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維基解密昨發聲明指，斯諾登已向奧地利、玻利
維亞、巴西、中國、古巴、芬蘭、法國、德

國、印度、意大利、愛爾蘭、荷蘭、尼加拉瓜、挪
威、波蘭、俄羅斯、西班牙、瑞士和委內瑞拉申請庇
護。連同早前的冰島及厄瓜多爾，總共21國。聲明指
斯諾登是透過同行的維基解密女律師哈里森，向莫斯
科謝列梅捷沃機場的俄國領事部門提交庇護申請，並
由俄方將文件轉交各相關國家的駐俄使館。

普京發言人佩斯科夫昨表示，斯諾登得知普京提出
的條件後，已放棄留俄打算，「現在，他已不想留在
俄羅斯。」並重申他仍在機場轉機區，沒進入俄境。

俄政界力挺 多國要求境內申請

俄政界普遍支持庇護斯諾登，有議員更表明會提名
他角逐諾貝爾和平獎。莫斯科卡內基中心總監特列寧
認為，斯諾登最初聽從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的建
議，求厄國庇護不果，現在又求助委國，「但華府也
可給委國好處，斯諾登已進退兩難。」

芬蘭、西班牙、奧地利表示，只處理境內提交的申
請。法國和瑞士說還沒有收到申請。被視為最有可能
收留斯諾登的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已多次表明必須
在境內申請方予以考慮。

波蘭表示，斯諾登的庇護申請傳真到該國駐莫斯科
大使館，日期是6月30日，上面有他簽名，申請理由
是以向維基解密洩密而在受軍法審訊的美兵曼寧為
例，指自己被引渡回美可能被判死刑。

暫時只有兩個南美國家對斯諾登釋出善意，但均無
明確承諾。其中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表示，若收到
申請將與斯諾登洽談並「考慮」庇護，委內瑞拉總統
馬杜羅指斯諾登「值得全世界
保護」，但還未收到申請。
兩名元首均正在莫斯科
出席天然氣輸出國
峰會。歐洲議會
議長舒爾茨被問

到德國應否給予庇護時表示，他個人同情斯
諾登處境。

發聲明批奧巴馬 威脅爆大鑊

維基解密又發布斯諾登署名聲明，批評美國
總統奧巴馬和華府言行不一，並威脅披露更多
機密。聲明稱，奧巴馬說過不會不擇手段引渡
他，卻要副總統拜登施壓厄國是不公正。他
指華府以公民身份作武器，撤銷其護照，

「把我變成無國籍」，剝奪他尋求庇護的權
利。

聲明提到他決定離開香港，是因感到自由及
安全受威脅，又感謝家人、新老朋友甚至素未
謀面的人為維護自由的努力。他表示，華府不懼
怕像他的洩密者，而是要殺雞儆猴，威嚇會仿
效他的人。美國司法部發言人奇特爾否認斯諾
登的說法，稱他仍是美國公民，可隨時返
國。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衛報》/《紐約時報》

美國中情局（CIA）前僱員斯諾登尋求庇護的前路愈來愈渺茫。「維基解密」先後

協助他發動「庇護攻勢」，向中國、俄羅斯等21個國家申請政治庇護，但印度、波

蘭、挪威及巴西昨相繼拒絕，他亦在俄總統普京開出「不可再傷害美國夥伴」的苛刻

條件後，撤回向俄國的申請。僅少數南美國家表示會「考慮」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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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總統馬杜

羅（左）訪俄，

有傳他會趁機

帶走斯諾登。

美聯社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在例行
記者會上，被問到有關斯諾登已向包
括中國在內的多個國家提出政治庇護
申請，她表示看到相關報道，但中方
沒這方面消息。

■中國外交部網站

He does not feel like he is an

agent of the secret services, he

considers himself to be a human rights

campaigner, a new dissident, something

like Sakharov, well, probably, of a

different scale.”

「他(斯諾登)不覺得自己是特

工，他自視為人權倡導者、新的異見

人士，就像薩哈羅夫，雖然程度不同。」

普京前日談及斯諾登時，將斯諾登比作蘇聯著名異見人士安德

烈•薩哈羅夫。薩哈羅夫是蘇聯著名原子物理學家，主導蘇聯

第一枚氫彈研發，被稱為「蘇聯氫彈之父」。他1960年代起活

躍政壇，反對核武擴散，推動各國停止地面核試，有份促成

1963年部分禁止核試條約的簽署。

1968年5月，薩哈羅夫發表文章，指反彈道飛彈是核戰威

脅的一個主因，令他被禁止參與軍事相關研究。1975年獲

頒諾貝爾和平獎，但蘇聯禁止他出境領獎，被長期軟禁

在高爾基市(今下諾夫哥德市)。1989年12月心

臟病發逝世，歐洲議會1988年設立以

他命名的最高人權獎項「薩哈

羅夫獎」。

■綜合報道

普京：斯諾登像薩哈羅夫

各國對庇護申請回應

「維基解密」昨公開一封斯諾登給厄瓜
多爾總統科雷亞的信，是他被困莫斯科機
場8日後首度開腔。信件以西班牙文寫
成，沒標明日期，文中感謝厄國協助他離
開香港前往俄羅斯，盛讚科雷亞是少數敢
於對抗美國的人。不過，科雷亞表明從沒
打算協助他，稱厄國駐倫敦使館當日簽發
證件時，正副外長均在外訪，領事納瓦埃
斯未有徵詢外長便與維基解創辦人阿桑奇
私自簽發「無效的旅遊文件」。

斯諾登稱讚厄國人的勇氣是世界模範，
「衷心感謝」厄國考慮其庇護申請。文中
說：「在我面臨迫害，各國政府因害怕美
國而噤聲之時，是厄國站了起來，捍衛我
尋求庇護的人權。納瓦埃斯的決定，讓我
得以離港，並全賴貴國不斷協助，讓我保
持自由身，繼續發布合乎公眾利益的資
訊。」

科雷向英國《衛報》重申，處理斯諾登
的責任已落在俄羅斯身上。被問會否希望

會晤斯諾登時，
科雷亞說：「沒
特別(想)。其背
景複雜。嚴格來
說，他曾當間諜
一段時間。」

■法新社/

路透社/《衛報》

德國《明鏡》周刊日前揭露美國監控歐盟，出訪非洲的美國總
統奧巴馬前日首度回應，稱報道提及的只是刺探情報的常見方
式，無論是美國或別國情報機關均如此，「歐洲亦有監控美國」。
有美國前情報官員支持說法，稱歐洲間諜已監視美國多年。

德跟蹤美外交官 法闖美商人房

多名前官員也現身說法。前美國情報官員布倫納透露，德國
情報機關會追蹤美國外交官和美軍高層在德國的行蹤。曾駐法
國的中情局前特工巴爾稱，法國情報機關會定期闖入在法逗留
的美國商人房間，掃描電腦內容。

中情局前特工洛溫塔爾在著作《情報：從秘密到政策》(暫譯)
指，美、英、澳、加、紐這「五眼」情報共享機制成員緊密合
作，雖不互相監控，「但除此之外，就甚麼也有可能。」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衛報》

在文萊出席東盟系列外長會
議的美國國務卿克里，昨會晤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逾一個半
小時，他透露曾提及斯諾登，
但無取得大進展。3名美國官
員透露，華府正爭取俄方遣返
斯諾登，或將他驅逐至東歐等
另一國，此國料會順從美方意
願交人。

昨日會面是斯諾登上月離港
赴俄以來，美俄最高級別接
觸，克里稱，斯諾登問題已超
出司法層面，雖向拉夫羅夫闡
明華府觀點，但不足令對方採
取相應行動。

■美聯社/法新社

克里晤俄外長 遣返無進展

撤俄庇護申請　求助中印20國僅南美「考慮」

斯諾登拒絕普京
美國總統奧巴馬開腔反擊華

府監控歐盟的指控，指對方亦

有監控美國，口徑與國務卿克

里大致一樣。美國想表現的基

本立場是：「你也一樣，憑甚

麼談我？」

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和

中情局(CIA)局長的海登更簡單

直接，他周日受訪時坦言：

「一、美國有實施監控。二、美

國保護民眾私隱的第四憲法，

非國際協議。三、歐洲人應先

看看自家政府的所作所為。」

普遍分析，美國是意在提出國

際法主張「tu quoque」(你也一

樣)，為自己脫罪。

事實上，無論美或歐的反

應，均與十數年前「ECHELON」

事件如出一轍。當年美國為首

的「五眼」情報網，被指利用

衛星組成的ECHELON系統全方

位收集各國情報，掀起廣泛爭

議。當時歐洲議會指出，「截

取情報不限於英美情報機關」，

以及「難以判斷行動有否違反

歐 洲 法 律 」， 最 終 放 生 「 五

眼」。美國今趟再把「你也一樣」

作擋箭牌，故伎重施。

然而，美國自「911」恐襲以

來大力反恐，加上身為全球互

聯網樞紐，天時地利人和令華

府監控發展成一頭失控怪物。

熟悉國安局的美國作家班福德

曾以「核彈」和「榴彈炮」形

容美國今昔監控能力的差距，

兩者顯然無法相提並論。美國

繼續拿㠥「你也一樣」主義

(ism)橫行世界，只會像個自欺

欺人的惡霸。

老美的「你也一樣ism」
陳國麟

斯諾登尋21國庇護

表明拒絕
巴西、印度、荷蘭、挪威、波蘭

境內申請方考慮
奧地利、厄瓜多爾、芬蘭、冰島、西班牙

考慮但機會不大
德國

收到並正在考慮
意大利

收到後將會考慮
玻利維亞、委內瑞拉

未收到申請
法國、瑞士

拒證實是否收到
中國、愛爾蘭

未表態
古巴、尼加拉瓜
斯諾登撤回申請

俄羅斯
法新社/路透社

斯諾登謝協助離港
科雷亞：從沒這打算

奧巴馬卸膊：

歐洲也監控美國

■俄羅斯總統

普京

■斯諾登

如 要 留 俄 ，

不准再洩密

撤回俄庇
護申請

■科雷亞重申，

處理斯諾登的責

任已落在俄羅斯

身上。 法新社■克里

■斯諾登透過「維基解密」

網站發聲明，斥奧巴馬政治

打壓他。 美聯社

■薩哈羅夫

■拉夫羅夫

中國外交部：
沒這方面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