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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日 本 橫 濱 召 開 的 第 五 屆 非 洲 開 發 會 議
(TICAD)昨日進入第二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會

上宣布未來5年提
供1,000億日圓(約
77 . 2億港元)援
助，協助穩定激
進伊斯蘭分子活
躍的非洲撒哈拉
以南地區，並宣
布協助當地國家
反恐和治安部門

培養2,000名反恐人才，避免年初造成10名日本人
遇害的阿爾及利亞人質事件重現。

安倍表示，日本計劃在年輕人失業對策和女性
獨立援助等方面支援地區開發，摘除極端主義幼
芽，恢復薩赫勒地區在西北和北非的富裕地位。
今次援助是日本前日宣布向非洲提供3.2萬億日圓
(約2,471億港元)援助的一部分。

日本經濟產業相茂木敏充在會上發表演講，提
出5年內將駐非日企僱用當地員工數目由現在約20
萬人增加一倍，並將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在非洲的
事務所由5間增至10間。 ■美聯社/法新社/共同社

土耳其反政府示威蔓延至全國各地，包括首都安
卡拉等48個城市都有示威，是總理埃爾多安政府
2002年上台以來最大規模示威，截至昨日有1,700人

被捕。前日爆發激烈衝突的伊斯坦布爾，示威者在
警方撤走後進駐塔克西姆廣場，氣氛大致平靜，但
近千人昨日試圖遊行到安卡拉的總理辦公室時，遭
警方發射催淚氣體和高壓水炮驅散。

民眾最初不滿政府計劃將塔克西姆廣場附近的加
濟公園改建成商場，示威矛頭其後轉向埃爾多安，
批評他在任多年愈見專橫。

當局表示，連日暴力衝突共造成53名平民和26名
警員受傷。國際特赦組織則稱衝突造成兩人死亡、
數百人受傷，部分示威者因警方使用過量催淚氣體
和胡椒噴霧致盲。人權監察組織(HRW)稱實際受傷人
數較官方數字要高，有示威者更被警方的橡膠子彈
打盲一隻眼。■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英國廣播公司

智能眼鏡Google Glass私隱爭議備受外界關注，有見及此，Google上
周五在網上發布消息，暗示不少軟件開放商有意推出基於人臉識別技
術的應用程式(app)，但在有效的私隱保護措施推出前，公司暫不支援
這類app，並將繼續聽取用家意見，不斷升級軟件及私隱政策。

Google創辦人兼執行總
裁佩奇早前稱，Google
Glass的研發初衷是讓用家
專注互聯網帶來的生活便
利，但產品公開測試以來
卻掀起諸多私隱爭議。美
國部分商戶明言謝絕戴
Google Glass的顧客，以防
偷拍。 ■法新社

Google Glass暫不支援臉部識別app

歐洲中部近日暴雨成災，多國昨日發出洪水警告，並
加強防禦措施，以防河流水位上升，威脅沿岸地區。德
國(見圖)、捷克、瑞士及奧地利自上周四至今有多人因
水災遇難，德國最少4人死亡或失蹤，總理默克爾承諾
協助受影響地區，並在必要時調派軍隊救災。

捷克政府昨警告，首都布拉格伏爾塔瓦河的水位已升
至警戒水平，宣布全市進入緊急狀態，呼籲民眾不要進
入該市，並關閉部分地鐵線路和限制公共交通服務，另
調派200名士兵到災區協助，堆砌沙包，以保護市內古
跡。

奧地利則出現多宗山泥傾瀉，造成2人失蹤，疏散至
少200人，北部及西部多個城市的道路關閉，部分鐵路
服務受阻，數百名消防、救援人員及士兵奉命防洪及清
理道路。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中歐暴雨成災 恐浸布拉格

英國上議院爆出錢權交易醜聞，

《星期日泰晤士報》昨報道，記者

早前假裝成韓國企業代表，對3名

上議院議員「放蛇」，其中有人聲

言，只要記者一年支付14.4萬英鎊

(約170萬港元)，便會代為寫信給卡

梅倫，以及在國會進行游說工作，

甚至推動有利企業的立法。事件反

映即使政府有相關規定，仍無法禁

絕議員利用個人權勢收受利益。

介紹識高官 跨黨派串通

涉及醜聞的三名議員分別為坎寧安、麥肯齊及萊爾德。記者自稱為
韓國太陽能公司代表，約3人見面，並偷拍過程。坎寧安於會面時揚
言，只要記者每月支付1.2萬英鎊(約14萬港元)，便會在國會中代公司
發聲，甚至穿針引線，介紹政府高層及大臣級官員予記者認識。

萊爾德則自稱與其他上議員串通，讓他們代表公司在國會中提問，
3人還提議邀請議員成立跨黨派國會小組，就太陽能發展事項游說。

記者後來發電郵撤回要求，令坎寧安生疑，並回應稱「經考慮後，
我決定拒絕你的邀請」。報道出街後，他聲稱自己刻意要求高報酬，
以試探會談者是否記者。

萊爾德則表示早知「放蛇」行動，辯稱與記者見面只為搜集證據，
強調沒有違規。不過《星期日電訊報》指，萊爾德曾提出每月收取
2,000英鎊(約2.4萬港元)報酬作為條件，就斐濟事項向國會提問，他昨
日辭去北愛爾蘭統一黨黨鞭一職。坎寧安及麥肯齊所屬的在野工黨則
發聲明，表示二人停職候查。

官員爆地下情衝擊卡梅倫威信

官員接連發生性醜聞的卡梅倫政府，同時陷入另一場風暴。《星期日
郵報》昨引述消息指，英政府有官員發展地下情，雖然戀情已告終，且
不涉內閣成員，但仍可嚴重衝擊政府威信。卡梅倫獲悉事件後，嚇得

即時舉行緊急會議，與同僚商討醜聞若曝光，將對政府帶來什麼負
面影響。有官員形容事件「簡直一塌糊塗」！

基於法律限制，報道未有公開當事人身份及相關資料，只稱
二人已屆中年。不過事件嚴重程度未有減少，醜聞除會打擊施

政，也會對無辜人士帶來嚴重困擾。報道形容，秘戀若曝光勢引
起軒然大波，程度不下於前首相馬卓安被踢爆與下屬嘉莉發展的不倫
戀。 ■《星期日郵報》/《星期日泰晤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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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央行議息料按兵
歐爆示威反「三巨頭」
歐洲央行將於周四議息，繼上月減息至0.5厘歷史新

低後，或評估其他救市方式。有意見認為央行應破天
荒將存款利率調低至負數，行長德拉吉上月稱「技術
上就緒」，惟央行內部意見分歧，故市場預計央行按
兵不動。

憂負利率損銀行收益

央行上月調低再融資利率，邊際貸款和存款利率仍分
別維持在1厘和零厘。雖然下調存款利率可刺激銀行互
相借貸，從而帶動經濟，但德拉吉指負利率將帶來意想
不到的後果，央行高層對此亦有保留，擔心會損害銀行
收益，並導致借貸息率上升。

歐洲中小企借貸情況疲弱是央行急需解決的另一問
題，德拉吉早前透露正與歐洲投資銀行及歐盟委員會等
磋商，不過仍屬初步階段。蘇格蘭皇家銀行的經濟師巴
韋爾認為，央行可能計劃購入資產抵押債券(ABS)。

另邊廂，德國、葡萄牙、西班牙及法國等歐元國，前
日皆有成千上萬民眾上街示威(見圖)，抗議歐洲央行、
歐盟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三巨頭」的嚴苛借貸
條件，逼國家實施緊縮措施，造成區內經濟惡化。

法 蘭 克 福 約 7 , 0 0 0 名 示 威 者 發 起 「 堵 塞 佔 領 」
(Blockupy)行動，包圍多間金融機構及歐央行的辦公大
樓，其間有人向警察擲石及煙霧彈，警方施放催淚彈驅
散民眾。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推動有利企業立法 開價170萬助國會闖關

日本大阪
府自2004年起，

發生近50宗女童或少
女獨留家中時，被訛稱是

水喉工的男子入屋性侵案件，
令當地家長人心惶惶。警方前日憑

DNA證據，在大阪市西區拘捕44歲疑犯
肥豫靖直，並控告他多項強姦罪名。肥豫

堅稱沒犯案，否認控罪。
警方指，肥豫會跟蹤受害人回家，確認屋內無其

他人後，敲門訛稱是水管或電線
維修技工，誘使女童開門入屋

犯 案 。 前 年
「311」地震

後，肥豫更冒充輻射檢查人員。警方指，肥豫入屋
後以剃刀等利器，要脅受害人若不脫光衣服就會被
殺，迫她們就範。

獨留家女童成目標

多宗案件均以大阪市西北部為中心，大部分在暑
假和寒假等學校長假期或周末發生，受害人大多是
獨自留家的女童或女中學生。由於犯案手法相似，
加上案發現場附近目擊者均供稱見到戴冷帽的可疑
人士，令警方認定是同一人犯案。

直至今年4月，肥豫再次四出犯案，其中兩次被
案發現場附近的閉路電視拍到，警方再憑多個現場
發現的DNA，成功緝拿他歸案。

■共同社/日本《讀賣新聞》/日本《朝日新聞》

日孌童犯扮水喉工 9年性侵50女
安倍77億助非反恐 日企增聘20萬人

英兵里格比被斬頭的事件哄動全國，但首相
卡梅倫如常與家人外遊度假，備受外界批評。
昨日再有傳媒踢爆，原來卡梅倫出發當日，誤
以為護照由隨行保鑣保管，到機場後才知遺留
在唐寧街，要出動警員飛車「速遞」，他才
來得及上機與妻兒同往西班牙享天倫
樂。大懵的卡梅倫去年與親友共
晉午餐，也曾不小心把8歲女
兒留在餐館。
■《星期日電訊報》

卡梅倫度假漏帶護照
警員飛車速遞

土國反政府示威潮 胡椒霧噴盲示威者

坎寧安

麥肯齊

萊爾德

■卡梅倫與妻子在西班牙度假。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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