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七成人贊同 華重要性超日
美國芝加哥外交事務協會在「911」恐襲11周年前

夕公布調查，顯示國民重視亞洲多於歐洲的比率，
首次超過5成，更有7成人認為中國比日

本對美國利益更重要。雖然美政客常
以批華製造話題，但僅28%受訪者認
為國家應阻撓中國發展，反映美民
漸認同中國崛起，但7成人仍堅信
美國是最偉大國家。

國際過度活躍反恐戰失民心
協會於5、6月訪問1,877名美國

成年人，顯示在「911」發生11年
後，民眾愈來愈反對國
家在國際事務上「爭先

出頭」，38%受訪者更希望美國減少活躍於國際舞
台，是1947年以來類似民調中最高。

協會總裁布頓認為，民眾並非否定美國作為國際
領袖的地位，只是認為不應在國際議題事事爭先。
民調顯示，民眾普遍認為美國首要外交任務應是

「保護美國職位」。
調查指，67%受訪者認為不值得發動伊拉克戰

爭，只有3成人認為對阿富汗軍事行動有助提升國家
安全。總統奧巴馬雖被批評在推倒利比亞卡扎菲政
府的參與度不夠積極，但民眾普遍認為決定正確，
只有7%指美國應充當先鋒。民眾普遍支持向敘利亞
政府施壓或設立禁飛區，但只有22%贊成美軍參與
空襲政府軍。

■法新社/《獨立報》

英國倫敦動物學會及國際自然
保護聯盟(IUCN)昨日發表長達124
頁的報告，列出全球48個國家共
100種極度瀕危的動植物，呼籲人
們關注及保育，以免牠們在2020年
前絕種。中國特有的黃唇魚(港稱大
澳魚)(見圖)亦列榜，因其魚鰾(花膠)

具珍貴藥用價值而遭濫捕，報告建
議香港政府落實保育措施，內地亦應
推出法例強制保育。

近8,000名科學家本周於韓國舉行會
議，會上發表該份名為《無價或無價值？》的報

告，列出諸如牙買加岩鬣蜥、新加坡淡水蟹，以至
馬達加斯加的「自殺棕櫚」等瀕危生物。

報告稱，受全球人口增加、城市擴張、砍伐森
林、污染及氣候轉變等因素影響，各式生物逐漸喪
失原有棲息地。人類對瀕危物種的關注非常重要，
一度瀕危的普氏野馬經人工繁殖後，已回升至超過
300匹，分佈於烏克蘭至中國一帶。 ■《每日郵報》

日政府昨日以外務省名義，在約70份中央及地方報紙刊登
題為「是時候知道了，竹島問題基礎知識」的廣告，聲稱無
論從歷史還是國際角度上，獨島主權屬於日本乃「無容置
疑」。廣告亦質疑韓方提出的文獻記載模糊不清，沒確切證據
支持。據韓媒報道，日本明年「竹島主權宣傳費用」將高達6
億日圓(約5,917萬港元)。

韓譴責：掙扎60年冥頑不靈
趙泰永昨日在例行新聞會上，譴責日本冥頑不靈地要求將

獨島主權提交國際法院，指日方1954年已將相關問題交予法
院，近60年來並無成果，現在卻重拾舊路，「是歷史性後
退」。趙泰永斥責日本主張虛偽，希望日方「正確認知歷史，
謀求面向未來的進展」。

趙泰永談及韓方明年增加獨島主權相關預算時，表示鑑
於韓日圍繞獨島的矛盾不斷深化，加上日方增加針對獨島的
預算，故韓國才決定，提高原本23億韓圜(約1,572萬港元)的
預算，或進一步增加對獨島投放資源。趙泰永重申，韓國將
全力向國際社會宣傳在獨島的立場。

擬刊廣告向日民彰主權
正在北歐訪問的韓國外長金星煥昨日表示，計劃在

日本媒體刊登針對日本國民的獨島廣告，宣傳獨島在
歷史、地理和國際法上是韓國領
土，讓日民了解獨島相關知
識。■韓聯社/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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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治人物出席「911」悼念活動，再

經媒體鋪天蓋地報道，早成每年例行公事。

11年過去，民眾開始厭倦政客抽水，「去政

治化」呼聲高漲。然而海外戰事開支龐大致

財赤失控、軍人醜聞不絕、恐襲陰霾籠罩，

「911」後遺症充斥社會。去年「基地」領袖

拉登伏誅，美民忘我慶祝，奧巴馬民望一度

回春，但「911」要擺脫政治枷鎖並不容易。

奧巴馬近來每次到訪紐約世貿遺址，當局

皆勞師動眾，數小時前封路封領空，結果他

僅短暫現身，擾民之極。民間對政客應否參

與悼念又愛又恨，既不願紛爭破壞氣氛，同

時希望政府重視善後工作，讓遇難或倖存者

家屬不用孤身作戰。容許政客亮相，但不發

表煽情愛國演說，可能是折衷方法之一。

「911」時任紐約市長的朱利亞尼協調救

援有功，民望一直高企。2007年他以共和黨

初選參選人身份出席紀念儀式，被輿論批評

他利用「911」入主白宮，傷害國民感情。

朱利亞尼初選策略失當，靠老本自食其果，

最終未能出線。

尋求連任的奧巴馬經常將擊殺拉

登掛在口邊，與他面和心不和的前

總統克林頓絕對不是味兒。克林頓

任內情報部門各自為政，未能阻止

恐怖分子潛伏美國，外交政策四處

樹敵，為慘劇埋下伏線。他歸咎共

和黨搞垮經濟，其實自己對爛攤子

亦「貢獻」不少。

昨日是美國「911」恐襲11周年，死難者
斯科特當年命喪紐約世貿大樓，遺孀丹尼絲一直

以為丈夫在客機撞樓時已罹難，直到去年8月收到丈夫
死前一張寫㠥「84樓．西辦公室．12人被困」的字條，
才得悉丈夫曾受折磨。丹尼絲雖覺得難以接受，但對尋
回亡夫遺物心存感激。

紐約首席法醫辦公室去年8月致電丹尼絲，稱檢驗一
張染有血跡的字條後，疑是斯科特的遺物。丹尼絲與3
名女兒認出親人字跡，終於真相大白。字條過去由聯儲
局保管，後移交「911」博物館，上面的血跡現已泛
黑。丹尼絲一家已同意展覽字條。

丹尼絲本以為，當聯合航空175號客機當日撞上世貿
南座時，斯科特已即時罹難，但事實上，他被困在火勢
猛烈的大樓內，「那種恐怖不能言喻」。斯科特遇難時
僅48歲，是Euro Brokers的員工。當首架客機撞上世貿
北座後，他曾致電妻子報平安。

多年來，美國當局一直致力鑑定「911」事件中近
3,000名死難者的身份，但因大部分遺骸太零碎，進度
非常緩慢。截至去年，尚有1,121名死者未能確認身
份；逾9,000塊大小不一的遺骨現安放於紀念公園。

政爭惹不滿 悼念拒邀政客
另外，世貿中心遺址昨日舉行「911」紀念儀式，首

次未有邀請任何政客到場致辭，或反映遺屬對紀念博物
館因政爭而未能於今日揭幕的不滿。

■《每日郵報》

罹難者字條 揭生命最後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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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伉儷
白宮默哀悼念

美國「911」恐襲踏入11周年，總
統奧巴馬昨日聯同第一夫人米歇爾及
白宮職員，在白宮南草坪默哀悼念

「911」，並先後到五角大樓和華盛頓
陸軍醫療中心出席紀念活動及探訪受
傷軍人。

防長帕內塔早前受訪時批評，前海
豹突擊隊(SEAL)隊員比索內特未得核
准或審閱，擅自出書披露擊殺「基地」
領袖拉登的行動細節，指書內或載有

「敏感」資料。被問到應否起訴作者
時，他表示「應讓作者及民眾清楚，
美國不接受類似行為」。

帕內塔昨日到賓夕法尼亞州尚克斯
維爾出席「911」紀念儀式，讚揚當
年聯合航空93號客機的乘客及機員阻
止恐怖分子襲擊華盛頓，是真正的美
國英雄。他提醒民眾，勿忘仍在阿富
汗浴血奮戰的軍人，強調與恐怖分子
的戰鬥尚未完結。

■法新社/美聯社

韓轟歷史性後退 增八成預算反制

日登廣告 自宣獨島主權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前日在民主黨代表競選承諾

中，提出將獨島(日稱竹島)問題提交國際法院，加上

日方昨日在國內多份報紙刊登廣告，宣示獨島主

權，引起韓方強烈不滿。韓國外交部發言人趙泰永

昨日斥責日方行為，表示決定將2013年度「鞏固獨

島主權項目」預算開支增加近8成，至42億韓圜(約

2,871萬港元)。

日疑幕後煽動 外媒偏頗批韓 韓美上月軍演模擬佔領朝鮮
韓國《朝鮮日報》指出，包括《新聞周

刊》、《經濟學人》及《The Diplomat》等英
文媒體，近期多番就獨島問題刊登署名文章，
譴責韓方做法「不理性」。《朝鮮日報》分析
指，外媒的偏頗報道是因日方在幕後操作。日
相野田佳彥主持獨島對策內閣會議時，指示

「積極向國外宣傳在獨島問題上的立場」。
新聞網站《The Diplomat》月初發表夏威夷

亞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霍農的文章，題為《韓
國不負責任的對日外交》。文中強調：「歷屆
日相多次就日軍性奴等問題道歉。韓總統李明

博最近要求日本道歉是『大眾迎合主義』，將
歷史問題政治化。」《經濟學人》網路版上周
六亦發表文章，暗指將卸任的李明博造成韓日
矛盾。

華學者：歪曲史實影響外交
日本近期多處樹敵，與中韓俄領土糾紛升

溫。中國改革開放論壇高級諮詢委員潘振強表
示，日本否認大屠殺，甚至慰安婦的存在，毫
無歉意已成慣例。長此下去，中日韓關係將難
以修補。■韓國《朝鮮日報》/韓國《中央日報》

韓國《東亞日報》昨日引
述政府高官表示，韓美在上
月20至31日舉行的「乙支自
由衛士」聯合軍演中，曾進
行佔領及穩定接管朝鮮的模
擬訓練。

據稱，該項名為「自由之
風」的作戰模擬「朝鮮出現
緊急狀況」，聯軍佔領朝鮮
後，向民眾提供人道救援及
恢復行政機關運作。媒體引

述軍官指，韓軍今次擔當衝
鋒重任，美軍則提供支援。
兩國預料將在明年初舉行的
年度聯合軍演中，再進行類
似訓練。

另外，韓國昨日宣布，未
來5年將耗資2.7萬億韓圜(約
184 . 5億港元)購買戰略兵
器，瞄準朝鮮核武及導彈基
地。

■美聯社/法新社/新華社

石原之子競逐自民黨總裁
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

長子、在野自民黨幹事長石原伸
晃(見圖)，昨日在黨總部宣布，
將參與26日舉行的黨總裁選舉。
報道指，石原受各派系中層及少
壯議員支持，加上與前首相森喜
朗等元老級人物關係良好，知名
度高，很有機會當選。

55歲的石原與作風極右的父親相比，性格較沉
穩，做事也較幹練，民眾支持率頗高。石原表
示，當選後將繼續現任總裁谷垣禎一的政策和路
線。目前前外相町村信孝、前政調會長石破茂已
宣布參選。前首相安倍晉三則計劃今日召開記者
會宣布參選。 ■共同社

百大生物瀕危港「大澳魚」8年內絕種

■民眾悼念在恐襲中喪生的友人，不禁痛哭。 美聯社

■斯科特(右二)與家人。 網上圖片

■李明博登獨島後(右圖)，日在國內登廣告(左圖)宣稱擁獨島主權。 網上圖片

■韓國示威者抗議日本宣示

獨島主權。 資料圖片

■韓國示威者抗議日本宣示

獨島主權。 資料圖片

■韓國示威者抗議日本宣示

獨島主權。 資料圖片

■韓國示威者抗議日本宣示

獨島主權。 資料圖片

■韓國示威者抗議日本宣示

獨島主權。 資料圖片
■韓國示威者抗議日本宣示

獨島主權。 資料圖片

■韓國示威者抗議日本宣示

獨島主權。 資料圖片

■韓國示威者抗議日本宣示

獨島主權。 資料圖片

■韓國示威者抗議日本宣示

獨島主權。 資料圖片

■韓國示威者抗議日本宣示

獨島主權。 資料圖片
■韓國示威者抗議日本宣示

獨島主權。 資料圖片

■韓國示威者抗議日本宣示

獨島主權。 資料圖片

■韓國示威者抗議日本宣示

獨島主權。 資料圖片

■韓國示威者抗議日本宣示

獨島主權。 資料圖片

■韓國示威者抗議日本宣示

獨島主權。 資料圖片
■韓國示威者抗議日本宣示

獨島主權。 資料圖片

■韓國示威者抗議日本宣示

獨島主權。 資料圖片

■韓國示威者抗議日本宣示

獨島主權。 資料圖片

■韓國示威者抗議日本宣示

獨島主權。 資料圖片

■韓國示威者抗議日本宣示

獨島主權。 資料圖片
■韓國示威者抗議日本宣示

獨島主權。 資料圖片

■韓國示威者抗議日本宣示

獨島主權。 資料圖片

■韓國示威者抗議日本宣示

獨島主權。 資料圖片

■韓國示威者抗議日本宣示

獨島主權。 資料圖片

■韓國示威者抗議日本宣示

獨島主權。 資料圖片

■韓國示威者抗議日本宣示

獨島主權。 資料圖片

■韓大學生舉牌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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