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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寧成阿桑奇替死鬼

入罪理由令人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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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產量過剩 產國囤米釀價飆

獲邀訪日
奧巴馬或乘機赴中韓

韓裔美籍人士及在美韓國人團體前日在洛杉磯近

郊格倫代爾市的公園，為象徵二戰受害慰安婦的少

女銅像揭幕，銅像與日駐韓大使館前的銅像設計相

同，市議會議員等約300人參加儀式。日本官房長官

菅義偉昨說︰「這與不應將慰安婦問題政治化和外

交化的日政府想法相左，立像極其令人遺憾。」

共同社

洛 城 立 慰 安 婦 紀 念 像

泰國、印度等國家近年實施大米補
貼，鼓勵農民種植水稻，加上氣候條
件有利，糧倉近乎爆滿。然而隨㠥菲
律賓、尼日利亞等主要進口國需求下
降，亞洲大米產量過剩日益嚴重。生
產國政府不願將高價購入的大米在本
土低價售出，令米價不降反升，民眾
苦不堪言。國際穀物協會預計，供應
過剩情況短期可能加劇。

以主要出口國泰國為例，政府以
高於市價約一半向農民買米，現時
囤積達1,700萬噸，甚至考慮動用舊
機場倉庫貯存。印度及巴基斯坦等
國數月後產量亦將接近歷史新高。

全球米價跌至近3年最低

供應過剩，壓低全球米價。國際
穀物協會旗下全球大米價格指數上

周五跌至200，是2010年9月以來最
低，較今年初下降近5%。越南現貨
市場米價較年初下跌5%，其中交易
量最大的5%碎米品種，售價約每噸
390美元(約3,025港元)。泰國5%碎米
出口價則為每噸475美元(約3,684港
元)，較年初跌16%，中國、非洲等
地進口米價亦下降。芝加哥商交所
大米期貨合約較年初上漲7%，前日
收報每100磅15.895美元(約123港元)。

然而補貼令產國供應緊張，泰國
超市米價自前年累計上漲10%，不
少泰商改從柬埔寨和越南進口大
米，印度貧民生活亦愈來愈艱難。
有援助組織建議政府派發囤積大
米，亦有人建議調低購入價，鼓勵
農民改種其他農作物。

■《華爾街日報》

日本媒體報道，日本正邀請美國總統奧巴馬正式訪問
日本，時間擬安排在明年春季。若成行，將是奧巴馬繼
2010年11月在橫濱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後再次
訪日。據報首相安倍晉三或有意在與奧巴馬會談中，提
出加強美日同盟關係。有消息稱，奧巴馬或將利用訪日
之機，前往中韓訪問。

據報日本擬邀請奧巴馬以「國賓」身份訪日，自1996
年時任總統克林頓訪日後，日本從未以國賓身份邀請美
國總統，美日政府正就此進行協調。消息指日本已多次
邀請奧巴馬訪日，安倍2月訪美時率先發邀請，之後在6
月13日日美首腦電話會談中再邀請，安倍上周五訪問新
加坡期間會晤美國副總統拜登時又發出邀請。

美國防高官訪日 冀入口武器

另外，美國國防部武器採購主管肯德爾今日首度訪
日，會晤監督國防承包商的官員。在日本尋求放寬多年
來對外軍售禁令之際，肯德爾此行將與日方官員打好關
係，為未來可能進口日本軍備鋪路。

日本當局正檢討憲法中禁止對外軍售的條文，並正擬
訂指引，列出國防承包商可出售的武器種類和銷售對
象。美國多間公司有意向日企購入軍備，洛歇馬丁稱希
望將日企加入供應鏈，雷神則對日企的愛國者導彈防禦
系統感興趣。

■路透社/共同社/中新社/中央社

產量過剩問題  產量升需求降，致亞洲糧食供過於求

泰國大城府稻田

IGC稻米價格指數(2000年1月＝100)

全球大米交易量(千萬噸)

預計量
預計量5

4

3

2

1

0

主要出口國大米囤積量(碾米計)

備註：為生產及出口國銷售年綜合數據         資料來源：國際穀物協會     《華爾街日報》

美國
巴基斯坦
越南
泰國
印度

入曼寧罪
鋪路 阿桑奇控

間諜罪成 美被批「國家安全極端主義」

前美軍情報分析員曼寧向「維基解

密」洩露美軍機密，前日被軍事法庭

裁定間諜罪等20項罪名成立，但最高

可判囚終身的資敵罪則不成立。維基

解密創辦人阿桑奇批評判決樹立「危

險先例」，形容這反映出美國總統奧巴

馬政府的「國家安全極端主義」，並預

料曼寧會上訴。分析指，曼寧被判間

諜罪成後，華府可能會以同謀罪檢控

阿桑奇。

軍事法庭法官林德前日宣判，曼寧資敵
罪和一項非法持有國防資料罪名不成

立，其他20項包括間諜、盜竊、電腦欺詐及
違反軍紀罪名則成立。案件昨進入量刑程
序，過程或長達一個月。若全部控罪均判處
最高刑期，曼寧將面臨136年有期徒刑，餘生
很可能要在獄中度過。

外界批美製寒蟬 阿桑奇誓翻案

阿桑奇稱曼寧「由始至終未獲公平審訊」，
稱曼寧的揭密行為披露戰爭罪行、引發革命
和促進民主改革，形容曼寧是「典型告密
者」，強調洩密案唯一受害的是「美國政府的
自尊」。他批評奧巴馬2008年選總統時讚揚告
密行為是勇氣和愛國表現，現在卻打壓告密
者，自相矛盾。他稱維基解密和曼寧的法律
團隊均會致力推翻裁決，又稱事件反映新聞
組織有必要加強保護消息來源。

國際特赦組織國際法及政策高級總監布朗
形容華府「本末倒置」，批評官員拒絕調查證
據確鑿的指控和罪行，反而起訴披露真相的
曼寧。無國界記者亦批評判決會造成寒蟬效
應，將令未來告密者噤聲，阻礙新聞調查。
阿桑奇的美國代表律師拉特納指出，雖然辯
方多次重申曼寧洩密決定與阿桑奇無關，但
軍方一直指控阿桑奇誘使曼寧洩密，美方明
顯決意將阿桑奇定位為洩密同謀。拉特納表
示，曼寧罪成將為美方控告阿桑奇鋪路。

曾於1970年代洩露越戰機密的軍事分析員
埃爾斯伯格指出，曼寧脫資敵罪意義大於其
他控罪成立，稱華府若開此先例，恐會嚇怕
今後告密者，形容美國民主「險險避過一粒
致命子彈，我指的是作為民主血液和生命的
新聞自由」。

《衛報》記者：脫資敵罪彰公義

外界關注判決會否為華府如何處置前中情
局職員斯諾登帶來啟示。協助斯諾登洩密的

《衛報》記者格林沃爾德形容曼寧脫資敵罪彰
顯「一絲公義」。斯諾登在俄羅斯的代表律師
庫切連納則認為兩宗案件不能相提並論。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華盛頓郵報》

法國康城一間

名貴鐘錶店昨遇

劫，是當地4天

內第2宗。警方

在錶行調查，具

體損失金額仍在

點算。據悉兩名

戴帽蒙面匪徒持

手槍及類似手榴

彈物體，入店劫

走一批名貴手錶

後逃去無蹤。案

發 現 場 與 周 日

1.36億歐元(約14

億港元)劫案的

卡爾頓洲際酒店

距 離 僅 數 百 公

尺。鑑於接連發

生嚴重劫案，居

民 擔 心 治 安 惡

化，呼籲加強保

安。 ■法新社

衛報昨公布美國中情局(CIA)前職員斯
諾登更多洩密詳情，原來美國國家安全
局(NSA)旗下「XKeyscore」監控項目，
可容許情報員在獲上司和法庭批准前，
搜索網民的電郵、瀏覽紀錄、facebook
聊天內容和私人訊息等數據，部分會保
存長達5年。2008年NSA內部培訓文件顯
示，XKeyscore在包括中國在內全球150
個地方共有750個伺服器。NSA形容這是
最廣泛網上情報系統，幾乎覆蓋所有網
絡活動。

FBI促斯諾登父赴俄見子

斯諾登仍滯
留 莫 斯 科 機
場，與兒子久
未見面的父親
朗尼表示，希
望前往當地探
望兒子，並感
謝俄羅斯總統
普京及其政府
保護兒子。他指不介意兒子一直留在俄
國，「如果他想餘生居於當地，我會同
意。假如我是他，也會留在當地。我希
望俄國會接受他。」

朗尼指出，聯邦調查局(FBI)曾到訪其
家，建議他赴俄。但由於FBI未能在他
到㝸後為他們提供溝通方法，加上想先
知道對方希望他做甚麼，因此沒答應。
他又強調，自己不會淪為FBI心戰傳話
的工具。斯諾登的律師庫切連納昨表
示，正安排朗尼到俄，並於昨日向他發
邀請信，並預料「不用多久」朗尼就可
獲俄簽證。

解禁文件稱監控可阻911

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昨以提高透明度
為由，解禁3份涉及監控的機密文件，
但當中很多資料早已通過國會聽證會公
諸於眾。有文件稱，由於缺乏電話數據
收集系統，影響情報部門阻止「911」
恐襲發生。國安局副局長昨表示，沒國
安局人員因斯諾登事件被革職或自行辭
職。 ■《衛報》/法新社/美聯社/

路透社/《華盛頓郵報》

雖然曼寧逃過可判囚終身的資敵罪，但仍可能
面臨逾百年刑期。美國著名作家兼政治分析家里
夫指出，華府對洩密事件怒髮衝冠眾人皆見，奈
何無法對「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出手，唯有
將怒氣宣洩到曼寧身上，認為曼寧是「替死
鬼」。

里夫表示，曼寧犯刑事罪是不爭事實，遭重罰
是預想之內。但他同時指出，不僅被曼寧揭發明
目張膽違反軍紀的士兵未有遭到檢控，即使被判
犯下戰爭罪行的軍人刑罰亦遠輕於曼寧，披露罪
行的刑罰竟較犯下罪行還要重，難免引起公眾疑
慮。

紐約大學布倫南司法中心國防專家戈伊坦指曼
寧是少數對媒體洩密後被判間諜罪成的案例，儘
管缺乏證據顯示曼寧蓄意危害美國國家安全，他
卻要面臨逾百年刑期，是非常恐怖的先例。

■英國廣播公司

曼寧2010年向「維基解密」提供70萬份國防部機
密文件，包括美軍虐待疑犯和誤殺平民的影片等，
是美國史上最大洩密案。華府多次強調，曼寧的行
為對美國國家利益造成無法修補的損害，但事隔3
年，種種跡象顯示華府誇大其詞。

美國前國務院發言人克勞利指出，曼寧的洩密行
為將「不少人的生命和職業置於險境」，但承認案件
對美國造成的戰略傷害「只是短暫性」。他稱除了個
別例子，國務院最終均能修復洩密帶來的傷害。他
前年公開批評軍方關柙曼寧期間，不恰當對待曼寧
是「荒謬愚蠢」，最終被迫辭職。

民間團體「美國科學家聯盟」政府機密專家艾夫
特古德指出，華府從未公開曼寧洩密案的損害評估
報告，但感覺上損害很輕微，非華府聲稱的「災難
性傷害」。不過他強調洩密案確實帶來傷害，例如引
起外界質疑美國政府的保密能力，對美國外交和軍
事均造成相當影響。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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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麟

華府疑誇大洩密損害

洩密美兵曼寧脫「資敵罪」(亦稱「通敵罪」)，美

國主流媒體和民意紛紛為他不致淪為「賣國賊」喝

彩，形容是辯方一大勝利。然而這場「皮洛士式勝

利」(Pyrrhic Victory)值得慶祝？令人懷疑。

公元前281年，伊庇魯斯王國國王皮洛士率兵渡過

亞德里亞海，大戰羅馬共和國。皮洛士最終兩挫羅

馬軍隊，但自軍傷亡慘重，海外作戰又無法立即補

充兵力，令勝利最終成為失利伏筆。「皮洛士式勝

利」亦成為西方「得不償失的慘勝」之代名詞。

法官林德判曼寧資敵罪不成立，背後隱含更大意

義：否定了曼寧蓄意向敵人提供情報。一旦入罪，

「維基解密」便會順理成章被標籤成「間諜機構」，

甚至延伸至接受洩密者提供文件的新聞媒體。由此

看來，判決的確可被視為新聞自由的「勝利」。

然而曼寧躲過資敵罪這一刀，避不了間諜罪毒

藥，入罪理由更令人心寒。軍方指他知道文件會放

上網，亦知道恐怖分子會上網，因此文件有可能落

入敵人手中。今次裁決意味今後任何人單是把可能

損害美國利益的情報放上網，可能已觸犯間諜罪。

如何判斷情報是否有害？由美國政府決定。

更令人恐懼的，是華府的龐大監控網絡。試想

想，當你曾在網上與人交談，對方其後被華府認定

為「危險人物」，你們之間的對話便可能被視為潛在

危險。美國「老大哥」(big brother)不僅監視民眾，更

高舉㠥間諜罪鐵鎚，隨時打壓異見分子。這個標榜

自由民主的國家，還暗藏

多少講一套、做一套的黑

幕？

■斯諾登父親朗尼

■被控20多罪，但曼寧在庭上神色輕鬆。

美聯社

■曼寧洩密片段顯示美

軍在直升機上濫殺伊拉

克平民。 資料圖片

■曼寧支持者在馬里

蘭州一個美軍基地外

舉海報力撐他。

法新社

■「維基解密」

創辦人阿桑奇

■洩密美軍情

報分析員曼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