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7 責任編輯：孔惠萍　版面設計：黃力敬 2012年12月4日(星期二)

朝鮮日前公布將於10日至22日間發射地
球觀測衛星，韓聯社昨引述美國外交消息
人士報道，朝鮮已通過六方會談特使，向
美方簡單通報發射計劃。日本繼續加強戒
備， 手在沖繩及首都圈地面部署多套地
對空攔截導彈「愛國者-3」，並準備啟用具
攔截導彈功能的神盾艦，防相森本敏更向
自衛隊下達「摧毀準備命令」。
韓聯社稱，朝鮮不顧美國總統奧巴馬第

二任期即將開始、國際社會強烈反對等，
發表發射衛星計劃，今後朝美關係有可能

因而惡化。

火箭豎立 料一周後發射
韓聯社昨亦引述韓國政府消息稱，朝鮮

已將「銀河3號」火箭的一級火箭豎立在
發射台上，意味發射已進入準備階段。二
級和三級火箭組裝將在未來3天內完成，
隨後將加注燃料。全部準備工作還需約一
周時間。韓聯社預計，朝鮮領導人將根據
天氣決定發射日期。
韓國國土海洋部昨分析朝鮮向中國、新

加坡和歐洲等國發出的通
知，估計一級火箭可能墜
落在全羅北道格浦港以西
約140公里的公海。
韓聯社引述韓軍方消息

稱，自朝鮮宣布發射衛星
後，韓美立即出動衛星和
無人偵察機，嚴密監視西
海衛星發射場的動態。該消息表示，韓美
將「最大限度地」監視朝鮮，直至發射衛
星結束。目前，韓美聯合司令部情報監視

級別仍停留在第三級，待發射進入倒數階
段，監視級別將上調一級。

■路透社/韓聯社/共同社/中新社

傳朝已向美通報射衛星

日下達摧毀令

民調顯示，在野自民黨及黨魁安倍晉三極可能在大
選中擊敗執政民主黨及首相野田佳彥。東京上智大學教

授中野晃一稱：「美國此時可能意識到，日本右翼或會『走過頭』，令
日本走上與中國衝突的道路，最終將美國拖下水。」

日民關心經濟多於政治
據共同社上月中民調顯示，日本選民最關心的是改善經濟及退休金；《朝

日新聞》分析有關本月大選的微博twitter發文後指出，民眾討論核能安全的次
數，遠高於外交及憲法議題。
日本自二戰後一直採取和平路線，右翼政客能鼓動的選民不多，但隨 中

國在釣魚島爭議上愈趨強硬，加上朝鮮近日宣布遠程火箭發射計劃，均助長
日本強化國防的呼聲。安倍在競選政綱中承諾修憲、把「自衛隊」改為「自
衛軍」、恢復集團自衛權、增加軍費等，呼應了選
民盼望強人領袖的心態。
早稻田大學教授勝河野表示，一批該校學生最近

接受訪問，結果顯示不少人希望日本強化國防自
保，但同時大多數人認為日本不應發展核武，應繼
續仰賴美日同盟關係。他認為，這可能與日本經濟
深陷泥沼，或新一代厭倦政治有關，「這不是真正
的右傾，更像是一種對政治灰心沮喪的表現。」有
年青教授則表示：「我們傾向的是保守民族主義，
而非軍國主義。沒有人希望重返1930年
代。」

哈佛教授：政治生態「一團糟」
哈佛大學教授福格爾30年前曾著書讚

揚日本戰後經濟奇蹟，但他最近指出，
日揆每年換新，新一代又飽受連年通縮
之苦，認為日本政治生態根本「一團
糟」。

■路透社/ISN Blog

美國多年來一直鼓勵日本在國際及區域安全事務上擔當更重要角色，以便分攤美國

面對的壓力。不過，路透社前日發表分析文章指

出，美國樂見日本民族主義者執政的想法，在

12月16日日本眾議院大選塵埃落定後，可能

反而令美國更頭痛。

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蒂奇（小圖）與多

名美國前高官10月底先後到訪日本及中

國。他日前受訪時表示，「美國不會在盟

友(日本)受害時袖手旁觀」，強調美國沒就

中日釣魚島爭議表明立場，不

代表美國中立。他又指，

現時呼聲最高的自民黨

黨魁安倍晉三一旦

當選日揆，鷹派

作風或將收歛。

阿米蒂奇指出，《美日安保條約》意味美

國有責任保衛釣島，令美方難以維持中

立。他認為，在本月日本大選及明年3月

中國完成領導層換屆前，釣島爭議難有更

明確解答。

■《華爾街日報》/ISN Blog

阿米蒂奇：

釣島爭議「美不是中立」

日本《朝日新聞》昨公布民調顯示，

在野自民黨最新支持度回落至20%，較前

跌3個百分點，反映該黨更難取得大多數優

勢，並須與更多不同黨派合組政府，增加施政

難度。

根據調查，執政民主黨支持度緊隨其

後，升2個百分點，至15%；第3位

是民望維持於9%的日本維新

會。有意見認為，自民黨黨

魁安倍晉三呼籲日本央行

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

對擔心工作及退休前景

的選民來說，仍相當

吸引，估計民主黨難

以扭轉劣勢。 ■路

透社/共

同社

日本維新會代理黨魁
兼大阪市長橋下徹（見

圖）被指不務正業！大
阪市民團體「監視者」
昨發起示威，指他由上
月17日至昨日間，有13
日忙於處理大選活動，
違反地方自治法及橋下

徹提倡的「禁止幹部職員參與有組織選
舉活動」規定。他們要求橋下退還上月
中至今的工資，並暫時扣起他未來數月
的薪酬。組織代表松浦米子稱，橋下拉
票時大談當市長的功績，明顯在利用大
阪，是不誠實做法，曠工亦無法容忍。

■共同社/日本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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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山梨縣高速公路 子隧道前日崩
塌，混凝土天花板塊剝落壓扁3輛汽車，
造成9死2傷。政府昨下令對全國另外49
條隧道展開緊急檢查。
警方及高速公路營運公司正調查混凝

土板塊剝落原因。中央日本高速公路公
司職員指，用作固定混凝土板塊於牆上
的螺栓鬆脫或屬事故起因。日本放送協
會(NHK)報道，肇事隧道自1977年落成
後，公司一直沒為天花板維修及作鞏固
工程，但隧道卻於今年9月通過安全檢
查。

■路透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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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東南亞最大經濟體，印尼富豪並未受全球經濟不景氣
拖累，繼續通過業務擴張推高旗下企業市值。根據《福布斯》
上周公布的印尼富豪榜，印尼共有32人或家族擁有至少10億
美元(約77.5億港元)身家，超越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印
尼超級富豪佔總人口的比例，甚至超過中國和印度。
印尼第二大丁香煙生產商針記集團的黃惠忠及黃惠祥兄弟

是當今印尼首富，兩人持有的印尼中亞銀行股份，令他們身
家增至150億美元(約1,163億港元)。作為全球最大即食麵生產
商Indofood老闆，三林集團總裁林逢生及家族則以52億美元

(約403億港元)身家居於次席。
首次上榜的新興超級富豪包括經營東爪哇最大購物商場的

特迪加、金鷹食品老闆蘇達默，以及電腦經銷商薩里阿特麥
迪加。
今次超級富豪總數比去年增加6人，不過煤礦業富豪則表

現不振。受國際煤價下挫影響，煤炭富豪身家縮水，當中最
有錢的劉德光家族，財產幾乎縮水一半至約20億美元(約155
億港元)。被視為有力競逐總統的富豪、前人民福利統籌部
長巴克里，更意外跌出榜外。 ■《華爾街日報》

印尼超級富豪人數超日

朝鮮宣布再次發射衛星，引起「六
方會談」國家關注，繼中、美、日、
韓表態後，俄羅斯外交部昨發表聲
明，呼籲朝方重新考慮發射火箭的決
定。聲明指，俄方一再提醒朝鮮不要
忽視聯合國安理會第1874號決議，對
朝方仍宣布發射衛星表示遺憾。
俄聲明表示，俄方準備與六方會談

其他參與方努力解決朝鮮半島面臨的
問題，爭取解除對朝的制裁，為朝鮮
平等參與宇宙空間的利用和核能領域
的國際合作創造條件。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前日說，朝

鮮有和平利用太空權利，但這權利受
到安理會決議等的限制。希望有關方
多做有利於半島和平穩定的事情，希
望各方冷靜對待，避免局勢升級。

■新華社/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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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料重奪政權 與華關係恐惡化

■朝鮮4月時也曾發射衛星。路透社

自民黨支持率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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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民黨在競選綱領中提出要修改憲法，將「自衛
隊」改為「國防軍」。但《朝日新聞》昨公布調查結果
顯示，51%受訪日人不支持所謂「國防軍」設想；贊成
者則僅佔26%，當中男女比例為33%及19%，反對者分
別為53%和49%。

六成候選議員反對加入TPP
從各黨調查情況來看，30%自民黨支持者贊同「國防

軍」，遠超民主黨的10%。而在制訂自主憲法上，日本

維新會支持者佔多數。此外，68%選民稱投票時會重視
各黨修憲主張。
對於自民黨競選綱領提出修憲將「自衛隊」改成「國

防軍」、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
《朝日新聞》網社論說，基於憲法第9條所提倡的和平主
義，自衛隊應徹底貫徹「專守防衛」理念，禁止在海外
使用武力等。若解除這一制約，就會被整個國際社會，
特別是周邊國家理解為「軍隊復活」，勢必加深與中韓
等的矛盾，引發軍備競賽。

另外，共同社前日收回1,193份眾議院選舉候選人的
問卷，當中25.3%主張「全面修憲」，選擇「部分修改」
及「反對修憲」者則各佔3成多；5成人同意日本行使憲
法嚴禁的集體自衛權，高於反對者的44.4%。
63.2%候選人反對日本加入取消所有關稅的「泛太平

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高達92.9%認為「經
濟及就業」是選後最優先議題，其次是「退休金及醫療
等社保改革」及「災後重建」。

■香港中通社

逾半日民反對「國防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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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提出把「自衛隊」升

格為「國防軍」，但日民其實

最關心的是改善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