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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斯諾登「世界護照」

由於美國已撤銷他的護照，他持什麼證件離俄成為關
鍵。俄羅斯新聞網報道，WSA在微博twitter公布︰

「WSA基於世界人權宣言，向斯諾登發出世界公民護照」。
目前僅毛里塔尼亞、坦桑尼亞、多哥和厄瓜多爾接受該護
照。雖然委國沒在法律上承認世界護照，但WSA網站顯
示，委國海關曾於1995年及1996年在世界護照上蓋章，意味
委國「事實上」接受。

或聯國通行證打救 解決或需數周

維基解密則在twitter轉載另一個組織「公民爭取合法政府」
（legitgov）網站的建議指，斯諾登或可利用聯合國通行證
（United Nations laissez-passer）赴委。該證是聯國根據《聯國
特權和豁免權公約》頒布的特殊旅遊證件，僅聯國和國際勞
工組織有權頒發。持有人可在非國籍所在國擁有外交豁免
權，並在免簽證、快速通關、保安檢查等享有便利。1978年，
南非反種族隔離編輯伍茲就憑此證件離開南非，前往英國接受
政治庇護。legitgov沒解釋斯諾登應如何辦理通行證。一般而
言，負責處理聯國外交事務人士或其親屬，方可使用該證，但
英國邊境管理局網站顯示，確實無法取得任何旅遊證件的無
國籍人士，也可憑該證入境。

上月在香港會晤斯諾登後返回巴西住所的格林沃
爾德稱，斯諾登離港赴俄後，一度失去聯絡，直至
上周六斯諾登用加密網絡通訊才恢復聯繫。他估計，
斯諾登庇護危機前景未明，可能須「數小時、數日或數周」
來解決。

委國總統馬杜羅此前證實已接獲庇護申請，前日重申願意提供政治
庇護，稱委國「不害怕（美）帝國」。玻利維亞和尼加拉瓜亦表示願意
庇護。格林沃爾德指出，委國國際影響力較另外兩國強大，最有可能
頂 美國壓力，助斯諾登離俄並保護其人身安全，認為斯諾登接受委
國庇護機會很大。

委國表示，希望斯諾登盡快確認是否接受庇護，但強調他必須先抵
達委國領土，委國將與俄方溝通。維基解密則在twitter留言稱，昨日會
展開「斯諾登『自由之旅』行動第一階段」。

美國白宮發言人卡尼前日強調，斯諾登是被美國通緝的重犯，應被
禁止踏上任何與返國無關的旅程，敦促各國引渡斯諾登。

接受庇護流言來自俄電視 巴西拒救

被視為反映克里姆林宮立場的俄羅斯國家杜馬(議會下院)議員普什科
夫，前晚曾在twitter聲稱斯諾登已接受委國庇護，但訊息隨即被刪除。
普什科夫其後留言指，是從俄羅斯國營電視台「新聞24」頻道得知消
息。電視台則稱普什科夫可能是誤解了新聞報道內容。

另外，巴西外長帕特里奧塔前日會晤烏拉圭外長後，正式拒絕斯諾
登庇護申請。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塔斯社/《華爾街日報》

《衛報》記者格林沃爾德表示，斯諾登至今未有被任何人拘捕或
扣留，強調斯諾登沒把任何文件交予中國或俄羅斯政府。他坦言自
己可能已受情報機關針對。

格林沃爾德正忙於過濾斯諾登提供的逾5,000份洩密文件，估計需
時數月，往後公布的機密將集中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如何搜集

數據，以及它如何
與美國電訊商、軟
件商和情報機構合
作監控。

■路透社

「世界服務

機構」（World Service

Authority，WSA）是由前百老匯演員

兼二戰美軍轟炸機機師戴維斯於1954

年創立、提倡「世界公民」及「世界

法律」的非牟利組織，致力推動世界

大同，現任領導人是律師蓋洛普。

WSA自稱是「世界公民的世界政府」

的行政機構，會向成為「世界公民」

的人批出出生證明、身份證、結婚證

書甚至護照。WSA亦展示不少曾獲他

國發出入境簽證的世界護照，證實它

實際獲得承認。美國則一早聲明不承

認「世界護照」。

戴維斯於1948年宣布放棄美國國

籍，但WSA總部一直設於華盛頓。

■綜合報道

美國中情局（CIA）前職員斯諾登的去向再有變卦。

委內瑞拉外長豪亞和「維基解密」前日均指他尚未正式

接受庇護，協助洩密的英國《衛報》記者格林沃爾德與

他網上通話後則表示，委國很可能是斯諾登最終目的

地。據報非牟利組織「世界服務機構」（World

Service Authority，WSA）向斯諾登發出「世界護

照」，估計他可憑該護照先赴厄瓜多爾，再轉飛

委國。

「世界服務機構」
倡世界大同

話你知

巴西《環球報》前日再引
述斯諾登機密指，美國監控
行動不但遍巴西、哥倫比亞
及墨西哥等拉美各國，範疇
更不限於軍事或反恐，而是
延伸至「商業機密」，美國3
大盟友巴西、哥倫比亞和墨
西哥全部難逃國安局刺探，
哥倫比亞更是國安局5年來的
頭號目標，被竊取的資訊僅
次於巴西及墨西哥，尤其當
委內瑞拉已故總統查韋斯年
初去世後。

3大盟友淪3大目標

報道指，巴、墨、哥、委
是受監控最密集的4個國家，
阿根廷、厄瓜多爾、尼加拉
瓜、智利及秘魯等亦受到

「經常性監控」。哥國外長和
墨國外長發言人昨要求華府
解釋。

安第斯大學國際關係教授
博爾達認為，哥、墨等與美
關係密切的拉美國家，可能
早已知悉和默許受監控。

古巴或拒成中轉站

另外，由於古巴是斯諾登
從俄羅斯轉往拉美的重要中
轉站，外界關注古巴取態。
智庫「美洲對話」認為，古
巴希望聲援委、厄、尼3國，
但不會撕破臉冒險與美反
面，例如讓斯諾登取道哈瓦
那前往其他拉美國家。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美國監控風暴席捲歐洲盟友，英、德、法先後被指與美合作或
自設大規模監控系統，斯諾登在身份曝光前接受德國《明鏡》周
刊訪問爆料，指歐洲與美的合作猶如「枕邊人」，共享情報但從
不過問資料來源，好讓政界領袖能以「不知情」作藉口，令連日
要求美國交代的德國尷尬。有專家認為，美德監控合作始於冷戰
時期，從總理默克爾的反應來看，相信她早已知情，只是希望淡
化事件。

弗萊堡大學德國歷史學家福斯波特表示，冷戰時期西德依賴美
國保護不受蘇聯及東德滲透，故德美情報合作由來已久。1968
年，西德聯邦情報局(BND)與美國簽署協議，同意情報共享，協
議現仍有效，但條款曾修改。

經英國傳送　國安局一目了然

斯諾登同時揭發英國「Tempora」行動，指行動不會理會目標
內容，是「全取式」監控，當有資料經英國傳送時，美國會得
知，經英國下載的東西，及至由倫敦熱線中心處理的醫療紀錄，
美國國家安全局（NSA）一目了然。

■《紐約時報》/德國《明鏡》周刊

因開發檔案分享軟件「Winny」被捕、最
後被判無罪的日本「IT之神」金子勇，上
周六急性心肌梗塞猝逝，終年僅42歲。日
本網上隨即響起一片惋惜之聲，不少網民
批評長達8年的逮捕、審訊和訴訟令金子勇
身心疲憊，害他英年早逝。

金子勇生於櫪木縣，小學開始學習編寫
電腦程式，高中時就獲日本「第一種情報
處理技術者」資格證書。1989年考入日本
最有名技術專業學校之一的茨城大學情報
工學部，1999年獲博士學位。

開發檔案分享軟件Winny被捕

他其後先進入日本原子能研究所開發軟件，2002年1月獲東京大
學任命為情報處理工學研究室特任助手，同年5月在日本著名討論
區「2ch」發表自己業餘開發的Winny，引起轟動。

由於Winny可輕易躲過防侵權限制，而且匿名性極高，成為當時
日本以至海外網民分享侵權檔案的主要渠道。這軟件很快引起日本
警方關注，並將矛頭指向金子勇，他因此被控協助違反知識產權保
護法罪，2004年被捕，轟動一時。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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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用假名登上俄客機或潛入貨機前往古巴，轉飛委國。由於航線途

經美國及其多個盟國領空，風險極高，但最有「間諜味道」

好處：快捷、簡單、便宜。斯諾登盛傳的變裝技巧有望大派用場

壞處：美方諜報和監控能力強大，斯諾登能否蒙混過關屬未知數

光明正大
方法：可選擇公開行程，光明正大登上委國高層專機赴委，利用輿論壓

力令美國難以下手

好處：一旦美方出手，斯諾登有望依賴強硬反美的委國總統馬杜羅反擊

壞處：玻國總統莫拉萊斯單是被「懷疑」匿藏斯諾登，專機已被美歐迫

降，難以想像公開庇護斯諾登的人會受到何等對待

長征
方法：中情局前分析員湯普森提議，可先飛莫斯科北方的巴倫支海，飛

越丹麥海峽，向南避開紐芬蘭，飛抵溫德華群島，再取道島嶼之

間水域赴委

好處：可避開所有親美國家領空，遭截停或迫降風險大減

壞處：如此長程飛行成本昂貴，加上飛機途中一旦出現問題，將很大可

能要緊急降落美國，潛在風險極高

跨太平洋飛行
方法：可先到俄國遠東海參崴，再透過長途機飛越太平洋赴委

好處：避開所有親美國家領空，風險較大西洋航線低

壞處：如此長途需動用成本昂貴的客機，會否有企業和機組人員願意冒

得罪美國之險成疑

穿越4大洲
方法：可選擇從南邊繞過歐洲，通過反美或親俄的中東和非洲國家前往

拉美，例如先前往伊朗，經塞浦路斯和蘇丹前往西非，再赴委國

好處：可避開長途飛行的風險和昂貴成本，部分或全程可使用商務客機

壞處：航班需飛經局勢動盪的埃及，該國軍方與美方關係親密，未必坐

視不理。此外，西非無直航機往委國，斯諾登無論如何都要飛經

多國領空，仍有迫降或截停風險

■《華盛頓郵報》/彭博通訊社

《衛報》記者︰
斯諾登沒向中俄洩密

■格林沃爾德在里約

熱內盧接受路透社訪

問。 路透社

美歐齊監控始於冷戰
默克爾疑知情

日蒙冤IT之神猝死

■金子勇

■斯諾登的「世界護

照」。 網上圖片

■創辦人戴維斯

■南非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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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登最終目的地料為委國，

美國則繼續施壓各國將他引渡。

未正式接受庇護 料飛厄再赴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