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C聲明指，博登及副手米切爾不涉及報道失實，

強調兩人並非被解僱，估計到已故名主持薩維

爾涉孌童事件獨立調查公布後，可隨時復職。

節目出街前無行動 彭判斷力成疑
彭定康前日稱，本月2日播出節目前，從微博twitter得悉

《新聞之夜》將揭露政要孌童醜聞。但他認為，其他高層已

通知恩特威斯爾，故無要求對方跟進。他解釋，向恩特威

斯爾發放45萬英鎊（約554萬港元）全年薪酬及87.7萬英鎊

（約1,081萬港元）退休金，因對方將繼續協助執行BBC事

務，出席薩維爾涉性侵醜聞的聽證會。

彭定康的言論引起政界強烈反響，質疑他年事已高且身兼

多職影響判斷力，要求他引咎辭職。彭定康強調，除非自己無

法重建BBC公信力，否則不會呈辭，重申將專注處理目前問

題，數周內任命新總裁。

首相府消息稱，彭定康仍獲首相卡梅倫支持，不過同時警

告，若彭定康在未來3次BBC內部聽證會中被批評，恐怕地位難

保，又承認恩氏的巨額補償的確難以解釋，認為BBC信託應向

公眾交代。有工黨議員聲言，彭定康只剩數周時間保住飯碗。

傳北愛總監放行 無新聞經驗
自《新聞之夜》誤報孌童事件後，BBC一直未有透露批准節

目播放的高層身份。《每日郵報》報道，涉事高層為BBC北愛

爾蘭的總監約翰斯頓。消息指他只有管理諮詢經驗，並非資深

新聞工作者。BBC國際事務編緝辛普森撰文批評，公司內有過

多管理人員。彭定康亦承認BBC存有架構問題，又透露將與暫

代總裁戴維商討《新聞之夜》應否停播，不過他認為，應保存

調查新聞節目。

事件中被屈孌童的前保守黨司庫麥卡爾平，據報考慮對所有

在twitter流傳錯誤報道的用戶提訴，包括下議院議長夫人莎

莉．伯科。 ■路透社/法新社/《每日電訊報》/

《每日郵報》/《泰晤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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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瞞婚外情 國會查FBI
美國中情局(CIA)前局長彼得雷烏斯的婚外情鬧得

熱烘烘，被指是「小四」、曾收恐嚇電郵的神秘女子
身份終曝光！遭騷擾的「苦主」是37歲已婚的軍方
聯絡官凱利，因工作關係與彼得雷烏斯時有聯繫，
令疑似「小三」布羅德韋爾妒火中燒，發出恐嚇電
郵。然而，認識彼得雷烏斯及凱利的人澄清，兩人
無曖昧關係。

中央司令部同事 認識5年
消息指，凱利擔任中央司令部、駐坦帕的麥克迪

爾空軍基地總部聯絡官，因彼得雷烏斯在2008至
2010年擔任該部門首長，二人漸趨熟絡。她曾獲中
央司令部聯盟國頒發感謝狀，被譽為聯盟「榮譽大
使」。
事件曝光後，凱利收拾細軟離開家園，媒體暫未

能聯絡她和布羅德韋爾。凱利前日發聲明指，她和
丈夫與彼得雷烏斯夫婦結識逾5年，希望外界保護他
們的私隱。凱利夫婦於前年邀請彼得雷烏斯夫婦到
家中作客並合照，關係友好，據悉兩人無不倫關
係。
據報，布羅德韋爾發出的電郵寫有「我知道妳做

了什麼」、「滾開」和「離我的男人遠一點」等字
句，嚇得凱利尋求聯邦調查局(FBI)保護，令婚外情
事件浮面。

「小三」fb爆軍事機密
彼德雷烏斯前任發言人博伊蘭稱，彼德雷烏斯離

開軍隊時和布羅德韋爾展開不倫戀，約在4個月前結
束。彼德雷烏斯日前向他表示心力交瘁，稱妻子霍
利對事件感憤怒，需一段時間才能擺平家中狀況。

彼得雷烏斯身邊的官員早已懷疑布羅德韋爾是
「小三」，因她到訪阿富汗貼身採訪彼得雷烏斯期
間，故意穿緊身衣服展示身材，又不避嫌在社交網
站facebook講述每日行程，內容更涉嫌披露軍方行動
機密資料。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中央社/《每日郵報》

前CIA局長「小四」曝光 「小三」疑呷錯醋 美國中情局(CIA)前局長彼得雷烏斯因婚外情曝光下台，
國會前日展開調查，質詢醜聞有否危害國家安全、聯邦調
查局(FBI)知悉事件時間、以及無及早知會國會的原因。暫
代中情局局長的莫雷爾料將出席國會聽證會，就駐利比亞
領事館遇襲案接受質詢，參議院亦考慮傳召彼得雷烏斯解
畫。
參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主席法因施泰因稱，在涉及國家

安全事務的調查公布前，她和情報特別委員會其他負責人
通常會預先得知調查內容，但她上周五才得知彼得雷烏斯
受查，加上此事可能危及國家安全，故認為當局應及早告
知。
報道指，FBI及司法部官員在夏季已知悉事件，但因調

查仍在進行，且案件牽涉大量敏感細節，故無知會國會。
另外，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坎托，在共和黨議員賴克特穿針
引線下，上月底與FBI官員聯絡，並知悉事件。

■美聯社/路透社/《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

BBC信託主
席彭定康明知
《新聞之夜》報
道極具爭議，
卻 無 即 時 行
動，引起各界
揣測。《每日
郵報》踢爆，
他與孌童報道
中 的 「 當 事

人」、前首相戴卓爾夫人任內的保守黨司庫
麥卡爾平(見圖)早有牙齒印。麥卡爾平在自
傳中描述彭定康的食相，諷刺對方吃蠔舉

止反映出貪心個性。
彭定康約40年前加入保守黨後認識麥卡

爾平，但他支持時任黨魁希思，麥卡爾平
則擁戴1975年擊敗希思成為黨魁的戴卓爾
夫人。其後15年，彭定康成為黨內溫和派
領袖之一，反對「戴卓爾主義」冒起，麥
卡爾平被視為重奪黨權的絆腳石。
1990年彭定康就任黨魁後，以「年老」

為由革退不少老臣，令已離黨的麥卡爾平
大為不滿，質疑對方判斷力。彭定康1992
年因支持歐洲匯率機制，輸掉在巴斯選區
長達13年的議席，當時麥卡爾平大感快
慰。 ■《每日郵報》

新聞調查局捲風暴
總編恐丟職

BBC誤報政客孌童除令公司陷
入信任危機外，亦為英國新聞調
查局(BIJ)惹來非議。BIJ有份參與
《新聞之夜》製作，總編緝奧弗頓
(見圖)正是在節目播放前於微博
twitter發文，聲言會「揭露政要孌
童醜聞」的資深新聞工作者。消
息人士透露，奧弗頓恐需下台。
BIJ成立於2009年，是附屬倫敦

城市大學的非牟利新聞組織，成
員包括記者及大學新聞系學生。
有消息稱，奧弗頓為個人網上發
文「深感後悔」，最近因患重病須
服用藥物，才會發表「不理智」
的留言，事後他已迅速移除。奧
弗頓表示，前日已與組織信託人
召開緊急會議，並會採取補救措
施。 ■《每日郵報》

美8年後超沙特
成最大產油國

國際能源機構(IEA)昨發
表《世界能源展望》報
告，預測全球原油需求在
2035年前將急升14%，達
每日9,970萬桶。同時，美
國可望在2020年超越沙特
阿拉伯，成為全球最大產
油國，優勢將持續至約
2025年；伊拉克料在2030
年代追過俄羅斯，產油量
緊隨美國，成為亞洲新興
市場如中國等的關鍵原油

供應國。
美國水力壓裂技術有助

大幅提升頁岩油產量，有
望覆蓋現有兩成進口能
源，未來自給自足。據美
能源部資料，該國今年頭6
個月油產，已滿足當地83%
需求，向1991年以來的最
高水平邁進。報告估計，
全球油價在2035年將從現
時每桶107美元升至125美
元。 ■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英國廣播公司（BBC）管理層危機持續擴大，信託

主席、前港督彭定康承認王牌節目《新聞之夜》播出

前已得悉內容，卻無要求查證報道真偽。加上「最短

命總裁」恩特威斯爾獲發132.7萬英鎊（約1,635萬

港元）的年薪及退休金，令彭定康成眾矢之的，面

臨下台壓力。BBC昨宣布，新聞總監博登及副手米

切爾暫時停職接受內部調查，強調可能有更多高層

需問責下台。

中國、日
本、印度及韓
國近年減少入
口天然氣，以
「甲烷水合物」
(俗稱可燃冰)
取代。美國亦
不甘後人，能
源部日前斥資

2,900萬美元(約2.25億港元)展開科研計劃，試驗開採阿拉斯
加冰層下的可燃冰。有輿論認為，當局應重點發展可再生
能源，擔憂開採可燃冰會導致氣候轉變。
可燃冰開採計劃位於阿拉斯加的普拉德霍灣(見圖)，在

阿拉斯加輸油管供油田之上。計劃主要研究如何不破壞
地底冰層下開採可燃冰，故採用油企康菲石油及挪威卑
爾根大學共同研究的技術，用輸送管將21萬立方呎二氧
化碳及氮注入地底，與可燃冰的分子互相交換，保護冰
層無損。

恐致氣候暖化
可燃冰主要成分為甲烷，所產生的溫室氣體為二氧化

碳的20倍，開採時有機會洩漏甲烷，污染環境。美國生
物多樣性中心的卡明斯警告，鑽探可燃冰會導致無法預
計的風險，即使安全開採，燃燒可燃冰亦會引致氣候暖
化。專家估計，普拉德霍灣所在的北斯洛普，可生產100
萬立方呎甲烷。 ■《每日郵報》

英國及冰島計劃鋪設「超級電纜」，向英
家庭供應冰島火山產生的電力，預料最快8
年內完成。冰島最大電力生產商形容，冰島
電力價格是全歐最具競爭力，比英國將興建
的核電廠更便宜。
冰島最大國有電力供應商主席阿爾納爾松

表示，「超級電纜」深入水平面以下3,000
米、長度逾1,000公里。冰島有多達130座火
山，由5座地熱能發電廠將火山釋放的能量
轉為電力。不過計劃到明年夏季才明朗化，
因部分冰島政客認為輸出電力會推高當地電
費，可能迫政府否決計劃。 ■《泰晤士報》

美斥2億 冰層下試採可燃冰英擬設「超級電纜」
冰島火山供電

離任總裁照袋1600萬

高層公帑搞慶功
BBC大花筒捱轟

英國廣播公司（BBC）於1927
年成立，為全球擁有最多員工的
廣播機構，現時約有2.3萬名員
工。它實際上是公營機構，根據
其2011至12年年度報告，在近51
億英鎊（約628億港元）收入
中，逾36億英鎊（約443億港元）
來自民眾支持的牌照費用，餘下
部分包括商業業務、政府補助及
其他收入。

BBC營運基石為每10年更新一
次的《皇家憲章》，另亦需獲內
政部發牌及簽署協議，但公司大
花筒作風近年為人詬病。以2010
至11年度為例，BBC面對削支及
裁員壓力下，仍支付逾800萬英
鎊（約9,851萬港元）顧問費用，
不少高層更亂花公帑坐的士及舉
行慶功宴。

■綜合報道

被屈孌童政要
與彭定康鬥法40年

新聞部兩總監停職 彭定康拒下台

■恩特威斯

爾雖然引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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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中)合照。 美聯社

■彼得雷烏斯(左二)與妻子(右一)和凱利(右二)及其

丈夫(中)合照。 美聯社

■彼得雷烏斯(左二)與妻子(右一)和凱利(右二)及其

丈夫(中)合照。 美聯社
■彼得雷烏斯(左二)與妻子(右一)和凱利(右二)及其

丈夫(中)合照。 美聯社

■彼得雷烏斯(左二)與妻子(右一)和凱利(右二)及其

丈夫(中)合照。 美聯社

■彼得雷烏斯(左二)與妻子(右一)和凱利(右二)及其

丈夫(中)合照。 美聯社

■彼得雷烏斯(左二)與妻子(右一)和凱利(右二)及其

丈夫(中)合照。 美聯社

■彼得雷烏斯(左二)與妻子(右一)和凱利(右二)及其

丈夫(中)合照。 美聯社

■彼得雷烏斯(左二)與妻子(右一)和凱利(右二)及其

丈夫(中)合照。 美聯社

■BBC管理危機擴大，博登(右圖上)

及米切爾(右圖下)停職。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