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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中情局前職員斯諾登獲俄羅斯臨時庇護後首次公開
亮相，周三晚在莫斯科領取「情報正直獎」。負責頒獎的4
名美國前情報人員透露，斯諾登相信揭露美國國安局監控
是正確的事，對洩密不感遺憾。他正適應在俄生活，四處

遊覽了解本土文化和民眾。消息稱，斯諾
登父親朗尼已跟兒子重聚，兩人均表現激
動。
根據領獎照片，斯諾登身穿藍色襯衫和

黑色西裝，在「維基解密」網站記者哈里
森陪同下，領取沙姆亞當斯協會情報正直
獎，他看來精神不錯。此獎表揚情報社群
中對抗濫權蒐集情資的人士，維基解密創
辦人亞桑奇和英國情報機關前翻譯凱瑟
琳．甘亦曾獲獎，後者踢爆美國於2003年
為推動軍事入侵伊拉克，非法竊聽聯合國
安理會代表。

機密資料存硬碟非電腦
與斯諾登會面的前中情局分析員麥戈文

稱，斯諾登前往香港及莫斯科隨身的4部
手提電腦並無任何機密資料，只是聲東擊西的「道具」；
資料是存於硬碟等較小型裝置，強調無把它們交給中俄當
局。

■法新社/美聯社/《每日郵報》

斯諾登現身領「情報正直獎」 傳父子終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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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獎歷來獲獎組織(部分)
1904年 國際法研究院

1910年 國際和平局

1944年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

1965年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1969年 國際勞工組織

1988年 聯合國維和部隊

1997年 國際禁止地雷運動

1999年 無國界醫生組織

2001年 聯合國及時任秘書長安南

2012年 歐盟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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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讚揚OPCW時指出，近期敘利亞被指使用化
武，更凸顯銷毀工作的重要性。諾委會主席賈格蘭德稱，若能銷

毀一種大殺傷力武器，是偉大歷史事件，強調OPCW不單因處理敘國
化武才脫穎而出。OPCW總幹事尤祖姆居希望獲獎可說服各國放棄化
武。
這是和平獎繼去年頒給歐盟後，連續第2年頒予一個組織，而外界普

遍看好獲和平獎的巴基斯坦少女馬拉拉則大熱倒灶。和平獎頒獎禮12
月10日於挪威奧斯陸舉行，得獎者可獲800萬瑞典克朗(約959萬港元)獎
金。

專注本分 低調回應獲獎

諾委會公布結果前，OPCW發言人盧漢表示，不希望外界認為組織
為贏取和平獎，而非集中處理危險而複雜的敘國化武工作。他強調員
工一直緊守崗位，堅持打這場漫長戰役，期望借嫻熟的外交手法，進
一步擴大成員國數目，發揮更大作用。消息公布後，OPCW在官方網
站只發出一段簡訊，交代記者會安排，非常低調。
瑞典智庫「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主席布呂克表示，

OPCW絕對有資格獲獎，而目前全球有不少地方涉及化武問題，今次
消息可能令準備加入該組織的國家增添壓力。瑞典非牟利組織「正確
生活方式基金會」(RLF)總監于克斯克爾歡迎OPCW得獎，指這印證了
國際銷毀化武的進度及技術方法。

執行聯國議案 OPCW知名度升

敘國上月同意簽署《禁止化學武器條約》(CWC)，避免美國軍事打
擊，聯合國安理會上月底一致通過敘國化武銷毀決議案，指明要求敘
國與OPCW合作，OPCW總幹事每日向安理會提交報告，目標是明年
中前完成銷毀化武。此事讓OPCW更廣為人知。

■法新社/美聯社/諾貝爾獎網站

自冷戰結束後，全球多地遺留不少化學武器，影響地區

穩定、釀成人道災難。有一群默默無聞的人，冒㠥生命危

險，在敘利亞等動盪地區奔波，致力緩解化武遺害。他們

隸屬「禁止化學武器組織」(OPCW)，該組織昨日獲頒諾

貝爾和平獎，以表彰其多年來銷毀化武的努力。OP
CW

美國保護記者委員會(CPJ)前日發表長30頁的
報告，批評奧巴馬政府全力打擊洩密，在當地
造成寒蟬效應，令新聞自由及民主制度面臨威
脅。這是CPJ在19年來首次就美國傳媒狀況調
查，組織今年亦完成了對緬甸、中國、埃及、
伊朗、巴基斯坦及坦桑尼亞的調查。
負責撰寫報告的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新聞系教

授、前《華盛頓郵報》執行主編唐尼指出，奧
巴馬上任時承諾政府公開、透明，但其行為卻
背道而馳，華府打擊洩密的力度是前總統尼克
松以來最猛烈，令政府官員及僱員更不願向記
者透露敏感資訊，以免身陷囹圄。

任內8人遭《間諜法》檢控

他指出，過去90年來華府只曾於3宗個案引用
1917年生效的《間諜法》，但在奧巴馬任內卻有

6個政府僱員及2個外判人員被引用《間諜法》
檢控，包括判囚35年的美兵曼寧，以及正獲俄
羅斯庇護的中情局前僱員斯諾登。
華府認為不涉及「浪費、貪污及濫權」的爆

料行為，不可用「舉報」為由開脫，令許多揭
發政府可疑及不法行為的人統統被劃成「洩密
者」。唐尼認為「911」事件是華府如何處理機
密、監聽及資訊控制的分水嶺，前總統布什在
「911」後大力加強政府保密，奧巴馬更甚。

只發放有利白宮的消息圖片

為了架空傳媒，白宮構建了自己的網站、社
交媒體及網上廣播系統網絡，發放有利白宮的
消息及圖片等；白宮有時甚至不會公開奧巴馬
與重要人物的會面，然後在自家媒體上公布，
將傳媒蒙在鼓裡。 ■美聯社/法新社

奧巴馬打壓新聞自由捱批

禁止化學武器組織(OPCW)成立以來銷毀的5.7萬噸化武，
主要來自美國和俄羅斯冷戰時代遺下的武器。諾委會主席
賈格蘭德昨日宣布得獎者時，批評部分OPCW成員國未能
在去年4月限期前銷毀自家化武，更點名指「特別是美國
及俄羅斯」。
美國國務卿克里昨日訪問阿富汗時，沒回應諾委會的

指責。他祝賀OPCW獲獎，稱該組織在敘利亞化武問題
上採取了果敢行動，認為諾委會向它頒獎是正確選擇。

律師批「敷衍」諾貝爾

另外，經常批評諾委會的挪威律師赫弗梅爾稱，諾貝爾遺囑
訂明和平獎宗旨是表彰促進裁減軍備的國家或民族，批評委員會
一直「掩飾」諾貝爾遺願，今年頒予OPCW並非全心全意向諾貝爾
致敬，只是為過去4年和平獎得主的爭議降溫。■美聯社/法新社/新華社

化學武器殺傷力強大，銷毀固然須特別謹慎，
化驗工作也不簡單。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
記者上月獲准進入禁止化學武器組織（OPCW）
位於荷蘭的實驗室採訪，向外界展示化驗如何複
雜而艱巨。
聯合國8月底派出12人化武調查團，赴敘利亞大

馬士革搜集化武證據，當中9人來自OPCW。
OPCW檢查員培訓主管翁塔爾指，化武樣本的獨
立性非常關鍵，OPCW堅持自行搜集，不接受第
三方提供。實驗室主管格雷格指，調查員搜集樣
本會拍照存檔、記錄時間等資料，確保調查獨立
公正。樣本會

存於不㢛鋼容器，堅硬得可抵禦空難，運至荷蘭
實驗室後分成數份，送往美、俄、德國等數個
OPCW夥伴實驗室，務求結果客觀。

武器碎片倘留液體 可推斷施襲方

化驗過程毫不馬虎，檢查員會先用特別電子探
測器，找出化學物的初步讀數及濃度，再透過兩
部不同技術的儀器，進一步印證結果。
未爆破的彈藥亦是調查目標，因彈殼或沾有化

學殘餘物。翁塔爾稱，由於化武襲擊已過一段時
間，調查團往往未能在現場找到「純正」化學

物，於是要找尋「第二證據」，包括武器碎
片或放射裝置。若碎片仍帶有液

體，意味可助證明化武存在，
甚至推斷施襲的一方。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諾委會轟美俄銷毀化武不力

直擊OPCW實驗室 獨立搜證確保客觀

《禁止化學武器公約》(CWC)全稱為
《關於禁止發展、生產、儲存和使用化學武
器及銷毀此種武器的公約》，是全球首個全

面禁止和徹底銷毀一種大殺傷力武器的公約，主要內容是禁止使
用、生產、購買、儲存和轉移各類化武；銷毀締約國境內或丟棄
在別國領土的化學武器；提供有關國家的化武庫、武器裝備及銷
毀計劃的詳細訊息等。
CWC於1993年1月開放供簽署，1997年4月29日正式生效，第八

條第2款規定，所有公約締約國均為禁止化學武器組織成員。成為
締約國有簽署或批約2種途徑，敘利亞的申請正在處理，緬甸及以
色列只簽署但未批准，朝鮮、埃及、索馬里等未簽署或批准。
白磷、凝固汽油彈、黃色炸藥等均未被列為受CWC管制的化

武，至於細菌、病毒及真菌等可製成武器的生物劑，則屬《禁止
生物武器公約》(BWC)監管範圍。 ■綜合報道

失落諾貝爾和平獎的巴基斯坦維權少女馬拉拉，前日接受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訪問，被問及如何取捨當醫生或從政
的夢想時，她稱希望當巴國總理「拯救國家」，引來觀眾熱烈
掌聲。不過其同鄉批評她破壞國家名聲，指「不用馬拉拉告
訴我們教育有多重要」。阿富汗塔利班組織則表示，「很高興」
馬拉拉落選和平獎，指她沒什麼了不起，拿不到獎是好事。
馬拉拉日前獲歐洲議會頒發最高人權獎「薩哈羅夫獎」，她

在訪問重提遭槍擊一刻，強調永遠不會放棄，即使塔利班槍
擊她的身體，也無法打擊其夢想。
馬拉拉揚名國際，引起巴國網民熱議，有人在社交網站留

言稱：「討厭中情局探員馬拉拉。」馬拉拉父親的朋友沙阿
指，不少巴國民眾認為馬拉拉是「影后」，對她毫不客氣，甚
至有人在兩者間寧願支持塔利班。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禁止化武組織(OPCW)簡介
總　　部：荷蘭海牙

成立日期：1997年5月23日

成 員 國：189國

總 幹 事：尤祖姆居(土耳其人)，任期至明年7月

職員總數：約500人

主要機關：締約國大會、執行理事會、技術秘

書處

經費來源：成員國撥款，前年預算為

7,400萬歐元(約7.7億港元)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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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化學武器公約》 馬拉拉冀做總理　同胞斥壞國家名聲中國與OPCW淵源
■1993年1月13日：中國簽署《禁止化

學武器公約》(CWC)

■1997年4月25日：中國提交批准書，

成為CWC原始締約國。

■中國自1997年5月當選OPCW執理會

成員以來，一直成功連任。

■中國在海牙設常駐OPCW代表團，

代表由中國駐荷蘭大使兼任。

■歷任OPCW總幹事均曾訪華，最近

一次是現任總幹事尤祖姆居於2010

年11月到訪。截至去年12月，中方

接待OPCW逾300次視察。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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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登(右三)面露微笑，看來容光煥

發，站在他左邊的為哈里森。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