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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本月12日成功發射搭載衛星的火
箭「銀河3」號，韓國國防部昨公布火箭
殘骸分析結果，指朝鮮有能力發射射程
逾1萬公里、攜帶重500至600公斤彈頭的
導彈，足以覆蓋美國西岸。

仿前蘇聯導彈技術
韓國在西岸外海打撈「銀河3」號第1

節，取得氧化劑容器並作出分析。調查顯
示，容器內存48噸有毒的紅煙硝酸，是模
仿前蘇聯飛毛腿導彈和蘆洞導彈技術。
韓國防部官員稱，火箭殘骸由鋁、鎂

合金製成，有8塊手工焊接板，手工很粗

糙；部分零件如壓力傳感器等，應是朝
鮮由外國進口。他表示，太空技術先進
的國家，極少使用氧化容器儲存有毒化
學物。

專家：圖研洲際導彈
參與調查的專家判斷，朝鮮使用可在常

溫下長期保存的紅煙硝酸作為氧化劑，顯
示與開發太空飛行器相比，朝鮮更欲開發
洲際彈道導彈技術。專家指，朝鮮採用飛
毛腿導彈和蘆洞導彈技術，研發出三級遠
程火箭，掌握分離所需技術。
但當局未取得火箭第2及第3節殘駭，

未能判斷火箭是否具備洲際彈道導彈的
關鍵要素，即重返大氣層的技術。專家
認為，朝鮮仍需數年時間才能掌握微型
化技術，在飛彈上安裝核彈。
朝鮮官媒報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上

周五表示，需發展更強大、攜帶能力更
高的火箭，以發射一系列更有效的衛星
上太空。
聖誕臨近，韓國防部批准天主教團體

在與朝鮮接壤邊境的金浦山上，點亮聖
誕樹燈飾（右圖），直至下月2日，朝鮮
離邊境數公里處亦可看到。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韓聯社/中央社

韓官員：朝導彈射程達美西岸

奧巴馬倡有限度措施吊命

名導演：恐扼殺創作自由

餓死長者 英醫院涉虐38病人

蒙蒂不參選 拒與貝老合作

2/3民眾支持 副總統請辭

埃及新憲法草案前日進行第二輪公投，官媒表示，新

憲獲2/3選民贊同下通過。待選舉委員會今日正式宣布

公投結果後，將於兩個月內進行國會大選。分析指公投

投票率很低，難以說服反對派，社會動盪將無日無之。

副總統馬基前日呈辭，有指與憲法草案無設副總統職位

有關。

據悉馬基自感不適合政治生活，早有離意，但為應對國內外
局勢暫時留任。他表示，在任期間致力實現國家利益，認

為辭職時機成熟，稱公投可望通過。有傳埃及央行行長奧克達亦
已辭職，但內閣消息否認。報道稱，前副央行行長拉米茲將接替
職務。

投票率僅三成 反對派轟舞弊促查
軍警在各票站執勤，確保投票順利，整體秩序良好。據報部分

票站出現違規拉票、延遲開放及選民資料有問題等，不過當局指
無出現重大違規情況。反對派承認草案將獲通過，但聲稱接到舉
報指公投存有舞弊，要求最高選舉委員會調查。德國外長促請埃
及選舉委員會徹查，釋除公眾疑慮。
總統穆爾西為安撫反對派，上周五任命90名上議院新成員，包

括自由派或基督教人士，但未改變穆斯林兄弟會佔大多數的優
勢。反對派批評憲法草案偏袒伊斯蘭教，忽視基督徒與女性的權
益。自由派和科普特教派代表呼籲民眾抵制公投，批評制憲委員
會伊斯蘭成員壟斷憲法起草工作，漠視外界意見和利益。
但有民眾認為，假如草案未獲通過，難保反對派會滿意制憲委

員會重組後制訂的新草案，屆時只會浪費時間和金錢，不利國家
恢復穩定。

美眾議員：極權政府變獨裁主義
由於逾半埃及法官拒絕監督投票過程，當局唯有在15日及前日

按地域分兩階段進行公投。票站調查指，第二輪贊成票約71%，
結合首輪投票的56.5%，意味新憲以約63.8%支持票獲得通過。然
而綜合投票率僅約32%，反映選民投票意慾偏低。有選民直言對

憲法興趣不大，只希望社會恢復穩定。
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萊赫蒂

寧發聲明，形容公投是
「埃及人民的挫敗」，並

稱「無法慶祝一個
極權政府換成伊
斯蘭教獨裁主
義」。

■美聯社/

法新社/

路透社

去年參與埃及政治運動的著名導演
約瑟夫，認為文藝工作對推翻政權貢
獻良多，但因顧慮新憲法，已投身參
與反對組織。反對派認為，新憲對婦
權無保障，對國家道德標準也十分模
糊，擔憂伊斯蘭保守派會藉漏洞向女
性及文藝界施壓。
約瑟夫的作品反映穆巴拉克時代的

貧窮，也談及性問題等伊斯蘭禁忌。
新憲法訂明，在「伊斯蘭教法相關事

項」上，須先請示開羅的愛資哈爾清
真寺及大學，限制約瑟夫的創作自
由。他認為，無憲法能苛刻地迫使國
家一半人口接受。
學者巴拉卡特認為，埃及伊斯蘭勢

力打壓文藝界可能更甚於穆巴拉克。
穆斯林兄弟會至今未定下文化政策，
原教旨主義者甚至對藝術抱質疑態
度，難以預測其取向。

■路透社/《觀察家報》

埃及去年掀起「阿拉伯之春」革

命，前總統穆巴拉克被推倒下台，

自此該國踏上追尋民主之路。埃及

通過新憲法草案，可說是為近兩年

充滿混亂的民主過渡立下重要里程

碑，但代價是激發當權派與反對派

對立，更使社會面臨分裂。

埃及人民今年迎來首位民選總統

穆爾西(見圖)，曾為民主進程帶來

希望。穆爾西上月調停以色列與巴

勒斯坦新一輪衝突，成為世界政壇

寵兒，亦令埃及前景顯得一片光

明。言猶在耳，他隨即頒布具獨裁

氣息的總統擴權法令，激起民憤，

成為多次暴力示威衝突的導火線，

劇情急轉向下。

掌權的穆斯林兄弟會等主流伊斯

蘭勢力力撐新憲；反對派則大呼不

公，勸喻民眾抵制公投，儼然將民

意撕開兩邊。憲法公投不僅暴露宗

教教派間的惡鬥，亦凸出反對派拒

絕談判的態度，以及穆兄會依賴高

壓獨裁手段

的傾向。雙

方毫無和解

意願，埃及

前景仍是烏

雲密布。

反對派放

棄繼續抗議

新憲，改為

養兵蓄銳，

衝擊即將到來的國會大選，意圖扳

回一城。然而反對派團結一致，或

促使穆兄會與極保守主義的沙拉菲

教派加強合作，恐令社會進一步分

化及對立。

穆兄會與反對派的對立關

係能否妥善化解，決定埃及

未來是恢復穩定發展，還是

進一步陷入混亂。同時，阿

拉伯世界將密切注視埃及形

勢演變，判斷「阿拉伯之春」

革命是否物有所值。

穆爾西撕裂埃及
陳國麟

意大利看守總理蒙蒂昨表明不會參
加2月底舉行的大選，但若改革派邀
請其出任總理，他願意考慮。蒙蒂估
計前總理貝盧斯科尼將獲近2成選
票，但強調絕不會與對方合作。
民調顯示，支持蒙蒂的中間派料可

獲15%選票，意味若蒙蒂再任總理，
新政府須與中間偏右的貝盧斯科尼，
或中間偏左的貝爾薩尼合作，但估計

中間派政黨只能成為第3或第4大黨。

經濟料收縮 國債破20萬億
支持度高企的貝爾薩尼表示，若勝

出大選，將基本延續蒙蒂的改革方
針，但貿易聯盟將施壓要求他放鬆削
支力度。外界預期，意國經濟今明兩
年仍將收縮，國債在10月首次突破2
萬億歐元(約20.4萬億港元)大關，並

有上升趨勢。
蒙蒂提出一系列計劃，包括改革過

時的勞工法、完善反貪腐立法、裁撤
政府冗員、改革福利及促進男女公平
競爭等，目標「改革意國及歐洲」。
他批評，貝盧斯科尼打算廢除新資產
稅，是危險而不切實際，強調不應中
止緊縮政策及改革，否則前功盡廢。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美國國會上周暫停「財政懸崖」討論，總統奧巴馬與
家人飛往夏威夷度假前稱，期望能延長中產稅務寬減及
失業救濟金等有限度措施，顯示共和黨眾議院議長博納
提出的「B計劃」日前難產後，暫無法一刀切解決「財
崖」。國會本周四重開後，共和民主兩黨需在5日內達成
協議。
奧巴馬返回白宮後將集中與國會討論有限度措施，目

的是在「財崖」下月1日的限期後，保障中產階層不用
加稅，以及讓200萬失業人士繼續獲救濟，藉此為縮窄
財赤鋪路。

■路透社/美聯社

■巴西17歲少女

席爾瓦因腦下垂

體作怪，身體長

高至6呎8吋，與

5呎4吋高的男友

形成強烈對比。

兩人相處愉快，

接吻或擁抱時會

互相配合，儼如

流行曲《高妹正

傳》的真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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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藥廠研抗癌藥
壞細胞自殺

研發對抗某種癌症的藥物非新鮮事，但全球3
大藥廠破天荒研發針對數種不同癌症的藥物，令
癌基因自毀，停止腫瘤擴大，不少科學家視之為
癌症研究的新基因紀元。
美國默沙東、瑞士羅氏及法國賽諾菲藥廠各自

研發新藥，期望促使嚴重受損的細胞自毀，並適
用於一半癌症類型，包括常見及罕有癌症。美國
癌症協會首席醫學及科學主任布勞利稱，藥廠新
研究正是癌症藥物發展的未來，分子標靶治療重
要性大增，預料哪個身體器官發生癌變為次要。

《紐約時報》

諾如病毒襲日醫院
6老翁亡

日本近日爆發諾如病毒，宮崎
縣一家醫院自本月12日起有6名78
至88歲的男性長者死亡，另44人染
病。全國感染人數逼近6年新高。
院方昨指，有44名病人和職員

染上諾如病毒，11人正接受治
療，5人情況嚴重。局方向公眾致
歉，稱一名員工在照顧不同病人
期間，全日均穿同一件即棄圍
裙，而非每次更換，令病毒迅速
蔓延。 ■共同社/法新社

英國伍斯特郡雷迪奇一家醫院發

生連串懷疑虐待病人事件！《星期

日電訊報》報道，醫院38名長者病

人遭長期疏忽照顧，一名男病人更

因長期飢餓活活餓死。院方隱瞞事

件，直至家屬採取法律行動才曝

光。衛生大臣侯俊偉表示震驚，指

必要時會採取行動。

肇事的亞歷山德拉醫院共賠償41

萬英鎊(約514萬港元)，並去信病人

家屬，為服務不足而道歉，但堅持

大部分指控「無醫療記錄支持」。

病人在2002年至去年期間入院，

2009年一名84歲男病人因跌倒入

院，但院方忽略他只能進食部分食

物，兩個月內無提供適當食物，他

最終因營養不良去世。另有退休女

護士中風入院後，疑被迫服下「懵

仔藥」，不能說話，護士亦連續11

周不替她洗澡。即使病人兒子哀

求，護士仍以工作繁忙為由拒絕，

病人轉院一周後不治。

■《星期日電訊報》/

英國廣播公司

■韓國打撈起的「銀河3」號氧化劑容器。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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