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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前日剛達成停火協議，昨
又爆發暴力衝突。以軍向加沙邊境開槍，造成1
名巴人喪生、9人受傷。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
斯指，以國違反停火協議，將向調停中間人埃
及提出控訴。以軍則稱，加沙邊境昨早發生

「騷亂」，數十名巴人企圖衝破圍欄並擲石，於是
開槍警告，軍方正調查事件。

華775萬援助撐巴
據報，23歲死者當時與其他民眾走近以國與加

沙的邊境圍欄，拾起以軍吉普車的零件殘駭，
並嘗試在圍欄插上哈馬斯旗幟。以軍3次向天開
槍警告，才槍擊男子頭部。以國一直不准加沙
居民進入圍欄區。

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昨日與到訪的巴勒斯坦
總統特使、巴勒斯坦人民黨總書記薩利希會

談。楊潔篪表示，中方對以巴停火表示
歡迎，希望各方履行停火承諾。他指，
中方支持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等國際組
織。

薩利希會後表示，中國將向巴方提供
100萬美元(約775萬港元)緊急人道主義援
助。他又稱，中國可在中東扮演「中間
人」和「調停者」的特別角色，並取代
美國，為結束以巴衝突尋找出路。

士兵拍照諷總理「輸家」
早前加沙民眾對停火歡喜若狂，巴勒斯坦一

名男童甚至於車頂上揮動手槍慶祝。但部分以
國士兵甚感不滿，躺在地上排出「Bibi loser」的
希伯來文拍照(見圖)，諷刺以國總理內塔尼亞胡
(Benjamin "Bibi"Netanyahu)，指他不進軍加沙是

「輸家」。照片在網上瘋傳，上載於社交網站
facebook後，3小時內獲3,000個讚好及分享400
次。
■美聯社/路透社/英國《太陽報》/《以色列時報》

/新華社/中新社

以軍未停火加沙開槍10巴人死傷

黑色星期五沖喜 美股中段升103點

新憲攬大權 埃總統被轟「新法老」

延坪島炮擊2周年 朝批韓軍演鬧劇

埃及總統穆爾西前日發布總統令，宣布免除總
檢察長馬哈茂德的職務，任命法官阿卜杜拉(見

圖)接替。穆爾西又頒布新憲法聲明，規定總統有
權任命檢察總長，強調穆爾西上台後所有總統
令、憲法聲明、法令都是最終決定，任何一方無
權更改。反對派領袖、國際原子能機構前總幹事
巴拉迪譴責穆爾西將自己任命為埃及「新法老」。

曾暫掌政權的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去年3月30
日頒布的憲法聲明規定，制憲委員會今年6月12日
成立後，須在6個月內完成起草憲法，但穆爾西卻將期限改為8個月，
延至明年2月12日。穆爾西強調總統有權任命總檢察長，司法部門無權
解散協商會議(上議院)和制憲委員會。他同日宣布，重審前總統穆巴拉
克涉嫌殺害示威者的案件。

數萬名示威者在開羅解放廣場聚集，警方施放催淚氣體。全國多地
的衝突導致最少15人傷。北部港口城市阿歷山大也爆發騷亂，示威者
衝進穆斯林兄弟會總部，把書籍及椅子拋出街道焚燒，並與穆爾西支
持者衝突。 ■美聯社/新華社

范龍佩在會議前，逐一與27個成員國領袖單對單會面，然後於昨
日凌晨提出將歐盟預算縮減至9,730億歐元(約9.73萬億港元)，規

模小於最先的1.25萬億歐元(約12.5萬億港元)，同時宣布暫停討論，讓
各國有時間消化，至昨午再議。范龍佩提出包括削減農業津貼的折衷
方案，但遭法國、意大利及西班牙等國反對；法國是農業津貼的最大
得益國。

15窮國反削支 英德打對台
除農業津貼外，爭論焦點還包括英國堅持從歐盟獲得預算退款。前英首

相戴卓爾夫人於1984年以英國從歐盟獲得的農業補貼過少為由，爭取到歐盟
同意每年將一定數額的財政資金歸還英國，但法國對此極不滿。

另外，15個以南歐及東歐為主的貧困成員國又極力反對歐盟削支，認為削減
所謂的「團結基金」將令貧國與富國的差距繼續擴大。不過，對歐盟預算貢獻
較大的9個金主國，如德、英及瑞典等，則認為歐盟需削支，其中以專注削赤的
英國立場最強硬。

歐盟預算中的部分收入來源由成員國根據國民總收入(GNI)按比例分攤，1998
年GNI佔歐盟預算僅11%，但去年卻跳升至68%，令各國尤其金主國對歐盟預算
錙銖必較。

德國總理默克爾及法國總統奧朗德早前均認為，歐盟或須在明年初再次舉行
峰會討論預算。但奧朗德強調，即使今次會議無果，亦不代表歐盟全盤皆輸。
另外，各國在會上通過讓盧森堡央行行長默施加入歐洲央行委員會。

下周一商希債 歐央行促「三巨頭」妥協
與歐盟預算同樣糾纏不休的還有希臘減債談判，歐元區財長下周一將再次討

論有關議題。歐洲央行理事阿斯穆森敦促「三巨頭」讓步，強調這是達成協議
的唯一方法。法國呼籲各國在維護國家利益時，亦應顧及歐洲整體。

■美聯社/法新社/新華社/中央社/《華爾街日報》

歐洲領袖前日起舉行峰會，討論2014至2020年的歐盟財政

預算案。各國事前對應否削減預算各持己見，英國更揚言歐

盟不削支1,000億歐元(約9,996億港元)絕不簽字。歐盟於香

港時間今日凌晨證實，峰會已無果而終，預算問題將留待

明年初的峰會再議，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預料屆時將達

成共識。

昨日為美國感恩節翌日，美股只有半日市。標誌聖誕零售旺季
揭幕的「黑色星期五」市道暢旺，為股市沖喜，加上德國商業
信心指數超出預期，帶動美股上揚。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中段
報12,940點，升10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1,403點，升12
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2,957點，升31點。

歐股上升，英國富時100指數收市報5,819點，升28點；法
國CAC指數報3,528點，升30點；德國DAX指數報7,309點，
升64點。

德國11月份Ifo商業信心指數連跌6個月後，由上月的100微升至
101.4，超出分析預期。市場看好歐元區財長終會向希臘發放新一
筆續命錢，歐元兌美元匯價昨一度升至1.2906，創3周新高。以
色列和巴勒斯坦停火，倫敦布蘭特期油回落至每桶110.33美
元，紐約期油亦跌至每桶87.11美元。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歐元區經濟持續低迷導致市場需求下降，中國這個新興市場對
英國出口重要性卻不斷提升，英國企業均希望盡快進入中國市場
分一杯羹。英國工業聯合會副總幹事本特利近日稱，英企正追上
德國和法國，以中國作為目標市場。

英商最感興趣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香港等，但本特利希望
企業能關注其他正發展的地區和城市，尋找更多商機。他希望幫
助英國成熟的品牌零售服務企業在華尋找商機，德法的工商組織
做了許多工作，英商的活躍度目前遠遠落後。

中國商務部副部長鍾山訪英時曾表示，中英經濟互補性強，有
廣闊合作空間。目前英國是中國在歐盟的第3大貿易夥伴，兩國
貿易額去年為587億美元(約4,549億港元)，按年增長17.2%。

■新華社/英國廣播公司

追德趕法
英企進軍中國市場

意大利羅馬逾70間學校本周被學
生佔領，他們在校門架起路障，並
配備油漆刷及地拖，透過清潔課室
抗議政府削減預算。有學生表示，
因沒錢請人打掃及負責校園保安，
令人無法再忍受，故需親力親為。

意大利全國新聞界聯合會擬於後
日發起全國罷工，抗議當局一項法
案限制媒體自由。該法案下，記者
觸犯誹謗罪將入獄，編輯則只罰款
5萬歐元(約50萬港元)，工會認為很

不公平，兩者罰則應一致。參議院
同日將就議案進行投票。

西自治區明地選 獨立呼聲高
另外，西班牙分離主義盛行的加

泰羅尼亞自治區明日舉行地方選
舉，民調顯示，多數選民將投票給
支持獨立的政黨。多項民調顯示，
46%至57%加泰羅尼亞人希望可自
成一國，創歷來新高。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造成4名韓國軍民死亡的延坪島炮擊事
件昨日踏入2周年，韓軍在島上及島嶼附
近舉行軍演(見圖)以示紀念，國防部強調
軍演全程無使用實彈，以免對平壤政府造
成挑釁。另外韓方昨宣布，在多艘海軍驅
逐艦配置射程達400公里、足以覆蓋朝鮮
全境的巡航導彈。

朝鮮勞動黨機關報《勞動新聞》同日發
表軍事評論員文章，指責韓方的紀念活
動，認為韓方將「敗仗」稱為「勝仗」是
鬧劇。朝軍前日威脅再次襲擊延坪島，又
指對2年前未能將小島「送入海底」感後
悔。

韓獨立總統候選人棄選
韓國海陸空三軍昨在延坪島舉行實地演

練，模擬島嶼遭朝鮮攻擊。一座博物館亦
在島上揭幕，以照片、3D立體圖像及影

片介紹當年的襲擊，又展出遭轟炸後民宅
中的物品殘骸。韓總理金滉植在首都首爾
主持紀念儀式，他形容延坪島事件是「不
理後果的暴行」，強調國家將堅決應對來
自朝鮮的「挑釁」。

另邊廂，韓國總統候選人之一、無黨籍

企業家安哲秀，與反對派民主統合黨候選
人文在寅的合作競選談判破裂，昨日宣布
放棄參選。下月19日的大選將成為執政黨
參選人朴槿惠與文在寅之爭。

■法新社/韓聯社/《中央日報》

英國廣播公司(BBC)被揭發2年來共向10名離
職高層，發放逾400萬英鎊(約4,938萬港元)補償
金，包括上任僅54天便因醜聞下台的前總裁恩
特威斯爾，以及9月因競逐總裁落選忿然請辭
的前營運總監湯姆森。有保守黨議員譏諷，在
BBC失去高薪厚職「猶如中彩票」，狠批其浪
費納稅人金錢。

英議員頻公費「外訪」捱轟
另外，《獨立報》昨揭露約242名英國國會

議員，在過去兩年以「考察」為由出訪多國，
總花費高達150萬英鎊(約1,851萬港元)，不少更
由外國政府、私人企業和說客團體埋單，有收
受利益之嫌。每位外訪議員平均開銷為6,500
英鎊(約8萬港元)；以中國內地和香港為外訪地
首選。

■《每日郵報》/法新社

泰國民間團體「保
衛暹羅」今天在曼谷
發起大規模反政府集
會，預計有5萬人在國
會附近示威。政府日
前下令實施國內安全
法，出動約1.7萬名警
察防止暴力事件。報
道稱，今次可能是前
年 「 紅 衫 軍 」 示 威
後，另一次導致社會
動盪的集會。

「保衛暹羅」的領
袖文樂是退役將領，
該組織上月28日曾發起
集會，聲稱有2萬人參
加。他指英拉領導的
是「傀儡政權」，實際
被流亡迪拜的兄長、
前 總 理 他 信 幕 後 操
控。除示威外，反對
派亦在國會商量對內
閣提出不信任議案。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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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高層離職獲4938萬
「好過中獎」

英企硬促削支萬億 料明年初達共識

歐峰會預算談判交白卷
■英國企硬要

求預算削減支

出近1萬億。圖

為英國首相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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