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監控德國總理默克爾的事件再有更多內情爆
出，德媒指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很可能已監聽默克爾
電話超過10年，總統奧巴馬對此一早知情。德國政府
較早前則宣布，將派遣代表團到華府要求解釋，據報
包括德國秘密情報機關的高層官員。

施羅德反對攻伊成導火線
德國《明鏡》周刊前日引述相信由美國中情局(CIA)前

僱員斯諾登提供的文件指，國安局早於2002年便將當時
仍未當選總理的默克爾的手機，列入特殊搜集服務
(SCS)，直至奧巴馬今年6月訪德前，手機號碼仍然以
「GE總理默克爾」之名列在華府監控名單上。

默克爾上周三致電奧巴馬質詢監聽一事，奧巴馬
當時曾向她道歉，又稱事前毫不知情。不過德國
《星期日圖片報》引述國安局高官指，國安局局長
亞歷山大2010年曾告知奧巴馬有關監聽一事，當時
奧巴馬並沒阻止，並容許國安局繼續監聽。

該高官甚至說，奧巴馬不信任默克爾，想知道她的一
切，因此國安局在白宮要求下加強對其監控，連她的官
方加密手機也納入監控之下，只有總理辦公室的加密固
網電話無法監聽。
報道指，美國於2002年開始監聽德國政壇領袖，是因

為當時德國總理施羅德反對時任美國總統布什出兵伊拉
克，使得華府不信任德國。

全球設80非法監控點
《明鏡》又引述SCS文件指，國安局在美國駐柏林大

使館有一個「未合法登記的監聽部門」，並指該部門一
旦曝光，「將嚴重損害美國與另一政府之間的關係」。
報道引述2010年一份秘密文件，揭露國安局在全球約80
個地點設有類似間諜部門，當中19個位於歐洲，包括德
國法蘭克福、法國巴黎、西班牙馬德里、瑞士日內瓦、
意大利羅馬等地。 ■法新社/路透社/

《星期日電訊報》/《觀察家報》/英國廣播公司

美國政府監控風波不斷擴

大，日本媒體昨日引述消息

指，美國國家安全局(NSA)於2011年前後向日本政府提出，

希望日方協助監聽通過亞太區光纖電纜網絡傳輸的電郵和電

話等個人通訊紀錄。日方當時曾拒絕請求，共同社則指，由

於中國的國際光纜線路和連接亞太地區的光纜大多都途經日

本，因此華府此舉可能是要蒐集中方情報。

共同社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指，國安局當時提出，希望日方對途經日
本的光纜(包括亞太地區光纜和中日兩國之間的光纜)安裝監聽設

備，從而獲取包括網絡連接和通話紀錄在內的個人訊息。

情報員不足 日拒絕要求

報道指，雖然日本現行法律允許在罪案調查中進行通訊監聽，但情報
機構不能以反恐為由進行監聽，日方因此以法律所限及情報人員不足為
由，拒絕美方要求。
位於海底的光纜系統可以快速、遠距離地傳輸大量數據，因此被國安

局視為重要監控對象。但共同社引述情報專家指，若要監聽光纜傳輸的
龐大數據，「需要大量人手及民間企業合作」，國安局有3萬員工處理這
些工作，不過日本的情報人員數量卻遠遠不及這一規模，難以承擔監聽
的重擔。
英國《衛報》前日報道，國安局自前年開始，接收英國情報機關「政

府通訊總部」(GCHQ)監聽跨大西洋光纜所取得的情報，這與華府向日
方提出要求的時期吻合。共同社認為，華府為了針對在網絡世界日益活
躍的中國，以及配合其自身反恐需要，於是尋求與亞洲地區的最大盟國
日本，構築類似於美英之間的監聽合作。 ■共同社/《日本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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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

隨㠥互聯網日漸普及，傳輸速
度快、資料損耗率低的光纖漸漸
成為環球通訊網絡的骨幹，負責
全球近八成通訊流量。據估計，
1987年到2001年短短14年間，全
球共建設170多個海底光纖電纜系
統，總長度接近1億公里，接通
130多個國家。當中全長3萬公里
的中美海底光纜系統連接亞洲和
北美，是目前世界最重要的光纖
電纜之一。

中美海底光纜由全球23個電訊
機構共同出資建造，在中、日、
美、韓間設有9個登陸點，中國的
登陸點位於上海和汕頭。工程
由1997年開始，2000年初啟
用，是亞洲各國連線至美國
的主要線路。由中韓美6間電訊
商合資5億美元(約38.8億港元)的
跨太平洋直達光纜系統(TPE)在
2010年建成，令3國通訊毋須再繞
道日本。 ■亞太光纜網站

光纜覆蓋全球近八成通訊

海底光纖電纜在資訊世界的地
位迅速崛起，故美國國安局早於
1989年已成立專門研究團隊，尋
找截取光纜通訊的辦法，為其監
控計劃「稜鏡」打下重要根基。
美國據報甚至和日本秘密聯手，
在西太平洋建立一套複雜的水面
水底情報監測網，意圖打造「水
上稜鏡」，監視中國軍事活動。
美國在關島及夏威夷均設有軍

事基地，許多跨大平洋光纜均途
經這些地區，為美國截聽光纜製
造優勢。美國中情局前僱員斯諾
登亦披露，冷戰期間，美國曾派
遣特製潛艇進入中國港口，將國

安局的「偷聽器」安裝在海底光
纜，截取從中國打出或打入中國
的電話，這與1970年代監聽蘇聯
電話電纜的做法如出一轍。
另邊廂，美國海軍針對中國和

相關國家部署「海底偵察兵」(水
下ISR系統)，利用現代通訊技術
及電腦處理，進行遠距離情報監
聽。美國亦透過在全球部署海洋
測量船和核潛艇，在全世界展開
一系列水面、水下和海底的監測
計劃。美軍潛艇近年多被投閒置
散，保護海底通訊設備及乘機監
聽成為潛艇新的主要任務之一。

■綜合報道

魔爪伸太平洋「水上稜鏡」制華

前日是美國《愛國者法案》生效12周
年，逾2,000人當日到華盛頓國會山莊外
示威，要求華府停止監控美國以至全球民
眾，又向國會提交獲57.5萬人簽署的網上
聯署信，要求議員公開國安局監控計劃的
全部內容。揭露監控行動的中情局前僱員
斯諾登同日發表聲明，批評國會議員稱
「這並非監控」的言論是錯誤。

示威者高舉「停止大規模監控」、「謝

謝你，斯諾登」等標語。示威者馬奧尼表
示，自《愛國者法案》實施以來，華府在
情報監控上所犯的錯誤日趨嚴重，監控其
他國家的電話和網絡更損害外國人對美國
的信任。聯署信則要求國會改革《愛國者
法案》和《海外情報監察法案》，成立獨
立委員會調查監控行動，將負責的官員繩
之於法。

■路透社/法新社

華盛頓2000人反監控示威

美借北約克郡基地監控36國領袖

莫名其妙地

來到這亂世，不明

不白地猝然離開，如此

荒謬，又如此理所當然。巴基

斯坦68歲婦女比比在菜園務農時，遭

美軍無人機發射的「地獄火」導彈誤炸身

亡。她沒做錯什麼，只是剛好站在那裡，

陰差陽錯，成為美國眼中某個恐怖分子的

替死鬼。子彈上了膛，就注定有人會遭

殃，說到底，美國最需要的只是一個槍

靶。

可曾細數，自二戰以來美國打了多少場

仗？美國戰爭的本質是一盤發財生意，只

要有利可圖就不會結束。尤其是反恐，不

似傳統戰爭般攻城掠地，而是不斷狙擊目

標人物，消耗恐怖組織力量。然而打多

久、殺多少人才夠、甚至怎樣才算贏，皆

沒標準可依，因此自「911」事件至今逾

十年，戰火不熄。

軍工企業豈會放過反恐這塊商家必爭的

肥肉，國會議員批准巨額軍購費用，換取

豐厚政治獻金。退休國防官員以類似華爾

街「旋轉門」的方式，進入軍工企業任職

高層，確保軍備合約源源不絕送到華盛

頓。賣出軍火，你賺了錢，我分了競選經

費；炸死一些恐怖分子，向外界交了差，

他贏了選票。交易完成，皆大歡喜。

無人機是成本效益計算的產物，操作員

安坐千里之外的控制室，按幾個指令把目

標殲滅，毋須士兵冒傷亡的風險上戰場，更省卻囚禁和

審判疑犯的煩惱，乾手淨腳。炮火下的亡魂是否真正的

恐怖分子，未審先殺有否違反人權？這統統不重要，反

正美國需要敵人，沒有就自己製造一個，好讓錢、權大

齒輪繼續轉動，好讓美國霸權地位合理化。

最近美國傳媒廣泛報道一則「無人機戰士的告白」，有

位軍人長期操作無人機殺戮，目睹太多血肉橫飛的慘

象，結果患創傷後壓力症，飽受酗酒和抑鬱困擾，痛苦

不堪。其實，無人機不過是一台冷冰冰的機器，真正挑

起仇恨和戰禍的是人，按下「地獄火」發射鈕奪去別人

的生命之際，也把自己打進精神的煉獄。

這名不情不願的劊子手、那名與世無爭的農婦，都是

戰爭搖錢樹下的爛泥。高高在

上 的 權 勢 集 團 哪 在 乎 呢 ？

Business as u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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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個人通話紀錄 亞太海底光纜成獵物

任職美國國安局30年的前職員維貝向英媒
爆料，揭露國安局利用英國北約克郡曼威
斯希爾皇家空軍基地，截取德國總理默克
爾和全球另外35國領袖的通話記錄，經過濾
後傳送至國安局在華盛頓的總部，並稱英
方完全知情。

中情局前職員斯諾登的揭密文件早於今
年6月披露，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2009年
到英國出席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時，該空
軍基地曾截取其通話記錄。但維貝的說法
反映，基地的監控對象不僅限於經常訪英
的官員，而是全歐洲官員。■《星期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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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示威者扮成奧巴

馬，在國會前抗議國

安局監控。 法新社

■繼監控默克

爾後，美國被

揭發企圖拉

攏日本竊取

光纖電纜通

訊。 美聯社

奧巴馬講大話 監控默克爾逾10年

■華盛頓示威者要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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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

奧巴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