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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媒指，被捕的31歲德國聯邦情報局(BND)
特工，過去兩年間把218份BND文件複製

到USB手指，再帶往奧地利，將它們以2.5萬歐
元(約26萬港元)出售給接頭人，當中包括3份關
於德國會調查NSA監聽事件的檔案。據報他曾
與美國情報人員會面3次。

美媒：主動找美使館或為錢
《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指，該男子可
能是為了金錢而出賣情報，且是主動向美駐柏
林大使館提出洩密要求，美方沒就此事知會
BND，而是暗中接受他的要求。
該男子在BND的職位未明，德國有媒體稱
他只是中低級職員，《明鏡》指他在郵件室
工作，但《世界報》指他與情報機關領導層
關係密切。

斯諾登事件前已提供情報
若他兩年前已向美方提供情報，意味在
NSA斯諾登事件之前，該人士已在從事雙重
間諜活動。
《紐約時報》指，烏克蘭危機爆發、歐美對
俄實施制裁後，俄國加緊招攬德情報人員，因

此德方起初懷疑被捕男子與俄情報人員接觸而
將他拘捕。雖然他供稱是向美國售賣情報，且
有證據顯示很可能涉及美國，但《華爾街日
報》引述消息指，這仍未足以斷定他的確實身
份，不排除也為俄情報部門工作。
德國總理默克爾在上周四獲知會事件，此前

她剛與美國總統奧巴馬通電話，商議烏克蘭和
伊朗問題，事件可能是在兩人通話之際曝光。
華府高層官員透露，兩人通話沒談論雙面間諜
案，奧巴馬當時毫不知情。
默克爾發言人形容事態非常嚴重，但沒公開

指責是美國幕後指使，並稱不會推測此事與哪
個情報機構有關。
NSA去年被揭發監聽默克爾手機通話，令美

德關係陷入低谷，之後華府承諾不再針對默克
爾，但沒保證其他德國官員也可免於監控。雙
面間諜案重創美德修補關係的進程，德國會
NSA監控事件調查委員會聯席主席弗利澤克表
示，事件將使兩國重建的互信一筆勾銷。德國
傳媒對事件感到憤怒，有媒體形容這是二戰以
來，美德之間最大的間諜醜聞。

■《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
《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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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特工間諜，很多人會想到英國的
「007」，但其實德國和蘇聯也出過不少著
名間諜，如有「紅色間諜」之稱佐爾格，曾
以記者身份潛入中日，目睹日軍在南京大屠
殺犯下的暴行，並促成保存相關證據。另一
人是「總理間諜」紀堯姆，出身東德的他長
期潛伏在西德總理勃蘭特身邊，導致一屆西
德政府垮台。
佐爾格於1930年初以德國記者身份來華，

收集中國國民黨和日本的情報，向莫斯科匯
報，後者再把相關情報通報中國共產黨。
1933年佐爾格赴日本繼續諜報活動，1937年
「七七事變」後日軍大舉侵華，他從東京赴

上海公幹，在飛機上看見浩劫後的南京。
他出於義憤，要求德國使館將日軍暴行資

料送回德外交部。希特勒指示外長照會日政
府，須注意日軍暴行在國際上產生的負面影
響。佐爾格的間諜身份後來在日本遭揭發，
但因為蘇聯拒絕承認，於1944年被處死，死
後被授予「蘇聯英雄」稱號。
至於「總理間諜」紀堯姆在西德潛居18

年，其間加入勃蘭特所屬社民黨，一直攀升
至勃蘭特的政治助理。最終紙包不住火，
1974年4月紀堯姆在波恩的家中被捕，其後
勃蘭特承擔起紀堯姆間諜案的政治責任，辭
去總理職務。 ■綜合報道

德國情報部門主要繼承自西德時代的體制，
分為對外的「德國聯邦情報局」(BND)和對內的
「聯邦憲法保護局」(BFV)。去年發生斯諾登事
件後，美國國家安全局(NSA)成為焦點，其監控
活動備受抨擊，但其實德國兩大情報機構在監
控方面，都與NSA維持緊密合作。
BFV和BND分別於1950年和1956年成立，
BFV隸屬內政部，主要負責內部情報工作，與東
德情報組織斯塔西(Stasi)激烈較量。冷戰後兩德
統一，來自蘇聯陣營的威脅消失，BFV轉為應付
恐怖主義、販毒活動和違法出口技術問題。

BND收集外國軍事和民間情報，冷戰期間主
要針對蘇聯軍隊，向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提供
情報。BND曾招募前納粹德國的黨衛軍和蓋世
太保進入特工隊伍，引起爭議。冷戰後，BND
繼續與美國密切合作。
NSA大規模監控醜聞曝光後，德國《明鏡》

周刊曾引述斯諾登密件，顯示BND和BFV與
NSA聯手監控電話和網絡，關係可能比當局想
承認的更密切。其中，美方自1962年開始，就
與BND在分析、操作和技術層面頻繁交流。

■綜合報道

美國各地前日舉行獨立日慶祝活
動，其中在紐約科尼艾蘭的年度內
森國際吃熱狗大賽，有「大白鯊」
之稱的加州大胃王切斯特納特，在
10分鐘內鯨吞61隻熱狗，奪得8連
霸，加上他賽前求婚成功，可謂雙
喜臨門。至於因合約糾紛被禁止參
賽的日本大胃王小林尊，同日到曼
哈頓一間酒吧參加競食比賽，在10
分鐘內吞下113條熱狗腸，盡顯大
胃王本色。
30歲的切斯特納特曾揚言今年

目標是吃掉70隻熱狗，打破自己
去年69隻的紀錄，雖然最終未有
達標，但無阻他蟬聯冠軍寶座。
賽前他更在3萬名現場觀眾見證

下，向拍拖多年、同是參賽者的
女友里卡沙成功求婚，為他打下
強心針。

日女擊敗韓裔黑寡婦
女子組方面，來自拉斯維加斯的

28歲日裔參賽者須藤美貴，憑着
10分鐘內吞下34隻熱狗稱后，擊
敗去年冠軍、綽號「黑寡婦」的韓
裔參加者托馬斯。須藤稱對擊敗托
馬斯感到難以置信。
雖然颶風「阿瑟」來襲，但未有

削減參賽者贏取2萬美元(約15.5萬
港元)獎金的決心，今年共有17名
男子和13名女子參與比賽。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
前日接受《衛報》訪問
時表示，若美國中情局
(CIA)前職員斯諾登決
定從俄羅斯返美，他應
擁有法庭辯護權。
希拉里表示，斯諾登

有權獲得任何種類的辯
護，不管是國家提供還
是收費辯護，但是否返
美還取決於他自己。她
又稱，斯諾登當然可以
選擇在俄總統普京保護
下，終身留在俄國生
活，但若他真的想為自
己辯護，則應把握機會
返美。 ■《衛報》

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從事龐大監控行
動，令外界質疑這不僅是為保護國家安全。
中情局(CIA)前職員斯諾登律師拉達克認為，
NSA企圖通過大規模收集數據控制民眾，並
竊取經濟情報，反恐只是藉口。NSA前職員
德拉克形容，國家安全已成為「國家宗
教」。
拉達克和德拉克接受德國《明鏡》周刊專

訪，指出德國明知監控損害民眾利益，仍與
美情報機構維持非常密切關係，但兩者並不
平等，國安局經常扮演主導角色，大部分情
報分享都是單向。
德拉克表示，國安局想透過合作來掌握德

國民眾活動，「遏止恐怖活動」。不過拉達
克指出，當局搜集的數據有99.9%並非作保
安用途，而是要控制民眾和資訊。他們又
指，對斯諾登洩密不感意外。

奧巴馬顧問：每個國家都曾越線
美國總統奧巴馬顧問波德斯塔在另一篇訪

問中聲稱，美德之間沒有「不監控協
議」，華府已嘗試就監控行動加強兩國合
作和了解。他又將別國拉下水，稱「每個
國家都曾越線，我們也不例外，但我們的民
主會自我修正」，並拒絕承諾華府不再監控
德國民眾。 ■《明鏡》周刊

德國公共電視台ARD上
周四發表報告，揭露美國
國家安全局(NSA)使用名
為 XKEYSCORE 的數據
收集系統，秘密追蹤使用
匿名網絡的用戶。不過有
熟悉斯諾登洩密事件的專
家認為，報告引述的資料

不似是來自斯諾登提供的密件，懷疑國安局
可能已出現另一名洩密者，倣效斯諾登向傳
媒爆料。
報告仔細描寫國安局利用XKEYSCORE

系統編寫的程式，收集使用Tor網絡等匿名
程式的使用者資料，包括他們的IP位址。
Tor網絡能隱藏用戶的IP地址，方便匿名瀏
覽互聯網，廣受維權人士和異見人士使用，
避免受到政治逼害。黑客或不法分子亦會利
用匿名網絡進行非法活動。
報告最引人興趣之處，在於沒有寫明資料

是否來自斯諾登。記者多克托羅引述另一名
曾看過斯諾登密件的專家指，沒有在該批文
件中見過今次報告的內容，猜測可能是有其
他國安局職員受到斯諾登啟發而洩密。

■《福布斯》/伊朗Press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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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

■紀堯姆(左)長期潛伏在勃蘭特
(右)身邊。 網上圖片

■「紅色間諜」佐爾格。 網上圖片

■■被捕特工隸屬德國聯邦被捕特工隸屬德國聯邦
情報局情報局(BND)(BND)。。 法新社法新社

■斯諾登

■■華盛頓放煙花慶祝華盛頓放煙花慶祝
獨立日獨立日。。 美聯社美聯社

■切斯特納特（中）在10分鐘內鯨吞多隻熱狗。 美聯社

■切斯特納特求婚成功。 ■托馬斯(左)不敵須藤美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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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美國總統

奧巴馬奧巴馬

美熱狗大胃王美熱狗大胃王88連霸連霸 求婚成求婚成功功「「雙贏雙贏」」

因監控醜聞導致關係跌至低谷的美國和德因監控醜聞導致關係跌至低谷的美國和德

國之間國之間，，再爆出二戰以來最大間諜案再爆出二戰以來最大間諜案。。德國德國

政府上周三拘捕一名懷疑替俄羅斯當雙重間政府上周三拘捕一名懷疑替俄羅斯當雙重間

諜的本國特工諜的本國特工，，他被捕後供認向美國洩漏德他被捕後供認向美國洩漏德

國調查美國國家安全局國調查美國國家安全局(NSA)(NSA)監控行動的情監控行動的情

報報。。德國前日傳召美大使埃默森要求交代事德國前日傳召美大使埃默森要求交代事

件件。。雖然證據顯示該特工為美國工作雖然證據顯示該特工為美國工作，，但報但報

道指俄國近月也積極招攬德國特工道指俄國近月也積極招攬德國特工，，故不排故不排

除他是同時向美俄洩密的除他是同時向美俄洩密的「「三面間諜三面間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