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蘋果三星專利戰昨日在美國開審，聖克拉拉大學法學
院教授洛夫稱，法庭上雖是三星蘋果對壘，但「項莊舞
劍，意在沛公」，蘋果真正目標其實是Android智能手機
的幕後靠山Google(見圖)，今場官司只不過是蘋果
Google大戰的其中一環。

蘋果一直狙擊Android手機生產商，當中台灣HTC和
韓國三星先後成為目標。蘋果一直主張Android是抄襲
蘋果的作業系統iOS，已故蘋果創辦人喬布斯更於授權
傳記中，直斥稱Android是「偷來的東西」。

有律師嘗試分析蘋果未有直接控告Google，而不斷旁
敲側擊的用意。他認為，由於Google是免費授權軟件予
其合作夥伴，蘋果要追討賠償很難。相反，Android手
機與蘋果有直接競爭，向生產商索償成功率較高。

Google員工雖未有被邀請出庭作供，但有消息指
Google法律顧問將到場視察。消息稱，Google過往亦有
援助被蘋果狙擊的商
業夥伴，並提供公司
內部文件等作呈堂證
據。

■《華爾街日報》

羅馬尼亞執政聯盟前日對總
統伯塞斯庫發動彈劾公投，但
最終因投票率未超過法定的
50%，宣布無效。伯塞斯庫逃過
一劫，形容選民成功制止政變，
但亦承認社會存在不滿。一直圖
將他趕下台的總理蓬塔接受公投
結果，並稱不再試圖罷免總統。

圍繞總統彈劾案的爭議持續
兩個多月，引起歐盟和美國
關注，批評執
政的社會自
由 聯 盟 破
壞 當 地 民
主制度。伯塞斯
庫本來民望甚高，但近
年推行緊縮措施等引起民
憤。今次公投的有效票中，
多達87.55%選民支持彈
劾。
■法新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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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顧後果搶猶太裔票 巴怒轟助長極端主義

羅姆尼
耶城屬以國首都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前日到訪以色列，公然宣稱耶路撒冷是以國首都，聲言極力

阻止伊朗發展核計劃，強調美以聯盟至為關鍵。巴勒斯坦對言論表達強烈不滿。分析

指，羅姆尼討好以國旨在爭取美國猶太裔選票，但為本已亂象

叢生的中東局勢火上加油，甚或會重燃以巴戰火。

蘋果公司與韓國三
星新一輪專利戰正式開

打！就蘋果指控三星抄襲
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設計的案件，美國
加州聯邦地方法院昨日展開聆訊，裁決
結果將直接影響三星旗艦產品能否進入
美國市場。評級機構惠譽估計，雙方最
終可能會達成和解。

蘋果索償196億 禁售Nexus手機
蘋果去年4月入稟法院，控告三星旗

下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的設計，包括機
身外形、實體鍵設計、用戶介面等，涉
嫌抄襲其iPhone和iPad(上圖)系列產品，
索償25.3億美元(約196.2億港元)。專利戰
其後蔓延全球，目前德英亦在審訊中。

三星否認指控，駁斥蘋果身為手機業
後進，才是抄襲設計者。辯方甚至認
為，蘋果提告的動機出於已故創辦人喬
布斯的私心，並要求在庭上誦讀喬布斯
授權傳記中，提到要「耗盡公司現金打
垮Android手機」的段落，但遭韓裔法官
高蘭惠拒絕。

另一方面，高蘭惠上月接納蘋果要
求，於開審前禁止三星Galaxy Tab 10.1
平板及Galaxy Nexus手機(下圖)於美國發
售，但亦禁止蘋果向陪審團透露有關消
息。分析指，審前裁決反映高蘭惠對案
中指控有一定見解，即使陪審團達成某
種共識，她仍有可能推翻認為不合理的
裁定。

倘敗訴 難阻Android登一哥
史丹福大學法學院專利專家萊姆利

稱，若判決對三星有利，蘋果或須為專
利轉讓支付鉅款，產品價格可能急升，
更難阻Android成為智能手機作業系統的
龍頭；相反若對蘋果有利，三星等以
Android為平台的產品便須面臨法律訴

訟。審訊預料歷時
4周，根據證人名
單，蘋果總裁庫
克 不 會 出 庭 作
證。
■美聯社/法新

社/彭博通訊社/

《華爾街日報》

/《紐約時報》

彈劾公投流產 羅國總統「保命」

去年訴訟增2倍 英專利戰升溫
法律事務所EMW Law LLP報告指，英國法院已成全

球科技業專利爭鬥的戰場，當地去年有183宗新專利和
註冊設計訴訟，創逾5年新高。相較前年的65宗，去年
宗數增幅近兩倍。因英國專利法院或需1年才作判決，
令各廠商急於使產品在英國站穩陣腳前提告。

蘋果公司、三星、諾基亞和HTC等智能手機製造
商，過去兩年已在英國互告數十回，實行全球性訴訟策
略，以在去年估計規模達3,120億美元（約2.42萬億港元）
的行動裝置市場上分高下。EMW智財法負責人芬恩表
示：「有些科技業者已建立龐大的專利『軍火庫』，即
使最終被法院駁回，訴訟仍能讓對手產品無法上架，延
遲的時間足以取得競爭優勢。」

芬恩表示：「訴訟是捍衛利潤與市佔率的關鍵工
具」，英國經濟陷入3年來最嚴重的萎縮困境，迫使智能
手機廠商竭盡所能，圖掌握一切優勢。 ■綜合報道

美國民主黨大會將於9月5日在北卡
羅來納州夏洛特舉行，總統奧巴馬將
在翌日正式獲黨內提名，角逐連任。
多名奧營和民主黨官員前日透露，前

總統克林頓(見圖)屆時會扮演「重要
角色」，力挺奧的經濟主張。鑑於克
林頓民望較高，加上其執政時正值美
國上次經濟好景，他助選或有利奧的
選情。

克林頓一直與奧巴馬及競選團隊討
論競選策略，知情者稱，奧巴馬親邀
克林頓在黨代會發言，後者欣然接
受。相比之下，儘管共和黨前總統布
什公開支持羅姆尼，卻很少參與競選
活動，亦表示不參加共和黨大會。評
論認為，克林頓此舉有助展現民主黨
團結，這正是羅姆尼欠缺的。

切尼籲羅慎選副手
大選進入百日倒數，共和黨候選人

羅姆尼料將於黨大會前決定副手人
選。前副總統切尼前日直指，上屆大
選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選擇時任阿
拉斯加州長佩林做副手是「錯誤」，
建議羅姆尼挑選經驗更豐富者。

■法新社/美聯社/《紐約時報》

香港影業大亨邵
逸夫的41歲侄孫、
新加坡環境理事
會前執行理事長
邵在禮(見圖)，被
控一項與未滿18歲
少女進行性交易，昨
日被新加坡法院判處罪成，
入獄12個星期。當地傳媒報道，
他聞判後神情凝重，透過律師表
示要上訴，法官准他以1萬坡元

(約6.2萬港元)保釋。
轟動星洲的名門嫖

雛妓案共51名男被
控，法官施奇恩宣
判時說，邵在禮並未

進一步檢查雛妓的年
齡，而律師聲稱雛妓年

齡接近18歲，外表看起來成
熟，僅屬被告的看法；被告與她
進行性交易，是他自己要冒這個
風險。 ■新加坡《聯合早報》

俄羅斯媒體昨日報道，47歲的總理
梅德韋傑夫(見圖)不排除再次競選總
統。他在倫敦接受《泰晤士報》採訪
時稱，「我不是上了年紀的政治家，
目前我不打算退出政壇，將來會參加
總統選舉。當然這需要人民支持。」

梅德韋傑夫還指，「如人民已感厭
煩，對我說『Goodbye』，我會開始寫
回憶錄。」但他相信，「目前我、以
及所領導的政治力量都沒有任何理由
退出政壇，因此我不排除未來的所有
可能。」 ■綜合報道

梅德韋傑夫：不排除再選總統

：玩

嫖雛妓罪成 邵逸夫侄孫囚1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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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頓力撐奧 9月黨大會站台

蘋果隔山打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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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姆尼到

訪 耶 城 哭

牆。美聯社

■羅姆尼會

晤巴國總理

法 耶 茲

(右)。

路透社

羅姆尼在以國發表演講稱，「在耶路撒冷，以色
列的首都，是讓人動容的經驗」，又指以國正

崛起，多次贏得台下掌聲。耶城是猶太教、基督
教、伊斯蘭教的三教聖地，由於以巴均聲稱耶城是
各自的首都，這問題成為以巴和談焦點，也是中東
長期動盪不安的關鍵因素之一。

倘當選 使館遷耶城
羅接受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訪問時更稱，

若當選總統，會將駐以使館由特拉維夫遷至耶城。
但耶城牽涉阿拉伯民眾的宗教情感和尊嚴，為極敏
感議題，故全球與以國建交的國家都把大使館建在

特拉維夫或其他城市，而非耶城。最近3任美國總統
在耶城問題上均態度慎重，沒把美使館遷入該處。

以國總理內塔尼亞胡感謝羅姆尼力撐，堅稱耶城
一直是以國首都。不過，曾任巴方和平談判首席代
表的埃雷卡特稱，羅的言論如讚揚區內殖民及極端
主義，破壞和平穩定，違背美方多年政治立場。他
認為，羅借巴人議題助選毫無道理、完全不能接
受。羅亦與巴勒斯坦總理法耶茲、以國總統佩雷
斯、防長巴拉克、外長利伯曼等會面。

分析指，作為美國總統候選人，羅姆尼的危險言
論值得警惕。據1993年以巴簽署協議，耶城問題將
在以巴最終地位談判中解決，此前任何一方均不得

採取單方面行動改變現狀。分析認為，任何偏袒的
言論都是不負責任，對一直處於弱勢的巴勒斯坦不
公，甚至可能激化以巴矛盾，加劇地區緊張局勢。

「不惜一切遏伊朗核計劃」
羅姆尼另指，伊朗核威脅過去5年明顯惡化，以國

有權自衛，誓言「用一切手段」阻止伊朗；其外交顧
問發聲明稱，羅會「尊重」以國單方面攻擊伊朗。他
表示，美以利益一致，期望與內塔尼亞胡進一步探討
阻止伊朗核計劃。內塔尼亞胡稱，國際制裁及外交措
施未動搖伊朗野心，須配合「強烈軍事威脅」制裁才
收效。■法新社/美聯社/《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