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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內瑞拉上周五表態願為中情局前職員斯諾登提供庇護，但身處俄羅斯莫斯科的斯諾

登如何遠赴6,175哩外的委國首都加拉加斯，成為當前最大懸疑。報道指，斯諾登護照被

美國撤銷後，已被禁止登上莫斯科往古巴首都哈瓦那的航機，再經古巴轉機赴委國。這

意味他或要先向東前往海參崴，再飛越太平洋到加拉加斯，展開全

長1.4萬哩「長征」。

古巴領導人勞爾前日首次公開評論斯

諾登事件，他支持拉美國家為斯諾登提

供庇護，指責美國欺凌他國，但未透露

古巴立場，以及是否接到斯諾登庇護申

請。

82歲的勞爾在古巴國民大會表示，委

內瑞拉及其他拉美國家有權向「因理想

或為爭取民主而受迫害人士」提供庇

護，強調拉美是美國監控的最大受害

者。他指責歐洲國家早前拒絕玻利維亞

總統莫拉萊斯的專機經過領空，稱此舉

表明「我們生活在一個強國覺得可違反

國際法、侵犯他國主權，以及踐踏公民

權利的世界中」。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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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尼加拉瓜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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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公開斯諾

登透過尼國駐

莫斯科大使館

提交的庇護申

請信。斯諾登

在信中表示，

自己很難在美

國 獲 公 平 審

訊，要面臨終

身監禁，甚至

死亡，期望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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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入獄。

■法新社

謠傳斯諾登上周匿藏在玻利維亞總

統莫拉萊斯專機，令專機遭歐洲多國

拒絕進入領空，結果被迫降奧地利，

釀成史無前例的外交事件。莫拉萊斯

在玻國行政首都拉巴斯接受俄媒「今

日俄羅斯」訪問時，要求相關歐洲國

家解釋其違反國際法的行動和公開線

報來源，威脅若未獲滿意答案將採取

反制措施，並稱「南美永不忘記今次

事件」。

莫拉萊斯指出，在飛機被迫降後兩

三小時，美方便向玻國提出引渡要

求，批評美方是整件事的幕後黑手。

他指出，歐美行為並非針對個人，而

是對整個南美和加勒比海人民的嚴重

歧視，強調無人應被視為「次級總

統」。他稱已受夠來自美國的侮辱，認

為歐洲與南美關係尚有挽回餘地，但

與華府修復關係機會渺茫，「若某人

如美國般一再挑釁，我們有權保護自

己免受侮辱」。

玻國外長肖克于昴克亦批評事件違

反國際法，並侵害莫拉萊斯的人權和

受協議保障的豁免權。他指出，事件

反映有必要重新檢視現行國際法和相

關協議。 ■今日俄羅斯/俄新社

斯諾登自上月底離開香港後，相信仍滯留莫斯科機場，至今已逾兩周。俄方對斯諾登這個
「燙手山芋」似乎顯得愈來愈不耐煩，多名官員頻頻發聲要求他盡快離開。副外長里亞布

科夫強調，斯諾登必須選擇目的地。

議員笑稱不走就留下娶艷諜

親克里姆林宮議員普什科夫早前稱斯諾登赴委是最佳選擇，他前日再表示：「委內瑞拉正等
待斯諾登答覆，這很可能是他獲得正式庇護的最後機會。」他又打趣道，若斯諾登還不
走，「就要留下來娶(俄艷諜)查普曼了」。
除委國外，拉美國家玻利維亞和尼加拉瓜亦已表示願意提供庇護。委國駐

俄大使館代表昨表示，未有接到任何新情報，亦未收到任何人求助。
玻國和尼國大使館代表亦稱未有進一步消息公布。分析指，護照被
撤銷後的斯諾登多種前往拉美的手段已被封死，令其尋求庇護之
路荊棘滿途。
消息人士透露，斯諾登被禁登上俄羅斯航空公司唯一經哈瓦那

轉飛加拉加斯的航班，或解釋了為何上月他未有按照原定安排登
機前往古巴。該航線取道歐洲和美國領空，歐美當局有可能中途
迫降客機，上機逮捕斯諾登，風險極大。
然而，即使斯諾登選擇取道海參崴，仍有多重障礙需要跨越。

其一是此舉意味俄方必須批准他正式進入俄國境內，但俄國一直
拒抗此做法，擔憂會得罪美國。其二是飛越太平洋的航線將非常
接近夏威夷，有遭美方阻撓的風險。

坐軍機或成唯一出路

有消息人士指，使用軍機或外交代表的飛機前往拉美或已成
斯諾登唯一出路。然而分析指出，歐洲多國上周突然拒絕玻國
總統莫拉萊斯專機進入領空，將其迫降奧地利，反映在華府瘋
狂追捕下，斯諾登似乎已再無方法確保可安全抵達拉美。

■美聯社/法新社/《每日郵報》

被禁登飛古巴航班 俄：赴委國成最後機會

斯諾登脫身或需長征

德國《明鏡》周刊前日刊登斯
諾登訪問，稱德國聯邦情報局
(BND)與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的緊
密合作關係猶如「枕邊人」，並稱
德國政府和政客近日連呼無辜可
能是事前與美方擬定好的反應。
斯諾登亦稱英國政府通訊總部
(GCHQ)的「Tempora」(時態)監控
計劃，是情報機關首次嘗試監控
整個互聯網流量的行動。德總理

默克爾發言人強調BND與國安局
合作受嚴格規範。
斯諾登在訪問中指出，國安局

在全球絕非單獨行事，甚至設立
外交事務部門，專責處理與外國
情報機關合作事宜。國安局與其
他情報機關合作時，商議好一旦
監控計劃被公開，對方便可「割
蓆」宣稱對計劃不知情，以保護
對方政府和政要免受牽連，暗示

德國等西方國家近來批評華府的
舉動，可能是與美方事前擬定好
的「橋段」。
斯諾登又指GCHQ的Tempora監

控範圍廣泛，要避過監控只能設
法使資訊傳送時避開英國網絡。
然而有互聯網專家指，這實際上
等同天方夜譚，網民根本無處可
逃，只能無奈接受被監視的命
運。 ■法新社/德國《明鏡》周刊

巴西《環球報》報道，巴西在美國國安局的監視名

單上，重要度與中國和俄羅斯並列。報道指，斯諾登

公開的資料顯示，單在今年1月美國國安局在巴西

竊聽的電話和電郵數量，僅次於在美國本土的

23億個；部分資料經與美企合作的巴西通訊

公司取得。有分析認為，跡象顯示3國加

上印度和南非組成的金磚五國(BRICS)，

很可能是國安局重點監視對象。

監控巴西數量僅次美本土

今日俄羅斯指出，雖然暫時未

知美方對俄方的監控程度，但英

國《衛報》早前揭露，美英情報機

關2009年聯手監控到倫敦出席二十

國集團(G20)峰會的俄國時任總統梅

德韋傑夫，可見俄國是華府重點監控

目標。巴西外長帕特里奧塔前日表

示，對美國的監控深表擔憂，要求美方解釋，並誓

言發起保護互聯網私隱的國際協作。

法庭縱容國安局橫行

華府監控全球通訊，甚至連奉公守法的美國公民

亦不放過。專家指，負責授權監控的「海外情報監

視法庭」(FISC)，容許當局以極寬鬆定義解釋「相

關」(relevant)一詞，肆意蒐集民眾通訊紀錄，等同

允許國家安全局(NSA)橫行無忌。

美國在「911」恐襲後加大反恐力度，大舉擴展監

控行動規模，並以愛國者法案為基礎蒐集民眾情

報。2006年，國會審議法案再授權程序時，對當局

蒐集情報能力設限，只能搜集證實與反恐相關的通

訊紀錄。曾是司法部聯邦刑事監視法例權威的埃肯

懷勒指出，像FISC般寬鬆的定義可說是史無前例，

形容定義廣闊得幾乎包含所有事情。

■《華爾街日報》/今日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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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重點監控金磚五國

「受夠美國侮辱」
玻總統威脅反制

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

截至前日的申請狀況截至前日的申請狀況截至前日的申請狀況

拒絕申請
未接獲申請
拒絕確認接獲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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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國中國
古巴古巴古巴 法國法國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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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尼加拉瓜尼加拉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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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瑞士瑞士委內瑞拉委內瑞拉

玻利維亞玻利維亞

各國對斯諾登尋求庇護態度
資料不詳接納申請

俄羅斯
（已撤回申請）莫斯科

法新社

芬蘭芬蘭芬蘭
荷蘭荷蘭荷蘭

愛爾蘭愛爾蘭愛爾蘭

德美串通演戲扮無辜

轟美欺凌 古巴撐拉美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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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猶他州有示威者抗議

國安局監控民眾。 彭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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