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現神秘無人機 飛近多間核電廠
營運全國58個核反應堆的法國電力公司，發現過去三周多

次有無人機在7間核電廠上空盤旋，由於部分無人機的體積
足以攜帶爆炸品，引起恐襲疑雲。目前未知無人機的來源及
目的，軍方則指無人機沒構成威脅。法國電力據報已入稟法
院，就事件控告某些人。

根據法國法例，核電廠方圓5公里及上空1公里列為禁飛
區。但在上月5日至20日期間的晚間或清晨，全國7間核電
廠上空出現不同型號大小的無人機，其中在10月19日，4間
不同位置的核電廠同一時段內均有無人機出沒。消息人士透
露，一個軍方核設施及國營核能公司Avera一個核電站亦發
現無人機。

■《每日電訊報》/英國廣播公司

緬總統軍頭首晤昂山緬總統軍頭首晤昂山 營造開明形象迎奧巴馬營造開明形象迎奧巴馬

緬甸總統吳登盛和軍方領袖昨日歷史性會晤反對派領袖昂
山素姬，被視為美國總統奧巴馬本月中到訪前，緬政府試圖
營造開明形象。總統府發言人在會後表示，國會將考慮在明
年大選前修憲，容許丈夫及兒子是外國公民的昂山素姬參選
總統。
今次是緬甸結束軍人專政10多年後，首次有各方參與會

議，當局沒公布會面細節，據稱會談及明年大選。奧巴馬前
日分別致電吳登盛及昂山素姬，表示推進明年大選需要一個
包容及可信的過程。
緬甸政府上周宣布，將於明年10月底或11月初舉行大選。
分析預計，昂山素姬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NLD)明年大
選將穩奪大部分議席。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昂山素姬昂山素姬（（左四左四））在會上與軍政領袖合照在會上與軍政領袖合照。。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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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法庭拒強制
抗命護士隔離
美國護士希科克斯從西非伊波拉疫國返美

後，被州政府要求自行留在家中隔離，但希
科克斯未有理會，更走出屋外與記者談話及
踏單車。緬因州衛生部門向法庭申請臨時法
令，要求限制她外出，但遭法庭拒絕。
法官指希科克斯並無出現任何伊波拉病

徵，所以只需繼續每天接受監測，並由政府
官員陪同出入。

護士工會月中罷工
抗議伊波拉防護不足

另外，得州2名護士照顧本土首名伊波拉
確診病人後染病，揭發院方沒提供足夠防護
裝備。全國護士聯盟(NNU)及旗下的加州護
士協會(CNA)計劃本月11日及12日發起罷
工及其他抗議行動，抗議當局罔顧護士安
危，要求提供更嚴格防護標準及裝備，工會
預計全國有多達15萬名護士參加。

■路透社/法新社

「伊斯蘭國」19萬
利誘奧地利少年恐襲
奧地利一名14歲少年在互聯網上被極端組織「伊
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招攬，對方以2.5萬
美元(約19.4萬港元)利誘他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發動
連串炸彈襲擊。男童周二被警方拘捕。當地媒體報
道，另有2名少年亦以同樣方式被ISIL招攬，目前
在逃。
奧地利媒體指被捕少年梅爾特罕是一名土耳其移

民之子，經常發表讚揚ISIL及其他聖戰組織的言
論，他的老師報警揭發事件。
奧地利《皇冠報》指ISIL在網上向梅爾特罕承

諾，執行襲擊後會給予他「特別職位」及酬勞，又
指ISIL以同樣手法誘騙另2名少年，但調查人員相
信梅爾特罕是單獨行事。
當局透露梅爾特罕無意發動自殺式襲擊，但他承

認計劃在最繁忙的維也納西火車站等地放炸彈，以
及有意前往敘利亞參加聖戰。警方指他視察目標地
點的手法專業，相信他未製成任何炸彈。媒體稱他
計劃自製類似去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使用的炸
彈。 ■《每日電訊報》/《獨立報》

孔波雷1987年發動政變起掌權至今已27年，他最近提出修憲，以便在明年
大選尋求連任。國會前晚討論修憲議案，數千人聚集門外示威，要求孔波

雷下台。議案辯論期間，示威者衝入國會大樓並縱火，現場冒出大量濃煙。另
一批示威者佔領國營電視台，迫其暫停廣播。
士兵見事態失控，向示威者施放催淚彈、動用水炮，更發射實彈驅散民眾。

反對派表示約30人死亡，數百人受傷。示威者亦向孔波雷及其家人的座駕和寓
所縱火，消息指孔波雷的弟弟逃亡時被示威者逮住。反對派領袖要求孔波雷立
即下台，稱沒折衷方案，並號召示威者佔領公眾場所，向孔波雷施壓。

總統傳逃亡鄰國 三個月內大選
軍方最終解散政府並實施宵禁，總司令特拉奧雷承諾一年內舉行民主大選，
呼籲國民冷靜克制。孔波雷一度頒布緊急狀態令，在軍方介入後撤回，同時宣
布修憲無限期擱置。他起初表示將與各政黨及反對派商討權力交接事宜，不會
辭職，但到昨日宣布下台，並於三個月內舉行大選。據報接載孔波雷的車隊駛
向南部邊境，意味他可能逃亡至鄰國加納。特拉奧雷則宣布將代行總統職權，
並承諾會盡快與各黨派溝通，恢復憲政。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呼籲布基納法索停止暴力，通過對話解決問題。法國總
統奧朗德則發聲明，歡迎孔波雷辭職，形容此舉有助解決當地目前政治危機，
又敦促各方保持克制，呼籲布基納法索按照憲法盡快舉行民主選舉。美國稱，
希望各方確保權力和平交接。

打擊「基地」多年 法有駐兵
孔波雷下台，將是「阿拉伯之春」後，首個舊政權被推翻的西非國家。孔波

雷多年來協助西方打擊「基地」組織在鄰國馬里的勢力，法國更於布基納法索
駐有特種部隊。布基納法索動盪將令該區出現權力真空，讓恐怖組織乘機崛
起，重創西方國家反恐行動。

■《每日電訊報》/《紐約時報》/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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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遺害後患無窮
布基納法索本來只是不太起眼的西非國家，一場政變令該

國成為國際焦點。放眼多個法屬西非前領土，其政治離不開
貪污腐敗、內部衝突頻繁等亂局，軍事領袖野心固然是政變
最主要因素之一，但殖民政策的遺害亦難辭其咎。

西非多國由強人長期掌政，如喀麥隆總統比亞1982年起任總統至今、多
哥前總統埃亞德馬2005年去世前連續執政38年，他死後更由兒子接任。該
區政變亦非常頻繁，尼日爾及乍得最嚴重，只有塞內加爾的民主政制維持
較久。

西非亂局與法國殖民統治關係重大，法國在非洲擴張期間，未深入了解
當地文化傳統，便任意劃定行政區，令族群分散。法國殖民統治瓦解時，
散落不同國家的民族因行政區粗疏劃分，紛紛爭取獨立。法國撤出西非
時，亦未設立有效權力移交機制，遺下大片無主土地。當地官員及軍人遂
以軍事實力及血緣關係奪權，貪污及政變無日無之。

此外，法國仿照其他殖民國家，在西非尋找懂得法語及當地語言的中介
人委以重任，逐漸形成精英階層，他們再讓下一代接受教育，令精英階層
變成世襲。久而久之，當地開始建立以血緣為先的既得利益關係網，形成
獨立後的腐敗機制。

自1990年以來，11個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領袖試圖透過修憲，廢除任
期限制，當中7個如願以償。雖然做法在西方輿論中飽受抨擊，但美國等西
方政府對此問題並非一視同仁，而是根據反恐等利益關係，有選擇地支持
或反對這些政權。

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卡森去年指出，只要有一、兩個非洲領袖修憲實現終
身統治，將立下不良先例，形成骨牌效應，令非洲民主大倒退。不過，布

基納法索今次政變，可能預示骨牌倒向另一個方向—強權領袖相繼面臨
示威和下台壓力，「阿拉伯之春」亂局重演。

黎耀康

歐美重要反恐盟友、西非國家布基納法索前日發生政變，數千

示威者前日在首都瓦加杜古示威，反對總統孔波雷計劃修憲繼續

掌權。事件演變成騷亂，示威者焚燒國會，軍方介入並成立過渡

政府，孔波雷昨在各方壓力下宣布辭職。反對派把事件與2011

年「阿拉伯之春」相提並論，形容這次是「黑人之春」。然而政

變恐在西非掀起動盪，令恐怖組織「基地」有機可乘。

駐布「台使館」人員安全
布基納法索
1904年起併入
法屬西非，當
時稱「上沃爾
特」，1960年
獨立後政變頻
繁。1983年軍
事領袖桑卡拉
發 動 政 變 上
台，翌年國家
改名為布基納
法索。桑卡拉
推 行 社 會 改
革，憑鮮明的
反西方殖民立
場，獲不少人
支持。現任總
統孔波雷1987
年發動政變，
桑卡拉被殺，該國局勢才漸穩定，孔波雷則持續執政達27年之久。

兩度違憲連任
作為左翼領袖，桑卡拉有「非洲哲古華拉」之稱。在今次反政府暴

亂中，有示威者高舉其照片，稱「我們為你而戰」，反映他仍有一定
影響力。孔波雷1987年上台後，在1991及1998年大選連續兩次當
選。雖然布基納法索2000年修憲，把總統任期由7年減至5年，但孔波
雷違反憲法對總統只能連任兩次的規定，在2005及2010年大選再連
任。
布基納法索經濟以農業、畜牧業及礦業為主，近年飽受沙漠化威

脅，是全球最貧窮國家之一。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調查全球186個國家
及地區，布基納法索排名第183。該國近年積極開採並出口黃金，現已
成為非洲第4大產金國，經濟或有望改善。

■英國廣播公司/路透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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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基納法索是少數與台灣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台「外交部」發言人高安
昨日稱，當地「大使館」各級職員安全，當局將與在當地生活的台灣人和台商
保持聯繫。
布基納法索於1961年與台灣「建交」，1973中止與台的「外交關係」，與北

京建交，但1994年再與台灣恢復「邦交」。北京隨即向布政府提出強烈抗議，
並宣布中止與布基納法索的外交關係。布基納法索多次接受台北援助，並大量
進口台商品，大多以尼日利亞為轉口國。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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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同伴扶走由同伴扶走。。 路透社路透社

■孔波雷到昨日終宣
布願意下台。法新社

■■國會大樓的窗全國會大樓的窗全
被打碎被打碎。。 路透社路透社

■■民眾放火燒民眾放火燒
國會大樓國會大樓，，離離
遠也看到濃濃遠也看到濃濃
灰煙灰煙。。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