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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總統大選昨日完成投票，雖然多個票
站調查均顯示雅加達省長維多多得票率領
先，但對手普拉博沃拒絕認輸，兩人均先
後宣布勝出。分析預料在本月22日最終點

票結果公布後，落敗一方可能提出憲法訴
訟，為印尼政局增添不明朗因素。

票站調查顯示維多多領先
印尼3個最可靠的快速點票調查都顯示，維多多在大

選中得票率為52%，領先普拉博沃4至5個百分點。印尼全
國有數十個民調機構獲准參與快速點票調查，在全國50萬個票

站中選取一定數量票站的結果作樣本進行統計，而上述3個調查自
2004年大選以來，每次都能準確預測印尼全國性選舉的結果，包括今

年4月的國會選舉。
維多多及副手卡拉即時發表講話，宣布自己獲勝，並向支持者表示感

謝。但就在維多多宣布獲勝後不久，普拉博沃也發表講話，稱根據其他調

查結果，他已經獲勝。維多多陣營發言人呼籲普拉博沃拿出政治家
的胸襟，承認落敗。
現任總統蘇西洛則呼籲兩派保持克制，同時禁止兩派的支持者

公開宣布獲勝，直至官方結果出爐。根據印尼憲法，官方結果
公布後，若候選人不認同結果可入稟憲法法院。

落敗一方恐掀暴亂
雖然今次已是印尼脫離獨裁統治後

第3次民主選舉，不過在前兩次大
選中，蘇西洛都以大比數獲勝，選情
從未像今次般激烈，故當前僵局在
印尼也是前所未見。
外界擔心，最終結果公布後落敗

一方可能會掀起暴亂，甚至重演1998年
的排華暴動。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以巴數百炮彈互轟 43死150傷
兩年來最嚴重衝突 哈馬斯停火條件遭拒

埃政變敘內戰 大削哈馬斯勢力

彭定康9月
掌教廷媒體改革委員會

難民自殺博庇護 澳總理批「道德勒索」

朝核計劃主力全炳浩逝世

砍業務避改革

美鋁業績勝預期 美股早段升20點

印尼兩候選人同稱勝出印尼兩候選人同稱勝出 政局添變數政局添變數

以軍前日凌晨展開代號「護刃行動」的大規模軍事行
動，持續空襲加沙。軍方將領昨指，過去兩日共攻

擊約430個目標，包括約120個隱藏的火箭發射器、10
個哈馬斯指揮及控制中心和多條隧道。

聖戰組織領袖遇襲亡
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下屬軍事派別「聖城旅」一
名指揮官的寓所遭空襲，他連同兩名兄弟、父母及一名
女子身亡；另一次襲擊則擊斃4名哈馬斯成員。當地居
民表示，有民眾聚集屋頂組成「人盾」，希望阻止以軍
新一輪空襲。
哈馬斯同日向以國南部發射約140
枚火箭炮，晚上再向耶路撒冷及周邊
地區發射3枚火箭炮，是兩年來首
次，特拉維夫當日亦遭3枚火箭炮襲
擊。
哈馬斯譴責以軍空襲造成平民傷亡
是「戰爭罪行」，巴人自治政府主席
阿巴斯指以國在加沙實施種族滅絕，
要求以國立即停止空襲，並呼籲國際
社會施壓。哈馬斯提出停火條件，包
括以國停止軍事攻擊、尊重前年停戰

協議、釋放被捕囚犯及停止破壞哈馬斯與法塔赫的團結
協議。

以國徵4萬軍備地面戰
以色列安全內閣前日通過徵召4萬名後備軍的決議，
他們將被派往以國南部加沙邊境，軍方發言人證實準備
採取地面攻勢。內塔尼亞胡指，不會容忍國家再遭火箭
彈空襲，下令軍方加強攻擊哈馬斯等加沙恐怖組織。他
指行動或持續一段時間，強調以軍目標是哈馬斯而非平
民，並指哈馬斯才應為平民傷亡負責。

美促雙方保持克制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表

示，武力及以暴制暴只會累積更
多仇恨，呼籲以巴爭取早日恢復
談判；美國總統奧巴馬則促請雙
方保持克制，不要採取報復行
動；約旦政府譴責以國針對加沙
的軍事行動是暴行，敦促對方停
止，並呼籲國際社會介入。

■法新社/路透社/
《泰晤士報》/《衛報》

墨西哥國會前日通過改革電訊及電視市場
的法案，以引入更多競爭，減少寡頭壟斷。
當地電訊大亨斯利姆旗下的美洲電信公司同
日宣布，將把公司在墨國的市佔率降至5成以
下，聲言不想「壟斷經濟」，並指會把資產
售予新的營運商，但未有進一步透露詳情。
美洲電信公司的子公司Telmex及Telcel是墨
西哥主要固網及流動電話服務供應商，前者市
佔率高達80%，後者則佔約70%，故多年來一
直被批評指對民生影響力過大。

根據新法案，相關企業若被視為寡頭企
業，便要讓對手免費分享其基建設施，美洲
電信公司曾批評此舉與「充公」無異。公司
前日宣布，將把所有電訊基建設施從Telcel分
拆出售，但無透露是否已有潛在買家，有關
計劃需待墨國獨立電訊監管機構IFT審批。
分析認為美洲電信公司或會仿傚美國手機

網絡供應商Verizon及AT&T，出售較少用戶
的地區業務，而非放售子公司資產。

■英國《金融時報》/路透社/法新社

美國鋁業第2季盈利達1.38億
美元(約 10.7 億港元)，好過預
期，利好市場氣氛，美股連跌
兩日後昨日早段有支持。道瓊

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16,927點，升20點；
標準500指數報1,970點，升7點；納斯達克

綜合指數報4,401點，升10點。
歐股個別發展。英國富時100指數中段報

6,713點，跌25點；法國CAC指數報4,352
點，升10點；德國DAX指數報9,798點，升
26點。

■美聯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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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昨日公布，人民
軍陸軍大將全炳浩周一
因急性心肌梗塞去世，
享年88歲，平壤政府

將為他舉行國葬，並組成由最高領導人金
正恩為委員長的國家治喪委員會。曾獲
「金日成勛章」的全炳浩是朝鮮核計劃核
心人物，去年因涉嫌參與朝鮮第三次核
試，被聯合國列入追加制裁名單。路透社

分析，全炳浩退下前線多年，相信他逝世
對朝鮮核計劃影響甚微。

平壤昨射兩導彈
全炳浩於1926年出生，曾在莫斯科國立

大學留學，1970年起擔任勞動黨中央委員
會副部長、部長和秘書等職務，負責朝鮮
國防事業，亦是朝鮮前最高領導人金正日
的親密顧問。

另外，朝鮮昨日凌晨先後向朝鮮半島東
部海域發射兩枚疑似「飛毛腿」短程導
彈，射程約500公里。韓聯社引述消息
指，朝鮮發射前沒有劃定禁航區，韓方已
加強警戒。
韓方分析，朝鮮可能採取一方面強調對

話、一方面發起挑釁的「和戰兩面戰
術」，要向各國展現其擁有隨時隨地發射
飛彈的能力。 ■路透社/法新社/新華社

澳洲為遏阻非法移民潮，去年起
規定經海路抵澳的難民，一律直接
遣送太平洋其他島國。近日接連有
女難民試圖自殺，讓子女以孤兒身
份獲得澳洲庇護。面對龐大輿論壓
力，澳洲總理阿博特聲言不會屈服
於這種「道德勒索」，被反對黨批
評漠視人權。
《悉尼先驅晨報》報道，被拘留

於澳屬聖誕島的女難民，本周得知
將被送往巴布亞新幾內亞或瑙魯的
難民營後，短短兩夜間先後有7人企

圖「自殺」。有人吊頸，有人用玻
璃碎割腕自殘。根據澳洲人權委員
會統計，類似事件近幾周已累積13
宗。
阿博特形容事態令人「震驚」，

但強調政府不會迫於壓力改變移民
政策。他又指難民被送往瑙魯後
「有吃有穿有住，人身安全也有保
障」，強調不會遭迫害。綠黨移民
事務發言人漢森．揚則批評，阿博
特政府將難民逼上絕路。

■路透社/法新社

末代港督彭定康昨日獲梵蒂岡委任為新設的媒體
改革委員會主席，將負責為改善教廷旗下媒體運作
提交建議，包括如何掌握社交網站等現代通訊方
式、改善各傳訊部門間溝通及節約成本等。
本身是牛津大學校監的彭定康，今年5月剛以健

康為由提早卸任英國廣播公司(BBC)信託基金主席一
職，對於他事隔不到兩個月便出任新公職，有英國
傳媒表示驚訝。教廷聲明則說，彭定康目前仍會以
恢復健康為重，但會於9月正式開始工作。

■《每日電訊報》/英國《金融時報》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青年相繼遭殺害事件，觸發以巴爆發兩年來最大規模衝突。以軍前日通宵

空襲加沙160個目標，造成最少43死逾150傷。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則向以境發射百多枚

火箭炮和土製導彈反擊。雖然哈馬斯其後開出4項停火條件，但以總理內塔尼亞胡稱決定加強

攻擊哈馬斯等加沙恐怖組織，更不排除發動地面攻勢。

阿拉伯之春後，哈馬斯連串「押錯注」的決定令它在中東地緣政治
中愈見孤立，為以色列重手打擊哈馬斯提供有利條件。不過分

析指，鑑於新的極端武裝組織正於加沙地區崛起，過
度打壓哈馬斯對以色列未必有利，因此以色列未必會
派地面部隊進入加沙。

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倒台後，與哈馬斯關係密
切的穆斯林兄弟會上台，令哈馬斯從埃及取得
源源不絕的物資和武器。不過穆兄會的穆爾西
被推翻後，新上台的軍政府即與哈馬斯劃清
界線，並查封通往加沙的多條走私通道，嚴
重打擊哈馬斯收入和軍火供應。

支持敘反對派 激怒金主伊朗
另外，敘利亞內戰中，哈馬斯決定
支持反對派對抗巴沙爾政府，結果激
怒支持巴沙爾的長年盟友伊朗，因此

失去一大資金來源。同時，很多哈馬斯的
金主把資源分散到敘利亞，加重哈馬斯財
政負擔，有報道就形容當前哈馬斯已瀕臨
破產，甚至無法出糧給武裝分子。
面對種種危機，哈馬斯月前曾試圖透過

與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和解，尋找出路，不過
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始終拒絕讓卡塔爾直接支援哈
馬斯，令哈馬斯進退兩難。《新聞周刊》就指出，
當前哈馬斯在加沙的地位已大不如前。

■Slate網站/《愛爾蘭時報》

以色列前年底對巴勒斯坦發動「防務之柱」軍
事行動，持續8日空襲加沙地帶，激進組織哈馬斯
以火箭炮還擊，共造成177名巴人及6名以色列人
死亡；如今以國再發動性質近似的「護刃行
動」，分別在於當年促成以巴停火的時任埃及總
統穆爾西，如今已成階下囚，當前中東動盪局勢
亦更險峻，衝突恐一發不可收拾。

去年以巴重啟和談，關係一度有緩和跡象。
然而今年4月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宣布
與哈馬斯和解，合組團結政府，以方隨即中止
和談以示不滿。負責協調以巴和談的美國中東
特使因迪克上月底辭職，預示了和平進程已崩
潰。早前3名以色列青年被綁架撕票、1名巴人
青年疑遭報復燒死，成為了「駱駝背上最後一

根稻草」。
即使眼見和談崩潰，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

胡和阿巴斯卻沒壓住雙方內部的強硬派，任由對
峙升級，要為局勢失控負一定責任。縱然雙方理
性上明白衝突升級百害無利，惟目前民眾怒火難
遏，要抽身談何容易。以國防長便警告，作戰
「不會一兩日便完結」，以軍更準備發動地面進
攻，反映短期內自發停火可能性不大。

穆爾西去年被推翻後，取而代之的前軍頭塞西
與哈馬斯關係惡劣，軍政府更在埃及境內大肆取
締與哈馬斯有關人士，埃及再次充當「和事佬」
機會渺茫。

至於一直推動和談的美國則陷入兩難，考慮到
伊拉克混亂局勢，華府絕不希望中
東再現火頭，問題在於一方是份屬
盟友的以色列，另一方是被華府列
為恐怖組織的哈馬斯，美國想勸交
只會陷入尷尬處境。

以巴死結誰人解？
陳國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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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軍不停空襲加沙以軍不停空襲加沙，，
民居被炮彈擊中後冒出民居被炮彈擊中後冒出
火焰及濃煙火焰及濃煙。。 路透社路透社

■■全炳浩全炳浩

■維多多與妻子投票後
展示勝利手勢。法新社

■普拉博沃聲言自
己勝出。法新社

■■一名巴勒斯坦女子眼見親一名巴勒斯坦女子眼見親
屬遇難屬遇難，，傷心欲絕傷心欲絕。。 路透社路透社

■■為了逃避戰火為了逃避戰火，，民民
眾紛紛逃難眾紛紛逃難。。路透社路透社

墨電訊大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