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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日關係持續緊張，日本首相野田佳
彥昨召開內閣會議，決定提出3項報復
韓國措施，包括將獨島(日稱竹島)主權
糾紛交國際法院裁決。韓方收到日本普
通照會，表示遺憾，強烈敦促日方停止
無理主張。外長金星煥表示，對日本將
獨島問題提交國際法院的提議將不予理
會。
日本亦決定終止日韓部長級官員交

流，推遲本月底的兩國財長會議，並研
究不延長10月到期的雙邊貨幣互換規模
擴大協議。野田要求韓國堂堂正正回
應，對韓總統李明博登島感遺憾，期望

韓方謹慎應對。金融擔當大臣松下忠洋
一改政府強硬語調，指貨幣互換規模是
有必要的，兩國應理性判斷。
分析指，野田為保政治生涯興波作

浪，故韓採取「不理睬」態度，避免陷
入日本將獨島紛爭「地區化」的陰謀。

韓外長批日刻意鬧大
韓國國會外交通商統一委員會昨舉行

全體會議，通過「敦促日本取消主張擁
有獨島主權」決議案。外交部發言人趙
泰永稱，基於歷史、地理及國際法，獨
島明確為韓領土，因此獨島不是國際法

院的裁判對象。外長金星煥批評日本刻
意鬧大事件。

大阪市長：慰安婦不存在
日本改革派旗手、大阪市長橋下徹在

敏感時刻火上加油，昨否認日軍強迫婦
女充當慰安婦，要求韓國拿出證據，否
則應放下這個問題。他表示，慰安婦制
度也許存在倫理問題，強調非全盤否定
韓方意見。韓國外交部回應稱，日本應
了解慰安婦所受傷害，採取謙虛態度，
正視歷史才有助兩國關係發展。

■韓聯社/共同社/日本新聞網

日報復延財長會議 韓回絕國際提訴

政府軍近距離掃射 首名日人殞命

美女戰地記者敘北槍下亡

45
歲的山本美香是山梨縣人，1995年加入日本獨立媒體Japan
Press。她以採訪戰區聞名，多次往來阿富汗、伊拉克、烏干

達等戰地，曾獲頒國際戰地報道最高榮譽「上田賞特別賞」。法國
傳媒在片段分享網站YouTube上，發現疑是反對派發放的山本遺體
片段，她橫臥救護車內，右臂嚴重受傷。

採訪遇襲 2當地記者遇難
反對派「敘利亞自由軍」副司令官戈爾德表示，事發時山本及另外3

名記者隨反對派出外採訪，不幸遭政府軍襲擊，另有2名當地記者同告
遇難。陪同她一起採訪的日本記者佐藤和孝形容，襲擊
者距離車輛20至30米處亂槍掃射。據稱，有3名記者失
蹤，包括2名美資中東電視台記者，疑被政府軍押走。
反對派代表在YouTube片段中，指責親政府民兵是殺害山

本的兇手，強調致力保護外地記者的安全。但他們對政府軍的血
腥鎮壓無能為力，希望悲劇能激發國際社會行動，協助平息戰亂。

奧巴馬警告：倘用化武後果嚴重
同任職傳媒工作者的山本父親，對女兒殉職難以置信，形容她一

向心繫戰禍難民，致力推動世界和平。法國昨日向山本致意，外交
部指責敘政府有系統地限制及傷害傳媒工作者，警告敘需確保記者
人身安全及採訪自由。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日警告，若敘政府在與反對派的衝突中動用化

武，將引發嚴重後果。他指，華府雖未下令介入局勢，但慎重留意
發展，並制訂一系列應變計劃，一旦敘國越過化武的
「紅線」，將大幅改變對敘立場。

■共同社/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新華社/中央社

學者批日：獨島挑釁違國際法

載法總統府平面圖USB被偷

戰區界線模糊
採訪以身犯險

菲華裔內長證實墜機罹難

美國記者米尼特撰寫的新書《幕後領導：膽小總統
與為他決定的顧問》，揭露總統奧巴馬分別在去年1
月、2月和3月，3次取消追殺恐怖組織「基地」領
袖拉登，最終因國務卿希拉里堅持，行動才能落
實。
書中稱，奧巴馬自上任起對應否追殺拉登「猶豫

不決」，因擔心行動出差錯而需承擔責任，欲置身事
外，將決定權交給時任中情局(CIA)局長帕內塔、時任

防長蓋茨和希拉里。米尼特指，奧巴馬一直受身邊3位女
強人左右，除了希拉里，還有白宮高級顧問賈勒特和夫
人米歇爾，其中賈勒特先後3次勸奧取消追殺拉登。
然而，賈勒特的行為令希拉里不滿，後者主張擊斃拉

登，並利用每周與總統會面的機會，游說他果斷行動。
米尼特續稱：「希拉里知道，丈夫前總統克林頓因無法
在『911』前阻止拉登而付出代價，如奧巴馬放生拉登，
將重創其總統生涯。」 ■《每日郵報》/路透社

菲律賓交通部長羅哈斯(見圖)昨
日證實，在瑪斯貝特省對出800
米、深約55米的海底，發現4日前
墜海的飛機殘骸，並在機內發現3
具遺體，包括菲華裔內政部長林
炳智。現場人士確認林炳智的遺
體後，總統阿基諾三世將消息通
知林妻，並親赴當地視察。
林炳智4日前乘坐雙引擎6人飛

機，從宿霧市飛往家鄉那加市，
途中因引擎故障墜海，他與菲裔機師及尼泊爾籍副機師被
困機內。他的同行助手則奇蹟逃出，被附近漁民救起。當

局隨即派出近600名海岸警衛、警察及軍人展開大規模搜
索，亦有大量民眾自發加入搜救，包括大難不死的助手。

總統護送遺體回鄉
羅哈斯表示，一名外國深潛志願者昨晨7時25分在海底

發現飛機殘骸後，潛水員隨即將林炳智的遺體運回岸上，
另外2人的屍體則需待解壓後才能打撈。林的遺體其後在
阿基諾三世陪同下，由軍機送往那加市，交予林家。
總統府發言人瓦爾特出席馬尼拉一間教堂為林炳智舉行

的彌撒時指，失去林炳智是國家的重大損失。林的好友、
馬利僅那市副市長卡迪斯則表示，林是傑出公務員，人民
將非常懷念他。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有「美女戰地記者」之稱的日本女記者山本美香，前

日於敘利亞北部戰況激烈的城鎮阿勒頗採訪時遇到槍

戰，不幸頸部中槍身亡，遺體據報已送抵土耳其南部城

市基利斯。這是自去年3月敘國爆發血腥衝突以來，首次

有日本人喪命，亦是第四位外地傳媒工作者於敘國殉

職。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藤村修對山本及其家人表示遺憾

及哀悼，並強烈譴責事件。

法國內政部昨日證實，上周六一名建
築承辦商將車輛短暫停泊在巴黎火車站
附近，其後發現USB手指及光碟被小偷
盜走。據悉，手指載有法國總統府、主
要保安機構及巴黎警察局的建築藍圖。
內政部在聲明中表示，被盜文件未經加
密，但不屬機密文件，不會對任何人構
成安全威脅。

■美聯社

索羅斯斥3.37億買曼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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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金融炒家索羅斯成為曼聯主
要股東之一！他旗下的量子基金在
最新監管文件中披露，公司買入
7.85%曼聯公開發售股份，作價料
約4,340萬美元(約3.37億港元)，成為
大股東加拉沙家族之外，曼聯主要
股東之一。
曼聯月初在紐約上市後，股價未

見起色，前日收報13.06美元，較招

股價跌6.7%。按此推算，估計索羅
斯至少損失290萬美元(約2,249萬港
元)。不少對沖基金乘機加入沽空曼
聯行列，金融數據公司Markit的資
料顯示，截至上周五共8.4%曼聯股
份被用作借貨沽空，是今年沽空額
第14大的新股。

■美聯社/英國《金融時報》

美國阿肯色州
21歲黑人男子卡
特(見圖)上月在
警車後座離奇死
亡，死時雙手反
綁，頭部中彈。
為證明卡特是自
殺，警方公布視
頻模擬他的自殺
過程，並證實他
死前曾服興奮

劑。但案件惹來質疑，當地有色人種進步協會要求
警方徹查，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亦介入。

槍擊右太陽穴 母稱兒左撇子
卡特上月29日與兩名白人男子搭乘貨車，在交通

檢查站被攔截，警察懷疑他是通緝毒販，例行搜身
兩次，並將其雙手反銬塞入警車後座，白人男子則
獲放行。前日公布的驗屍報告指，他用身上藏槍指
住右太陽穴扣動扳機，子彈穿過離頭頂4吋的頭骨致
死。警方還公布目擊者證詞，證明他死時，2名警察
不在車內。
報告指，法醫在卡特血液及尿液中檢測到冰毒成

分，血液含微量鎮定劑及止痛劑，尿液樣本對大麻
測試亦呈陽性反應。
但這並未消除民眾疑慮。卡特母親更懷疑是警察

殺死兒子。她指，卡特是左撇子，亦質疑警察為何2
次搜身時沒有發現槍。卡特的辯護律師拒絕評論屍
檢報告，要求警方出示更多自殺證據。

■美聯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韓國世宗大學日本學教授保阪祐二昨在韓國《中央日
報》撰文指，日本將獨島問題移交國際法庭，違反1965
年韓日簽訂基本條約時「為解決紛爭要交換公文」的規
定；因日本深知按照國際法解決領土問題，對自身愈不
利，唯有宣稱獨島是國際紛爭區域，並說服美國等盟友
支持「由國際法庭裁決最好」的立場。
「交換公文」稱，除另外規定，韓日無法解決的外交

問題，須在一致同意下，由第三國調停協助解決，然而
韓國不承認獨島是紛爭區域，不符合調停條件。日本高
調宣傳獨島爭議，無非向韓國施壓，若對方拒絕交換公
文的方式，就單方面將獨島問題提交國際法庭。目前韓
國政府的立場是兩者均拒絕。
文章認為，日本一步步將獨島變成紛爭區域，情況令

人憂慮，指韓方應在外交戰上防患未然，適當時候要轉
換戰略。 ■韓國《中央日報》

■韓國民眾上周上街宣示獨島主權。

資料圖片

■韓國已故總統朴正熙之女、新

世界黨總統候選人朴槿惠，昨日

正式以總統候選人身份展開活

動。她上午先到首爾國立顯忠院

參拜，下午則到金海市參拜前總

統盧武鉉的墓碑。分析指她此舉

是希望展示其跨黨派、階層、地

區統合韓國的決心，爭取中立選

民支持。 ■法新社

朴正熙女祭盧武鉉

戰地採訪 身陷險境敘國殉職

奧巴馬細膽 放生拉登3次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反對派與政府軍激戰，敘國採訪

的記者須以身犯險。 資料圖片

敘利亞陷入內戰狀態，部分地區已由反

政府勢力控制，故政府軍不斷炮擊及空

襲，安全區形同虛設，戰區界線模糊，令

肩負採訪使命的記者身陷險境。「無國界

記者」組織表示，單從年初至今，已有3名

外媒記者與2名當地記者不幸殉職。

山本美香於北部城鎮阿勒頗遇害，當地

曾與首都大馬士革同屬親政府軍的根據

地。然而自上月底起，反政府武裝「敘利

亞自由軍」對當地發動大規模攻擊，控制

反政府主要力量伊斯蘭遜尼派聚居的數個

地區，與政府軍持續交鋒至今。

當地政府雖一直嚴格限制向外國記者發

出簽證，但由於阿勒頗至土耳其邊境大部

分區域已由反對派控制，記者可通過土國

非法入境，令國際通訊社在內的外媒能報

道阿勒頗戰況。 ■共同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