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界期待美國總統奧巴馬能與伊朗總統
魯哈尼在聯合國大會期間進行「世紀會
面」，但兩人前日並未碰面。一名美國高官
透露，美方有意安排兩人見面，但伊朗以

「太複雜」為由婉拒。
該高官認為，這與伊朗國內情勢有關。

雖然魯哈尼獲授權採取溫和外交政
策，以爭取西方國家放寬制裁，但
現在與美國進行總統級會談，爭
議仍太大，恐不為伊朗國內的
強硬派接受。美國國務卿克里
今日將與伊朗外長扎里夫見
面。

重申有權發展核能
繼續對美釋善意

魯哈尼前日首次在聯合國大
會上講話，重申伊朗有和平發
展核能的權利，反駁「伊朗威脅
論」源於冷戰思維，純屬臆測
及幻想。

魯哈尼繼續向西方釋出善
意，他前日接受美國有線新聞
網絡(CNN)訪問時，首次以英語
向美國觀眾說話，稱：「我想
向美國人民說：『我

將伊朗人民的和平與友誼帶給你們。』」又
指破冰正向前邁進。
■法新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紐約時報》

第68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前日在紐約開幕，韓國
《中央日報》評論指，鑑於美國已失「一國獨大」的領
導地位，各國將在敘利亞、伊朗及朝鮮核武、日本慰安
婦等問題，展開激烈外交鬥爭。

近半美民不滿奧巴馬外交

《紐約時報》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近日進行
聯合調查，訪問了1,014名美國成年人，發現49%

不滿總統奧巴馬的外交政策，較6月初增加10個
百分點。52%受訪者認為奧巴馬在敘利亞問題
上失策；假如敘國不履行美俄協議，拒絕交
出全部化武，也只有34%人支持動武。
57歲受訪者伍茲形容，奧巴馬在外交上看來

很弱勢，在敘化武事件中，又幾乎將美國人
帶入險境。 ■《紐約時報》/新華社

美國國務卿克里昨在聯合國總部簽署《聯合
國武器貿易條約》，此條約旨在規管全球每年總

值900億美元(約6,979億港元)的軍火貿易。身為全球
最大軍火輸出國的美國成為締約國，料有利華府向俄
羅斯施壓，促使對方減少對敘利亞輸出武器。克里表

示，條約不規管本土武器銷售，故不會影響美國人的擁
槍權。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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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徒報》昨日指出，美國國家安全局(NSA)曾利用特殊監聽工具，監控印度駐
美國大使館及位於紐約聯合國總部的辦公室。報道指，NSA利用代號「無疆界線人」
(Boundless Informant)及「稜鏡」(PRISM)的計劃，短短30日內便可收集數十億份資料。

印度是美國盟友之一，但報道指，它也是NSA第5大監控目標。「無疆界線人」會追
蹤及篩選互聯網資料(DNI)與電話元數據(DNR)，以備進一步運用，據報NSA單在印度
已有504個DNI與DNR來源。

高超技術直接複製硬碟數據

有關報道由《印度教徒報》與《衛報》記者格林沃爾德合撰，引述NSA內部密檔
指，當局利用多種高超技術監控印度，包括代號「Lifesaver」、可直接複製電腦硬碟數
據的工具。

歐洲議會議員：共享數據協議應失效

另外，數名歐洲議會議員前日表示，如果外界針對美國「稜鏡」的指控屬實，將證
明華府曾利用非法渠道竊取環球金融電訊協會(SWIFT)的資料，違反了歐美共享金融數
據的協議，共享計劃應自動失效。

■法新社/今日俄羅斯

肯尼亞總統肯雅塔前日表示，持續4天的內羅畢商場恐襲案
已經結束，宣布全國為死難者哀悼三日。是次襲擊造成嚴重
傷亡，施襲的索馬里「伊斯蘭青年運動」昨聲稱，保安部隊
清場時曾用化學武器，又引爆炸藥導致建築物倒塌，活埋137
名人質。肯尼亞政府隨即強調未有使用包括催淚氣體在內的
任何化武，指建築物倒塌亦是恐怖分子所為，質疑組織誇大
死傷數字。

華企擬加強保安

內羅畢的保安於事後明顯加強，有持槍警衛在外國記者入
住的酒店門外把守，多家大型中資企業亦計劃聘請安全顧
問，評估和設置防範措施，進一步加強本已嚴密的保安。

另外，媒體發掘出更多案發時的感人事蹟。曾到英國留學
的貝爾徹，事發時與妻子和一名4歲孩子躲在車底，卻被槍手
發現，貝爾徹以身作盾保護小孩，遭槍手射穿肩膀和胸部，
幸而三人最終生還；另一名母親則冷靜要求兩名孩子裝死，
避過槍手視線，但疑因受驚過度，即使警員趕到營救時仍不

敢移動。
懷疑有份施襲的英國女子「白寡婦」盧思韋特去向成謎，

有生還者聲稱曾遭她瞄準射擊。然而伊斯蘭青年運動前日在
微博twitter否認有任何女子參與襲擊。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每日郵報》/《每日電訊報》

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早前被判嫖雛

妓罪成，意國報章近日刊登他在庭上的作

供，表示當晚要求男管家安排女郎坐在對

面，只是為了令自己振奮，強調根本不知

她們是妓女，以為是獲邀出席派對賓客的

朋友，又指自己要找妓女輕而易舉。

警方正調查貝老涉嫌向商人塔蘭蒂尼支付

50萬歐元(約523.7萬港元)「掩口費」，要求對

方向當局澄清貝老不知該群女子是妓女。

貝老雖然捲入多宗桃色醜聞，但其28歲

女友阿帕斯卡萊仍對他不離不棄。她早前

大膽表示自幼就想嫁給貝老，更說：「他

要做的只是說聲『我願意』」。

■《每日郵報》/路透社

30多年前，美國與伊朗當時的巴列維王朝保持盟

友關係。1979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伊朗發

生扣押美駐伊使館人質事件，兩國關係交惡。翌年，

美伊斷交，華府對伊實施遏制和孤立政策，又屢次指

責伊朗發展核武，並實施連串政治和經濟制裁；對美

強硬的艾哈邁迪內賈德當選伊朗總統後，美伊更如不

同戴天。

打擊「基地」美離不開德黑蘭

衝突背後，兩國的共同利益仍若隱若現。美國前總

統小布什執政時期，已意識到要解決伊拉克安全問

題，需與伊朗等鄰國合作。在當今伊拉克重建階段，

伊朗的參與對美國同樣重要。

「911」之後，全球反恐成為美國內外政策的重中之

重。在該問題上，美國亦急需中東五大國之一的伊朗

配合。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推翻塔利班政權後，「基

地」組織在中東北非等地有如遍地開花，成為華府心

腹大患，即使「恐怖大亨」拉登死後，「基地」仍動

作頻頻，令撤出中東、重返亞太的美國頭痛不已。

「基地」是伊斯蘭遜尼派極端武裝組織，伊朗則是什葉

派國家，一直反對「基地」，故美國欲拉攏伊朗打擊

「基地」順理成章。

受敘利亞問題困擾，奧巴馬更無法訴諸武力阻止伊

朗發展核項目。魯哈尼近日發表聲明，支持俄美關於

銷毀敘化武方案，有望成為美伊關係新轉機。近幾個

月來，奧巴馬外交飽受抨擊，美在斯諾登事件和敘利

亞問題上狼狽不堪，若能實現與伊朗破冰，將可視為

其任內最重要政績之一，並修補美國的和平使者國際

形象。

緩解內外困局 兩總統互利

另一方面，魯哈尼上台後，即在承諾改革和對西方

緩和關係上釋放善意，令外界眼前一亮。魯哈尼代表

㠥伊朗內部開明的溫和改革派勢力，對於美國而言，

推動伊朗改革和走向世俗化，亦有利其中東戰略。伊

朗經濟受制裁而深陷困境，失業率與通脹率居高不

下，若能說服美國放寬制裁，改善民生，對魯哈尼政

權也有莫大助益。

魯哈尼上任剛一個月，已一再發出伊朗外交政策將

改弦易轍的積極訊號。首先，他稱自己在舉行核問題

會談上，有「完全的授權」和「極大政治自由」，又表

達了與國際社會接觸的願望，並重申伊朗絕不製造核

武。

以往，聯國大會是內賈德和美國互相指責的「戰

場」，今年已大異其趣，顯示美伊解凍的時機趨於成

熟。然而，兩國各有各難唸的經。

魯哈尼受制強硬派 核議題難鬆口

魯哈尼的外交攻勢凸顯一個關鍵問題：能否把言論

轉化為行動？前車可鑑，1997年當選伊朗總統的哈塔

米推出改革政綱，強硬派卻強烈反彈，今天的魯哈尼

也面臨國內強硬保守派的阻力，故他雖向奧巴馬伸出

橄欖枝，但仍譴責西方在中東的「戰略暴力」。有分析

指，他在聯大的發言更像是向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

內伊保證，自己不會偏離伊斯蘭革命的理念。

在核問題上，雙方主要分歧是︰國際原子能機構要

求伊朗擴大調查員核查權限，而伊朗則認為這要求可

能侵害伊朗國家安全。在即將開始的新一輪核對話

中，伊朗能否實現突破，已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真正「解凍」以色列成癥結

要魯哈尼在核問題真正讓步，奧巴馬須把解除對伊

朗制裁的計劃也擺到談判桌上。問題是，部分對伊朗

的嚴厲制裁，僅美國國會才有權取消。代表猶太集團

利益的美國會和以色列，都對伊朗的友善深抱戒心，

認為只是為發展核技術而祭出的拖延戰術。即使魯哈

尼克服國內阻力，奧巴馬會否說服國會？在以色列這

個癥結面前，華盛頓是否真的準備與德黑蘭談判，實

在令人懷疑。

逾30年根深柢固的敵意終有望取得突破！美國總統奧巴馬和伊朗總統魯哈

尼日前在聯合國大會上互釋善意，雙方都明白彼此在反恐和敘利亞等關鍵議

題上擁有共同利益，為伊核問題實質對話迎來難得契機。然而美伊對立已久，積怨難以瞬間化

解，魯哈尼並不急於與奧巴馬歷史性會晤，可見兩國在改善關係上一緩一急，要真正磨合尚需

時日。 ■李鍾洲

早前因協助恐怖分子及墨西哥毒販洗黑錢而
被罰款19億美元(約147億港元)的匯豐控股，為
加強監管違規行為，擬增聘3,000名法規人員，
令整個法規團隊人手增至逾5,000人，佔全球員
工總數近2%。

匯控打擊金融犯罪部門主管賴特表示，集團
在法規方面的資源將大幅增加，實際數目未

定，但應與摩根大通看齊；摩通今年增聘了3,000名法規專家。渣打銀行金融犯罪風險
顧問特里格認為，金融機構近年增聘相關人員很合理，因為單憑2至5年前的資源規
模，銀行根本沒法杜絕洗黑錢等違規行為。

英倫銀行執董霍爾丹指出，加強資本監管可令歐洲金融業在未來數年創造7萬個全職
職位。隨㠥需求增加，法規人員的薪酬待遇亦水漲船高，最近一名有15年經驗的法規
專家從美國一間投資銀行跳槽至巴克萊，年薪從15萬英鎊(約187萬港元)增至20萬英鎊
(約249萬港元)。 ■《泰晤士報》

匯控擬增聘3000專家 杜絕洗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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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監控盟友印度

美伊破冰 似近還遠
死敵關係醞釀突破 緩急不一有待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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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不再獨大 聯大變外交戰場

貝老嫖雛妓：以為是派對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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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總統

魯哈尼

美國總統

奧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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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早前

曾接受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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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簽聯國軍售條約
有利迫俄減武器輸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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