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聯邦檢察官勞夫曼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
稱，美國國務院在本月14日決定起訴斯諾登

時，無即時撤銷他的護照，可能錯失阻止他離港的
機會。他指當局公布控罪不尋常，因一般做法是被
告落網才公布。

一早公布控罪 無求助國際刑警

華盛頓資深引渡事務律師麥克納布表示，
若華府起初僅指控斯諾登盜竊

政府財產，有可能阻止得了斯諾登離港，而檢察官
可趁機研究案情，加強指控說服力。他指，只要待
斯諾登被捕便可提出訴訟，認為有人處理失當。

消息稱，國際刑警紅色通牒發出後，即使不能阻
止斯諾登離港，亦可令機場進入戒備，乘機拖延時
間，美方無尋求國際刑警協助令人疑惑。有美國官
員解釋，當疑犯行蹤不明，紅色通牒才能發揮最大
效力。

紅色通牒相當於向190個成員國發出拘捕令，但有
國際刑警負責人表示，根據守則，間諜罪指控有政
治性，有違該組織不能涉及軍事、政治、種族或宗
教範疇的原則。有美國官員稱，他們無求助國際刑
警，因當時華府已接觸港府，並公開斯諾登的控
罪。

俄劃清界線 拒買美國賬

至於斯諾登離港動機，知情人士透露，斯諾登個
性獨立，但亦願意聽意見，離港前一日與「維基解
密」商討後，才決定去莫斯科。該人士指，斯諾登
無受當局壓力要離開，只擔心再拖下去，可能會被
捕，一旦噩夢成真，便不能上網與外界聯絡，遑論
繼續洩密。

對於俄國劃清界線，俄智庫「新歐亞基金
會」認為，俄方視斯諾登為「麻煩

人」，會假裝視而不見，一方面
擔心進一步破壞俄美關係，同
時不想買美國賬。

■《衛報》/《紐約時報》/

《華盛頓郵報》/

《華爾街日報》

揭發美國監控計劃的斯諾登，能順利離開香港
亡命天涯，幕後得力於「維基解密」發言人哈里
森。據報這位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的前女友，
陪同斯諾登一起搭機前往莫斯科，並且與包括厄
瓜多爾駐莫斯科大使查韋斯在內的厄國官員會
面。

據《國際財經日報》報道，維基解密在官網證
實，阿桑奇最親近的法律顧問哈里森協助斯諾登
離開香港，聲明表示：「哈里森小姐勇敢地協助

斯諾登先生合法離開香港，
並陪伴他前往安全地點。」

哈里森是英國公民，也是
記者、法律研究員及維基解
密編輯，她目前正與前西班
牙法官加爾松為首的維基解密法律團隊共事。除
了是得力助手外，哈里森也為阿桑奇打點日常瑣
事，《每日郵報》報道，她曾為阿桑奇洗襪子。

■《每日郵報》/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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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登前日突然離開香港，美國事前幾乎全不知情，淡定以為

他會留港長期作戰，可能因而無作多手準備，反映美國在外交和

情報收集有局限。有法律專家認為，司法部罕有地一早公開控

罪，但無同時撤銷斯諾登的護照，美方接連策略失誤，間接令他

決意大逃亡。

何俊仁聲稱代斯諾登接觸港府

阿桑奇前女友

據斯諾登洩露的文件披露，社交網站facebook（fb）2010年加入
華府「稜鏡」（PRISM）監控行動。巧合的是，fb前保安總監凱
利亦在該段時間離開fb，到國家安全局（NSA）任職。評論指，
事件除反映美國情報機關大舉招攬矽谷人才，亦顯示華府和矽谷
科企在蒐集民眾個人數據上緊密合作。

《紐約時報》報道，美國政府一直渴望招攬科技和黑客專才，
國安局亦多次派資深官員到矽谷挖角。局長亞歷山大去年更親身
出席拉斯維加斯一個黑客大會，為國安局招攬黑客。

情報機關投資矽谷 換尖端科技

「稜鏡」計劃曝光後，各大科企急忙劃清界線，但《紐時》引
述科技業人員指，企業經常秘密組織內部團隊，研究如何與國安
局加強合作，讓當局更易取得客戶資料；美國情報機關為獲得最
尖端科技，還經常投資矽谷新興企業，以及提供秘密合約。

■《每日郵報》

香港文匯報訊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昨日高
調舉行記者會，聲稱自數日前獲美國中情局前僱
員斯諾登「授權」與特區政府接觸，了解當局是
否打算全力引渡他返美國，其後有一名「聲稱代
表政府的中間人」向斯諾登的「照顧者」傳話，
指斯諾登可以安全離開香港，斯諾登於是「博一
博」，於星期日離開。

他又稱，自己曾到斯諾登藏身的地點見面，並
否定特區政府提供安全屋的說法：「他在酒店搬
出來之後，一直住在私人地方，有轉過一兩次所
住的地方，但都是晚上離開，好小心，不想予任
何人見到。當他留在某一個地方時，他不會出
街，10多日的時間，是很辛苦，留在一個很細的
地方生活，幸好有一部電腦，可以接觸全世
界。」除了協助斯諾登的人權組織及律師，應該
沒有人知道他藏身地點。

行政會議成員、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坦言，
這只是何俊仁所述的版本，又指斯諾登未屬香港
政府所通緝及可以合法被阻止離境的人士，因為
他沒有觸犯香港的法例，故認為香港政府依法辦
事，處理適當。

「維基解密」高調為斯諾登穿針引線，
協助他離開香港並申請庇護，令這個近期
曝光率大減的洩密網站，再次成為世界焦
點。

維基解密因為公開各國政府機密文件，
引起全球關注，當中包括2010年公開美兵
曼寧洩露有關伊拉克戰爭美軍內幕情報的
資料。然而隨㠥創辦人阿桑奇匿藏厄瓜多
爾駐倫敦大使館、財源遭歐美政府截斷，
以及部分成員不滿阿桑奇處事方式離開
後，維基解密近期變得低調，洩密的影響
力亦大不如前。

分析指，維基解密今次高調協助斯諾
登，重振了網站聲望和影響力。有法律界
人士指，美國政府今後須判斷維基解密是
媒體機構還是國家安全大敵，但此舉相信
將引發另一波爭論。

■《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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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斯諾登亡命

■fb前保安總監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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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慶祝香港回歸16周年之際，香港與祖國的關係尤

令人深思。近代以來，香港的命運就與國家緊密相

連。舊中國積貧積弱，被列強豆剖瓜分，香港也被強

權強佔。國家崛起，民族復興，才能湔雪國恥，金甌

補缺，香港回歸。回歸16年來，香港一路櫛風沐雨，

亞洲金融風暴、禽流感、沙士疫情、全球金融危機以

及各種困難一次次衝擊和考驗㠥香港，在中央政府和

內地同胞的支持下，香港一次次克服困難，化險為

夷。在香港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關鍵時刻，中央都給予

香港及時的支持，為香港經濟注入新的活力。不管順

境逆境，中央對香港的關懷始終如一。

回歸以來，中央政府先後出台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

政策和措施，全力支持香港的發展，包括開放個人

遊、簽署CEPA及9個補充協議、人民幣業務、內地大型

企業來港上市、推動粵港合作和泛珠三角經濟區域合

作、加快跨境大型基建項目上馬興建等。2011年，時

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宣佈36條「挺港」戰略措

施，概括了未來內地與香港攜手合作共贏的方向，兩

年來許多措施進展和落實迅速，已顯示出明顯成效。

中央大力度、高密度、寬範圍地出台支持香港發展的

舉措，充分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重視和對香港同胞的

關懷。

去年舉行的中共十八大，在繪就國家新時期發展藍

圖的同時，給香港帶來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更多的

發展機會，更強的發展動力。隨㠥國家全方位開放格

局的不斷完善，與世界經濟的深度融合，貿易自由化

和投資便利化的深入推進，香港將繼續發揮背靠祖

國、面向世界的獨特優勢，獲得更大的發展動力。

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深刻闡述「中國夢」，他強調香

港、澳門與祖國內地的命運始終緊密相連。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需要香港、澳門與祖國內地堅持

優勢互補、共同發展，需要港澳同胞與內地人民堅持守

望相助、攜手共進。香港與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實現

中國夢也是700萬港人的共同理想，也只有融入國家的

發展大潮之中，香港前程才能更加錦繡。香港各界一定

要抓住機遇，與內地守望相助，攜手共進，優勢互補，

共同發展，努力實現我們共同的中國夢。

香港回歸以來，走上了與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同

發展的寬廣道路，「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

成功。中央政府對香港實行的各項方針政策，根本宗

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

門長期繁榮穩定。在中央的支持下，特區政府和社會

各界將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競

爭力有機結合起來，為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

出獨特貢獻，並從祖國內地獲得越來越多的發展機遇

和源源不斷的發展動力。

受內地流動性緊張影響，港股昨日一度

下跌500點。A股更急瀉逾5%，滬指失守

2000關口。近日內地鬧「錢荒」，股市持續

下滑，央行仍未「放水」，主要原因是內地

強調「盤活存量」，以金融之手，讓資金支

持實體經濟發展。盤活存量資金，A股難

免陣痛，但長遠將利好經濟和股市。

內地金融業「錢荒」持續近一個月。

隔夜拆息一度飆至30厘的新高。業內將

這一現象比喻為「銀行間互放高利貸」，

認為銀行流動性是「史無前例的緊張」。

但人民銀行對此卻未放出降準或逆回購

的信號，反而增發央票。市場嚴重「缺

水」，股市自然拾級而下。

6月19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

務會議，會議提出要優化金融資源配

置，用好增量、盤活存量，更有力地支

持經濟轉型升級。這是一個多月以來，

李克強第三次提及盤活存量資金問題，

傳遞出當前內地應對金融風險隱患的強

硬姿態。當前，內地信貸貨幣出現過快

擴張的勢頭，廣義貨幣存量（M2）已突

破100萬億元，貨幣存量佔G D P的比重已

達到200%，遠高於國際平均水平，一方

面帶來產能過剩、地方債膨脹、金融風

險集聚等問題，另一方面，也推動了物

價和資產價格的持續上漲，最終結果是

導致金融對經濟的支持作用不斷下降。

李克強一個多月內三提「盤活存量資

金」，一是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摒棄靠

貨幣信貸擴張和大規模資金投入來拉動

經濟的發展老路；二是傳遞出加大金融

支持經濟結構調整的信號，要讓金融更

好地服務於實體經濟，而非催生房地產

泡沫；三是要加快金融業的市場化改

革，讓更多民間資本進入到金融業，改

變金融供需的錯配關係，不能再讓最有

活力的民間企業融不到資，壟斷行業可

支配的資金卻綿綿不絕。市場分析，此

輪金融領域的「新政」，中央主動消除金

融隱患，並通過市場的調節讓資金流向

最該去的地方，為中國經濟改革、結構

轉型創造有利條件。

受「錢荒」影響，A股和港股市場持續

大幅下挫是意料中事。但是，隨㠥金融

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內地金融

市場、宏觀經濟的運行更趨合理穩健，

市場應有信心，股市作為宏觀經濟的晴

雨表，也會反映經濟增長的趨勢。

(相關新聞刊A5版)

回歸16年 中央挺港始終如一
—「手牽手 慶回歸 獻愛心」系列社評之二

盤活資金拒「放水」 股市陣痛難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