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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報》記者被指藉專訪謀利
斯諾登否認

國安局每年違例侵私隱數千次

「基地」謀隆胸膠炸彈襲客機希思羅情報：

美國為擊殺恐怖分子無所不用其極。美國媒體披露，美軍早前

招攬一名年僅8歲的也門男童當間諜，利誘其家人，要求男童將

晶片放在他身為「基地」成員的養父身上，藉此鎖定該目標人物

行蹤，數天後出動無人機炸死他。

8歲男童巴爾克的生父庫拉伊比由於家貧，將巴爾克送往偏遠

城鎮的親戚寄養，其後遭親戚遺棄流落街頭，獲居於當地的「基

地」要員卡迪收養，不單提供溫飽，更為他供書教學。

送車送樓送銀紙

庫拉伊比一直為也門共和國衛隊工作，後者長期與美軍合作，

協助鎖定恐怖分子行蹤。美軍相信卡迪與駐也門美軍基地爆炸案

有關，去年秋天要求衛隊追查卡迪下落。衛隊成員知道庫拉伊比

急需用錢，遂以新屋、汽車和相當於230美元(約1,783港元)現金作

餌，要求對方聯絡巴爾克及指示他將電子晶片放在養父身上。

巴爾克最後將晶片放進卡迪的大衣口袋裡。數日後，卡迪和同

僚乘坐的汽車被美軍無人機炸毀。「基地」成員後來捉拿巴爾克

和庫拉伊比，兩人在錄影機前供認事件。消息指庫拉伊比相信已

遭處決，巴爾克則生死未卜。白宮發言人否認有此事，稱「華府

涉嫌利用一名8歲男童的消息絕對不實」。

■《每日郵報》

美國中情局前職員斯諾登父親的法律團隊
發言人前日受訪時，透露團隊不相信協助斯
諾登洩密的《衛報》記者格林沃爾德及「維
基解密」，指格林沃爾德四出兜售專訪斯諾
登的機會。斯諾登隨後罕有地向傳媒發表聲
明，強調他父親及其法律團隊均不代表他本
人。

阿桑奇否認俄審問斯諾登

斯諾登聲明指，父親朗尼及其法律團隊過
去現在均與他的情況無關，將來亦不會，強
調這些人並不知道他的處境或未來的計劃，
要求傳媒不要利用父親的情感空隙，炮製小

道消息。
外界一直有傳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曾向

斯諾登問話，「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
指，維基解密自斯諾登離開香港後，一直派
員緊貼，認為俄當局很守規矩。

另外，路透社前日引述消息指，斯諾登去
年4月任職戴爾電腦時，曾下載國安局和英
國政府通訊總部(GCHQ)的竊聽計劃資料，
並留下顯示他取去資料的電子足跡。

戴爾拒絕評論事件，指「客戶」要求公司
不要公開談及斯諾登。

■《赫芬頓郵報》/法新社/路透社

《華盛頓郵報》昨日揭露，美國國家安全
局(國安局)自2008年以來，每年觸犯私隱規例
或越權數千次，令無數美國人或身處美國的
外國人被納入鋪天蓋地的監控中。報道使用
了美國中情局前職員斯諾登先前交給該報的
一份國安局內部審核報告。

根據報告內文，國安局在前年5月至去年5

月間，共對民間通訊進行了2,776次違例收
集、儲存、查閱或散布，其中1成是手文之
誤的結果。例如在2008年，國安局的系統錯
誤將美國本土區碼「202」，當成埃及的國際
區碼「20」，結果截聽了「大量」從華盛頓
地區打出的電話，但這場錯誤並未上報。

■《華盛頓郵報》/路透社

英國希思羅機場
接獲可靠情報指，

「基地」組織計劃
對倫敦起飛的客機
發動自殺式恐襲，
在隆胸手術所用的
矽膠填塞物內藏爆
炸品，再植入婦女
體內，然後在機上
引爆。據報由於當
局加強抽查，令希
思羅目前出境人龍
比往年同一時間更
長，但時值暑假旅
遊旺季，因此旅客未有為意。

能避過機場探測器

當局相信，「基地」首席炸彈專家阿西里已研製出人體植入物炸
彈，能避過機場探測器。保安分析員比弗指，這款矽膠炸彈只要注
入另一種液體，便可引爆，現時科技實在難以檢測。歐洲和北美其
他機場亦加強檢查，旅客須通過全身掃描機，希思羅發言人則拒絕
透露具體保安措施。

不過有專家指，目前當局發現過的植入式炸彈，實際威力遠遜製
作者原本所想，因此這類炸彈能否用作襲擊客機，仍然成疑。

■《每日鏡報》

由美國國防部委託得州大學進行的一
份研究顯示，全美107座核反應堆的安
全措施無法應付潛在威脅，包括不法反
子可能偷取武器級核原料，站內亦無足
夠措施防禦「911」般的大規模恐襲。
核能管理委員會(NRC)反駁指，各核電
站在「911」後已持續加強保安，而防
範大恐襲應是國防部的責任。

美國共有104個商用核反應堆及3個
研究用核反應堆。得州大學奧斯汀分
校「核不擴散研究」(NPPP)的報告指
出，根據NRC標準，核電站只要有能
力防禦5至6人策動的小型恐襲即可，
不須具備抵禦高火力狙擊步槍，以及
肩托式榴彈炮的能力。

距離白宮及國會山僅39公里的一個
研究用核反應堆，使用高濃縮鈾為原
料，高濃縮鈾可用於製造核武，倘這
些原料被盜，後果不堪設想。除了核
反應堆，核電站廢料池也可能成為攻
擊目標，若冷卻用的池水被抽乾，核
廢料便會融蝕，導致輻射災難。

■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埃及軍隊早前武力清場後，前總統穆爾西支持

者未退縮，昨日發動「憤怒星期五」示威，首都開

羅有數千人參加。分析指，美國既想推動民主，又不願其

在中東的戰略利益受損，於是在埃及亂局中大玩「政治平衡木」，

企圖在軍方和穆斯林勢力之間左右逢源，卻陷入左支右絀的困境，至今

幾乎完全失去對埃及的控制力，外交聲譽掃地。

民主與穩定難兼得 左右逢源變左支右絀

美賠了埃及又丟臉

埃及局勢紛亂，嚴重打擊當地經濟，國家經濟命脈之
一的旅遊業受創更深。部分外資企業已暫時關閉在埃及
的廠房。由於當局頒布宵禁令，不少工人和民眾都被迫
留在家中，無法上班和外出消費，

美國通用汽車、日本豐田、荷蘭皇家殼牌和瑞典伊萊
克斯前日均表示，已停止在埃及的生產業務，其他外企
也勸喻外籍員工留家以策安全。

埃及局勢不穩預期對跨國企業的財政影響較小，但對
埃及整體經濟卻帶來沉重打擊，商業風險增加觸發埃
及債息飆升，2020年到期的國際債券孳息率前日
升至8.85厘的5周高位。埃及股市因宵禁令
停市，周三提早收市前跌1.7%。

■英國《金融時報》/

《華爾街日報》

旅遊業重創 外企關閉廠房

針對埃及軍方武力清場，美國僅取消
與埃及的聯合軍演，但未切斷援助。美
國「埃及工作小組」專家指，華府此舉
是戰略失誤，做得太少、太遲。事實
上，埃軍方在國內和阿拉伯世界均頗受
支持，令美國難以駕馭。路透社引述數
位匿名前華府官員指，奧巴馬政府甚至
已認定自己對埃軍的影響力已相對很

小。

握美中東政策咽喉

一位前美軍官員說，代號「明星」的
美埃軍演陳舊過時，不符合美軍現有反
叛亂和反恐活動所需，對五角大樓早已
不具吸引力，「政府這項舉動代價極
低，幾乎不痛不癢，因該演習不重要，
某方面可說毫無意義。」另一名前官員
說，透過取消演習，奧巴馬政府找到

「有用的工具」，不用破壞與埃軍的整體
關係。

英國《金融時報》分析埃軍對美國施
壓置若罔聞的三大原因。首先，美國影
響埃軍的籌碼其實不多，無論華府由誰
當政，都極依賴埃及保護蘇伊士運河、
維護中東穩定，因此美對埃援助多年來
一直「風雨不改」。其次，埃軍打壓穆
斯林兄弟會，獲沙特和其他海灣君主國
家普遍支持，後者亦因此向埃及提供比
美國更多的財政援助。再者，埃及軍事
民粹主義盛行，使防長塞西民望高企，
軍隊因此有恃無恐。

■路透社/英國《金融時報》

繼美國取消美埃聯合軍演後，美國總統奧巴馬前日發表講話，強烈譴責埃及臨時政府鎮壓
示威者，使國家走上一條「更危險的道路」。埃總統府不買帳，隨即發聲明指奧巴馬講話

沒事實根據，反會助長暴力活動、破壞民主進程。

戰略迷失 奧巴馬零突破

美國對埃影響力日漸減弱，與華府縱容埃及軍方有關。自埃前總統穆巴拉克倒台後，美國的
對埃政策失去方向，一方面表態支持埃民主進程(穆爾西為民選總統)，同時要借助軍方維護美國
在中東利益(地區局勢穩定)，因此不願將推翻穆爾西定性為政變。

美國試圖面面俱圓，結果在軍方與穆斯林兄弟會之間兩面不討好，加劇兩派對立，並失去自
身控制埃政治進程的能力。在國際上，美國被批評為只重眼前利益、奉行雙重標準，凸顯其中
東政策出現「戰略迷失」。奧巴馬上任之初，曾承諾要從前任總統布什的外交政策尋求大突破，
但處理埃及危機一團糟，看在別國眼裡，華府信譽已蒙污，要謀取外交突破只是一廂情願。

「憤怒星期五」再死50人 中方促埃各方保持最大克制

穆兄會昨日發起的「憤怒星期五」全國反政變大遊行，再爆發暴力衝突。埃國營傳媒報道，
軍隊早已部署在開羅關鍵設施和建築，政府亦揚言會向攻擊警察和政府建築物的人開槍。示威
者於祈禱結束後，遊行往開羅拉米希斯廣場，廣場附近傳出槍聲，警察向群眾發射催淚彈，目
擊者稱有4人死、多人受傷。北部多個城市亦爆發衝突，政府指全國最少有50人喪生。暴力蔓延
至紅海度假勝地洪加達，英國呼籲當地的遊客留在酒店。

鑑於開羅局勢混亂，加拿大前日關閉駐埃使館，以保障職員安全，若局勢平靜最快明日重
開。在法國、英國和澳洲要求下，聯合國安理會前日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埃及危機，輪任主席國
阿根廷大使珀西瓦爾促請埃及各方保持最大克制，結束暴力。法國總統奧朗德和德國總理默克
爾昨日亦通電話，促請歐盟成員國外長下周會面，商討埃及危機。默克爾表示德國將重新審
視與埃及關係，並指歐盟亦應採取類似措施。

中國外長王毅昨日應約與埃及外長法赫米通電話，王毅重申了中方對埃
及發生嚴重流血衝突的原則立場，表示中方高度關注埃及局勢的演
變，當務之急是埃及各方從國家和人民的整體利益出發，
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勢進一步升級。

■英國廣播公司/《華盛頓郵報》/

法新社/路透社/新華社

埃軍尾大不掉

華府舉白旗

■隆胸用的矽膠。 網上圖片

■庫拉伊比和巴爾克已供認一切。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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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民眾昨日未有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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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軍早在大街上

部署坦克。美聯社

■大批民眾昨日未有理會

軍方警告，依然上街表達

對穆爾西的支持。 法新社

■ 一 名 印

尼 穆 斯 林

呼 籲 「 救

救埃及」。

美聯社

■ 一 名 印

尼 穆 斯 林

呼 籲 「 救

救埃及」。

美聯社

■ 一 名 印

尼 穆 斯 林

呼 籲 「 救

救埃及」。

美聯社

■ 一 名 印

尼 穆 斯 林

呼 籲 「 救

救埃及」。

美聯社

■ 一 名 印

尼 穆 斯 林

呼 籲 「 救

救埃及」。

美聯社

■ 一 名 印

尼 穆 斯 林

呼 籲 「 救

救埃及」。

美聯社

■ 一 名 印

尼 穆 斯 林

呼 籲 「 救

救埃及」。

美聯社

■ 一 名 印

尼 穆 斯 林

呼 籲 「 救

救埃及」。

美聯社

■ 一 名 印

尼 穆 斯 林

呼 籲 「 救

救埃及」。

美聯社

■ 一 名 印

尼 穆 斯 林

呼 籲 「 救

救埃及」。

美聯社

■ 一 名 印

尼 穆 斯 林

呼 籲 「 救

救埃及」。

美聯社

■ 一 名 印

尼 穆 斯 林

呼 籲 「 救

救埃及」。

美聯社

■ 一 名 印

尼 穆 斯 林

呼 籲 「 救

救埃及」。

美聯社

■ 一 名 印

尼 穆 斯 林

呼 籲 「 救

救埃及」。

美聯社

■ 一 名 印

尼 穆 斯 林

呼 籲 「 救

救埃及」。

美聯社

■ 一 名 印

尼 穆 斯 林

呼 籲 「 救

救埃及」。

美聯社

■ 一 名 印

尼 穆 斯 林

呼 籲 「 救

救埃及」。

美聯社

■ 一 名 印

尼 穆 斯 林

呼 籲 「 救

救埃及」。

美聯社

■ 一 名 印

尼 穆 斯 林

呼 籲 「 救

救埃及」。

美聯社

■ 一 名 印

尼 穆 斯 林

呼 籲 「 救

救埃及」。

美聯社

■ 一 名 印

尼 穆 斯 林

呼 籲 「 救

救埃及」。

美聯社

■ 一 名 印

尼 穆 斯 林

呼 籲 「 救

救埃及」。

美聯社

■ 一 名 印

尼 穆 斯 林

呼 籲 「 救

救埃及」。

美聯社

■ 一 名 印

尼 穆 斯 林

呼 籲 「 救

救埃及」。

美聯社

■ 一 名 印

尼 穆 斯 林

呼 籲 「 救

救埃及」。

美聯社

■ 一 名 印

尼 穆 斯 林

呼 籲 「 救

救埃及」。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