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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
昨前

往昂山素姬位於
緬甸最大城市仰光

的湖畔別墅，與昂山會
面。奧巴馬在會面後表

示，由於家庭成員的原因而
禁止某人競選總統的規定「沒道

理」，促請緬甸當局修憲，放寬對
總統候選人的資格限制。

兒子為英籍 昂山不可參選
昂山因已故丈夫與兩名兒子均為英國籍，不符合緬甸憲法「若
配偶、子女為外國籍，不得參選總統」的規定。
奧巴馬又表示，緬甸的改革並未完成，他對緬甸民主化審慎樂

觀，稱「改變是艱巨的，不會總是一帆風順」，美國會繼續支持
緬甸的民主化進程。對於當地羅興亞族穆斯林與佛教徒發生流血
衝突，奧巴馬要求緬甸當局重視少數民族的信仰，指歧視羅興亞
人或其他少數族裔不符合緬甸成為民主國家的願景。
昂山曾表示有意參與明年舉行的大選，她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

一直尋求修憲。她昨日稱，有信心美國會繼續支持緬甸發展民
主，並強調雖然在少數民族宗教信仰問題上與奧巴馬看法不同，
但不影響兩人關係。

吳登盛指國家轉型 改革需時
奧巴馬前晚在首都內比都會晤吳登盛後表示，美國衡量緬甸改
革是否落實的標準之一，在於是否修憲以反映包容性。吳登盛表
示與奧巴馬舉行了「真誠」的對話，稱緬甸正持續轉型，政經改
革需多些時間落實。 ■法新社/美聯社

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今日在澳
洲布里斯班舉行，部分國家元首
昨日抵達澳洲。東道主澳洲總理
阿博特在峰會前撰文，表示各國
領袖必須專注於刺激全球經濟增
長及創造就業，不要被伊波拉疫
情、氣候變化或烏克蘭問題等分
散焦點。不過評論認為峰會未必
如他所願，烏克蘭局勢及對俄羅
斯制裁很可能繼續是各國焦點。
俄羅斯與西方國家因烏局勢導
致關係緊張，雙方在峰會難免直
接交鋒。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會
前，呼籲俄尊重烏政府與烏東親
俄分子9月達成的停火協議，阿博
特及英國首相卡梅倫則促俄停止
軍事欺凌小國。卡梅倫更以納粹
德國比喻俄羅斯，稱必須加強對
俄制裁，但歐洲各國對放寬或加
強制裁意見不一。

已訂全球增長2%目標
在今年2月的G20財長會議，定
下2018年之前全球增長達2%或以
上的目標，但歐洲及新興經濟體
均面對增長放緩。阿博特在文章
中表示「不能讓復甦停滯」，點
名提到需刺激歐洲主要經濟體需
求，避免陷入通縮。
他還指，必須採取結構改革，

帶動長遠增長，並提出G20須靠
具潛力的基建項目方能成功，計
劃成立基建項目辦公室及填補每
年1萬億美元(7.8萬億港元)的「基

建投資缺口」。
各國將匯報有關配合經濟改革

的政策，包括解決國際逃稅、削
減預算開支及資產銷售等措施。
會上亦將匯報過去兩年國際反貪
行動成果，亦會制訂未來兩年的
反貪計劃，包括打擊國外賄賂、
歸還被盜資產及保護告密者。

布里斯班嚴陣以待，
當局調派6,000名警員及
2,000名士兵駐守，除了環保團體
示威者被禁前往會場範圍，市內
多處亦封鎖，罐頭及雞蛋等可能
成為示威武器的物品一律被禁。

■路透社/
法新社/美聯社/《華爾街日報》

奧巴馬在與昂山素姬聯合舉行的記者會上，還談到新聞自由。
他敦促亞洲國家擴大新聞自由，但拒絕談論美國《紐約時報》記
者涉嫌協助洩密遭調查事件。
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的資料，緬甸今年有至少13名記者被
判監禁。奧巴馬聲稱，緬甸、中國等亞洲國家應給予記者更大自
由度，又稱美國爭取在新聞自由和國家安全之間取得平衡。
中情局(CIA)前特工斯特林涉嫌向《紐約時報》記者里森，披露
中情局針對伊朗行動計劃的機密資料而被捕。對於里森因涉及洩
密案，被檢察官要求作供一事，奧巴馬辯稱相關規定禁止評論調
查中的案件，故不會評論，他只引述美國司法部長霍爾登聲稱，
「沒有記者會因其職責而入獄」。 ■美聯社

白宮前日宣布，將在緬
甸設立和平隊項目，是兩
國擴大合作的最新途徑，
展現美方致力與緬甸進行
基層聯繫。第一批和平隊
志願者將於明年底抵達緬
甸，接受3個月培訓，之後
派往各地工作兩年。
美國和平隊始建於1961

年，至今已向全球派出近
22萬名志願者，在教育、
衛生、農業等方面提供幫
助。和平隊使命之一，是
促進美國和其他國家民眾
之間的深入了解。緬甸是
第141個有和平隊項目的國
家，白宮稱這進一步展示
「美緬之間牢固的夥伴和
持久關係」。

■中通社

G20峰會始於應對2008
年金融海嘯，集合發達及
發展中國家領袖，標榜為
「國際經濟合作及決策的

主要論壇」。然而，撇除辦得最成功的首屆會
議，峰會近年流於空談，沒跟進行動及實質成果，為人詬
病。澳洲總理阿博特在今屆峰會前，表明希望重點討論提
振全球經濟，但對近日匯市波動隻字不提，令人質疑峰會
對全球經濟影響的角色有名無實。
日本、英國及歐元區等地為刺激出口，紛紛出招壓低匯

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警告這造成「匯率嚴重
不穩定及波動」風險極高。峰會難得齊集有關國家元首，

是討論匯率管理的好機會，但至今仍未有表態譴責相關行
為。

說完就算 恐無後續行動
每年峰會均會重提全球貿易及多哈回合談判，相信今年

亦不例外。峰會明知各國愈趨傾向貿易保護政策，阻礙貿
易增長，卻無力解決。即使能在會上達成共識，領袖回國
後多數將會議結果拋諸腦後，不見後續行動，問題猶在。
發達國家財長及央行經常比較G20與七大工業國集團

(G7)，均認為後者雖不及G20具廣泛代表性，卻更有實際
成效，而G20則漸淪為只得表面、嚴重失焦的會議，談論
地緣政治多過經濟事務。 ■美聯社/英國《金融時報》

朝鮮與俄羅斯昨日宣布，朝鮮勞動黨中央書記崔
龍海，將作為領導人金正恩特使，於11月17日至
24日訪問俄羅斯。韓聯社報道，崔龍海可能與俄總
統普京會面，磋商朝俄合作，更有分析認為，此行
可能是為金正恩訪俄作準備。

提升政治對話 促進經貿
俄國外交部表示，崔龍海訪俄期間，將與俄高層

討論俄朝雙邊關係中的迫切問題，包括提高雙邊政
治對話水平、促進雙邊經貿合作、朝鮮半島和東北
亞地區安全局勢等。在俄期間，崔龍海將訪問俄遠
東城市哈巴羅夫斯克及海參崴。
朝鮮人民武力部部長玄永哲本月8日訪俄時，曾

會見普京。俄遠東發展部長加盧什卡早前也透露，
將幫助朝鮮重修約3,000公里鐵路，換取在朝鮮開採
礦產的機會。分析指，俄羅斯在與西方關係緊張之
際，希望加強在亞洲的角色，而朝鮮也嘗試打破外
交孤立。
崔龍海是朝鮮政權核心之一，去年5月曾以金正

恩特使身份訪華，並在今年10月率領朝鮮代表團赴
韓國訪問。早前傳言他失勢，但上月底起，朝媒提
及崔龍海時，排名都在人民軍總政治局局長黃炳誓
之前，因此相信崔龍海仍是朝鮮第二號人物。

■新華社/中新社/中央社/美聯社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前日初步決定押後增加消
費稅並提前大選，令日本政界陷入混亂。前首
相、現任民主黨議員野田佳彥批評安倍的舉動
完全是「民粹主義」。時事通訊社最新民調顯
示，安倍內閣支持度跌至45.5%，不支持率則
升至32.3%。
野田強調眾院選舉的爭論點並非消費稅，而

是「安倍經濟學」的失敗，安倍此時提前大
選，明顯是民粹主義。
分析預料，一旦眾議院解散提早大選，執政

自民黨將有部分議員落選，首當其衝的或是捲
入政治資金醜聞的前經濟產業大臣小淵優子。
另外，前日宣稱「日中四項原則不具備法律效
力」的外務大臣岸田文雄可能被趕離內閣。
調高消費稅的日期或延至2017年4月，自民
黨及盟友公明黨打算在消費稅增至10%時，推
行為低收入階層及中小企而設的稅務減免，包
括能源及暖氣津貼。兩黨同意以下月14日大選
投票為前提，於明年1月9日公布2015年度稅
制改革大綱。 ■共同社

奧巴馬兩年前訪問緬甸會見昂山素姬，於記者會上抱着對方、輕吻面頰，事後被外界批評行為無禮不當。今
次會面兩人角色逆轉，奧巴馬如常親吻昂山後，對方竟然大方地連親奧巴馬左右臉頰，再給他一個結實的擁
抱。有人批評昂山的「回禮」太過火，而且略嫌造作。 《每日郵報》

施壓促修憲 放寬競逐總統資格

奧巴馬插手緬甸
「助選」昂山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緬甸出席東亞峰會，先後與緬甸總統吳登盛

及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會面。昨日他與昂山在共同記者會

上，促請緬甸修改憲法，在明年舉行一個「自由、

公平及有包容性」的大選，暗示應讓昂山參

選。奧巴馬又指緬甸的民主進程面

臨困難，但強調改革不可逆

轉，美國會繼續支持

緬 甸 推 動 民

主。

G20今峰會商經濟

烏局勢搶焦點
未提貨幣戰「口水會」惹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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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左)與昂山
(右)會見傳媒時，熱得
用紙巾拭汗。 路透社

■■緬甸飽受民族衝突困緬甸飽受民族衝突困
擾擾。。圖為越境逃往泰國的圖為越境逃往泰國的
緬甸難民緬甸難民。。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左至右左至右))示威者扮成奧巴馬示威者扮成奧巴馬、、默克爾和卡梅倫默克爾和卡梅倫。。路透社路透社

■澳洲原住
民趁G20舉
行，上街示
威 爭 取 權
利。

路透社

■■阿博特阿博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