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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社取得名為「ZunZunco」計劃的逾
千份文件並訪問相關人士，內容顯示2009年

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承包商格羅斯到古巴推動互聯網
普及期間被捕，之後華府便展開ZunZunco，兩年多以來共吸納
數以萬計古巴用戶，巔峰期有超過4萬人，當中大部分為年輕人，
他們不知道這是美國的圈套。

成立離岸空殼公司資助
ZunZunco謀求以社交媒體方式，突破古巴政府對互聯網的箝制。網站

起初會傳送足球、音樂、颶風等消息，當累積一定用戶後，營運者開始引入政
治內容，目的是鼓動古巴人籌組大型集會，引發類似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
政治示威及動亂。營運者亦會收集用戶個人資料，將來可能用作其他政治行動。
資料顯示，與美國國務院有連繫的USAID涉嫌資助ZunZunco，更用盡方法掩

飾，包括在西班牙和開曼群島開設空殼公司提供營運資金，避免被追查出資金來自
華盛頓。USAID招募營運主管時，亦絕口不提華府是幕後金主。
古巴政府曾追蹤ZunZunco訊息來源，並嘗試入侵其系統。直至2012年9月，由

於華府叫停資助，ZunZunco也在古巴銷聲匿跡。

未知有否獲奧巴馬授權
美國法例要求秘密行動須經總統及國會批准，目前未知Zun-

Zunco有否獲授權及觸犯美國法例。USAID官員未有透露誰人批准
該計劃，以及白宮是否知情。古巴政府拒絕置評。報道指，協助時
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推動社交媒體工作的國務院官員霍爾，曾邀請
微博twitter創辦人多爾西掌管ZunZunco。 ■美聯社

美國多年來一直企

圖顛覆古巴政府，美聯社取

得文件顯示，華府暗中資助

設立「古巴twitter」社交網站，專門吸納

古巴年輕人為用戶，向他們灌輸反政府訊

息，欲煽動一場「古巴之春」叛亂。現時未

知計劃是否獲總統奧巴馬及國會授權，

但華府這種冷戰時期行徑，或

損害近年有改善跡象的美古關

係。

美暗設「古巴twitter」
煽動年輕人發起古巴之春 冷戰行徑

搞顛覆

美國每場選舉背後都牽涉金額驚人的政
治捐獻，被指讓金主影響選舉的批評聲不
絕於耳，這情況今後恐變本加厲。美國最
高法院前日以5票對4票裁定限制金主捐獻
金額違反言論自由，取消選舉政治獻金上
限。裁決在美國政壇引起極大爭議。
按現行規定，一名金主兩年內總捐贈金
額上限為12.32萬美元(約95.6萬港元)；每
次選舉中只可向單一候選人最多捐2,600美
元(約2萬港元)，可選擇向多名候選人捐
款，但總額不得超過4.86萬美元(約37.7萬
港元)，捐給政治團體的金額則不得超過

7.46萬美元(約57.9萬港元)。
法院指出，限制捐款額無助阻止貪污，

反而「嚴重妨礙人們參與民主進程」，裁
定有關限制違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
的「言論自由」，宣布除保留對單一候選
人捐款上限外，其他全部廢除。
公共權益團體估計，相比以往每兩年最

多捐12.32萬美元，一名熱心金主若選擇捐
錢支持單一政黨內所有候選人，新例下每
次選舉將可捐出多達600萬美元(約4,654萬
港元)。

學者：證「美國民主可叫賣」
自由派法官布雷耶批評，裁決為個別人

士向政客或政黨捐獻製造了漏洞。紐約聖
約翰大學法學院教授納爾遜坦言，判決進
一步證明「美國民主可以叫賣」。
一直爭取放寬捐款限制的共和黨歡迎裁

決，眾議院議長博納形容捐款者「應該有
權按意願自由捐獻」。白宮則表示遺憾，
並正審視裁決；眾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批
評裁決荒謬，「先賢為民主犧牲性命和自
由，帶來屬於人民的政府，而非金錢的政
府。」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日本東京都前知事豬瀨直樹
2012 年以史上最高票當選，
其後被揭發選舉時收受政治獻
金，遭輿論及朝野聲討，最終
只上任一年便黯然下台。太平
洋彼岸，美國最高法院取消多
項政治獻金限制，變相鼓勵金
主作政治捐獻時「多多益
善」，兩者反差強烈。

華府 1970 年代爆出「水門
醜聞」後，國會限制政治獻
金，旨在阻止大金主收買政
客，恢復公眾對選舉的信心。
但這些限制之後逐步放寬，
2010 年「聯合公民案」更催
生無數政治助選機構，讓兩黨
金主肆無忌憚打銀彈戰，進一
步鞏固政治獻金在選舉的份
量。

既然限制政治獻金上限原意
是防止賄賂，為何要廢除它？
法院解釋：「花巨額金錢協助
競選，而不嘗試操控公職人員
行使權力，不會引致構成貪污
的對價關係。」換言之，金主
出錢助選是出於善意，不求回
報；政客亦不會把捐款放在心
上，日後即使遇上關乎金主利
益的議題，亦不會影響政客決

定。
康涅狄格州2012年底發生小學槍擊案，

20名幼童和6名成人慘死，舉國震怒，但
隨後推出的控槍法案卻在國會觸礁，背後
搞鬼的正是全美最大槍會「全美步槍協
會」(NRA)。共和黨堅拒開徵富人稅，當
中保守派茶黨更不惜玩邊緣主義，多次把
美國推至懸崖邊。政黨金主滲透美國政
治、騎劫民主，已是明顯不過。

美國高院單從理想角度看政治獻金，與
現實脫節，實在「太天真」。金主影響美
國政治一直為人詬病，法院
解除捐款限制，猶如把美國
政治和民主放到拍賣台上，
價高者得。

5年前發生槍擊案造成13死32傷的美國
得州胡德堡軍事基地，前日再發生嚴重槍
擊，一名士兵突然向同袍開槍，造成3死16
傷後，自轟身亡。槍手行兇動機未明，初
步顯示不涉恐襲。這是約半年來美國本土
軍事基地第3度發生槍擊案，保安漏洞再惹
關注。
事發在前日下午約4時半，34歲的洛佩

斯駕車前往基地兩棟建築開火，其後與憲
兵發生衝突，歷時約15至20分鐘。多名目
擊者稱，槍手發射多達20發子彈。槍手最終以點45口徑手槍朝自己頭部開槍。
軍方隨即封鎖基地，救護車趕往現場，直升機在上空盤旋，警員逐棟大樓搜捕槍

手。不少軍眷心急如焚，等候親人消息。基地附近的中央得州學院所有師生職員疏
散，停課一日。

曾伊拉克服役 疑患抑鬱焦慮
美媒報道，洛佩斯已婚並育有一女，是現役軍人，擔任貨車司機，可能與其他士

兵發生爭執而開槍。2011年他被派駐伊拉克4個月，其間曾申報頭部受創，曾接受
抑鬱和焦慮症治療，亦曾接受診斷是否患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有鄰居指他
一家待人友善。美國陸軍部長麥克休昨向參院一個委員會表示，槍手上月曾見過精
神科醫生，他未有顯示暴力及自殺傾向，也沒跡象涉及任何極端組織。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美軍基地對持槍有嚴格要求，只有當
值執法及保安人員可持槍，士兵不得攜
帶任何私人槍械。現時政策要求士兵向
所屬指揮官申報個人擁有槍支，並須將
槍支放在軍方武器房。
胡德堡陸軍基地是全球最大美軍基

地，現時有逾4.1萬軍人駐紮，若加上
軍眷及平民職員，基地合共約有7萬
人。2001年「911」恐襲以來，該基地
在美國反恐戰扮演要角，派重兵前往阿
富汗及伊拉克執行任務。當中第4步兵
師更於2003年12月擒獲伊拉克前總統薩

達姆。
2009年11月5日，基地陸軍心理醫生
哈桑向同袍大開殺戒造成13死，他去年
被判死刑。 ■法新社/《華盛頓郵報》

美國職棒大聯盟(MLB)勁旅波士頓紅襪
周二以總冠軍隊身份到訪白宮會晤總統奧
巴馬，總決賽最有價值球員奧爾蒂斯其
間 向 奧 巴 馬 送 上 印 有 對 方 名 字
「OBAMA」的44號紅襪隊球衣後，拿
出球隊贊助商三星的手機Galaxy Note
3合照，隨即變成三星免費廣告。
奧爾蒂斯將照片上載微博twitter後，旋即獲逾3.8萬次轉載，包括擁有

520萬粉絲的三星帳戶。白宮表示，奧巴馬沒想到合照如此受歡迎，亦不知
道有任何宣傳噱頭。 ■美聯社/《紐約每日新聞》

奧巴馬被自拍
變三星免費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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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取消政治捐獻上限
縱容金主影響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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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今年迎來中期選舉，有民主黨人批
評判決縱容金主對美國政治施加更多影
響，有利較多富人支持的共和黨。不過政
界普遍認為，放寬捐獻限制對兩黨都有
利，預料對中期選舉影響不大，影響要到
2016年大選才真正浮現；而屬於同一黨的
競選委員會毋須再為爭取捐款內訌，才是
真正贏家。
美國「響應政治中心」(CRP)數據顯
示，在2011年至2012年數百萬政治捐款
者中，捐款額達法定上限的只有646人。
分析指，解除捐款上限後，將意味這批捐
款者有能力對選舉造成更大影響，特別是
那些坐擁龐大資金，又願意不惜金錢支持

政黨的富豪。
加州民主黨金主蘭德利特認為，法院決

定對那些只支持單一政黨的「純正支持
者」不會有太大影響，最大受惠者其實是
一些企圖影響個別法案的捐款戶，因他們
可以選擇向相同立場的所有議員捐獻，大
大增加影響力。
另一方面，政治金主亦成為最受影響的

一群，以往不少人會以「已到達捐款上
限」為藉口婉拒捐款，但未來將不再適
用。有金主笑言法院決定將令他破費，甚
至有人聲稱準備刪除電話聯絡清單和電
郵，甚至改名換姓。

■美聯社/Politico網站

民主黨斥判決有利共和黨

美軍胡德堡基地再爆槍擊案美軍胡德堡基地再爆槍擊案
44死死1616傷傷

當值執法人員才可持槍

■ZunZunco■ZunZunco兩年多共吸納數兩年多共吸納數
以萬計古巴用戶以萬計古巴用戶，，巔峰期有巔峰期有
超過超過44萬人萬人。。 美聯社美聯社

■槍手洛佩斯

■■奧巴馬奧巴馬
■■奧爾蒂斯奧爾蒂斯

■警方和士兵截查基地附近車輛。
路透社

■■前美國國務卿希拉前美國國務卿希拉
里旗下職員據聞曾邀里旗下職員據聞曾邀
請請twittertwitter創辦人多爾創辦人多爾
西掌管西掌管ZunZuncoZunZunco。。

■■twittertwitter創辦人多爾西創辦人多爾西

■一名軍人和太太返回基
地時驚惶未定。 路透社

■有示威者在國會外抗議高院裁決。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