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門事件、伊朗門事件、萊溫斯

基性醜聞、卡特里娜風災，這些名

詞背後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代表

多位美國總統的污點。美國史上首

位黑人總統奧巴馬僥倖在高失業率

下連任，也被一周內突然爆發的三

大醜聞殺個措手不及，其中竊聽美

聯社不僅令他蒙羞，標榜新聞自由

的美國今次自摑嘴巴，令世人大跌

眼鏡。新聞自由之犧牲，豈是「國

家安全」所能填補！

美國多年來以「國家安全」為

由，對涉嫌恐怖分子嚴刑迫供，早

前傳媒揭發軍方出動無人機，在沒

真憑實據下射殺被視為危險的海外

公民。人權、公正之類的漂亮口號

去了哪？作為第四權力的美國新聞

界，表面上受憲法第一修正案保

護，卻難逃華府的雙重標準，在這

場權力的對撞衝擊中，新聞業節節

敗退。

逾30年來，政府獲取傳媒電話紀

錄受到嚴格規定，這成為傳媒與政

府保持「權力平衡」的關鍵：前者

有權向公眾揭露政府內幕，但後者

有時需通過秘密行動打擊罪案和維

護國家安全。

政府若要得到傳媒通訊紀錄，用

作調查某人或事件，須事前通知傳

媒，除非此舉會對調查的真實性構

成重大威脅(substantial threat)，這樣

政府才可以「秘密傳票」直接取得

紀錄。但問題來了，「重大威脅」

的解釋權握在華府手中，就如當局

判斷誰是恐怖分子、誰應被無人機

射殺。況且，採取「秘密傳票」還

有個堂而皇之的理由——為免傳媒

得知當局有意調查後，先行銷毀相

關檔案。

消息來源是記者和傳媒的生命

線，保護他們更是基本新聞道德。

美聯社身為國際知名新聞機構，奧巴馬政府竟也斗

膽上下其手！在傳統新聞價值觀崩潰、業界飽受互

聯網衝擊的今天，此事發人深思，美式新聞自由是

否只存在於遙遠的烏托

邦？

奧巴馬政府接連捲入3宗醜聞，共和黨抨
擊他濫用行政權力，指責奧巴馬猶
如因「水門事件」下台的前
總統尼克松，因尼克松亦
曾利用國稅局打擊政敵。
白宮前日反駁稱，奧巴
馬不是尼克松，指將兩
者比較的人應先了解他
們的背景和歷史。

分析指，共和黨一直對奧巴馬連任不滿，
希望將他推入醜聞風暴，藉此在未來

的選戰中重創民主黨。共和黨參
議員麥凱恩和哈奇受訪時表
示，國稅局針對茶黨此類戲
劇化事件，除尼克松執政時
期外，歷任總統均沒出
現，要求奧巴馬解釋。

■法新社

聯署機構包括美國新聞自由記者協會、紐約時報母公司、美國國家
公共電台等，要求司法部交還取得的電話紀錄及披露誰人曾查閱

這些紀錄，同時應公布是否還有針對傳媒的「秘密傳票」。
美聯社相信司法部是調查去年5月7日報道中，提及美國中情局在也

門的秘密行動，華府一直試圖揪出洩密「內鬼」。霍爾德說，由於自己
是知情者，又常與媒體打交道，聯邦調查局(FBI)調查洩密時曾詢問
他。為確保司法部調查的獨立性，他作出迴避，行動交由副部長科爾
負責。霍爾德表示，相信參與調查的人都遵守司法部規章和規則。

美聯社：無解釋「秘密傳票」範圍

科爾前日致函回覆美聯社時警告，「洩露機密資訊對所有美國人造
成嚴重傷害」。美聯社社長普魯伊特回應稱，司法部的回覆未能合理辯
解「秘密傳票」覆蓋程度。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普利巴斯批評，霍爾德准許司法部擷取美聯
社電話紀錄，是踐踏憲法第一修正案，沒履行維護憲法的責任，要求
他引咎下台。著名電視主持人歐伯曼和舒斯特亦指霍爾德支持這種

「流氓行徑」，理應辭職。眾院民主黨二號人物霍耶表示，必須採取措
施避免事件重演。

憲法護消息來源 白宮急劃清界線

保護新聞自由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明文規定的內容，美國媒體一
直以此保護「消息來源」，但也有人擔憂過度保護消息來源，可能妨礙
對危及國家安全的洩密事件調查工作。

白宮試圖劃清界線，堅稱調查美聯社通話紀錄是由司法部獨立運
作。白宮發言人卡尼前日強調，奧巴馬總統強烈認為
必須讓新聞記者不受束縛地報道，但同時須確保涉
及國家安全利益的機密訊息不被洩露。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Politico/

《每日郵報》

美國政府竊聽醜聞不斷發酵之際，擁有逾億
用戶的微軟通訊服務Skype亦捲入監控疑雲。德
國Heise保安公司日前透過Skype傳送一個私人網
站的登入帳戶及密碼後，有跡象顯示微軟曾使用
該組密碼登入網站，懷疑微軟一直監視Skype的
即時訊息。科技專家則認為，事件只是微軟辨別
網絡欺詐或有害網站的程式引起，呼籲網民無
需驚慌。

或自動程式調查網站

Heise研究團隊此前發現，每當使用
Skype與同僚對話後，網絡流量會有不尋

常提升，決定查清原因。他們透過
Skype傳送私人雲端伺服器的帳戶

和密碼後，監視相關帳戶。數
小時後，他們發現有用戶

登 入 ， 其 I P 地 址

「65.52.100.214」追溯至微軟在美國
雷德蒙德的總部，認為這顯示微軟
有監控Skype訊息內容之嫌。

但科技記者博特不認同Heise說
法，稱事件只是微軟自動程式對該
網站進行調查時引起，認為當前
證據不足以顯示微軟在監聽。
■zdnet網站/

TG Daily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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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間諜門 疑涉波馬爆炸案情報 自己人查自己人 FBI查稅局醜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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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反擊共和黨：奧巴馬非尼克松

52傳媒聯署
炮轟美司法部

部長稱洩密案非常嚴重 政客批踐踏憲法促下台 竊聽醜聞捲科技界
微軟疑監控Skype

美國司法部被揭秘密擷取美聯社記者電

話紀錄醜聞持續發酵，司法部長霍爾德成

眾矢之的，多達52家大型傳媒機構前日遞

交聯署信抗議，多名政客和傳媒人更齊聲

要求霍爾德下台。不過霍爾德企硬反駁美

聯社指控，理直氣壯稱秘密獲取電話紀錄是為調查一宗近37

年來最嚴重、置「美國人民於危險中」的洩漏國家機密案。

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館三等秘書福格爾前日被
俄方指控是中情局（CIA）特工，宣布驅逐他出
境。俄媒指，福格爾事發前打算利誘一名負責
北高加索地區反恐任務的俄國特工提供情報，
故外界懷疑事件與上月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
後，美國加緊在俄境內收集恐怖分子資料有
關。

俄國《生意人報》指出，美國代表團上月在俄
方人員陪同下，到波士頓爆炸案車臣裔疑犯兄弟
曾棲身的達吉斯坦調查，懷疑美方當時取得俄方
人員的聯絡方法。分析指，美俄在交換爆炸案情
報上屢遇障礙，美方可能因此嘗試另闢途徑搜集
情報。

俄總統普京外交顧問烏沙科夫昨表示，克里姆
林宮對福格爾「粗糙且笨拙」的諜報行為感到驚
訝，並稱俄聯邦安全會議秘書帕特魯舍夫下周二
至三將訪美，為美國總統奧巴馬帶來普京的口
信。

不過前聯邦調查局（FBI）反間諜專家奧尼爾
認為事件疑點重重，懷疑是俄方插贓嫁禍，以報
復美國爆炸案後多番批評俄方隱瞞情報。他認為
俄方刻意鬧大事件，可能是要煽動俄國反美情
緒，達致政治目的。

俄國營電視台播放聯邦安全局（FSB）提供的
片段指，當局今年1月亦曾驅逐另一名疑是CIA
的間諜。 ■美聯社/法新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美國國稅局鎖定茶黨和其他保守派團體，嚴審其免稅申請，
事件擴大為政治風暴。總統奧巴馬前日發聲明指出，事件是錯
誤行為，已下令財政部長雅各布．盧要「讓相關人士承擔責
任」，確保事件不會再發生。司法部長霍爾德稱，已下令聯邦
調查局(FBI)展開刑事調查。

傳媒引述該份長54頁的報告指出，國稅局職員確實對保守團
體稅務項目作出不適當的政治性選擇，嚴厲批評局方管理差
劣，延誤處理事件，損害公眾對該局的信心。白宮發言人卡尼
表示，確定白宮內部無人牽涉國稅局醜聞。

醜聞核心人物、國稅局局長米勒前日在《今日美國報》撰
文，解釋該局職員挑出一些組織來審查，是為應對2010年後政
治組織免稅地位申請的爆炸性增長，國稅局在當中犯了不少錯
誤，但並非出於政治或黨派原因。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美證實奧巴馬
下周一白宮晤緬總統

繼緬甸總統吳登盛早前傳出將
訪問美國後，美國白宮發言人卡

尼於香港時間今日凌晨正式宣布，總統奧巴馬將於
本月20日(下周一)在白宮會晤吳登盛，討論緬甸民主
進程、解決種族糾紛等議題，以及美國如何協助緬
甸發展經濟。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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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爾德堅持獲取電話紀

錄是為調查嚴重的洩密

案。 路透社

日相安倍晉三特別顧問飯島勳前日訪問朝
鮮，外界視作為安倍訪朝鋪路。安倍昨出席參
院預算委員會會議時，談及與朝鮮領導人金正
恩會談的可能性，有報道稱他可能下月訪朝。
法新社猜測，朝鮮近期與中國關係不好，才有
意恢復和宿敵日本的接觸。朝中社昨報道，朝
鮮勞動黨中央書記金永日當天會見了飯島勳。

民主黨議員白真勳在會議上，問安倍是否有
意舉行日朝首腦會談。安倍表示，對於解決日
人在朝被綁架事件、核武和導彈問題，若首腦
會談是重要手段，自然會考慮並開展交涉。安
倍單方面改善對朝關係，與國際社會對朝施壓
政策背道而馳，韓國和美國或要求日本調整訪
朝步伐。據報韓美認為日本未事先協商，就單
獨決定訪朝，違背日美韓三國合作原則。

朝鮮昨提出重啟開城工業園條件，中央特區
開發指導總局發言人表示，若韓國真誠希望重
啟園區，須停止對朝挑釁言行和對峙活動。

■共同社/路透社/韓聯社

疑醉酒出席活動
捷克總統扶牆行

捷克新任總統澤曼
(圖右)上周出席公開
活動時，精神恍惚且
步伐散漫，不僅須扶
牆步行，下樓由樞機
主教攙扶，其間更忍
不住直接用手巾擦鼻

涕。據報澤曼以前曾公開承認愛好杯中物，今次活動片段
上載互聯網後，網民質疑他根本是飲醉酒，亦有人指他淪
為國家笑柄。總統辦公室否認，稱澤曼只是患感冒。

68歲的澤曼於1998至2002年出任總理，今年3月擊敗前外
長施瓦岑貝格當選總統。後者曾公開揶揄，「澤曼若不飲
這麼多酒，一定會是好總理。」有捷克傳媒稱，澤曼自爆
平均每日飲6杯紅酒及3杯威士忌。 ■英國《太陽報》

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連任後，昨日公布內閣名
單，除了保留有經驗的官員外，亦加入不少新面
孔，反映他希望改革行政，回應外界對政府不近
民情的批評。納吉布的種族傾斜政策備受華人抨
擊，新內閣僅兩名華人成員，馬華公會更完全無
人入閣。

社交網留言 冀深化對華關係

兩名華人閣僚分別是由大馬國際透明組織主席
劉勝權(右圖)出任總理署部長，以及沙巴團結黨
的葉娟呈(左圖)出任教育部第一副部長。

納吉布昨在社交網站寫道，大馬希望繼續深化
與中國的關係，加強兩國經貿聯繫。他表示，連
任總理後，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進行坦誠通
話，就如何深化兩國合作交換意見。

■美聯社/中央社

納吉布新內閣僅2華人
馬華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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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直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