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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野田佳彥日前宣布解散眾議院，於下
月16日進行大選。執政民主黨民望低落，意味日
本很可能自2006年起第7次換相。日本《朝日新
聞》昨日發表文章，稱世界已對日本「旋轉門」
式政治失去耐性，並指國家需要一個強大穩定的
政府，才能應對與中國、韓國和俄羅斯的領土糾
紛。

民主黨在2009年大選中，擊敗掌權多年的保守
派自民黨上台，一度成為世界政壇熱話。然而日
本近年頻頻換相，已令外界漸漸喪失對日本大選
的熱情。《朝日》評論寫道：「人們很可能認為
下任政府仍然不穩，首相依然『短命』。最近在
中國甚至經常聽到：『與日本進行嚴肅外交是不
可能的』。」又指國家欠缺穩定強大的政府，難
以為領土爭議，以及美軍沖繩基地等問題「找到
出路」。

官僚變被動 七成政策待兌現
另一大報《讀賣新聞》社論則批評，民主黨堅

決終止多年來由官僚操控政策的風氣，結果造成
「無數次管理失誤」個案。該報稱：「現在官僚
只會被動地等待命令，同時政客又得不到關鍵資
訊。」，批評民主黨選前承諾的173項政策，目前
僅三成兌現。

《經濟新聞》則認為日本若希望脫離通縮、阻
止國際競爭力繼續下跌及提振經濟，下任政府

「將有很多工作要做」。
■法新社/日本《讀賣新聞》

再有駐日美軍惹禍！一名駐紮日本沖繩的美國海軍中尉涉嫌酒
後擅闖民居，屋內人士發現後隨即報警。警方趕到時，發現該美
軍正在臥室睡覺，當場將其逮捕，他供稱，一名日本友人告訴他

「可在這裡休息」，但屋主聲稱不認識其口中的友人。
駐日美軍紀律屢遭人詬病，上月就發生兩名美軍性侵當地婦女

事件，激起當地民憤。事後所有駐日美軍都被下宵禁令，晚上11
時至早上5時不准外出。

另外，兩名美軍日前被指在菲律賓南部一間酒吧醉酒鬧事及毆
打保安，當地警方昨日表示，雙方已同意和解。 ■中新社

駐阿富汗英軍的隨行軍醫，被揭發近期利用活
豬進行模擬手術訓練，學習如何對受槍傷的傷兵
施行手術。報道指，用作測試的豬隻先被近距離
開槍打傷，再抬上手術床「搶救」，然後「人道
毀滅」。動物權益關注組織認為以「流血及具呼
吸效果」的假人也能達到訓練效果，斥責當局殘
殺豬隻行為「野蠻」。

有記者暗訪位於丹麥哥本哈根西北約48公里的
北約軍醫訓練中心，發現豬隻首先進食混和麻醉
藥的飼料，再被帶到森林靶場，由士兵對其器官
準確地開槍，槍傷其器官但不致命，然後豬隻會
被當作真人一樣「搶救」，接受長約2小時的手
術。有受訓軍醫不諱言會對豬隻造成嚴重創傷，
尤其肝臟。

動物權益組織PETA指責，英國和丹麥是目前
北約少數仍用生豬作訓練的國家。英國國防部解
釋，生豬手術提供最逼真的訓練，有關訓練一年
進行兩次。 ■《星期日郵報》

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FDA)早前調查部分航空公
司及其餐飲供應商，發現製
作食物的區域及器具滿佈老
鼠、蟑螂、螞蟻、蒼蠅等昆
蟲，機上乘客進餐時也一併
吞下細菌。

FDA的數據顯示，與其他
行業相比，航空食物工業出
現「重大」問題的頻率較
高，過去4年更有逾1,500宗

違反食物安全守則的個案。
除昆蟲外，部分公司的煮食
區骯髒、使用過期發霉食
物，員工沒洗手等，違規情
況嚴重，例如佳美航空膳食
不僅沒將食物放進雪櫃，還
把煮食器皿堆放在骯髒的架
上，美國達美航空則發現老
鼠，但公司辯稱只屬「個別
事件」。

■《星期日郵報》

英國雜誌《Monocle》選出本年度全球「軟實力」最強國家，英國
名列榜首。其獲選原因包括，由金像導演丹尼保爾操刀的奧運開幕式
激動人心、多達22隻英國唱片在國外登上流行榜冠軍，以及網球手梅
利終奪得首個大滿貫錦標。

「軟實力」一詞由美國哈佛大學學者於1990年創造，解作國家使用
吸引力和信念去改變行為模式，而非藉威迫或財力。《Monocle》年
度「軟實力」排行榜已舉辦3年，按各國政府水平、外交基建、文化
產出、教育能力及商業誘因等範疇的50個因素作評選，如文化交流次
數及商業品牌質素等。美國曾兩度稱冠，英國只排第二。

■《星期日獨立報》

日媒：日需強大穩定政府解領土糾紛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披露，英國匯
豐銀行涉嫌為敘利亞總統巴沙爾的金主馬
赫盧夫（見圖）及其父親穆罕默德在開曼
群島管理離岸基金。內部電郵顯示，匯豐
一直與馬赫盧夫父子有業務往來，卻沒向
調查二人的美國當局申報。據悉二人於瑞
士日內瓦的匯豐分行亦有帳戶。

根據匯豐提交予美國參議院的內部電
郵，開曼群島匯豐於2月底曾致函美國匯豐

表明與馬赫盧夫的關係，並稱對方屬信託
基金的受託人，同時聲稱早於2007年8月已
提出關注，但總部審核過當中關係後決定
繼續。美國匯豐法規主任尹安迪其後去信
員工，稱開曼群島的帳戶既不在美國管轄
範圍，亦非建基於美國任何制度，故不向
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申報。

43歲的馬赫盧夫及穆罕默德涉嫌貪污，
前者於2008年被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辦公

室 列 入 制 裁 名
單。據稱他操縱
敘 國 6 0 % 的 經
濟，業務遍及電
訊以至房地產。
美國當局指控他
操縱敘國司法系
統，並利用敘國情報人員恐嚇商業對手。

■《星期日泰晤士報》

國際足聯(FIFA)守則列明，世界盃申
辦團隊不可與負責投選主辦國的FIFA
執委會成員的親屬有任何財務關係。
不過《星期日泰晤士報》揭露，卡塔
爾的申辦團隊涉嫌給予執委會成員阿
達穆的兒子薩姆森100萬美元(約775萬
港元)，而卡塔爾最終奪得2022年世界
盃主辦權。FIFA正調查事件。

文件顯示，卡塔爾申辦團隊副總裁
阿他韋德擔任中間人，於投票決定

2022年世界盃主辦權前數月促成交
易。款項名義上是資助2010年南非世
界盃前夕的一場晚宴和研討會，但相
關活動的開支遠低100萬美元。阿他韋
德否認知情。

報章後來向卡塔爾申辦團隊的律師
展示證據，後者承認申辦團隊曾討論
有關項目，並擬訂合約，但礙於FIFA
的守則最終取消交易。

■《星期日泰晤士報》

為敘總統金主管基金 匯豐涉隱瞞 卡塔爾疑775萬「買」世盃主辦權

以巴衝突昨日踏入第5天，控制加沙的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稱，哈馬斯加沙及海外領導

層在埃及協調下，已提出與以色列的停火條件，並希望停火協議能在今天前達成。不過以色

列未肯罷休，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準備「顯著擴大」針對加沙武裝分子的軍事行動，美國

總統奧巴馬昨日指，以色列有權自衛，但希望以色列避免發動地面進攻。他警告，以軍一旦

開入加沙，將為雙方帶來更多死傷。

哈馬斯的停火條件包括，要求以色列
在國際社會監督下簽署協議，解除

2007年以來對加沙地帶的封鎖，以及停
止暗殺哈馬斯領導人等。哈馬斯將透過
埃及、土耳其、卡塔爾及歐洲國家向以
色列施壓。以外長利伯曼表示，在加沙
停止發射火箭前，以色列不會談判停
火。連日戰事至少造成48名巴人喪生，
包括12名兒童，另有逾450人受傷，以方
則有3死50傷。加沙的聖城電視台昨凌晨
亦遭炮轟，造成3人受傷。醫院擠滿傷

者，藥物和醫療
物 資 嚴 重

短

缺。

炸電視台危及外媒　
以色列一直視聖城電視台為親哈馬斯

的喉舌，但電視台大樓內尚有其他外
媒，以軍發言人聲稱會調查電視台被擊
中事件，又指哈馬斯將武器匿藏民居，
因此必須「打擊加沙恐怖分子的巢穴」，
對前日300次空襲加沙東南部的戰果表示
滿意，稱此舉重創哈馬斯，強調無意炮
轟民居。俄羅斯政府資助的「今日俄羅
斯」電視台位於加沙的辦公室，昨亦遭
以色列空襲炸毀，並無職員受傷。

此外，以軍的「鐵穹」火箭彈攔截系
統周末成功攔截2枚由加沙射向

特拉維夫的伊朗
製「勝利5型」
火 箭 。 以 軍
宣稱「鐵穹」

的攔截成功率達90%，自上周三已攔截
最少222枚來犯火箭。

以官員訪埃商停火
以軍上周用無人機炸死哈馬斯第二號

人物、「卡桑旅」領袖賈巴里，阿拉伯
國家聯盟前日召開緊急會議，對聯合國
安理會未能制止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
領導層被暗殺表示不滿。埃及總統穆爾
西坦承，不能保證達致停火協議。聯合
國秘書長潘基文今日亦將到埃及，與穆
爾西及其他官員會面。埃及官員昨透
露，一名以色列高官已抵達開羅，為達
成停火展開會談。

法國外長法比尤斯昨啟程前往以色列
斡旋，呼籲各方制止局勢升級。他將分
別會晤內塔尼亞胡等以國領袖及巴勒斯
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駐日美軍擅闖民居睡覺

英軍槍擊活豬做手術訓練

飛機餐附送蟑螂鼠蟻
英膺全球最強「軟實力」國家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第一任期
內對中東、南亞及非洲均採用

「輕足跡」(Light Footprint)外交
政策，主張使用遙控式科技及
遠距離外交解決區域問題，目
的是讓深陷反恐戰爭泥沼的美
國恢復元氣，以聚焦本國的
經濟問題。但以巴衝突近日
升級反映政策失敗，在國內
外施壓要求加大插手中東事
務下，奧巴馬或將更改未來
四年的外交政策。

奧巴馬4年前眼看歷任美國
總統遭中東、南亞及非洲的政
局動盪弄得頭崩額裂，遂要求
國土安全部評估美國在全球哪
些地方過度及太少「投資」，幕
僚後來坦言在中東「投資」過
多，亞洲則「投資」太少，他
因此結束伊拉克戰事，並從阿
富汗撤兵。這也解釋了奧巴馬
何以成功連任後不足兩周便出訪
泰國、緬甸及柬埔寨，而非留在白
宮軍情室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
胡、埃及總統穆爾西通電話。

然而隨 中東問題升級，有批評
認為奧巴馬的「輕足跡」似乎「過
輕」及成效不彰，有黨員希望他在
現時導彈攔截建成後，馬上重啟以
巴和談，又指出「輕足跡」造成美
國駐利比亞軍力變得單薄，才導致
今年9月班加西領事館慘劇，累及
駐利大使等人喪生。■《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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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擴大戰事
奧巴馬警告以色列
哈馬斯提停火條件 藥物短缺醫院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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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以軍在加沙哨

站向示威者發射催淚

彈。　 法新社

■英國有數百名示威者抗議以

色列轟炸加沙。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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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人員把受傷嬰兒送往醫院救治。　

法新社

■被射傷的豬躺在手術床上「待救」。　 網上圖片

■製作飛機

餐的地方衛

生欠佳，除

有蟑螂，地

上也有滿佈

螞蟻的食物

殘渣。　

網上圖片

■ 奧 巴 馬 警

告，擴大戰事

將為以巴雙方

帶 來 更 多 死

傷。 路透社

■多架以軍坦克在加

沙邊境駐守。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