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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西南部前日受寒冷風暴吹襲，廣泛
地區颳起大風雪，多個城市停工停課，多
條道路結冰，得州部分地區氣溫甚至低過
阿拉斯加州。氣象部門預測，西部地區周
末氣溫仍維持攝氏零度以下。風暴造成7人
死亡。

逾千航班受影響 馬拉松取消
風暴由得州與墨西哥邊境沿東北方向移

向俄亥俄州河谷，掠過阿肯色州和肯塔基
州西部。得州達拉斯一帶情況最嚴重，一
度有近26.7萬戶停電。
達拉斯氣溫只有零下3度，低過阿拉斯加

州平均氣溫5度，路面積雪達7.6厘米，無
法即時清理。國家氣象局預測低溫情況會
持續到今日，達拉斯—沃斯堡國際機場逾
1,000班航班須取消，不少旅客滯留。
今日舉行的達拉斯馬拉松被迫取消，2.5

萬名選手受影響。達拉斯以西32公里外的
小鎮發生交通意外，一名司機撞車身亡。
明尼蘇達州和威斯康星州部分地區積雪達
0.6米，北達科他州上周四更錄得零下40
度。

英航空管制站故障 數千旅客滯留
另外，英國航空管制站昨發生技術故

障，倫敦希思羅、斯坦斯特德、蓋特威克
等主要機場受影響，數百班航班延誤或取
消，數千名旅客滯留，來自中國、印度、
美國等長途機須轉飛其他小型機場。當局
表示，懷比郡管制站電腦系統無法從夜間
模式轉至日間模式，正進行搶修。機場呼
籲旅客出門前先查詢航班最新安排。

■美聯社/路透社/英國廣播公司/
《每日郵報》

泰國亂局未平，反政府示威領袖素貼前晚聲稱將號召100萬人，
在明日「反攻日」(D-Day)舉行大規模示威，迫使總理英祿交出權
力，不成功便會「鳴金收兵」，並向警方自首。警方嚴陣以待，在
首都曼谷的主要政府建築物一帶重新架設路障，並密切監視示威活
動。
英祿昨接受數家外國媒體訪問時稱，預期短期內難以化解政治僵

局，重申政府談判大門仍打開，但強調並非戀棧權位，聲言若所有
政黨同意重新舉行大選，要她辭職或解散國會「無甚麼阻力」。

若失敗 將投降結束抗爭
素貼表示，在明早9時39分，示威民眾將從多個集會地點起步，

一起遊行到總理府，但只會在外圍抗議，不強行佔領。他呼籲民眾
當日離開工作崗位響應，展示鏟除「他信政權」及英祿腐敗政府的
願望，又稱會戰鬥到底，若失敗將向當局投降及面對指控。他強調
示威無暴力，示威者亦沒有武器。
示威組織發言人伊甲納稱，若明日的示威人數少於預期，該組織
準備結束反政府抗爭，又指組織提出建立「人民議會」，不是要搞
革命或否定憲法，而是旨在讓「人民政府」治理國家，取代現時失
去合法性的政府和國會。與曼谷4間大學有聯繫的反政府示威者在
社交網站號召民眾明日上街。
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帕拉多恩表示，當局會在實施內安法的地

點加強警力，有信心明日不會暴力收場。

亂局令中國遊客大減
泰國旅遊與體育部長頌薩指，今年泰國旅遊業平均每月按年增長

20%，自反政府示威爆發後已跌至10%；他又稱，過去3年平均每
年有逾500萬中國遊客訪泰，由於政局不穩，今年可能減至450萬
人。 ■法新社/美聯社/《曼谷郵報》/泰國《民族報》

風雪襲美7死 得州凍過阿拉斯加素貼號召百萬人明上街
最後一擊最後一擊

■■部分反政府示威者昨仍在部分反政府示威者昨仍在
部分據點留守部分據點留守。。 美聯社美聯社

■有民眾冒嚴寒出外跑步。 美聯社

美國《航空周刊》前日報道，美國空軍已秘密研發
一款新型無人駕駛隱形間諜機，能執行長程偵察任
務，預料2015年正式服役。新間諜機的隱形能力和飛
行航距較上一代無人機更強，並可執行電子攻擊任
務，將大大增強美軍在伊朗等空防力量強勁國家的偵
測能力。

將取代RQ-170「哨兵」
報道稱，諾思羅普．格魯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於2008年奪得美國空軍總值20億美元
(約155億港元)的秘密合約，該公司已研製出專為
情報、監測和偵察任務而設的RQ-180無人機，
並在內華達州的美國空軍51區測試中心成功試
飛，將取代曾參與擊殺拉登行動、由洛歇馬丁生
產的RQ-170「哨兵」偵察機。

RQ-180屬最高機密，軍方至今未公布詳情，但《航空周刊》在封面刊登畫家
筆下RQ-180試飛的模擬圖。據報RQ-180翼展達130呎，遠超RQ-170的介乎
65至90呎，且能持續24小時飛行，航距達2,000公里，並配備電子掃描陣列雷
達(AESA)等射頻感應器，能執行電子攻擊任務。它不設尾翼，外型酷似今夏首
次降落航母的X-47B。
報道指，美國空軍51區測試中心及諾思羅普．格魯曼位於加州帕姆代爾的

測試場已興建新機庫，用作停泊RQ-180。
■《航空周刊》/《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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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貿首達全球協議 料創2100萬職位
世界貿易組織(WTO)第9屆部長級會議昨日在印
尼峇里島落幕，與會代表達成了組織成立18年來首
份全球性貿易協議，內容包括簡化海關及口岸通關
程序，以及促進最不發達國家發展貿易等。彼得森
國際經濟研究所估計，簡化通關手續可為全球帶來1
萬億美元(約7.75萬億港元)收益，並創造2,100萬個
新職位，其中1,800萬個在發展中國家。
與會國同意在後年7月31日前，盡力建立「單一
窗口」以簡化清關手續；又同意最不發達的國家出
口商品至發達國時，獲得免稅、免配額的優惠和優

先權。不過有反對者批評，突然取消關稅可能會趕
絕某些行業，觸發裁員潮。

中國與「棉花四國」加強合作
此外，部分成員也在會期內達成協議，如中國與

由貝寧、布基納法索、馬里及乍得組成的「棉花四
國」日前宣布，將在世貿框架下進一步加強棉花領
域的合作。
中國商務部長高虎城在會議期間的發言，受到與

會代表注目。他稱，中國始終堅持貿易與發展目

標，在世貿組織框架下積極開展「促貿援助」，利
用貿易促進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發
展，在基礎設施建設、提高生產能力、給予零關稅
待遇、幫助參與多邊貿易體制等方面，提供力所能
及的幫助。

印度堅持向農民補貼 一度鬧僵
會議期間，印度堅持應獲世貿豁免，向本地貧困

農民提供農業補貼，此舉牴觸世貿的農業補助規
定，令談判一度僵持。其他國家反對讓印度在農業

補助議題上獲得永久豁免，但同意寬限4年，印度
最終妥協。4個拉美國家則不滿協議內文沒提及美國
對古巴實施禁運，也幾乎拉倒協議。
在2001年開始的世貿多哈回合談判，旨在建立具
約束力的全球貿易規則框架，但各成員就保護主義
爭拗不休，阻礙達成協議。今次協議可望為多哈回
合談判注入生機。另外，是次會議正式批准也門加
入世貿，令成員國增至160個。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中新社

日強推秘密法日強推秘密法
被諷「密室政治」民眾斥向美獻媚

恐恃勢硬修憲恐恃勢硬修憲

在野民主黨為阻止通過法案，在參院全體會議提出對安倍
內閣不信任案，其他在野黨亦以提出罷免官員等手段拖

延，但首相安倍晉三領導的執政聯盟控制參院2/3大多數議
席，一一否決反對案。法案準備表決時，一名45歲男子在二
樓旁聽席把鞋扔進會場，他被保安制服後交警方處理。最終法
案以130票贊成、82票反對通過。
由於法案上月26日已在眾院通過，因此在參院通過後已生
效，一年後正式實施。中國中央電視台批評《秘密法》是「密
室政治」。

侵新聞自由 萬五人集會抗議
在參院辯論期間，1.5萬名民眾在東京日比谷公園集會，另

有大批民眾在國會一帶抗議，指法案侵犯新聞自由、缺乏監督
體制，堅決反對通過新法。有民眾指《秘密法》是安倍政權討
好美國的獻媚法，嚴重侵害公民知情權，堪稱戰後最醜惡法
律。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益川敏英、化學獎得主白川英樹聯同
29名日本學者昨發聲明，譴責新法是日本二戰以來對民主的最
大威脅，批評日本政府破壞憲法的人權及和平原則。

專家：剝奪國會知情權 日媒狠批
《秘密法》將防衛、外交、反間諜和反恐4個領域的情報定
為「特定秘密」，武器、彈藥、飛機數量與性能亦屬機密。公
務員洩密可判囚10年以下，合謀和教唆者為5年以下，遠高於
現時《國家公務員法》最高判囚一年以下。《秘密法》保密期

限一般為5年，經內閣允許可設定為30年，極端案例更可延長
至60年。
中國社科院日本所外交室主任呂耀東表示，負責該4個領域
的大臣決策受《秘密法》保護，剝奪國會知情權，形成「密室
政治」，令安倍政權有機會秘密發起打擊行動。韓國《朝鮮日
報》憂慮自民黨也會藉國會人多勢眾手允許行使集
體自衛權。
由於新法定義模糊，第三方機構監督問題

亦未解決，日本輿論普遍評價負面，《朝日
新聞》稱這是違背民意的權力暴走；《每
日新聞》稱通過新法是日本議會政
治史上最大污
點。美國國
務院則表示
歡迎，稱共
享機密情報
是美軍和自
衛隊加強合
作的前提。
■法新社/
美聯社/
共同社/

日本新聞網

日本執政自民黨無視在野黨及民眾強烈反對日本執政自民黨無視在野黨及民眾強烈反對，，前晚在參議院強行通過備受爭議的前晚在參議院強行通過備受爭議的《《特定秘密保護法特定秘密保護法

案案》。》。事件引起國際媒體關注事件引起國際媒體關注。。中國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外軍綜合研究室主任袁楊指中國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外軍綜合研究室主任袁楊指，，安倍晉安倍晉

三再度拜相以來三再度拜相以來，，在多項範疇推行種種右翼政策在多項範疇推行種種右翼政策，，今次強行通過新法表明安倍將繼續一意孤行今次強行通過新法表明安倍將繼續一意孤行，，努力努力

擺脫內外制約擺脫內外制約，，向修憲擴軍邁進向修憲擴軍邁進。。

■ 《 航 空 周 刊 》 以

RQ-180為
封面。

網上圖片

■■國會表決期間國會表決期間，，旁聽旁聽
席一名男子不滿丟鞋席一名男子不滿丟鞋，，
遭警員制服遭警員制服。。 路透社路透社

■■一名男士把安倍晉三比一名男士把安倍晉三比
喻為希特勒喻為希特勒。。 法新社法新社

■■大批日本民眾集會大批日本民眾集會
表達不滿表達不滿。。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