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紐約時報》昨公開美國中情局前職
員斯諾登的加密專訪，他提到選擇向英
國《衛報》記者格林沃爾德及紀錄片導
演普瓦特拉斯爆料，是因兩人不怕華府
威嚇。斯諾登憶述在香港與兩人會面，
對方較約定時間早到，而且自己的樣子

「太後生」，相認時曾互相猜疑。
斯諾登表示，「911」恐襲後，美國

不少主流媒體屈服日益高漲的國家主
義，放棄挑戰政府的責任，但格林沃爾德及普瓦特拉斯是少數敢
於報道爭議新聞的記者。斯諾登稱，格林沃爾德曾不贊同加密所
有通訊，令他甚為驚訝，「我無想過記者會不知道未經加密的網
絡通訊，會傳到全球情報機關。」

奧巴馬成立小組查監控
美國總統奧巴馬為挽回民眾對政府的信心，上周提出4項監控

改革方案。他前日下令國家情報總監克拉珀正式成立「情報與通
訊技術審核小組」，以審核情報收集和監控手法，要求小組要在
60日內提交初步報告，並在12月15日前提交正式報告。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美國士兵曼寧涉
嫌向「維基解密」
洩密案，前日進入
宣判聽證的辯護階
段，辯方將傳喚10
多名證人，而曼寧
今日會首次為自己
作陳述辯護。曼寧
上月被軍事法庭裁
定間諜罪等20項罪
名成立，但資敵罪
不成立，最高可判
監90年。

美 國 反 戰 組 織
「基層行動」前日將
長達5,000頁、有10
萬人簽名的請願信
提交諾貝爾獎委員
會。發起人所羅門
表示，2009年美國
總統奧巴馬獲頒和
平獎，引起非議，
指曼寧有助重建諾
獎委員會聲譽。

■路透社/法新社

電影《無間道風雲》由積尼高遜飾演的
黑幫老大角色原型、美國波士頓著名黑幫
頭目巴爾傑，前日在波士頓地方法院被裁
定31項罪名成立，面臨終身監禁。巴爾傑
在1970至1980年代以走私毒品及勒索手段
雄霸波士頓黑社會，又充當聯邦調查局
(FBI)線人打擊對手，甚至與個別探員勾
結，獲包庇潛逃16年之久。

現年83歲的巴爾傑是黑幫組織「冬山幫」
總頭目，幫派主要在波士頓從事走私、敲

詐、勒索、販毒等有組織犯罪，並與愛爾蘭
共和軍等組織有交往。檢方在6星期的審訊
期間傳召63名證人，最終巴爾傑19項謀殺罪
名中11項成立，另多項洗錢、敲詐、販毒及
非法持槍等重罪罪成，最快11月判刑。

巴爾傑多年來與FBI波士頓分局暗中私
通，1994年他因接到探員通報才展開逃
亡。16年逃亡生涯中，他成為FBI十大通緝
犯之一，排名僅次於「基地」領袖拉登。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挪威首相斯托爾滕貝格客串的士司機聽民意，成為一
時佳話，不過當地小報《世界之路報》踢爆，14名上鏡
的乘客中，有5名是事先經電話挑選。執政工黨承認向5
人各支付500克朗(約661港元)「作為一點心意」。

工黨解釋，5名「受薪乘客」只知道會參與拍攝影
片，並需登上的士，對其他事毫不知情，強調各人見到
司機是首相時的反應絕無造假。負責拍攝的公關公司
稱，用電話挑選乘客是「必要做法」，可確保他們來自
不同層面，以及有時間參與拍攝。 ■法新社

日本過往多次就戰爭時造成的傷害表示
「深刻懺悔」，但內閣官員屢屢參拜供奉

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近年更大力推動修
憲擴軍，態度令人懷疑。奧利華史東指，日本
應對中國更坦誠地道歉，不應因為島嶼主權爭
議敵視中國，應更廣泛看待兩國關係，因為日
本長遠利益很可能依賴中國。

日應推動和平 取消美日安保

奧利華史東認為，日本對中國的挑釁態度，
是源自美國對日本的安保協議，形容日本像

「一個愛打架的孩子，然後要大哥為他收拾殘
局」。他指出，日本有和平憲法和無核化承
諾，希望見到日本在推動和平起到帶頭作用，
以展現日本願景的形式化解太平洋地區爭端。
除了向中國坦誠道歉，他呼籲日本取消與美國
的軍事合作協議，這才是成為偉大國家的路
徑。

「斯諾登是英雄」 讚中俄勇敢抗美

另外，奧利華史東大讚美國中情局前職員斯
諾登是捨己為人的英雄，讚揚中國和俄羅斯拒
絕向華府交人，認為世界「需要更多敢於對抗
美國的國家」。他又形容美國總統奧巴馬是

「一條蛇」，企圖把違法監控計劃「制度化」。
他讚揚俄總統普京庇護斯諾登是正確決定，又
說「很高興中國沒有拘捕斯諾登，至少(面對

美國)中
國 有 膽
量 這 樣
做」。

奧 利
華 史 東
今 次 訪
日 是 宣
傳 其 紀
錄片及同
名 書 籍

《不為人知的美國歷史》，內容涉及當年美
國對日本兩次投下原子彈的討論。協助
製作紀錄片的美國大學歷史學教授庫茨
尼克認為，日本軍費是全球第4高，但仍
然躲在美國核保護傘下，他又稱中國對
外侵略性遠不如美國，「二戰後美國打
了很多仗，中國有嗎？」

紀錄片揭露美國當年投下原子彈不
是為了結束戰爭，而是防止宣布參戰
的蘇聯在日本建立勢力。庫茨尼克表
示：「我們看到愈多和學到愈多，便
愈感苦惱，並意識到日本認清歷史
對日本、美國甚至全世界有多麼重
要。美日透過欺騙網絡連結在一
起，共同捏造歷史。」

■《華爾街日報》/《星條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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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敗紀念前夕 名導演促東京勿恃安保協議挑釁

日本部分內閣成員稱有意在戰敗投降
紀念日參拜靖國神社，韓國外交部發言
人趙泰永昨警告神社是供奉戰犯、美化
侵略戰爭的設施，日本官員參拜令韓方
無法接受。他敦促日本盡快回應和解決
慰安婦問題，稱日方應正視現實，早日
對受害者真誠道歉。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早前表示不會拜
鬼，但無意阻止其他閣員參拜。韓國

《中央日報》前日發表社論指，考慮到
閣僚參拜的意義和影響，安倍不能袖手
旁觀，日方應在戰敗紀念日發表謝罪
聲明。

12慰安婦入稟向日索償

韓聯社報道，12名韓裔前日軍
慰安婦昨入稟首爾中央地方法
院，每人向日本政府索償1億韓圜
(約69萬港元)賠償。韓國計劃製作

慰安婦題材的宣傳漫畫，並透過法國國
際漫畫藝術節發行至全球多國。

另外，韓國民主黨黨魁金漢吉與多名
黨高層昨赴獨島(日稱「竹島」)視察，
稱日本近來有右傾化和軍國主義抬頭的
跡象，威脅東北亞和平，重申「獨島是
韓國領土」。韓總統朴槿惠重申絕不容
忍任何有損國家利益和領海主權的企
圖。 ■韓聯社/法新社

泰查罪犯
擬索LINE用戶紀錄

斯諾登：
只向無畏者洩密

日暗示修改憲法解釋
解禁集體自衛權

明日是日本戰敗投降紀念日，美國名導演奧

利華史東前日在東京出席活動時發表演講，批

評日本對中國和亞洲鄰國的態度，認為日本需

要就戰時行為作更徹底的道歉，以及避免轉向

依靠軍事力量應對中國和朝鮮等國家。

百分比 

註：2002年及2003年首季數據未能提供。*包括：亞洲人、太平洋島嶼居民、美國土著
       及其他。
資料來源：紐約市警察部門、紐約民權聯盟

紐約警方過去逾十年攔截搜查的數據
警方每年攔截搜查次數 遭攔截搜查者的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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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沃爾德

■巴爾傑 ■LINE在泰國用戶逾1,000萬人。 美聯社

■泰國考慮強制要求每名外國遊客

購買約124港元的保險。 網上圖片

■紐約聯邦法官

指警方內部有不

成文規定，將有

色人種列作截查

對象。 網上圖片

■韓國人就慰安婦問題在日本使館門外

抗議。 美聯社

奧利華史東：日本應向華道歉

泰國《民族報》報道，由於大部
分赴泰外國遊客無購買保險，留下
大筆醫療爛帳，導致公立醫院陷入
財困，當局考慮強制要求每名外國
遊客購買500泰銖(約124港元)保險。
有當地旅遊公司反對計劃，認為買
保險是自願行為，若強制要求會趕
客並影響國家形象。旅遊和體育部
部長頌薩表示，無購買保險的外國
遊客在當地醫院「走數」總額每年
達2億泰銖(約4,965萬港元)。

■泰國《民族報》

泰國警方昨稱，希望取得疑犯的手機即時
通訊軟件LINE數據，以助破案。LINE日本總
部稱，未收到有關要求，表明公司無收集或
儲存用戶資料，會保障客戶私隱。

泰國防止科技罪案小組主管表示，警方希
望審查涉及反王室、售武、賣淫及販毒等疑
犯的通訊紀錄，已接觸LINE的韓國及日本營
運商。他透露曾接觸facebook、twitter及
WhatsApp，但三者並不合作。總理英祿強
調，監控只限目標人士而非普羅大眾。學者
指，泰國是少數無數據保護法例的國家，若
警方希望取得國民的通訊紀錄，應先取得法
庭許可。

LINE在前年6月面世，全球用戶達2億，泰
國逾1,000萬人使用。

■美聯社/《曼谷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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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警攔截搜查 裁定種族歧視違憲

美國紐約聯邦法官前日裁定，紐約警方實行多年的「攔截搜查」
(Stop-and-Frisk)政策不公平地針對非裔和拉美裔市民，違反憲法。法
官沙因德寧未有下令停止政策，但破天荒任命獨立監察員監督警方
修改政策。紐約市長彭博則形容政策對罪犯具重要震懾力，對減低
市內犯罪率有關鍵作用，誓言上訴。

黑人佔逾半 僅拘捕一成人

紐約市1980至1990年代罪案頻生，促使警方引入攔截搜查打擊罪
案。彭博2002上台以來，每年截查次數直線上升，由2002年的11.5
萬次飆升至前年的68萬次新高。警員通常會進行盤問，有時會檢查
隨身物品甚至搜身，最終只有一成人被捕。數據指，在2004年至
2012年約440萬次截查中，黑人和拉美裔分別佔52%和31%，白人僅
佔10%。

4名少數族裔男性不滿政策涉嫌種族歧視，2004年入稟控告紐約市
警察局，其後演變成集體訴訟。案件今年展開聆訊，法官聽取12名
證人出庭作供和控辯雙方理據後，裁定警方執行政策時涉及種族歧
視，違反憲法第四修正案「保護民眾免受不合理搜查及扣查」，以
及第十四修正案「人人受法律平等保障」的內容。

20萬次截查無合理懷疑

沙因德寧指出，警方內部有不成文規定將有色人種列作截查對
象，前線警員亦在高層施壓下增加截查次數，認為警方在2004年至
2012年間，最少有20萬次截查欠缺合理懷疑。沙因德寧下令警方應
以明文列出警員有權截查的條件，以及試行為警員佩戴隨身攝錄
器。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紐約時報》/《紐約每日新聞》

挪威執政黨
請「臨記」搭首相的士

《無間道風雲》藍本 美黑幫大佬謀殺罪成

■奧利華史東訪日宣傳

紀錄片（左圖）。 法新社

日本政府內閣會議昨敲定一份答辯
書，稱以專家懇談會討論內容為基礎，
研究集體自衛權相關憲法解釋，暗示可
能修改憲法解釋，允許日本行使集體自

衛權。日本《朝日新聞》報道，正休假
的首相安倍晉三在家鄉山口縣與支持者
會面時，聲稱修憲是自己的「歷史使
命」。 ■共同社/日本《朝日新聞》

韓警告日官員勿拜鬼
促正視慰安婦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