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烏克蘭東部今日舉行領導人及議
會選舉，德國總統默克爾、法國總
統奧朗德及俄羅斯總統普京與烏克
蘭總統波羅申科前日召開電話會
議，德法表示不承認烏東選舉，歐
美國家及聯合國批評烏東選舉違反

9月簽訂的停火協議。
德國政府發言人表示，默克爾及

奧朗德強調，只有在符合烏國法律
時，才能舉行投票。美國白宮國家
安全委員會昨日指責烏東部分地區
的分離分子舉行不合法的所謂「地

方」選舉，表明不承認任何投票結
果。
俄羅斯日前則表示會承認烏東投票

結果，美國提醒俄國勿借任何非法投
票，增派軍隊及運送軍備到烏克蘭，
並指近日有跡象顯示俄軍重返烏東分
離分子掌控的邊境地區。

■美聯社/法新社

美歐拒承認烏東選舉

■疑為恐怖分子的男人遭亂石擲死後燒屍。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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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後日舉行國會中期選

舉，改選眾議院全部議席及

參議院約1/3議席。民調顯

示，共和黨在眾議院已是穩

如泰山，更有望同時拿下參

議院，令總統奧巴馬在剩餘

兩年任期淪為「跛腳鴨」。分析指，當前聯邦政

府撥款措施下月11日到期，若共和黨得以掌控

參眾兩院，立場可能更趨強硬，迫使奧巴馬接受

共和黨版本的預算案，勢必重演去年底的僵局，

甚至再次引致政府停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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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顯示，美國今年中期選舉花費比2012年總統
大選還要多，政治獻金捐款大戶則再度由華爾街蟬
聯，達1.7億美元(約13億港元)，逾半數捐給共和
黨。

與奧巴馬關係轉差 獻金流向共和黨
政治研究中心(CRP)在選舉前夕公布的最新調查數
據顯示，華爾街證券及投資業捐出的政治獻金，

超過62%流向共和黨候選人及黨組織，民主
黨及該黨候選人只拿到38%。民主黨最大

金主是法律服務業，但CRP未說明捐款金額。
過去金融業曾是美國總統奧巴馬的主要政治獻金

支持者，2008年金融危機後，華府花納稅人的錢解
決華爾街的困境，銀行高層卻擁巨額花紅自肥，奧
巴馬為此批評華爾街「可恥」，還訂立各項法案，
限制金融業發放花紅及課稅，令雙方關係轉差。
CRP預測中期選舉的花費將達到約30億美元(約
232億港元)，但這僅是根據聯邦選舉委員會公布的
數據統計，不包括政黨及候選人早在選前兩個月透
過外圍組織投入競選活動的花費。 ■中央社

中選捐款 華爾街最豪

民主、共和兩黨去年無法在國會就預算案達成共識，導
致聯邦政府未能及時獲得撥款，需要局部停運16

天。爭取連任的共和黨參院黨鞭麥康奈爾曾揚言，連任後
將封殺政府開支，迫使奧巴馬就範。若國會在復會後至12
月11日死線前，無法通過新的開支法案，聯邦政府很可能
再次陷入停運。
雖然個別共和黨眾院領袖表示，無意再令政府陷入停

運，但外界擔憂共和黨內部的極端保守勢力茶黨，會像去
年一樣騎劫黨內意見。分析指，去年政府停運未有對共和
黨的聲望造成太大損傷，可能會令該黨強硬派今次更加放
膽，一旦共和黨在中選成功拿下參院，更恐助長其氣焰，
不惜再次把政府停運當成籌碼與民主黨「開戰」。

奧巴馬成民主黨負累 黑人票成關鍵
對比「坐和望贏」的共和黨，民主黨選情嚴峻得多，尤
其是奧巴馬民望低迷，不僅無助民主黨拉票，甚至成為負
累。黑人選票成為民主黨力爭對象，該黨在佐治亞州派發
傳單，重提今夏弗格森鎮有黑人青年被白人警察射殺的事
件，呼籲黑人選民支持民主黨，避免事件重演。
截至前日，已有超過1,500萬名選民在全國31個州提前

投票。隨着中選進入最後直路，共和黨已幾乎肯定能在西
弗吉尼亞、南達科他和蒙大拿3個州份有所進賬，在科羅
拉多州及艾奧瓦州亦擁有優勢，距離取得重奪參院所需的6
席顯得愈來愈近。 ■美聯社/《國際財經時報》

今屆美國中期選舉的焦點落在民主共
和兩黨爭奪參議院控制權上，但州長選舉
也不能忽視。部分候選人試圖利用今次選
舉，作為2016年總統大選的試金石，以
部署總統大選的競選策略。
當中以佛羅里達州最關鍵，今次選
舉結果將成為總統大選候選人如何贏
取退休人士和拉美裔這兩個重要票源

的藍圖。自1992年起，所有白宮主人
都要贏得佛州選舉，雖然爭取連任的
共和黨籍州長斯科特和民主黨對手克
里斯特都非總統大選潛在候選人，但
足以成為所屬政黨總統候選人的重要
夥伴，有助對方登上總統寶座。
換言之，若斯科特勝出，將為考慮

代表共和黨參選總統的佛州參議員魯

比奧、前總統布什弟弟傑布和新澤西
州州長克里斯蒂打下強心針。克里斯
蒂是共和黨籍州長協會主席，曾為斯
科特站台。
威斯康星州亦是兵家必爭之地，民
主黨若能阻止現任共和黨籍州長沃克
連任，將是重大勝利，重挫這名共和
黨重量級人物的總統夢。 ■美聯社

州長選舉成總統前哨戰

美國民主黨在今次中期選舉形勢不利，可能遭遇慘敗，令
總統奧巴馬成為美國64年來，在位期間連續兩屆中期選舉
丟失眾議院議席最多的白宮主人。
據《華盛頓時報》報道，在奧巴馬主政下，民主黨於

2010年喪失了63席眾議院席位，後日的選舉，眾議院喪
失的席位或達12席，是繼杜魯門總統時代之後，連續2
屆中選喪失席位最多的紀錄。當時杜魯門領導的民主黨
1946年在眾院喪失55席，1950年則失去28席，共丟了
83席。
報道說，大多數民調都顯示民主黨在這次選舉中將輸得

很慘，預測眾議員席次將再丟5到12席，一些分析家更指可
能不止此數。
奧巴馬在2次中期選舉中丟掉的眾議院席次，可能勝過共和黨總統

艾森豪威爾總共喪失的席次。共和黨在1954年和1958年選舉中共丟
掉66席眾議院席位。相比之下，布什在中期選舉只丟了22席眾議院
席位，克林頓累計49席，里根的共和黨只丟掉31席。 ■中央社

恐遭報復
英向國民發全球旅警

日防衛大臣疑違法收獻金227萬

英國外交部前晚發出全
球旅遊警示，指由於英國
參與空襲伊拉克及敘利
亞，前往外地的英國旅客
或成為「伊拉克和黎凡特
伊斯蘭國」(ISIL)的報復
目標，警告國民要保持警
惕。
外交部網站指：「伊拉

克及敘利亞的衝突引發組
織或個人可能發動襲擊，
令全球英國利益及國民面
對的恐襲威脅增加。」
外交部建議國民不要前往

敘利亞及伊拉克北部地區，
同時警告英遊客避免進入土
耳其接壤敘利亞邊境10公里
範圍及土國南部地區。

「伊斯蘭國」支持者教幼童踢頭顱
ISIL以手法兇殘見稱，其支持者亦不遑多讓，竟鼓勵幼童踢被斬首
敘利亞軍人的頭顱，自己還在笑，令人不寒而慄。
網上流傳的照片顯示，一名相信是ISIL支持者的男子，頭戴迷彩棒
球帽，身穿穆斯林短白袍，彎腰提起幼童的右腳，踢向地上的頭顱。
身旁最少有一人目擊整個過程。頭顱面部已嚴重腐爛，難以辨認其特
徵。 ■《每日電訊報》/《每日郵報》

日本內閣再爆醜聞，防衛大臣江渡聰德被指在
政治資金問題上違規。一個名為「政經福祉懇話
會」的團體在過去11年間，向江渡提供了3,285
萬日圓(約227萬港元)資金，但這團體的登記地
址，與江渡領導的自民黨青森縣第二選舉區支部
一模一樣。
根據日本政治資金規正法的規定，團體組織如果

募集資金並提供給政治人物使用，這個團體即屬於
「政治資金團體」，須向國家選舉委員會每年申報
政治資金使用報告書。但由當地一家建設公司社長
擔任會長、辦公地址與第二選區支部同屬一處的「政
經福祉懇話會」，雖通過向成員單位和個人募集資
金，並提供給江渡使用，卻沒有向選舉委員會提出
政治資金使用報告書。

日本在野黨認為這是違法行
為，其中一個證據是，團體會
長在個人網站中，將這個會稱
為「江渡的支援企業的會」。
江渡昨表示，這是支持者一個交流親善的會，

不是政治資金管理團體，自己不存在違法行為。
■日本新聞網

■■江渡聰德江渡聰德

孟加拉昨日全國大停電，懷
疑是處理印度供電的一個電站
故障所致。事發在當地時間中
午，到晚上仍未恢復供電。在
首都達卡，市民搶購蠟燭和到
油站排隊買燃油。
孟加拉電力公司一名主管

稱，停電原因有待查明，並會
盡快恢復供電。另一名電力公
司人員表示，是負責把印度供
電轉駁至國家電網的電站輸電
纜故障造成停電。印度電力公
司則指其電纜運作正常，問題
出於孟加拉方面。

■《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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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檔靠點蠟燭做生意。法新社

■■幼童的腳被提起踢頭顱幼童的腳被提起踢頭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亞裔佔美國總人口6%，加州大學柏
克萊分校政治學教授李大久(Taeku
Lee)認為，亞裔在今年美國中期選舉支
持民主黨的態勢明顯，但政黨傾向不
明確仍是亞裔選民特色。

李大久在布魯金斯研究所發表專文指
出，美國亞裔人口在2000至2010年已達
總人口6%，不過在2012年總統大選，亞
裔選民票數僅佔投票選民的2.9%。
李大久分析，亞裔選民政治參與度

低和來源國背景有關，3/4的亞裔出身
於美國之外，多透過移民方式成為公
民，當中差異性極大。收入較高的印
度裔偏向支持民主黨，較低的越南裔
則鍾情共和黨。 ■中央社

學者：亞裔選民較支持民主黨

奧巴馬料創慘敗紀錄

美國總統
奧巴馬

共和黨參院領袖
麥康內爾

■■去年美國政府部門停運時去年美國政府部門停運時，，有有
民眾在國會山莊外抗議民眾在國會山莊外抗議。。 法新社法新社

亂石擲死再吃屍 剛果民眾殺恐怖分子洩憤
一個活躍於剛果的烏干達叛

亂組織肆虐當地，激發民眾怒
火。一名懷疑恐怖分子日前被
當地人抓獲，遭擲石殺死，民
眾更燒毀及吃掉其屍體洩憤。
目擊者表示，東北城市貝尼

的民眾在巴士上發現該名男子
形跡可疑，他不諳當地語言斯
瓦希里語，並攜有大砍刀，懷
疑是近期在當地屠殺超過100
人的伊斯蘭組織剛果民主同盟
軍—烏干達民族解放軍

(ADF-NALU)成員。
鑑於恐怖分子肆虐，當地大

批示威者前日上午封鎖來往機
場及市中心的路段，要求政府
加強保護民眾。剛果總統卡比
拉表示，政府不會與恐怖分子
談判，揚言很快便會清剿
ADF-NALU。
烏干達政府指ADF-NALU與

恐怖組織「基地」索馬里分支
有聯繫，分析家則指未清楚兩
者關係。 ■《每日郵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