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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前日宣布解散眾議
院，並於下月16日大選。「國民生活第一
黨」黨魁小澤一郎(圖右)為狙擊野田，同日
表示派出前眾議院三宅雪子(圖左)，於只有
一名議員名額、野田所屬的千葉縣參選。
有輿論認為，該黨目的在於把爭論焦點集
中在應否實施消費稅增稅等問題上。

三宅雪子的家族從祖父起，一直擔任政
治人物的秘書。因父親是外交官，她在美
國華盛頓出生，大學畢業後，擔任電視台
記者。她因與小澤相熟，2009年被時任民
主黨幹事長的小澤推舉為黨候選人，參加

眾議院大選，以「女刺客」身份在群馬選
區與自民黨前首相福田康夫爭票。

三宅當年僅以1萬票之差未能戰勝福
田，但是在比例選區中復活，當選眾議
院。今次小澤再次派三宅擔任「女刺
客」，將選區從群馬換到千葉，到野田的
選區參選。

兩日內9民主黨員退黨
兩名前首相森喜朗和福田康夫已表態不

會參選，多名重量級人物、資深議員相繼
表示隱退或不參選。另外，民主黨4名眾

議員前日申請退黨，是野田自宣佈解散眾
院後，兩天內共9名議員宣佈退黨或申請
退黨。

安倍誓奪權 倡央行買債
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昨日在熊本市街頭

演說，批評民主黨執政的三年間「外交失
敗，景氣低迷，失去對未來的希望」，強
調奪回政權的必要。他表示如該黨奪回政
權，將討論進行公共投資，要求日本央行
購買建設國債，強制性地促使貨幣流入市
場。 ■日本新聞網/共同社

小澤派「女刺客」參選 狙擊野田

奧巴馬訪問前送禮 放寬緬產品進口

希拉里 振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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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兩大保守勢力，由東京都前知事石原慎太郎
領導的「太陽黨」，與大阪市長橋下徹領導的「日本
維新會」昨午宣布合併，成為繼執政民主黨及最大
在野自民黨外，第3大政治勢力。石原及橋下分別擔
任黨魁和副黨魁，尋求在下月的大選中搶得過半席
位。

橋下表示，「至今都是在搶位子(國會議席)，但今
後要做的是安排席位，要全面改變一直在玩搶位子
遊戲的既有政黨。」首相野田佳彥表示，兩黨在跨
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等政策上明明不
一致，批評兩黨是同流合污。 ■日本新聞網/共同社

太陽黨維新會合併
野田：兩黨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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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表示，隨㠥伊拉克戰爭結束、阿富汗戰事規模減
少，當前首務是更新外交策略，應對不斷轉變的環球形

勢。她以星洲為例，指出非軍事強國也能藉經濟能力抬頭，
華府將致力重新平衡環球經濟。

增出口助企業競爭無懼財崖
希拉里指，透過「就業外交」(jobs diplomacy)有助增加美國

出口，打開新市場，為美企在海外經營塑造公平競爭環境。
她又提到國內「財政懸崖」，認為外界杞人憂天，相信民主共
和兩黨最終可達成共識。

奧巴馬訪緬前夕，美國國務院和財政部發表聯合聲明，宣
布除部分產自或加工於緬甸的硬玉、紅寶石及珠寶外，向緬
甸產品開放美市場。聲明指，此舉旨在支持及鼓勵緬甸改
革，同時為兩國企業提供商機。分析指，美持續放寬對緬
制裁，將為緬甸總統吳登盛繼續推動改革提供政治助力。

防長：加強東南亞軍事聯繫
奧巴馬的「東南亞之行」亦將到訪泰國和柬埔寨，

被認為是希望反映「重返亞太」的決心，抗衡中國崛
起。早一步抵達柬埔寨的美防長帕內塔前日表示，將
加強與東南亞的軍事聯繫，美軍明年將參與區內3項
大型軍演，未來次數及規模或會增加。

緬甸在軍政府時代與中國關係良好，分析指，奧巴
馬此行是希望拉攏緬甸，增加中美角力上的優勢。然
而，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東南亞專家格林警告，
緬甸的改革並非不可逆轉，奧巴馬匆忙訪緬頗為冒險，
將來或被秋後算帳。

《紐約時報》社論指出，以色列和哈馬斯在加沙開
火，各界均期望美國出面調停，令奧巴馬此行時機顯得
尷尬。奧巴馬預定今日抵達泰國並逗留一晚，之後便會轉
往緬甸。泰國南部也拉府昨日懷疑有叛軍引爆電單車炸
彈，造成1死20傷，市中心有5幢建築物㠥火。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

美國外交軍事3大領導人在大選結束後一同出訪東

亞，為「重返亞太」戰略開路，其中國務卿希拉里

昨日在新加坡表示，美國過去10年被兩場戰爭拖

累，未來將更重視「就業外交」，更積極追求經濟利

益，確保環球領導地位。在總統奧巴馬明日歷史性

訪問緬甸前夕，華府宣布放寬對緬產品進口限制，

是近10年來首次，反映兩國關係進一步回暖。

奧巴馬訪問緬甸，如何用英文稱呼
當地，再次成為尷尬的外交難題。到
底他會沿用美國官方的「Burma」，
抑或改用緬甸官方的「Myanmar」，
還是仿傚國務卿希拉里早前的權宜之
計，用「this country」（這個國家）
稱呼緬甸，引起外界猜測。

緬甸軍政府於1989年更改國家英文
名 稱 ， 取 消 英 殖 民 時 代 的
「Burma」，改用「Myanmar」，象徵

清除殖民地痕跡及融合不同族群。
但美國、英國、加拿大及新西蘭至
今仍以「Burma」作為緬甸官方稱
呼 ， 澳 洲 及 歐 盟 則 使 用
「Myanmar」。

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今夏
外訪時曾多次使用「Burma」，結
果被當局警告，強調緬甸聯邦共
和國（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是憲法訂明的國
名。 ■美聯社

以巴局勢持續緊張，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前
日再向以色列城市特拉維夫發射火箭彈，無造成傷
亡，是24小時內第2次遇襲。以國連夜轟炸加沙(見

圖)，多日衝突造成38名巴人死亡。以國批准軍隊徵
召7.5萬預備役軍人，軍隊和坦克加強集結加沙邊境
地區，為發動進攻作準備。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日與以國總理內塔尼亞胡通電
話，稱支持以國自我防衛。兩人討論緩解局勢的方

案，呼籲各方冷靜。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嚴重關切
以巴衝突，呼籲雙方克制，並計劃短時間內出訪中
東。

耶路撒冷前日傍晚響起警報，是1991年海灣戰爭
以來首次，一枚長程導彈墜落城外。以軍昨在特拉
維夫部署原定明年1月才啟用的第5套「鐵穹」火箭
彈攔截系統，其餘4套分布於加沙邊境。

加沙66枚火箭彈炸以
以國狂轟哈馬斯火箭發射基地和彈藥庫，加沙市

內政部辦公大樓及中部邁加齊難民營亦遭轟炸，據
報哈馬斯一名高級軍事領導人和其3名兄弟死亡。加
沙武裝分子反擊，昨發射逾66枚火箭彈至以國境
內。以國軍方公布，「防務之柱」軍事行動以來，
加沙武裝分子向以國境內共發射近300枚火箭彈。

消息稱，埃及總統穆爾西昨在開羅與卡塔爾、土
耳其及哈馬斯領袖舉行四方會談，討論以巴局勢。
穆爾西前日致電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兩人同意要
求國際組織遏制以國暴力行動，並呼籲哈馬斯克
制。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華盛頓郵報》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
前局長彼得雷烏斯前日
出席國會聽證會，表示
對 陷 入 婚 外 情 深 感 後
悔。傳媒報道，桃色事

件兩名女主角布羅
德韋爾及凱利被踢
爆，自2009年曾數
次到訪白宮。

2009年6月布羅德韋爾
到訪艾森豪威爾行政大
樓，旁邊正是總統奧巴
馬官邸，當時她與華府
一名官員討論阿富汗及
巴基斯坦政策。兩年後
她舊地重遊，跟約20人
開會。凱利過去3個月亦
曾訪白宮，有一次與家
人參觀，另有兩次與一
名白宮職員在行政大樓
餐廳用膳。

早知班加西事件屬恐襲
彼得雷烏斯同日為駐

利比亞班加西領事館襲
擊事件作證。他供稱，
局方早知事件涉及恐怖
分 子 ， 但 為 免 打 草 驚
蛇，有同僚將政府最先
說法中的「恐怖分子」
換成「激進分子」。民主
黨強調，證詞證明奧巴
馬並未為爭取連任而刻
意隱瞞真相。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CIA

美國三藩市檢察長賈斯康前日
宣布，三藩市法警局副警長唐春

（譯音）涉於本月7日搶劫一間美
國銀行，被控搶劫罪和二級入屋
盜竊罪等兩項重罪，下周出庭。

涉案的36歲華裔副警長唐春，
於當日下午約4時47分，走進三藩
市列治文區巴布瓦街3701號的美
國銀行，向櫃台職員遞上紙條，
稱攜有武器，搶走1,700美元（約

1.3萬港元）後逃去。警從監視錄
像獲得疑犯照片，比對紙條上的
指紋和錄像，確認搶劫者是唐
春，於前日拘捕他。

警局發言人表示，唐春主要在
拘留和監獄部門工作，被捕後關
押在自己曾工作的監獄。據報，
唐春已婚，有兩名幼子，今年7月
申請破產，欠債73.9萬美元（約
573萬港元）。 ■綜合報道

埃火車撞斷校巴 49幼童罹難
埃及中部艾斯

尤特省昨早發生
火車與校巴相撞
(見圖)的嚴重事
故，導致49名幼
稚園學童及2名
成人死亡，另有
28人受傷。交通
部長拉沙德和鐵
路局局長穆斯塔
法事後向總統穆
爾西請辭。

載有逾60名學
童的校車約於早上8時正駛往學
校，橫過火車路軌時與火車相
撞。死者包括兩名成年男女，其
中一人可能是校車司機，其餘死
者均為4至8歲。傷者中除1人外其
餘都是學童。

目擊者稱，當時防止車輛進入

的圍攔打開，故校巴可駛過路
軌。艾斯尤特省長表示，已扣留
肇事時在打瞌睡的通道職員。網
上照片顯示，校巴被一分為二，
引擎前方沾滿血跡，染血的書包
及教科書散滿一地。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奧巴馬力撐 以坦克駛加沙備戰

■以巴衝突升溫之際，以國年青
軍人自得其樂，上載自拍照或合
照力撐國家。有女軍拍照時表情
愉快，留言「與以色列同在」；
另一女軍身穿軍服曬太陽，寫道
「陽光下、戰爭塵土中，國家變得
更強大」；兩名軍人把武器扛在
肩上，聲言「加沙，我們正衝㠥
你而來」。 《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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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輕 以 軍 拍 照 挺 國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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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參觀當地的航空設備製造廠。法新社■希拉里參觀當地的航空設備製造廠。法新社■希拉里參觀當地的航空設備製造廠。法新社■希拉里參觀當地的航空設備製造廠。法新社■希拉里參觀當地的航空設備製造廠。法新社■希拉里參觀當地的航空設備製造廠。法新社■希拉里參觀當地的航空設備製造廠。法新社■希拉里參觀當地的航空設備製造廠。法新社■希拉里參觀當地的航空設備製造廠。法新社■希拉里參觀當地的航空設備製造廠。法新社■希拉里參觀當地的航空設備製造廠。法新社■希拉里參觀當地的航空設備製造廠。法新社■希拉里參觀當地的航空設備製造廠。法新社■希拉里參觀當地的航空設備製造廠。法新社■希拉里參觀當地的航空設備製造廠。法新社■希拉里參觀當地的航空設備製造廠。法新社■希拉里參觀當地的航空設備製造廠。法新社■希拉里參觀當地的航空設備製造廠。法新社■希拉里參觀當地的航空設備製造廠。法新社■希拉里參觀當地的航空設備製造廠。法新社■希拉里參觀當地的航空設備製造廠。法新社■希拉里參觀當地的航空設備製造廠。法新社■希拉里參觀當地的航空設備製造廠。法新社■希拉里參觀當地的航空設備製造廠。法新社■希拉里參觀當地的航空設備製造廠。法新社■希拉里參觀當地的航空設備製造廠。法新社

■希拉里(左)與

新加坡總理李

顯龍(右)會面。

美聯社

奧巴馬煩惱：
讀Burma定Myanmar

■希拉里與美駐新加坡領館的職員及親屬會面。 路透社■希拉里與美駐新加坡領館的職員及親屬會面。 路透社■希拉里與美駐新加坡領館的職員及親屬會面。 路透社■希拉里與美駐新加坡領館的職員及親屬會面。 路透社■希拉里與美駐新加坡領館的職員及親屬會面。 路透社■希拉里與美駐新加坡領館的職員及親屬會面。 路透社■希拉里與美駐新加坡領館的職員及親屬會面。 路透社■希拉里與美駐新加坡領館的職員及親屬會面。 路透社■希拉里與美駐新加坡領館的職員及親屬會面。 路透社■希拉里與美駐新加坡領館的職員及親屬會面。 路透社■希拉里與美駐新加坡領館的職員及親屬會面。 路透社■希拉里與美駐新加坡領館的職員及親屬會面。 路透社■希拉里與美駐新加坡領館的職員及親屬會面。 路透社■希拉里與美駐新加坡領館的職員及親屬會面。 路透社■希拉里與美駐新加坡領館的職員及親屬會面。 路透社■希拉里與美駐新加坡領館的職員及親屬會面。 路透社■希拉里與美駐新加坡領館的職員及親屬會面。 路透社■希拉里與美駐新加坡領館的職員及親屬會面。 路透社■希拉里與美駐新加坡領館的職員及親屬會面。 路透社■希拉里與美駐新加坡領館的職員及親屬會面。 路透社■希拉里與美駐新加坡領館的職員及親屬會面。 路透社■希拉里與美駐新加坡領館的職員及親屬會面。 路透社■希拉里與美駐新加坡領館的職員及親屬會面。 路透社■希拉里與美駐新加坡領館的職員及親屬會面。 路透社■希拉里與美駐新加坡領館的職員及親屬會面。 路透社■希拉里與美駐新加坡領館的職員及親屬會面。 路透社

就業外交

■哈馬斯武裝分子
浴血送院。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