案
的核心部分，被視為奧巴馬重大勝利。首席法官羅伯茨指，
民眾被強制購買醫保，否則便遭罰款，這可被視作憲法中批
准的稅款，並沒違憲。但大批民眾在法院外抗議。

奧巴馬日前出席籌款活動時稱，醫改為民眾建立安全網，
方向正確。反對法案的共和黨則指，醫改令保費急升，加重民
眾負擔及降低醫療服務質素。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羅姆尼聲言，
若當選總統，會廢除「奧巴馬式醫保」。路透社民調顯
示，56%受訪民眾反對法案，但問及個別條款時，大部
分人都表示支持。 ■路透社/法新社/《今日美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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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美方表示會在敘利亞問題「行
動小組」外長會議上討論敘利亞政權
更迭問題，並認為敘政權更迭越快越
有利於恢復和平，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洪磊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說，中方不
贊成強行推動敘利亞所謂「政權更
迭」。

洪磊表示，中方一直主張應堅持政
治解決敘問題的正確方向。他亦指，
當前形勢下，國際社會應重點支持聯
合國特使安南的斡旋，敦促敘各方立
即停火止暴，全面落實安理會有關決
議和安南的「六點建議」，並盡早開
啟不附帶先決條件、不預設結果的政
治對話。他說：「解決敘問題採取何
種方案，歸根結底應由敘國人民決
定。」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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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大亨梅鐸(上圖)的新聞集團繼周二
傳出有意分拆後，昨有消息指，集團董事
會在前晚會議後基本同意，將集團旗下出
版及娛樂事業進行分拆。靠報章起家的梅
鐸多年來拒絕分拆營利日減的出版業務，
不過，由於集團今年飽受「竊聽風雲」困
擾，分拆報業有助去除「瘀血」，有利梅鐸

收購英國天
空廣播公司

（BSkyB）。
董事會前

晚在紐約進
行約1個半小
時的會議，

有知情人士透露，各成員一致通過將集團
一分為二；但諸如新公司總裁一職誰屬、
資產及債務分拆等細節則尚未確定。有傳
集團已聘用Centerview Partners LLC、高
盛及摩根大通出任顧問，就如何分拆資產
負債表及全球資產提供諮詢；分拆計劃將
於香港時間今早正式公布。

娛樂出版分家 營利望大升
分拆過程預計需時一年，分拆後，一家

公司將掌管包括20世紀霍士公司、霍士電
視台(下圖左)及霍士新聞頻道；另一家則
掌管包括圖書出版、教育事業、《華爾街
日報》(下圖右)及《泰晤士報》等全球百

多家報章。投資者早對出版業務利
潤遠較娛樂業務遜色感到不滿，

《華爾街日報》指出，新分拆的娛
樂公司在剝離報業後，營利可望大
大提高。

新聞集團股價前日收市再升2.5%，
報22.31美元；其股價自周二起累升達
11%。■路透社/法新社/《華爾街日報》

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訪歐行程進入尾
聲，前日在最後一站法國，獲頒巴黎榮譽公
民。巴黎市長德拉諾埃讚揚昂山象徵愛與和
平，以韌性及堅定信念，推動緬甸民主發展。

昂山周二到訪愛麗舍宮，與法國總統奧朗德
共晉晚餐，後者承諾支持緬甸民主進程，並邀
請緬甸總統吳登盛訪法。她其後在巴黎市政府
以法語閱讀聲明，指「巴黎與公義和自由密不
可分」，又出席人權團體代表集會，呼籲全球
政治犯要堅持下去。昂山廣受當地人權團體支
持，法國導演洛比桑去年將其經歷拍成電影

《昂山素姬》。

攜手日泰 緬南建生產物流基地
共同社報道，日本、泰國、緬甸基本達成協

議，最遲明年4月成立新公司，將緬甸南部打
造成東南亞新生產及物流基地，投資總額預計
達4萬億日圓（約3,907億港元）。計劃最快在
11月舉行的日本與東盟首腦會議上正式公布。

■法新社/美聯社

美國科羅拉多州山火已持續肆虐5
日，進一步蔓延至第二大城市科羅拉
多斯普林斯住宅區，當地居民稱它為

「地獄之火」，逼使3.2萬人緊急疏
散。總統奧巴馬今日將親往災場視
察。

山火上周末在沃爾多峽谷發生，燒
毀6,070公頃樹林，周二擴散至科羅
拉多斯普林斯，受損面積一夜之間更
增大一倍，並圍繞城市邊緣。由於氣

候乾燥，加上風速達每小時60英里，
預計火場面積將迅速擴大，受影響家
庭與人數也會上升，當地一間空軍學
院校園同受山火威脅。

當局目前未收到山火傷亡報告，在
上千名消防人員的努力下，數以千計
的房屋得以保存，但目前只能控制
5%的火勢。該州州長希肯盧珀將災
區形容為「最糟糕的電影畫面」及

「一個交戰地帶」。 ■法新社/路透社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前
日報道，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圓圖)正
在拉脫維亞訪問，為其出訪第100個
國家，她因此也成為美國史上出訪國
家最多的國務卿。

據報，在克林頓時期擔任國務卿的
奧爾布賴特共出訪過96個國家，僅次
於希拉里。而前國務卿賴斯則共出訪
過85個國家。從時間上來看，希拉里
一年中大概有一半時間在做「環球旅
行」。她在奧巴馬政府成立後不到一
個月就開始出國訪問，即2009年2月
的亞洲之行。在2009年，她已訪問過
42個國家。

報道稱，希拉里每次出訪一般會和

到訪國家的政
要 舉 行 會
談，不過
她也經常
和當地的
反對派會
面 ， 同 時
在場的還會
有美國駐當地
國家大使、她的私人
助理及媒體記者。此外，希拉里還沿
襲奧爾布賴特和賴斯的傳統，每次出
訪也會與當地婦女團體及大學生交
流。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希拉里訪第一百國 破美卿紀錄

安南促敘建過渡政府 邀中俄出席部長會

■敘國士兵被殺害後慘遭鞋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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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姆尼

■奧巴馬

美國《紐約時報》宣布，昨日起開放旗下中文版網站
(cn.nytimes.com)，旨在打入中國市場，為讀者帶來優質新
聞報道。網站將提供《紐時》獲獎新聞的精華翻譯本，以
及中國作者的投稿原文。

《紐時》發言人墨菲表示，中文網內
容為中國讀者度身而設，由《紐時》自
行決定，不受外界影響。報道稱，中文
網伺服器並非於中國大陸。

■法新社/《紐約時報》

《紐時》中文網攻華 可睇獲獎新聞

圖諉過於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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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山欣賞梵高畫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