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爆發大規模反性侵示威，總統慕克吉長子、
國會議員阿比吉特（見圖）早前批評參與示威女性
「濃妝豔抹」，並稱他們在模仿埃及發動「粉紅色革

命」，遭各界猛烈抨擊，引起政治風波。阿比吉特
其後為言論道歉，並稱無意冒犯女性。

據報阿比吉特早前出席電視節目時，稱參與示
威的女學生濃妝豔抹，質疑她們的身份，並指該「粉紅色革命」脫離現
實。言論引來輿論口誅筆伐，有網民甚至在微博twitter直斥阿比吉特「腦
殘」，並令其父蒙羞。 ■《國際財經時報》/《印度斯坦時報》

連串強姦案震驚印度全國，在社會壓力下，當地政府據報將推出新措施，包括公開
性罪犯的姓名、照片及地址，以打擊性罪行。不過批評指，印度強姦案平均入罪

率只有25%，且大部分案件需數年才交到法院審訊，加上有不少受害人沒舉
報，質疑措施效用。

內政部政務次長辛格表示，有關措施會先在德里地區實施，性罪犯個人
資料會上載到警方網站。

在印度，當局有權對罪犯施以死刑，由於近期反強姦示威中，不少示威
者都要求將強姦犯處死，令當地掀起強姦是否要判死的討論。內政部長欣
德上周稱，將修例針對個別強姦案判處死刑。

■法新社/《衛報》/《紐約時報》

據報受害人於上月13日「排燈節」期間，在旁遮普邦遭兩男一女襲擊，
並被男子輪姦。受害少女及家屬其後無視疑犯威脅，到當地警署報

案，但警方拒絕展開調查。少女一名姊妹表示，警方多次要求少女到警署
接受問話，藉機羞辱她。

促接受賠償 副警長免職
警方其後向受害人施壓，要求她選擇接受現金賠償，否則就要嫁給其中

一名施襲者。事件曝光後，旁遮普邦警局立即展開調查，將負責刑
案偵查的一名助理副調查員停職，並將包括副警長在內的兩名
警察免職。副省長要求警方指派資深警官調查，並在一周內
提交報告。印度新聞信託社報道，北部切蒂斯格爾亦有警
員涉嫌拒絕為強姦案立案，受害人夫婦向更高級的警官
投訴後揭發事件，該警員已被停職查辦。

巴士遭輪姦女情況惡化
另外，今月新德里巴士輪姦案23歲女受害人前

日轉送新加坡伊利沙伯醫院，該院醫生昨表
示，受害人腦部受創、肺部及腹部受感染、
心臟亦一度停頓，昨晚情況更急轉直下。辛
格及國大黨主席索妮婭．甘地強調政府將盡
快對涉案犯人施以嚴懲。

印度內閣周三以醫學理由決定將受害人移
送新加坡，並承諾支付一切所需醫療費用，
但有醫生質疑移送重症病患的決定。該匿
名醫生表示，當局僅詢問他們移送病人

「是否安全」，並沒考慮到「是否最佳方
案」。印度媒體質疑，政府是不堪大規
模示威壓力，才決定將受害人移送國
外。

■美聯社/法新社/《印度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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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海灣戰爭中的聯軍指揮官、美國退休
四星上將施瓦茨科普夫前日因肺炎併發症在家
中病逝，享年78歲。白宮及國防部高度評價其
一生。當年發起聯軍阻止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
前總統老布什，亦於病榻上發聲明致哀，形容
施瓦茨科普夫是「偉大軍事領袖」和「真正的
愛國者」。

老布什病榻上致哀
老布什目前因嚴重支氣管炎留醫，他形容施

瓦茨科普夫一生正直，是美國捍衛自由信念的
縮影。白宮則形容施瓦茨科普夫的愛國貢獻使
美國變得更安全，防長帕內塔稱施瓦茨科普夫

「為美軍及國家留下無法抹去的印記」。
施瓦茨科普夫出身軍人世家，父親是美軍少

將。他於西點軍校畢業，並獲南加州大學導彈
工程碩士學位。與新一代將領不同，施瓦茨科
普夫經常身先士卒，因此多次獲授勳。

退役後低調 公開質疑伊戰
1988年他獲任命為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

1990年海灣戰爭爆發，他出任聯軍總司令，發
動「沙漠風暴」行動空襲伊拉克防空設施，再
以地面戰進攻，短短100小時內將伊拉克軍隊
逐出科威特。這場行動被軍事專家視為軍事史
上一次創舉，施瓦茨科普夫亦因此獲「諾爾曼
風暴」稱號。施瓦茨科普夫1991年退役後專注
慈善工作。2003年美軍入侵伊拉克，他公開質
疑開戰動機，並看穿美軍會陷入泥沼之中。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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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和阿根廷1982年4月爆發馬爾維納斯群島(英稱
福克蘭群島)戰爭，主權爭議至今仍未平息。英政府昨
日公布秘密檔案披露另一段小插曲，原來英政府曾打
算讓英格蘭、蘇格蘭和北愛爾蘭代表隊退出當年6月舉
行的西班牙世界盃，以免在球場再遇阿根廷，但考慮
到退賽會變相成為阿根廷的宣傳才作罷。幸或不幸，
相關隊伍都在各自的分組賽遭淘汰，冤家未碰頭。

分組賽出局 冤家未碰頭
英國國家檔案館資料顯示，時任體育大臣麥克法蘭

當年4月曾致信體育局，呼籲在個人、球會和國家隊
各層面上，全面停止與阿根廷的體育交流。一個月
後，麥克法蘭再致信時任首相戴卓爾夫人，稱英國海
軍在馬島戰爭喪生，明顯影響球員情感，抗拒在世界
盃與阿根廷對戰。

然而時任內相岩士唐指出，若退賽，阿根廷只會視
為英國示弱的表現。最後英倫三隊和阿根廷都在第
一、二輪分組賽出局，意大利在決賽擊敗德國奪魁。

■《每日郵報》/美聯社/路透社

■印度婦女權益屢受

侵犯。 資料圖片

■海灣戰爭期間，施瓦茨科普夫講解美軍戰術。 資料圖片

拒受理案件 羞辱受害人

嚴懲性罪犯 或公開姓名照片

韓國LG電子姊妹公司LG Display(LGD)周三入稟法院，申請在韓國禁售
三星的Galaxy Note 10.1平板電腦，指該款產品涉嫌侵犯公司3項液晶顯示
屏(LCD)專利。LGD稱，除尋求在韓國全面禁售該產品外，還計劃阻止其
製造及出口到海外。

LGD及三星自9月起爆發專利戰，LGD控告三星的其中5款產品，侵犯
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屏幕的7項專利，涉及產品包括三星艦智能手機
Galaxy S系列及Galaxy Tab板腦。三星其後反告LGD，明知三星員工簽下
不可為競爭對手工作的合同，但仍挖走其數名OLED研發人員。 ■法新社

LG申韓禁售三星Note 10.1

美國嬰兒用品製造商Baby
Matters生產的嬰兒躺椅Nap
Nanny（見圖），先後在北美造
成5名嬰兒死亡及數十宗受傷
個案。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
(CPSC)要求公司自願回收產品
不果，於是入稟法院，並要求
各大零售商自行回收產品，亞

馬遜及玩具反斗城等均已將產品下架。
CPSC表示，數款Nap Nanny型號的設計、警告及說明書均有問題，包括

第一、二代及「Chill」型號，對嬰兒構成巨大危險，輕者受傷，重可致
死。Nap Nanny設計師居德爾不同意指控，她辯稱若使用恰當，即在地上
及為嬰兒佩戴安全帶，此產品屬安全。她指，由於與當局的「長期鬥
爭」，其公司兩個月前已結業。 ■《華爾街日報》/《多倫多星報》

嬰兒躺椅奪5命 美勒令回收

搶槍射傷3警 美疑犯被擊斃

奧巴馬談婚姻「共渡難關顯真愛」

印度一名17歲少女上月被輪姦後

到警署報案，但警方拒絕接納案

件，更慫恿她嫁給施襲者並多次借

故羞辱，少女周三不堪受辱服毒自

殺。警方前日將兩名涉案警察免

職，並同日逮捕3名疑犯。印度近

日接連爆出女性被輪姦案，令當地

女性安全備受注視。

美國新澤西州一家警局昨晨發生槍擊事件，一名涉及家
暴罪行的疑犯被帶返警局後突然反抗，混亂中搶去警員佩
槍開火，造成2男1女警員受傷，疑犯其後被擊斃。當局指
情況已受控，沒危及公眾安全。

事發在清晨5時半，疑犯在格洛斯特鎮警局與警員發生
糾纏，其中一名男警雖身穿防彈衣，但據稱下半身中了兩
槍，其後送院搶救，需接受手術。另外兩名男女警員則被
硝煙灼傷，並無大礙。 ■霍士電視台/美聯社

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夫人米歇
爾在大選後首次一同接受電視
訪問，結婚20多年的奧巴馬透
露維繫婚姻的秘訣，稱只要兩
人能夠攜手共渡難關和尊重，
真愛會更深刻。

奧巴馬夫婦接受美國廣播公
司(ABC )著名主持Barba r a
Walters訪問，談到奧巴馬當選後發布的夫婦緊抱照片（見

圖），Barbara問二人當時為何抱得這麼緊。奧巴馬簡單答
道：「因為我愛我的妻子。」米歇爾解釋，當時已有一段
時間沒見到丈夫，競選時兩人常擦身而過。奧巴馬說，那
是我的「甜心」給我的擁抱。

奧巴馬提及大女最近有手機，稱男孩不用再經他及米歇
爾同意，便可直接致電女兒。■美國廣播公司/《每日郵報》

英
媒
：
華
５
年
後
勞
力
萎
縮

英國《金融時報》
昨日發表評論指，
美國和日本等發達
國家人口老化問題
愈來愈嚴重，而中
國在5年後亦會出
現勞動人口萎縮，
廉價勞動力優勢逐
漸流失，令製造業
和外包業被迫轉移
至阿富汗、印度和
印尼等政治不穩和投資環境較惡劣的國家，增加勞動力成
本，令全球「廉價時代」告終。

評論指，除了歐債危機和美國「財政懸崖」，是時候把注意
力轉向中、長期的人口問題。日本老齡化已廣為人知，估計
至2030年，日本人平均年齡將達51歲。世界其他地區也呈現
出人口老齡化趨勢，雖然美國人口普查局前日公布，美國人
口於明年1月1日將升至3.151億，按年升0.73%，但數據顯示，
65歲以上人群在總人口所佔比重，將從目前1/7升至2060年的
1/5。

製造業遷動盪國 成本上升
評論稱，再過5年，中國勞動人口也將開始萎縮。屆時勞動

人口保持快速增長的國家只剩阿富汗、印度和印尼等，但這
些國家政局不穩、投資環境惡劣、基建滯後、勞動法規限制
多。勞動力成本上升將壓縮利潤空間，最終導致產品加價，
因此老齡化趨勢可能導致廉價商品時代走向終結。

■英國《金融時報》/路透社

■少女在沙灘為強姦案

受害者祈禱。 新華社

■少女在沙灘為強姦案

受害者祈禱。 新華社

■少女在沙灘為強姦案

受害者祈禱。 新華社

■少女在沙灘為強姦案

受害者祈禱。 新華社

■少女在沙灘為強姦案

受害者祈禱。 新華社
■少女在沙灘為強姦案

受害者祈禱。 新華社

■少女在沙灘為強姦案

受害者祈禱。 新華社

■少女在沙灘為強姦案

受害者祈禱。 新華社

■少女在沙灘為強姦案

受害者祈禱。 新華社

■少女在沙灘為強姦案

受害者祈禱。 新華社
■少女在沙灘為強姦案

受害者祈禱。 新華社

■少女在沙灘為強姦案

受害者祈禱。 新華社

■少女在沙灘為強姦案

受害者祈禱。 新華社

■少女在沙灘為強姦案

受害者祈禱。 新華社

■少女在沙灘為強姦案

受害者祈禱。 新華社
■少女在沙灘為強姦案

受害者祈禱。 新華社

■少女在沙灘為強姦案

受害者祈禱。 新華社

■少女在沙灘為強姦案

受害者祈禱。 新華社

■少女在沙灘為強姦案

受害者祈禱。 新華社

■少女在沙灘為強姦案

受害者祈禱。 新華社
■少女在沙灘為強姦案

受害者祈禱。 新華社

■少女在沙灘為強姦案

受害者祈禱。 新華社

■少女在沙灘為強姦案

受害者祈禱。 新華社

■少女在沙灘為強姦案

受害者祈禱。 新華社

■少女在沙灘為強姦案

受害者祈禱。 新華社

■少女在沙灘為強姦案

受害者祈禱。 新華社

■新德里民眾前日示威，要求

政府加強保護女性。 法新社
■新德里民眾前日示威，要求

政府加強保護女性。 法新社
■新德里民眾前日示威，要求

政府加強保護女性。 法新社
■新德里民眾前日示威，要求

政府加強保護女性。 法新社
■新德里民眾前日示威，要求

政府加強保護女性。 法新社

■新德里民眾前日示威，要求

政府加強保護女性。 法新社
■新德里民眾前日示威，要求

政府加強保護女性。 法新社
■新德里民眾前日示威，要求

政府加強保護女性。 法新社
■新德里民眾前日示威，要求

政府加強保護女性。 法新社
■新德里民眾前日示威，要求

政府加強保護女性。 法新社

■新德里民眾前日示威，要求

政府加強保護女性。 法新社
■新德里民眾前日示威，要求

政府加強保護女性。 法新社
■新德里民眾前日示威，要求

政府加強保護女性。 法新社
■新德里民眾前日示威，要求

政府加強保護女性。 法新社
■新德里民眾前日示威，要求

政府加強保護女性。 法新社

■新德里民眾前日示威，要求

政府加強保護女性。 法新社
■新德里民眾前日示威，要求

政府加強保護女性。 法新社
■新德里民眾前日示威，要求

政府加強保護女性。 法新社
■新德里民眾前日示威，要求

政府加強保護女性。 法新社
■新德里民眾前日示威，要求

政府加強保護女性。 法新社

■新德里民眾前日示威，要求

政府加強保護女性。 法新社
■新德里民眾前日示威，要求

政府加強保護女性。 法新社
■新德里民眾前日示威，要求

政府加強保護女性。 法新社
■新德里民眾前日示威，要求

政府加強保護女性。 法新社
■新德里民眾前日示威，要求

政府加強保護女性。 法新社

■新德里民眾前日示威，要求

政府加強保護女性。 法新社

■日本人口老化問題嚴峻。 資料圖片

被姦反逼嫁淫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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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示威女「濃妝豔抹」 總統子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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