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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攻陷物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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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去年被揭監控全球通訊，惹

起軒然大波。事隔半年，總統奧巴馬前日終於提出多

項改革計劃，包括要先得到法庭批准才能查閱收集所

得數據，又承諾不再監聽盟國領袖，但堅持監控目的

沒有錯，無意廢除整個監控計劃，並強調不會為此道

歉。外界批評奧巴馬的所謂改革換湯不換藥，協助揭

發監控行動的前《衛報》記者格林沃爾德批評他只是

「做騷」爭取民意。

奧巴馬宣布，政府將停止儲存監控所
得數據，改由第三方保管，並限制

情報部門今後要先得到法庭批准，才能
查閱相關紀錄。奧巴馬又提議組建由關注私隱人士組成的小組，參與
美國海外情報監控法庭審批情報項目，以反映民間聲音。

拒道歉 續刺探他國情報
就境外監控方面，奧巴馬承諾「除非牽涉國家安全」，否則不再
監聽盟國領袖，但堅稱華府不會停止刺探別國情報的行為，亦不
會因監控變得更有效率而道歉。他演講時多番強調監控計劃對美
國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堅稱不會從根本上改變華府情報監控現
狀。
監控風波至今尚未平息，華府更因被揭蒐集本土電話數據和監
控盟國領袖，遭國內外猛烈批評。傳媒近日仍不斷公開由中情局
前職員斯諾登取得的機密文件，如指華府每日截取2億條手機短
訊。

卸責國會 阿桑奇轟大話精
國際社會對改革措施反應不一，德國歡迎奧巴馬展示改革意
向，但歐盟官員強調監控醜聞已損害雙方互信，需要時間和努力
修復；負責調查美國監聽巴西總統迪爾瑪的巴西參議
院委員會則強調，世界想要的是見到美國實際行
動，不是空談改革。
私隱組織批評奧巴馬只着重加強透明度和規
管，沒有解決監控計劃肆意蒐集情報、侵害民眾
私隱的根本性問題。協助斯諾登逃到俄羅斯的
「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形容，奧巴馬近45分
鐘的演講「空洞無物」，實際改革欠奉，批評對
方謊話連篇。有意見認為，奧巴馬只提出籠統的
改革方向，很多細節仍有待落實，不滿他只是把皮球踢給國會、官員和國安局。
《波士頓郵報》社評指，白宮檢討委員會上月發表報告，提出多項可同時保障

國民私隱和國家安全的改革建議，但奧巴馬前日卻幾乎隻字不提。美國公民自由
聯盟(ACLU)指出，改革幾乎清一色只牽涉電話監聽項目，對其他情報蒐集手段，
或是華府一方面鼓勵網絡保安、背後卻肆意入侵外國電腦等問題沒有任何着墨之
處，令人失望。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彭博通訊社/《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衛報》

智能家電
漸漸成為主流，形成

所謂「物聯網」，不過這些缺乏資
訊安全保護的電器，卻容易成為黑客目標。美國
網絡安全公司Proofpoint發現，最近有黑客入
侵全球大批智能家電，建立龐大殭屍網絡，從
而散播75萬多封惡意電郵，可能是首次有證
據顯示「物聯網」成為網絡攻擊的目標。

發逾75萬惡意電郵
Proofpoint在去年12月23日至今年1

月6日期間，錄得超過75萬多封惡意電
郵，平均每日3次、每次10萬封，當中
逾25%並非由普通電腦或手機寄發。由
於同一裝置發出的電郵不超過10封，故
難以封鎖電郵來源。

Proofpoint 指出，黑客入侵家用路由器
後，將多媒體中心、電視機和至少一部雪櫃連結成殭屍網
絡，遙距控制其中一部電器發放包含惡意間諜或釣魚程式
的電郵。
專家一直認為針對「物聯網」的攻擊只是理論上可行，

不過Proofpoint認為隨着智能家電普及，這類威脅不容忽
視。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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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監控網絡無遠弗屆，近至本土
國民通訊紀錄，遠至外國領袖的電
話，都淪為華府滿足其「偷窺癖」的
對象。千呼萬喚始出來，總統奧巴馬
的監控改革案終於出爐，奈何卻是雷
聲大雨點小，實質改革欠奉。文字間
看不見改革誠意，只有美國政府的陳
腔濫調。

1970年代中期，華府被揭發濫用監
控手段，民眾怒不可遏。國會為平息
民怨，通過《海外情報監控法案》
(FISA)，限制情報部門要得到法庭批
准，才可執行本土監控項目。問題在
於法庭完全黑箱作業，法官盡是親政
府人士，亦只准政府律師參與聆訊，
導致過去幾十年來，法庭幾乎無拒絕
政府提出的監控要求，形同虛設。

2005年，《紐約時報》揭發布什政
府違法截聽美國公民通訊多年，當時
政壇大聲疾呼，承諾會改正問題，結
果卻在2008年通過新FISA法案，把監
控合法化，而當時身為參議員的奧巴
馬亦有份支持法案。前車可鑑，奧巴
馬今趟承諾一系列改革，但相關細節

一日未落實，仍難保政府再故伎重施。
奧巴馬聲稱華府不會「監視」對國家安全不具威

脅的普通百姓，但原來只是限制當局未經授權下不
得查閱收集的數據，情報部門可繼續肆意蒐集民間
通訊紀錄，反映華府的偷窺癖已病入膏肓，無法自
拔。奧巴馬在演講中用了大半篇幅力
撐監控，便是要向批評者還以顏色：
「我聽到你的批評聲音，但這不會阻
止我監控。」

智能雪櫃變「殭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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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演講時無可避免提到令監控計
劃曝光的前中情局職員斯諾登，他稱美
國安全有繫於那些有權接觸國家機密的
人的忠誠心，而斯諾登卻辜負了這份信
任，又指其洩密行為威脅到美國今後安
全。
斯諾登去年獲俄羅斯提供臨時庇護，
但白宮至今未有放棄要求引渡他返美受
審。奧巴馬指出：「若任何人因為反對

政府政策，便私自公開機密資料，我們
將無法保障人民安全，或是實行外交政
策。更甚的是，揭密行為往往只會掀起
更多爭議，同時讓敵人得以乘虛而
入。」
斯諾登的法律顧問拉達克批評對方是

故意扭曲議題，逼民眾在自由和安全間
二選一，混淆視聽。

■路透社

－停止監控盟國領袖，除非牽涉迫切的國家
安全需要。白宮資深官員透露，這適用於數
十個國家領導人及政府。
－停止儲存搜集得來的大量電話元數據。
－改革現行工作流程，提高情報監視的透明
度，同時確保白宮國安團隊對重點和敏感情
報目標進行定期審查，加強監管。
－限制情報部門攔截、搜索和使用涉及美國
公民的通訊紀錄，並對蒐集和使用外國通訊
紀錄加強監管。
－容許通訊服務供應商向公眾提供更多政府
索取數據的資訊。
－提高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使用「國家安全
密函」(National Security Letters)的透明
度。按現行規定，FBI可藉此強制通訊服務
供應商秘密交出客戶通訊數據。

■路透社

斯諾登去年洩露華府監控計劃後，其28歲女友
米爾斯一度成為傳媒焦點，而她至今從未公
開講述事件。她的父親喬納森日前開
腔，指斯諾登自前往香港後，從未與米爾
斯聯絡，完全將女友棄之不顧，更無為她
留下分文，女兒正獨自生活。
喬納森稱，斯諾登從未向米爾斯透露洩密

計劃，他離開夏威夷時謊稱到香
港出差，數周後便回來，米爾
斯一直被蒙在鼓裡，直至男
友的洩密者身份曝光
後，她始知受騙。
喬納森表示，
女兒與斯諾
登在約會網

站認識，兩人在夏威夷生活時
正計劃結婚。喬納森形容斯諾
登沉默寡言，但是非分明，故
支持對方洩密。

■《每日電訊報》

美國監控改革出爐，但外界普遍認為措施相當乏力。新華社評
論認為，自監控計劃曝光以來，奧巴馬受龐大政治壓力，希望通過
改革「滅火」，但他無提出實質改革，更明言無意停止行動，更似
是為監控計劃背書，恐難消除美國國內外的憂慮和質疑聲音。

欠缺誠意 損美公信力
華府此前被揭發曾監聽德國總理默克爾和巴西總統迪爾瑪的電
話，歐盟等多個盟友亦淪為監控對象，直接影響美國的公信力。

奧巴馬承諾，「除非事關重大國家安全利益」，否則不會再監控
親密盟國的領導人，然而此言甚為籠統，未有說清楚哪些國家才
能有幸進入這豁免監控的「親密小圈子」。
分析又指，奧巴馬強調不會停止刺探外國情報，又不為監控道

歉，態度欠缺誠意，恐令改革難獲國際社會認可。評論認為，他
的態度反映白宮無意作出實質改革，或許在白宮眼中，監控醜聞
不過是可隨時間過去而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一場風波。

■新華社/《波士頓郵報》/《衛報》

撲火變背書 質疑憂慮聲難除

改革具體措施（部分）

有國安無自由
奧巴馬：斯諾登辜負國家

女友父：
斯諾登棄她不顧

■示威者打扮成奧
巴馬，抗議監控。

法新社

■奧巴馬公布的監控改
革毫無誠意。 法新社

■黑客入侵家用路由器後，會將雪櫃等傢具連結成殭屍網
絡。圖為智能雪櫃。 網上圖片

■■民眾在司法部民眾在司法部
前促華府前促華府「「停止停止
監視監視」。」。 路透社路透社

■■米爾斯曾拍攝不少性米爾斯曾拍攝不少性
感照片感照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