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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大21國
破天荒聯手抗美監控

保障網絡私隱 料獲輕易通過

美國監控醜聞愈鬧愈大，

惹起多國不滿，繼德法兩國

日前在歐盟峰會要求美國簽

署不監控協議後，德國及巴

西亦據報正與其餘19國聯手

起擬草案，要求聯合國大會

通過一項保障網絡私隱權利

的決議，如果成功獲得通

過，將是國際社會首次就美

國大規模監控行動提出限

制。

據報參與起草決議案的除了古巴和委
內瑞拉等與美國關係較差國家，一

些美國傳統盟友也有參與，例如法國、
墨西哥、瑞典、挪威及奧地利。草案內
容顯示，決議將提出在聯合國1976年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加
入網絡私隱權的內容，但不會直接提及
美國的監控計劃。有歐洲外交官員指，
草案並無直接針對美國等任何國家，相
信可輕易獲得通過。

可監察華府監控狀況 下月表決

草案提出，把公約內「無人能任意或
非法侵害他人私隱、家人、住所或通
訊，也不能不合法地攻擊他人的尊嚴及

名譽」一段，延伸至網絡範疇，並要求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於未來兩年
內，分兩次就「無差別監控」向聯大提
出「看法和建議」，意味專員將有權監察
美國監控計劃狀況。
決議將於本周五呈交聯大附屬委員

會，並在下月底送呈聯大表決。聯大決
議有別於安理會決議，並無法律約束
力，但有關決議普遍獲國際社會支持，
在道德及政治層面上皆舉足輕重，能反
映各國對美國監控的不滿情緒。美國國
務院回應指，美方不反對任何有關提
案，在取得草案文本後會如常進行研
究。
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國安及反恐顧問莫

納科昨日在《今日美國報》中表示，奧
巴馬已下令檢視監控政策，但未知道白
宮會如何改變，以及會否通知公眾。

巴西要求傳召美科企高層

另外，巴西警方據報已向美國司法部
提出申請，要求傳召Google、雅虎、
facebook、微軟及蘋果等美國科網巨企高
層到當地作證，以調查美國情報機關對
巴西政府及企業的監控情況。
對於巴西要求建立以當地為根據地的

數據中心儲存巴西網民資料，科企聯署
反對，形容這做法不但增加成本，更可
能危害網絡安全。 ■美聯社/法新社/

路透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外交政策》

華府大規模監控風波愈演愈烈，國安局收集
資料「有殺錯無放過」，令全球驚訝。有專家
指，「911」恐襲後通過的《愛國者法案》，基
本上解開法律束縛，導致今日的後果；如今幾
乎無法追究情報機構的責任，國安局儼如脫韁
之馬。
曾任克林頓政府高官的美利堅大學教授亞當

斯稱，國會通過法案像開啟防洪閘，容許國安
局隻手遮天；布什及奧巴馬兩名總統均以「基
地」組織威脅為由，正當化這種做法，因此民
主、共和兩黨稱得上同謀。

越權監控未匯報 國會無法追究

部分國會議員和民權自由組織表示，即使國會
賦予龐大運作空間，國安局還是超越授權範圍，
特別是收集「元數據」方面。關注組織指，國會
10年來無法追究國安局責任，國安局亦無如實匯
報監控真實情況。「民主和科技中心」的諾傑批
評，美國情報官員一再誤導國會、甚至海外情報
監視法庭（FISC）。智庫卡托研究所的哈珀表
示，除非政府揭開情報機構及FISC的秘密面
紗，否則難釋民眾憂慮。 ■法新社

法國《世界報》前日刊登《衛報》前記者格
林沃爾德有份撰寫的報道，他披露美國中情局
前職員斯諾登提供的文件，指法國總統府愛麗
榭宮去年5月發生的電腦入侵事件，或是由美國
的盟友以色列策劃，令人懷疑早前7,000萬法國
人的通話紀錄被截取的事件，亦是以色列所
為。
愛麗榭宮電腦被入侵後，法國情報機關派員

赴美要求解釋，《世界報》引述的正是國安局
今年4月的內部文件，當中就如何接待法國官員
提供指引，包括兩名法國官員的名字如何發音
等的細節。
文件提到，國安局專門負責網絡攻擊的「特

定入侵行動辦公室」（TAO）證實沒有入侵法總
統府，並指美國主要盟友（澳洲、英國、加拿
大和新西蘭）均否認涉案。不過TAO並無就此
問題向以色列情報機關「摩薩德」或以色列國
立訊號情報局（ISNU）查詢，原因是法國並非
兩國諜報合作目標之一。報道認為，有關說法
足以令人懷疑以色列是入侵法國電腦系統的幕
後黑手。 ■《每日郵報》/法新社

斯諾登密件揭英刻意瞞監控 監控情報首成刑控證供

聯國專員促訂無人機使用規則

英國《衛報》前日引述美國中情局前職員斯諾登取得的機密
文件，指英國政府通訊總部（GCHQ）明知大型監控可能違
法，仍然百般隱瞞，令公眾蒙在鼓裡，從而避免引起「破壞性」
反響。文件揭露多家電訊公司與GCHQ狼狽為奸，所提供的數
據或監控管道遠超法律要求。

違《人權法》條款 靠政客操控輿論

多份內部備忘錄指，GCHQ知道監控行動有違《人權法》的
私隱條款，因此極力避免公眾知情，以免惹上官非。當局又與
內政部合作，由政客公開為監控手段背書，旨在影響輿論。
英國3大政黨均支持對將截聽所得的資料用作呈堂證供，但

GCHQ一直反對。報道引述機密文件稱，GCHQ主要憂慮一旦
公開截聽手法，將嚴重阻礙監控，並擔心公開資料來源損害電
訊商聲譽，令它們拒絕與政府合作。

迫電訊商就範 本地海外數據全取

以GCHQ直接從光纖電纜截取資料的「Tempora」（時態）計
劃為例，當局事先獲得擁有電纜或電纜陸地站的電訊商許可；
英國政府又與本地及海外電訊商簽定協議，令企業授權政府取
得本地或海外的通訊數據，以免企業透過遷移電訊設備到海
外，迴避政府索料要求。這反映在互聯網時代，情報機關的監
控領域已不限於本地。

CIA前副局長：斯諾登洩密資敵

另外，中情局前副局長莫雷爾表示，斯諾登洩密案是美國
史上最嚴重的侵犯機密情報案，影響了追查恐怖主義威脅的
行動，是資敵行為。他指，斯諾登所為令美國人面臨更大
風險，因恐怖分子將更謹慎，「原本可能拿到的情報，現
在都拿不到了。」 ■《衛報》

美國監控計劃一直被轟欠缺透明度，司法部前
日主動知會科羅拉多州一名恐襲案疑犯，稱當局
擬利用情報機關過往根據「海外情報監察法案」
（FISA）截獲的資料作呈堂證供，料引起新一輪
憲法爭議。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表示，
今次是2008年通過FISA後，華府首次承認刑事檢
控案件可使用監控所得資料，具象徵意義。

該疑犯去年因援助激進組織「伊斯蘭聖戰聯盟」
被起訴，他涉嫌與同黨企圖策動恐襲，司法部曾
就是否需要通知疑犯進行激辯。有律師認為，不
知會疑犯並無任何法律依據。當局則指，除非被
截取的電郵與案件有直接關係，否則根本毋須通
知。有官員透露，當局認為通知並非法律規定。

■《華盛頓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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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國家杜馬（下議院）前
日通過新法案，收緊恐怖分子罰
則，包括首次要求恐怖分子親屬
支付襲擊引致的損失。議員認為
這是預防措施，讓恐怖分子知道
所作所為會牽連親人。人權觀察
組織（HRW）批評，「連坐法」
相當於實行國際法禁止的集體負
責制。預料上議院亦會通過法
案，經總統普京簽署成為法例。
法案訂明參與恐怖活動訓練的

人，最高會被監禁10年；若牽涉
其中的人向當局舉報，可豁免受
罰；任何參與外地襲擊的人最高
判監6年；成立恐怖組織最高可被
判20年。法案亦令執法部門更容
易檢控懷疑恐怖分子，因地方法
院有權定性恐怖組織。
索契冬季奧運會明年2月舉行，

參與敘利亞內戰的俄國公民、以
及北高加索地區武裝組織是主要
威脅。

■路透社/美聯社

沙特女破禁駕車爭撤例

沙特阿拉伯是全球唯一明文規定禁

止女性駕駛的國家，維權人士爭取多

年成效不大，昨再有數名婦女響應呼

籲，駕車「抗命」，期望引起外界關

注。

爭取駕駛權的「女性駕車是選擇」

運動，在YouTube和微博twitter上載5

段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拍攝的短片，其

中一名主角薩安戴上太陽眼鏡，並用

傳統黑色頭巾遮蓋頭髮，駕車到雜貨

店購物。她表示早

前在外國考獲駕駛

執照，指沿途有其

他駕駛人士發現自

己，但只疑惑地看

了一眼，很高興沿

途無被截停，不過

已準備好被警方拘

留。

自發起人在網上

宣傳後，內政部致電部分婦女施壓，

要求她們承諾不參與活動。當局表明

會懲罰違規女性及慫恿她們的人，該

運動設立的聯署網頁前日亦被黑客攻

擊。

沙特女性往往要依靠男性親屬開車

外出，生活甚為不便，2011年5月婦

女謝里夫在facebook上載試車體驗短

片，其後被宗教警察拘捕。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美國國安局
網站nsa.gov前日
開始無法登入，
網民猜測可能遭
大規模分散
式 阻 斷

服務(DoS)攻擊，當局澄清網
站出現技術問題，會盡快
搶修。不過截至香港時
間昨晚，網站仍未恢復
正常運作。
■美聯社/ 法新社

網站當機
國安局否認黑客入侵

聯合國反恐和人權特別報告員埃莫森前日在
聯合國大會第三委員會(人權)會議上指出，今後
使用無人機的國家可能增加，但國際社會尚未
就無人機在何種情況下攻擊屬於合法達成共
識，各國應該就無人機的使用規則展開討論，
並提高透明度。

平民助武裝分子 難定義應否被攻擊

埃莫森舉例稱，無人機攻擊給平民造成的
「附帶損害」很難定義。如果武裝勢力與平民進
行交流，平民也向武裝勢力提供協助，很難判
斷這些平民應屬無人機的攻擊對象，還是應受
國際人道法保護。
負責法外處決問題的特別報告員海因斯以

「自衛」為依據，認為無人機攻擊是合法的，但
同時也對國際人道法、人權法不能得到遵守表
示擔憂。經常被美國無人機在境內施襲的巴基
斯坦，其常駐聯合國代表強調「巴國從未明確
允許或默許」美無人機行動，要求美國立即停

止。
美國代表則稱，奧巴馬政府在第二任期內對

無人機的攻擊對象做出了限制，強調使用無人
機攻擊國際恐怖組織是「必要、合法且正確
的」。 ■法新社/共同社

■聯合國預計愈來愈多國家使用無人機，若無

規則監管，只恐令更多無辜平民受害。 法新社

■正在駕車的薩安

德國總理默克爾

巴西總統迪爾瑪

■電腦被

入侵時，

薩科齊是

時任法國

總統。

資料圖片

專家：無法律約束
國安局「911」後失控

以國疑曾侵愛麗榭宮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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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登揭

露美國的監

控計劃，卻

被指是洩密

資敵。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