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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2006年10月27日的文件為國安局訊號情報局(SID)的員工備忘錄，主題
為「顧客(其他政府部門)可協助SID取得目標電話號碼」，當中概述其他部

門官員可蒐集各政要及軍事領袖的直線電話、傳真機號碼、住宅電話及手機號
碼，有時其他部門亦會主動向國安局提供號碼。

逾200個號碼 布什任內開始

備忘錄以一名美國官員提供了35位國家領袖逾200個電話號碼為例，雖然多
數號碼皆能由公開來源取得，但其中43個號碼是局方以前不知，國安局得悉
後，即把相關號碼列入監聽範圍。局方通過監聽這些新增號碼的對話，得知更
多電話號碼來擴大監聽範圍，但承認監聽它們所得的情報價值很低。文件亦反
映監控外國領袖並非個別事件，而是例行工作。
備忘錄沒提及涉事官員身份，亦無披露有哪些領袖遭監聽，但根據先前報

道，至少包括德國總理默克爾、巴西總統迪爾瑪和墨西哥總統涅托。華府拒絕
回應報道。文件日期反映前總統布什在任期間，美國已在監控各國，賴斯及拉
姆斯菲爾德分別為時任國務卿及國防部長。
默克爾手機據報遭美國監聽的消息在周三傳出後，引發歐洲各國領袖不滿，

這次報道恐火上加油，加劇美國與盟友外交緊張關係。白宮發言人卡尼前日拒
絕表明曾否監聽默克爾，但坦承報道造成美國與部分國家關係緊張，表示會透
過外交途徑商討，並指白宮不會評論報道提及的傳聞。
《南德意志報》報道稱，監聽默克爾電話對話的機構，正是位於其總理府一

公里外的美國大使館「特殊收集服務」部門，該部門由國安局和中情局共同管
理。報道引述斯諾登文件指，這種監控在美駐各地大使館和領事館秘密進行。

傳美以聯手侵法總統府網絡

法國《世界報》引述密件指，法國政府懷疑美國於去年5月，聯同以色列情
報機構「摩薩德」入侵法總統府網絡。當時時任總統薩科齊任期即將屆滿，準
備迎接大選。另外，印度總理辛格發言人昨表示，辛格並不擁有手機或私人電
郵帳戶，故不擔心美國監控。 ■路透社/法新社/《衛報》

一連兩日歐盟峰會昨結束，鑑於美國被傳監聽德國總理默克爾及法國民眾通
話，德法兩國決定尋求與美在年底前會談，要求華府解釋，以建立未來合作規
則。默克爾要求美國簽訂「不監控」協議。歐盟28國領袖表明支持德法年底前
會談計劃，他們並可參與。
歐盟發聲明指，重視歐美緊密合作關係，但這需建基於尊重及互信，當中包

括情報收集。法國總統奧朗德批評「有些行為及手段令人無法接受」，強調若
監聽範圍去到這種層次及規模，以至歐洲領袖及公民牽涉在內，就必須制止。
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批評，美國監控好比前東德秘密警察。英國《金融時報》
取得的草案顯示，歐盟計劃加強監管網絡雲端數據，以確保服務安全。
德國昨表示，其情報高官短期內將訪美，會晤白宮及國安局官員，釐清美方

監控默克爾手機的傳聞。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表示，雖未有證據顯示華府監控西
國，但將召見美國大使，就監控報道解釋。意大利、比利時及芬蘭等領袖已要
求華府解釋監控事件。

默克爾：不影響自貿談判

據報，歐洲議會議長舒爾茨曾提議中斷美歐自由貿易談判，懲罰美國，但默
克爾指暫不影響正在進行的自貿談判，擔心日後要恢復談判便「須另想辦
法」。美國二戰後與英、澳、紐、加組成「五眼聯盟」，簽訂「互不進行諜報活
動」協定，但此後一直拒與其他盟友簽訂類似協議。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英國《金融時報》

奧巴馬政府的中東政策惹來多國不滿後，國安局監控盟友惡行相繼曝光，
勢令美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更趨孤立。英國《衛報》前日引述多名匿名外國
官員報道，白宮低估了監控風波在各國政府掀起的怒火。有歐洲官員批評，
華府辯稱「蒐集情報手法與所有國家一樣」是錯誤比較，因為國安局監控規
模之大，非他國能及。
德國、法國、墨西哥和巴西已要求美國解釋及停止監控行為，但至今未收

到滿意答覆。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指出，各國對美國外交已漸失耐性，監控
正好提供不信任美國的理據，形容這是「完美風暴」。

白宮情報部門互相指責

《紐約時報》指出，監控默克爾事件曝光令奧巴馬走到分岔路，若選擇繼
續監控盟友，將削弱共同反恐和全球經濟合作。白宮和情報部門之間更就監
控詳情和監控哪些外國領袖互相指責，華府一名高官指出，華府犯下大錯，
只問「有能力做甚麼」，而不問「應否做」，又透露奧巴馬稱「不認為我們處
於正確位置」。《紐時》稱，雖然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向德國稱，奧
巴馬不知道默克爾遭監聽，但令人質疑何以無人向他匯報。
報道指，不少駐華盛頓的外國官員都加強防監控意識，包括不在電話中討

論敏感資料，增加使館電腦「除蟲」次數，不透過網絡作機密通訊。監控醜
聞亦促使歐盟國家檢視目前的網絡監管、私隱及數據分享等政策。

■《衛報》/《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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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監控外國領袖風波愈演愈

烈。英國《衛報》前日引述美國

中央情報局(CIA)前職員斯諾登取得的機密文件報道，美國國家安

全局(NSA)曾監聽多達35位國家領袖的電話，更鼓勵白宮、國務

院和國防部等部門高官向國安局「分享」通訊錄，以便國安局將

更多外國政要的電話納入監聽系統。事件勢令美國與盟友關係更

形緊張。

美國國安局和中情局工作以保密見稱，但曾任兩
局局長的海登卻非常不小心，他前日在火車上接受
專訪，大談國安局監控、中情局秘密監獄等批評華
府的議題時，冷不防被坐在兩排位後的民間自由派
組織成員馬茨齊聽到。馬茨齊立刻將「竊聽」到的
內容通過微博twitter作文字直播。
海登當時乘坐從華盛頓駛往紐約的高速火車，接

受《時代》周刊等數名記者採訪，他要求保密身
份，只能用「前華府高官」代替。馬茨齊是政治組
織MoveOn.org前華盛頓主管，他當時發布多個帖
文，指海登正向記者批評華府，並形容聽到海登的
訪問令他像置身於國安局。
後來海登辦公室留意到帖文，遂致電通知他被竊

聽。馬茨齊聽到海登電話聆聲時心知不妙，海登之
後走向馬茨齊，問是否想做個真正的訪問。兩人隨
後討論監控行動，馬茨齊形容海登態度友善，最後
更拍下合照上載twitter。馬茨齊事後表示，面對海
登時感到有點害怕，因為情報的世界太黑暗。

■路透社/法新社/《華盛頓郵報》

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手機遭美國竊

聽，雖然引發德國民眾不滿，但不少

民眾卻指這是她應對華府監控時態度

太克制所致，指她自作自受。盜版黨

一名黨員表示，過去數月，默克爾沒

促使華府解釋監控疑問，現在她「終

於嚐到遭外國情報機關監聽的滋

味」。

德國《時代周報》政治編輯格雷文

批評，國安局最初被揭監控德民時，

默克爾沒向奧巴馬投訴，是「不道

德」，指默克爾當時有責任抗議，因

民眾的基本權利與總理一樣寶貴。

有人把矛頭直指內政部長弗里德里

希。綠黨歐洲議會議員阿爾布雷希特

批評對方未能保障德國利益，亦沒按

照默克爾的承諾，嚴肅對待數據保

護，甚至指下屆政府不應讓對方連

任。

■《衛報》

德法要美解釋
簽「不監控」協議

美低估盟友怒火
外交舞台勢更孤立

中情局前局長匿名批監控　

被乘客twitter踢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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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

白宮

■國安局鼓勵白宮、國務院和國防部「分享」

通訊錄。 資料圖片

國防部

《華盛頓郵報》昨日引述華府消息人士指出，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官員向部分
外國情報機關發出警告，指斯諾登掌握的密件，包含相關國家與美國合作的細節，當
中涉及對中國、俄羅斯和伊朗等「敵國」所收集的敏感資料，若密件曝光，將重創諜
報行動。情報總監辦公室拒絕置評。
報道引述情報總監辦公室一名官員表示，部分密件內容包括一個北約國家向美國空

軍和海軍提供俄國情報，若俄國知道，將可輕易採取措施阻止。美方官員透露，向外
國政府發警告的過程很棘手，因為不是每個政府部門都知情。消息又稱，斯諾登雖掌
握大量密件，但不相信他會全部交給記者。

每個通話電郵必經國安局

斯諾登前日透過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發聲明指，每個在美國本土收發的電郵及
電話通話紀錄，必受國安局監控。他呼籲民眾參與今日華盛頓舉行的「反大規模監控」
遊行，向華府施壓。 ■美聯社/《華盛頓郵報》

斯諾登密件：
美與盟友圖刺探中國

德國總理默克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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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奧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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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茨齊(左)被揭發「偷聽」

海登後，海登上前傾談，兩

人更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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