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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收集全球20億條手機短信
《紀錄》指出，美國相關機構多年來一直監

控手機應用程序，抓取個人數據；秘密侵入雅
虎、谷歌在各國數據中心之間的主要通信網
絡，竊取數以億計的用戶信息。 令人關注的
是，美國專門監控互聯網的項目非常龐大，可
以監控某個目標網民的幾乎所有互聯網活動。
僅以美國國家安全局通過接入全球移動網絡為

例，該局每天就
能收集全球高達近50億

份手機通話的位置紀錄，同時大規模搜集全球
手機短信，每天約20億條。
《紀錄》亦披露，美國窺探德國現任總理默

克爾手機長達十多年，並針對中國進行大規模網
絡進攻，中國領導人和華為公司均被列為目標。
事實上，早在2013年，美國情報機構前僱員
斯諾登就曾對外界披露，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的監
控計劃林林總總，從外國領導人到本國官員、普
通民眾，甚至歐盟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和聯合國總
部都在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監控範圍之內。
中國有關部門亦證實，長期以來美國對中國

政府部門、機構、企業、大學、電信主幹網絡
進行大規模監控、攻擊以及入侵活動，其監聽

行動涉及中國領導人、普通網民、
廣大手機用戶等。

打着「反恐」旗號侵犯人權
有媒體報道稱，在大規模監控項

目曝光後，儘管遭到廣泛批評，但美國
情報機構一直堅稱，這些項目是抵禦恐怖襲擊
的「關鍵堡壘」。
《紀錄》回應稱，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沒

有理由成為美國秘密監聽的目標。美國的監聽
行為已經「超出『反恐』需要」，違反了國際
法，嚴重侵犯人權，危害全球網絡安全，「應
當受到全世界的共同抵制和譴責」。
《紀錄》認為，作為超級大國，美國利用自

己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技術等領域的霸權肆
無忌憚的對包括盟友在內的其他國家進行監
聽。這種行為的實質早已超出了反恐的需要。
這種行為悍然違反國際法，嚴重侵犯人權，危
害全球網絡安全。應該受到全世界的共同抵制
和譴責。
《紀錄》強調，美國必須就其監聽行動作出

解釋，必須停止這種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停
止在全球網絡空間製造緊張和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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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報道）中國互聯網新聞研究

中心昨日發表《美國全球監聽行動紀錄》（簡稱《紀錄》），

披露美國對其他國家的監聽行為，「應當受到全世界的

譴責」，並要求美國對此做出解釋。中國有關部門亦證

實，長期以來美國對中國政府部門、機構，華為等

企業，大學、電信主幹網絡進行大規模監控、攻擊

以及入侵活動，監聽行動涉及中國領導人、

普通網民、廣大手機用戶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互聯網新
聞研究中心昨日發布《美國全球監聽行動紀
錄》。該《紀錄》援引英國《衛報》報道指
出，美國在全球範圍廣泛從事秘密監聽，包含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德國總理默克爾、巴西
總統羅塞夫等多達35國領導人都出現在美國國
家安全局的監聽名單上，美國的監聽行動遭到
各國政要和國際輿論的廣泛批評。
據斯諾登提供的文件披露，美國國家安全局

2009年針對122名外國領導人實施監控，並建
有一個專門存放外國領導人信息的數據庫，其
中關於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報告就有300份。名單
從「A」開始，按每人名字的首字母順序排列，
第一位是時任馬來西亞總理阿卜杜拉‧巴達
維，默克爾排在「A」區的第九位。122人名單
的最後一位烏克蘭總統競選落敗者、時任總理
尤利婭‧季莫申科。
聯合國總部、歐盟常駐聯合國代表團都在美國

國家安全局的監聽範圍之內，監聽內容涉及政
治、經濟、商業等領域。該局已經滲透的使館與
使團包括巴西、保加利亞、哥倫比亞、歐盟、法
國、格魯吉亞、希臘、印度、意大利、日本、墨
西哥、斯洛文尼亞、南非、韓國、委內瑞拉和越
南。
文件還顯示，日本與巴西、伊拉克被共同列

為美國「經濟穩定與影響」領域的重點監控
國。「最新戰略科學技術」領域的重點監控國
包括俄羅斯、印度、德國、法國、韓國、以色
列、新加坡、瑞典及日本；「外交政策」領域
包括中國、德國、法國、俄羅斯、伊朗、朝鮮
及日本等17國及聯合國。

監聽默克爾 奧巴馬親解畫
美國的全球監聽行動，遭到了包括美國盟友

在內的各國政要和國際輿論的廣泛批評。
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我們必須信任我們

的盟友和夥伴，而這種信任如今需要重新建
立。」後來美國總統奧巴馬急忙赴德會晤默克
爾，雙方修補美德關係。
巴西總統羅塞夫說：「巴西政府堅決要求美

國方面澄清……要求採取具體行動，徹底消除
監視的可能性。」由於美方未在巴方要求時間
內對監視行為作出解釋，羅塞夫推遲對美國的
國事訪問。
針對美國的全球監聽行動，第68屆聯合國大

會通過「數字時代的隱私權」決議，強調非法
或任意監控、截取通信、非法搜集個人數據是
對隱私權和言論自由的侵犯。

竊聽35國政要
遭全球狠批

華為：
強烈譴責網絡入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一涵 北京
報道）針對「稜鏡門」事件對全球造
成的不良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
研究所研究員洪源向本報表示，美國
素來有竊聽別國機密的惡劣行徑，
「稜鏡門」事件使此種行徑暴漏無
遺，美國難以狡辯。世界各國應在網
絡信息技術方面加強協作，共同抵禦
類似竊聽風險。美國在現實世界中爭
奪霸權，在網絡虛擬空間也佔據霸
權地位，美國對別國科技和國家的機
密的監視，是在虛擬世界中的霸權主
義表現。
洪源表示：「你沒有的我有，當你

有時我比你更強，是美國在信息技術
上的一貫做法。」中國和其他國家要
在網絡信息技術方面迎頭趕上，在信
息和技術對抗上，要打破美國在虛

擬世界上的霸權。當其他國家在信息
技術方面能和美國抗衡時，美國就會
試圖與別國達成虛擬世界的裁軍協
議，停止對別國機密的竊聽。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信息與社

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唐嵐認為，事實
上斯諾登所披露的美國監聽全世界只
是「冰山一角」，「稜鏡門」事件之
後，國際上包括美國國內對美國政府
的質疑和批評紛至沓來，但美國並沒
有停止這種行為，也沒有對受害國家
道歉，反而「倒打一耙」，多次炒作
「網絡竊密」、「網絡安全」等話
題，美國此舉欲轉移公眾目標將矛頭
對準中國。

料不會輕棄網絡霸權
唐嵐表示，「稜鏡門」事件後越來

越多的國家意識到網絡安全的重要性，
去年12月18日，聯合國大會全票表決
通過了一項呼籲在數字化時代保障各國
民眾電信及網絡通信隱私權、反對非法
監聽的決議。美國政府3月14日發表聲
明，宣布將放棄對國際互聯網名稱和編
號分配公司(ICANN)的管理權。但唐嵐
指出，這將是曠日持久的探討，全球
13個根服器有10個在美國，美國並不
會輕易放棄網絡霸權。
唐嵐稱，「稜鏡門」事件後越來越

多的國家意識到網絡安全的重要性，互
聯網已與各國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應
在聯合國主導下，並在聯合國框架之
內，維護世界互聯網的空
間秩序，建立一個各國廣
泛參與討論、公正合理的
網絡國際治理機構。

「稜鏡門」禍全球 美難狡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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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互聯網新聞研
究中心是國家互聯網
信息辦公室管理的司
局級機構。國家互聯
網信息辦公室去年剛

脫離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與中央對
外宣傳辦公室是一個機構、兩塊牌

子）管轄，直屬於國務院，成為正
部級國家行政機構，主要職責包括
落實互聯網信息傳播方針政策和推
動互聯網信息傳播法制建設，指
導、協調、督促有關部門加強互聯
網信息內容管理，依法查處違法違
規網站等，主任是魯煒。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與中央網
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也
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中央網絡
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則由國家主
席習近平親任組長，據報由魯煒任
辦公室主任。 ■綜合整理

■監聽外國政要
資料庫涉及35國122名政治領袖，按每人
名字的首字母順序排列，A區第一位是時任
馬來西亞總理阿卜杜拉‧巴達維，第九位是
德國總理默克爾（收錄300份報告）；名單
的最後一位是時任烏克蘭總理尤利婭‧季莫
申科。

■滲透使館與使團
巴西、保加利亞、哥倫比亞、歐盟、法
國、格魯吉亞、希臘、印度、意大利、日

本、墨西哥、斯洛文尼亞、南非、韓國、
委內瑞拉和越南。

■重點監控國
經濟穩定與影響領域：日本與巴西、伊拉
克；
最新戰略科學技術領域：俄羅斯、印度、
德國、法國、韓國、以色列、新加坡、瑞
典及日本；
外交政策領域：中國、德國、法國、俄羅
斯、伊朗、朝鮮及日本等17國及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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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監聽默克爾手機通話十多年，美國總統奧
巴馬急需和她修補美德關係。 資料圖片

■■華為對入侵華為對入侵、、滲透該公司滲透該公司
內部網絡並監控通信的行為內部網絡並監控通信的行為
表示強烈譴責表示強烈譴責。。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美國國家安全局瘋狂監控別美國國家安全局瘋狂監控別
國的通信網絡國的通信網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美國中情局前僱員斯諾登美國中情局前僱員斯諾登
向外公布美國監聽計劃惹起向外公布美國監聽計劃惹起
國際風暴國際風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中國互聯
網新聞研究中心昨日發表《美國全球監聽行動紀
錄》，美國國家安全局針對中國各類機構進行大規模
網絡進攻，並把深圳華為公司列為目標。對此，華為
新聞發言人稱對此表示強烈譴責。
針對美國國家安全局已獲取敏感數據，對華為高層

的通信進行監視，華為新聞發言人稱，該公司的網絡
不斷遭到來自不同源頭的監控和攻擊，這就是當今數
字時代的現狀。華為對於此類入侵、滲透到公司的內
部網絡並監控通信的行為表示強烈譴責。他稱，目
前，華為在全球145個國家的通信和網絡業務都非常
成功，保證了所在國通信和網絡的安全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