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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埃軍方
違背民主基礎 美發放錯誤訊息

意賊40度高溫 穿禮服打劫

加53歲婦疑塗鴉反華人落網

克里：埃及臨「關鍵時刻」王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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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昨日舉行第5屆國會選舉，是該國首
次自主舉行大選，首相洪森領導的執政人民
黨晚上宣布已取得過半數議席，意味洪森將
可延續其28年首相生涯。分析指，洪森連任
有望維持柬埔寨對華友好立場，促進中國對
柬持續投資。反對派救國黨則批評當局拒絕
該黨主席桑蘭西參選，選舉存在舞弊和不
公。

議席大減1/4  反對派誤稱獲勝

人民黨發言人昨晚在社交網站facebook發布
消息，稱人民黨在國會123席中，取得68席，
雖然較選前的90席大幅減少近1/4，但仍足以

維持執政地位。至於救國黨則獲得55席，比
上屆救國黨的前身桑蘭西黨與人權黨的議席
多26個。發言人說這是最終點票結果，但選
舉委員會的正式結果相信要下月中才公布。

選舉結束後發生了一段小插曲，救國黨一
度發聲明聲稱在大選中獲勝，令外界震驚，
不過該黨隨後又收回說法。

首次自主大選 選民轟舞弊

柬埔寨此前4次大選均在聯合國主持下進
行，令今次選舉透明度和公正備受關注。當
局邀請了美國、英國、歐盟等291名國際觀察
員監督過程，並派出近7萬名警察，確保選舉

順利進行。
洪森昨日與夫人到甘丹省官邸附近票站投

票，填寫選票後向記者笑㠥展示沾有墨水的
食指，並親吻選票祝福，顯得信心十足。桑
蘭西則在首都金邊投票，走出票站時向支持
者合十致意。桑蘭西批評當局以太遲報名為
由拒絕他參選，形容今次大選「無意義」，表
示已準備好為爭取公平選舉作長期抗爭。

投票開始後不久，陸續有反對派聲音批評
選舉舞弊，包括選民登記冊上有大量人被抹
去名字，無法投票，亦有人投訴標示已投票
的墨水印容易洗脫，令部分選民重複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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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目前每年向埃及提供15億美元
(約116億港元)援助，當中13億美元

(約101億港元)屬於軍方。美國1961年通
過的《對外援助法案》規定，一旦某國
發生軍事政變，華府必須截停給予該國
的一切援助，直至民主政府恢復運作。

普遍分析認為，華府與埃及軍方關係
一向良好，不希望在埃及局勢動盪之際
損害雙方關係，是奧巴馬不願將軍方行
動定義為政變的原因，這亦使上述法
例名存實亡。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薩基上
周五坦言，《對外援助法案》

未有規定華府就是否發生政變作出正式
判斷，相關判斷亦不符合美國利益。

厚此薄彼 料掀多國軍方不滿

評論擔憂，此舉將令多國仍然脆弱的民
主制度根基進一步受動搖。馬里、洪都拉

斯和巴基斯
坦

等地的軍方，都曾因政變被美國暫停援
助，華府今次選擇性「放生」埃及軍方，
相信會令這些國家的軍隊勢力不滿。

不過，此法案並非沒有例外，例如巴
基斯坦前陸軍總參謀長穆沙拉夫1999年
推翻謝里夫政府，美國隨即終止援助巴
國，但在「911」恐襲後以國家安全為由
恢復援助。專家指，埃及是美國在中東
的關鍵盟友，對白宮未有採取類似應對
手法感不解。

專家：「阿拉伯之春」料持續10年

2011年阿拉伯世界反政府浪潮爆發之
初，外界一度寄予厚望，認為是該區建
立民主政治的起點。然而兩年多以來，
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亞等「變天國」至
今仍一片混亂。巴黎國際與戰略關係研

究所阿拉伯事務專家比塔爾指出，
整個革命過程需時最少10年，當中會

經過革命－反革命－修補革命等步驟。
■美聯社/法新社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昨日應
約與埃及外長法赫米通電
話。王毅表示，中方高度關
注埃及局勢發展，呼籲埃及
有關各方摒棄暴力，避免流
血衝突，防止更多人員傷
亡。中方支持通過對話協商
化解分歧，恢復法治和秩
序，平穩推進包容性的政治
過渡進程。這符合埃及人民
的 根 本 和 長 遠 利
益，也有利於整
個 地 區 的 和
平與穩定。
■中新社

埃及開羅前日爆發前總統穆爾西被推翻後最血腥
衝突，政府衛生部昨表示衝突造成72人死亡。數千
名穆斯林兄弟會支持者昨在開羅繼續示威，內政部
長易卜拉欣警告，將「合法地盡快」解散穆爾西支
持者的集會。美國國務卿克里形容埃及正處於歷史

「關鍵時刻」，促請埃及領袖立即行動，把國家「從
邊緣拉回」。

克里透露，已與埃過渡政府副總統巴拉迪和外長
法赫米通電話，就流血和暴力事件表示嚴重關注，
並稱持續暴力正阻礙埃及「和解及民主化」進程，
影響地區穩定。美國國防部新聞秘書利特爾證實，

防長哈格爾前日與埃及軍方司令兼防長塞
西通電話，就連串暴力事件表

示關注及促請軍方克
制。 ■美聯社/

法新社/路透社

俄羅斯司法部新聞辦公室昨稱，當局
將回覆美國司法部長霍爾德要求俄方引
渡美國中情局前僱員斯諾登的信函，但
拒絕透露回信的確實日期。霍爾德上周
三去信俄司法部，承諾不會在斯諾登回
國後判他死刑，也不會向他嚴刑迫供。

代表律師親克宮 獻計留俄惹猜疑

自從斯諾登藏身莫斯科機場後，華府
不斷軟硬兼施促俄方「交人」，斯諾登申
請臨時庇護後，又要求俄國拒絕其申
請。

仍然滯留機場過境區的斯諾登分別向
兩名俄國律師求助，報道指，連日來經
常曝光、儼如代言人的庫切連納，是斯
諾登向俄申請庇護的「設計師」。庫切連
納勸導他放棄向其他20國提出的申請，
指他一日仍在俄境，這些國家就難有作
為。

不過報道指，庫切連納是俄總統普京
的支持者，又是親克里姆林宮組織及聯
邦安全局(FSB)的監察委員之一，被質疑
與克宮關係密切，斯諾登的每一步行動
可能均在當局的籌謀之中。庫切連納自
稱清白，指過往亦曾替遭FSB檢控的人辯
護，他又指，斯諾登曾向他埋怨上述報
道都是美媒抹黑他的伎倆。

■《俄羅斯之聲》/《紐約時報》

加拿大多倫多警方上周逮捕了一名
53歲女子，懷疑她在郵箱、街道牌及
地產廣告牌書寫帶種族仇恨字句，包
括「No More Chinese」(不要更多中國
人)的字句。

警方發言人妮歌爾表示，警方在最
近一個多月接獲7宗非法塗鴉投訴，當
中不少塗鴉字句似乎針對個別種族。
警方說，上月接獲首宗相關投訴後展
開調查，之後再收到同一地區市民接
二連三類似投訴，經調查後懷疑案件

是同一人所為。
上周四警員再接到市民投訴，指一

名女子疑在塗鴉，警員於是趕赴現場
將疑犯拘捕。被捕女子面臨15項控
罪，包括11項對他人財物行為不檢─
塗鴉罪、1項襲擊、1項持有危險武
器、1項拒捕及1項刑事滋擾罪，但警
方拒絕透露疑犯族裔背景及姓名。

疑犯上周五提堂。警方相信案件純
粹是涉案婦人所為，沒有證據指出案
件牽涉其他人士。 ■中新社

法國康城昨發生持

械行劫案，一名劫匪

光天化日下闖入卡爾

頓酒店的珠寶展，奪

走總值約4,000萬歐元

(約4 .1億港元)的珠

寶，再避過保安成功

逃脫。據報該批珠寶

原屬以色列鑽石大亨

列維夫所有。

肇事酒店位於著名

蔚藍海岸度假村，當

地傳媒稱劫匪用手提

箱裝走珠寶離開。今

次是近年法國最大宗

珠寶劫案之一，2008

年3名男子在巴黎一

個珠寶展幾乎搶去所

有首飾，損失總值約

8,500萬歐元(約8.8億

港元)。

■《獨立報》/

法新社/英國廣播公司

意大利前日出現一位「禮服圍巾賊」，這名年約30
歲的賊人，在近40度高溫下，穿㠥一件藍色燕尾
服，戴㠥一條圍巾，走進羅馬市郊兩家店舖，持槍
行劫，掠去1,000歐元(約1萬港元)財物後，騎電單車
逃去。

被劫店舖職員形容，賊人打扮得非常優雅，但以
偽裝來說就非常差，「一般人不會在40度高溫下這
樣穿。」由於賊人沒有蒙面，警方已收集店內閉路
電視錄影帶，希望可以協助破案。 ■法新社

意首名黑人部長遭掟蕉惹公憤

意大利首位黑人內閣部長、移民部長基延格上

周五在政黨集會演說期間，被一名身份不明的觀

眾投擲香蕉，雖然她沒有受傷，但事件引起全國

憤怒。生於剛果的基延格，4月上任後提出新方

案，幫助新移民更易入籍意大利，並讓所有在意

境內出生的小孩自動入籍，引起極右組織不滿，

多次發動示威，「掟蕉」事件當日，就有右翼組

織在場抗議，但該組織否認與事件有關。

■網上圖片■有郵筒被寫上「No More Chinese」的字

眼。 網上圖片

■庫切連納為普京支持者，難免惹人猜

疑。 路透社

俄將回覆美引渡斯諾登要求

■劫案後，警方封鎖現場調查。

美聯社

埃及前總統穆爾西支持者和軍方前日在首都開羅爆發激烈衝突，有示

威者指，軍方持AK-47自動步槍向人群掃射。美國一直避免形容穆爾西

被推翻是「政變」，並繼續提供援助，違背美國「政變後斷援」的法

例。分析指，相關法例是華府支持全球民主進程的重要基礎，破例恐向

其他不滿當前政權的軍隊發錯誤訊息，掀起政變潮。有專家估計，前年

爆發的「阿拉伯之春」革命將持續最少10年。

■埃及局勢持續動盪，情

況令人擔憂。 路透社

柬大選執政黨勝 料延對華友好政策

恐誘政變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