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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報告指，美國今年
首4個月有13個州份爆發麻疹疫情，共錄得129宗個
案，是過去18年來同期最高數字，當局極關注情況，
憂慮個案繼續上升。

加州最嚴重
CDC上周四發表每周發病率與死亡率報告，指加州
情況最嚴重，在本年1月1日至4月14日共錄得58宗
麻疹個案，是1995年以來最多，在過去13年，當地

每年平均只接獲9宗病例。紐約州亦有26宗個案。
菲律賓近期爆發大規模麻疹，最少有2萬宗確診及

懷疑個案，CDC稱，加州大多數患者都曾到過菲國，
相信不少人在當地中招，返美後感染未接種疫苗的
人。

醫生認不出病徵
醫生缺乏警覺性亦可能是導致感染個案上升的原

因。有專家表示，由於麻疹疫苗非常有效，許多醫生

從未見過麻疹，以致可能無法認出病徵。
麻疹傳染性極高，患者會出現發燒、咳嗽及結膜炎

等病徵和長出皮疹，並可能引致肺炎及腦部感染，情
況嚴重可致命。
美國自2000年以來大規模麻疹疫情幾乎絕跡，僅偶

然出現小規模爆發，通常都是民眾外遊感染後引起，
當地對上一次錄得麻疹死亡個案則是2005年。CDC
近年推行「兒童預防疫苗接種計劃」，大大提高兒童
免疫力。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紐約每日新聞》

美爆麻疹疫情 疑在菲感染回國傳播

圖拉攏制華 迫簽TPP威脅本土商家

奧巴馬歷史性到訪奧巴馬歷史性到訪 大馬人不歡迎大馬人不歡迎

奧巴馬昨會見馬來西亞國王，並出席國宴，
他發言時感謝大馬在前年一個畫展展出部

分亡母畫作，又提到約翰遜當年到訪大馬時，受
東南亞人的生命力所感動，期待在今次行程亦看

到這種精神。

就馬航事件表關注
大馬代理交通部長希沙姆丁則指奧
巴馬抵埗不久，即向他表達關注馬航
客機失蹤事件。他引述奧巴馬稱，搜
尋客機是艱苦及漫長的道路，美方會
與大馬合作，並提供支援，希望各
方團結。
奧巴馬今早參觀國家清真寺和紀
念碑後，將與納吉布舉行雙邊會議，
主要討論TPP及其他貿易外交事
項；他亦將派隨行的國家安全顧問
蘇珊賴斯會晤在野黨領袖、前副總
理安華。安華發聲明要求奧巴馬表
明支持大馬自由及民主。鑑於南海
主權爭議未平，奧巴馬會強調「重返

亞太」政策，提出加強美國與大馬安保
聯繫，抗衡中國。

然而大馬亦是中

國重要貿易夥伴，向來抗拒TPP主要貿易範疇要
求。民間擔心大批外國競爭者湧入，會淘汰大量
本地商家。一旦大馬加入TPP，將影響部分政府
採購政策，損害馬來人企業的利益，以及限制大
馬實施資金管制等敏感政策。
納吉布上周接受《華爾街日報》訪問時指，雖

外界認為TPP會介入大馬本地政策，甚至侵害國
家主權，但協定有助大馬開拓其他主要市場，並
吸引外資流入。他指，政府會採取措施協助最受
TPP影響的貧困馬來人口，至於馬來人要追上當
地較富裕的華商，仍需政府長期支援。

馬來人不滿美圖壟斷
大馬戰略及國際研究院外交政策總監鄧兆文(譯音)

指，馬來人不滿美國試圖壟斷及威脅大馬簽署
TPP，TPP必然成為奧巴馬到訪一大污點。
馬來西亞莫納什大學社會科學系主

任詹姆斯．程（譯音）認為，華盛頓
政界普遍將大馬視為一個溫和的穆
斯林國家，因此奧巴馬此行是他與
伊斯蘭世界的接觸之旅，然而約
300名穆斯林政治組織成員上周在
美駐吉隆坡大使館外抗議，批評
美國「反恐戰爭」打擊穆斯林。

■法新社/《華爾街日報》/
美國之音

藉「鼓勵論政」搞顛覆
美十多國建社交網

美裁定搜查令適用於海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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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拒作舞伴 男同學發狂刺死

美聯社月初揭發美國政府秘密資助「古巴twitter」
社交通訊網絡，企圖煽動動亂，顛覆古巴政府，震驚
美國政壇。《紐約時報》引述美國官員稱，華府在另
外十多個國家都有推行類似項目，包括巴基斯坦、阿
富汗和肯尼亞，並有意推展至尼日利亞及津巴布韋，
「鼓勵」民眾論政。

涉足巴基斯坦阿富汗
「古巴twitter」曝光後引起口誅筆伐，原來美國國
務院亦曾在巴基斯坦及阿富汗設立同類社交網，但因
資金不足而關閉。2009年美國時任國務卿希拉里到訪
巴基斯坦拉合爾時高調公布計劃，國務院當時與當地
電訊公司創建網絡。不過當局避談巴基斯坦項目何時
完結及成果，亦一直無公開阿富汗計劃的細節。

肯尼亞大選爆騷亂 乘勢推項目
美國官員透露，華府資助同類項目，還包括美國國際
開發署(AID)負責的肯尼亞「Yes Youth Can」。2007年

肯尼亞大選後引發騷亂，造成逾1,500人死亡後，「Yes
Youth Can」應運而生。年輕人可透過社交網收發訊息，
並使用其他工具籌辦青年組織，鼓勵年輕人參政。
哈佛大學約翰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阿爾洪．馮稱，若

當地網民知道社交網來源及目的，在巴基斯坦及肯尼亞
等地的項目便對美國外交有一定價值。■《紐約時報》

美國聯邦法官弗朗西斯去年下令微軟向執法部門交
出一名客戶在愛爾蘭伺服器儲存的資料，惹起侵犯私
隱爭議。弗朗西斯前日裁定，在美國執法機關搜查令
下，互聯網服務供應商須交出當局要求的電郵等所有
客戶資料，即使儲存在海外的資料也不能豁免。
弗朗西斯指出，若美國執法機關須與外國政府合作
索取相關資料，將嚴重妨礙執法。微軟表示將尋求聯
邦地方法官審視有關裁決。

弗朗西斯去年12月向執法門批出搜查令，要求微軟
交出一名客戶的電郵帳戶資料，包括客戶姓名、收發
電郵內容、上線時間、以及用作付費的信用卡號碼和
銀行帳戶。
微軟認為目標客戶的資料儲存於愛爾蘭都柏林，故

美國的搜查令不適用於海外，正如外國檢察官不能手
持自己國家的搜查令，來到美國搜屋，要求弗朗西斯
撤銷搜查令。 ■路透社

烏克蘭局勢動盪，臨時
總理亞采紐克表示，前晚
有俄羅斯軍機7次飛入烏
國領空，指責俄方挑釁，
企圖挑起戰爭；代理防長
科瓦爾則警告俄軍勿以
「維和」之名進入烏國，
揚言烏軍必定迎擊，俄國
防部昨日否認軍機闖入指
控。

武裝分子挾歐觀察員
G7加強對俄制裁
烏內政部前日表示，一

批身份不明人士在東部斯
拉維揚斯克市郊通向市區
道路上，截停載有歐洲安
全與合作組織(OSCE)代表
和烏軍人的汽車，並押至
市中心。武裝分子領袖聲
稱抓獲幾名「北約間
諜」，將用來換取被基輔
當局囚禁的親俄武裝分
子。基輔當局正與武裝分
子談判，俄羅斯駐OSCE
代表強調會盡一切辦法爭
取人質獲釋，不過烏國指

控武裝分子行動是俄方幕後協調。
七國集團(G7)領導人前晚發表聯

合聲明，同意加快對俄羅斯實施新
一輪制裁，指責俄方「未採取具體
行動」落實日內瓦文件，但強調外
交解決的大門依然敞開。有白宮高
官昨日透露，新一輪制裁將針對俄
國能源和銀行業高級官員，最快今
周開始實施。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美國康涅狄格州發生校園慘
案，一名16歲女中學生前日遭同
齡男同學殺死，警方已逮捕疑
兇，懷疑他邀請死者出席當晚舞
會被拒而動殺機。
警方稱，案件於上午約7時15分
在米爾福德市喬納森法律中學發生，
學校職員目睹女學生桑切斯遇襲，
頸部附近嚴重受傷，試圖為她急救，

但她被送院後證實不治。
有消息指桑切斯拒絕與一名16

歲男同學參加畢業舞會，男孩一
怒之下刺死對方。據認識兩人的
學生科廷表示，疑兇喜歡桑切斯
已有一段時間，但女方剛結識了
新男友，疑兇邀約參加舞會被拒
後顯得很沮喪。

■美聯社/《紐約時報》

法女名發音似「基地」美禁入境
法籍波斯尼亞裔女子阿里奇(Alic

Aida)，上周三本來準備一家四口從
瑞士日內瓦飛往美國紐約，但由於
姓名發音近似恐怖組織「基地」(Al
Qaeda)被美國拒絕入境。航空公司
不准她退票，一家人又不夠錢再買
機票，唯有打道回府。

阿里奇表示，瑞士航空當時無
解釋為何美國拒絕她入境，但她
其後在美國旅遊網站發現自己被
列入海關及邊境保衛局黑名單，
又 稱 「Alic」 的 正 確 發 音 是
「Alitch」，與「Al」發音根本相
差甚遠。 ■《每日快報》

韓遇難者遭搞錯身份 下葬始發現
韓國「歲月」號客輪沉沒事故

昨踏入第 11 日，增至 187 人死
亡，仍有115人失蹤。當局承認弄
錯部分死者的身份，直至下葬前
才發現，承諾將採取措施防止類
似錯誤再次發生。另外，兩名舵
手和負責轉向系統的兩名船員昨
遭羈留，意味船長等所有與航行
有關的15名船員全數被捕。
再有更多生死一刻的情節曝

光，一名崔姓男學生在危急關頭
打119求救，2分鐘後被轉駁至海

洋警察廳，早過其他同學的約20
個求救電話。他的屍體上周三在
第4層甲板後方被發現，並無穿救
生衣。崔父說，「他無時間致電
父母，只打119報案，他現在回來
了，我為他感到驕傲。」
搜救隊昨凌晨在客輪3層餐廳打

撈到2具疑似檀園高中學生的遺
體，但由於天氣惡劣，搜救團隊
今天暫停搜尋。家屬心急如焚，
擔心無法再尋獲家人遺體。

■路透社/韓國《中央日報》

■■智能手機在各地普及智能手機在各地普及，，用戶用戶
隨時可上社交網站隨時可上社交網站，，成為美顛成為美顛
覆別國政權的工具覆別國政權的工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麻疹疫苗普及反令部分醫生無法認出病徵。 網上圖片

奧巴馬明日將轉抵今趟亞洲之行最後
一站菲律賓，外界預料屆時他將正式簽
署新的兩國防衛合作協議，落實美軍以
輪駐形式重返菲律賓，作為「重返亞
太」戰略一部分。
菲律賓參議院1991年通過議案，收回蘇

碧灣等海軍基地，迫使美軍結束長達94年
的軍事駐紮。但隨着菲律賓因南海主權爭
議與中國關係升溫，近年態度明顯軟化，
前年更授權美軍半永久性駐紮蘇碧灣基地，
在菲國引起爭議。美菲本月初宣布已制訂
新防衛合作協議草案，外界預期奧巴馬此
行重點是正式簽署協議。
由於菲律賓憲法禁止設立外國軍事基

地，協議料將授權美軍使用現有菲軍基
地，並由菲方保留最終決定權。雖然實
際駐軍規模和地點尚未公布，但美菲雙
方均強調「昔日情況不會重現」。分析
指，華府在有關抉擇上將格外審慎，避
免挑釁中國。
馬尼拉日前爆發反美示威，抗議奧巴

馬到訪和推行美軍輪
駐，稱不要讓菲律
賓成為中美博弈
的犧牲品。
■《華爾街日報》

/美國之音

■奧巴馬訪大馬，為當地
民眾帶來極大憂慮。右圖
為馬來人前日示威，抗議
他到訪。 美聯社

美國總統奧巴馬結束訪問韓國後，昨午抵達馬來西亞，是繼1966年約翰遜之

後，首名到訪大馬的美在任總統。報道指，奧巴馬企圖加強與大馬的經貿關係，平

衡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料他會與大馬總理納吉布商討「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

協定」(TPP)。但不少民間組織反對大馬加入TPP，擔心搶去本地企業生計，並導

致醫療產品等日常生活開支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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