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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12月，滑雪季節到來，不過今年日本北海道和美國加州的
滑雪場均受氣候變化影響，積雪不夠，無法如期開業，令業界叫苦
連天。洛杉磯著名滑雪場「雪峰」須抽取湖水製造人工雪，暫充場
面，但由於加州乾旱持續多年，長遠並不樂觀。
北海道上月的降雪量只有往年的35%，是1961年有紀錄以來第5

少的一年，很多滑雪場都苦於積雪不足，無法開業。以大雪山層雲
峽的黑岳滑雪場為例，上月16日開業後一周，便因雪量不足要暫
停營業，職員連日來從山上各處運來積雪，希望盡量鋪成一條完整
雪道，趕快恢復營業。原定29日開業的富良野滑雪場，也
因山上幾乎沒有積雪，可能要
延至

本月中才能開始營業。

乾旱持續 加州千萬美元製人工雪
在美國加州，持續4年的乾旱亦對滑雪場構成壓力。洛杉磯雪峰
目前只有約2吋的天然積雪，滑雪場需要耗資數千萬美元，在附近
的大熊湖抽取數萬加侖湖水製造人工雪，才可正常營業。
■日本《讀賣新聞》/《星期日電訊報》

降雪量銳減 北海道滑雪場停業

抗議穆巴拉克脫謀殺罪
抗議穆巴拉克脫謀殺罪 最少最少22死死1313傷傷

薩科齊再任黨魁 邁向選總統之路

美國總統奧巴馬上周四主持感恩節放生火
雞儀式期間，台上的女兒馬莉婭和薩莎露出
不耐煩表情，引起網民熱議，有共和黨國會
議員助理借題發揮，批評兩女衣着毫無品
位，猶如去酒吧消遣，指「你們父母不尊重
職務和國家，沒有作好榜樣」。網民紛紛炮
轟其言論過火，該名助理最終公開道歉。
兩女當日衣着簡單，13歲的薩莎短連身裙下

露出一截大腿、16歲的馬莉婭則是格仔短裙配
黑絲襪。田納西州眾議員芬徹的傳訊主任勞滕
在社交網站facebook稱，兩女作為第一家庭成
員，應尊重其身份，「嘗試顯示些許品位」。
不過有網民反嘲「沒有東西比一個成年人

在網上欺凌13歲小孩更沒品位。」

支持小商戶 奧巴馬買書了解中國
美國近年興起在「黑色星期五」翌日舉行「小

店星期六」，鼓勵消費者支持小店。奧巴馬前
日亦響應活動，與兩名女兒前往
書店選購了17本書，其中
一本是由《紐約客》前駐
中國記者歐逸文所著的
《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
逐財富、真相和信
念》，相信是想更了解
中國。該書是今年度美
國國家圖書獎「非小說
獎」得主。
■《星期日郵報》/

法新社/美聯社/
《華盛頓郵報》

法國前總統薩科齊雖然醜聞纏身，但似乎在政壇的
人氣依然高企。他前日在反對黨人民運動聯盟(UMP)
主席選舉中，以64.5%得票率輕鬆擊敗兩名對手，再
次當選黨魁。法國媒體指，成功當選UMP主席，將為
薩科齊重登總統寶座邁出重要一步。
但有分析認為UMP黨內分歧嚴重，加上屬於該黨的

3名前總理朱佩、菲永和拉法蘭也有意出戰初選，薩
科齊的總統之路預料將荊棘滿途。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2011年1月埃及爆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穆巴
拉克下令軍警血腥鎮壓，但未幾因失去軍方支持黯然下
台。他和7名閣僚其後被控謀殺239名示威者，他和兩名
兒子另外被控出口天然氣時涉嫌貪污。穆巴拉克原先被判
謀殺罪成，判囚終身，但法院前日稱由於證據不足，推
翻兩項指控。由於穆巴拉克已完成貪污罪的2/3刑期，他
有望提早獲釋。
判決公布後，軍警為提防反對者再次佔領解放廣場，預
先封鎖廣場入口，示威者其後陸續聚集在廣場周邊，入夜
後人數增至過千，雙方開始爆發衝突，警方動用催淚氣體
和高壓水炮驅散人群，並拘捕部分示威者。

死者家屬怒斥「政治決定」
有當年被殺示威者的家屬怒斥裁決是「政治決定」，也有家

屬稱「兒子的血白流」。代表部分死者家屬的律師質問：「若

穆巴拉克及其閣僚毋須為239條人命負責，到底兇手是誰？」
埃及政治分析員阿加蒂認為，埃及現行法律體系決定了今次

裁決結果，因現行法律是在穆巴拉克時代訂立，欠缺打擊貪腐
及保護示威者的條款。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埃及開羅刑事法院前

日改判前總統穆巴拉克謀殺和

貪污罪名不成立，惹起部分民

眾不滿，2,000多名反對者上

街示威，他們遊行至3年前示

威中心點解放廣場時，與封鎖

廣場的軍警爆發激烈衝突，警

方使用催淚氣體及水炮驅散，

造成至少兩人死亡，13人受

傷，最少85人被捕。

■■富良野一個滑雪場
富良野一個滑雪場，，

山上無雪山上無雪。。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軍警出動多架坦克到場
軍警出動多架坦克到場。。 美聯社美聯社

■■二人黑面引起熱議二人黑面引起熱議。。 路透社路透社

■■奧巴馬兩名女兒被奧巴馬兩名女兒被
批衣求其批衣求其。。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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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民怒火街頭埃民怒火街頭 軍警高壓水炮驅散軍警高壓水炮驅散

■■民眾遭射催淚氣體及水民眾遭射催淚氣體及水
炮炮，，慌忙走避慌忙走避。。 路透社路透社

歐央行今年最後議息
德反對QE聲增

歐元區上月通脹放緩至0.3%，重返9月時
創下的5年低位，反映區內通縮威脅揮之不
去。歐洲央行本周四將舉行本年度最後一次議
息會議，央行行長德拉吉及副行長康斯坦西奧
近日相繼放風，稱明年首季考慮把買債範圍擴
大至主權債券，不過歐央行德國理事勞滕施萊
格前日大潑冷水，認為量化寬鬆(QE)並非歐元
區當前理想選擇，反映歐央行內部分歧嚴重。
曾任德國央行副行長的勞滕施萊格是至今反

對QE的最高級歐央行官員，她認為大規模購買
主權債券不會帶來正面成果，主張繼續觀察現
行刺激措施的成效。德國央行行長魏德曼亦早
已表明反對QE，認為QE會讓區內政府更輕易
融資，只會削弱各國推行經濟改革的動力。
外界估計周四的會議將聚焦歐央行內部對

QE的分歧。法國農業信貸銀行預料會議後不
會即時公布QE細節，但會就較大規模買債定
下較正式及有條件的框架。

■彭博通訊社/路透社/法新社

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
考慮明年QE

德國央行行長魏德曼
表明反對QE

美國一名男子與妻子分手後，在社交網站向
妻子發出死亡恐嚇，被判監44個月及出獄後
守行為3年，他不服上訴至最高法院，法官今
天將開始聽取雙方口述論據。這是美國最高

法院首次就社交媒體上的死亡恐嚇言論，是否受憲
法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條文保障進行裁決，對今後
網絡言論規限有着廣泛影響，受到社會密切關注。
饒舌音樂愛好者埃洛尼斯的妻子在2010年帶同

兩名孩子離開，他於是在社交網站發表含有死亡恐
嚇字句的饒舌歌詞，妻子看到後報警，獲頒發保護
令禁止他靠近。不過他未有作罷，更把恐嚇對象擴
大到接觸他的聯邦調查局(FBI)探員、他工作過的
遊樂場及附近的小學。埃洛尼斯最終因為在網上
作出恐嚇被捕。
埃洛尼斯此前向法庭辯稱有關文章只是歌詞，
並無威脅意圖，應受言論自由保障，又指作詞
讓他從分手後的痛苦中獲得一點解脫。

被告：若罪成勢影響表達自由
有意見擔憂若埃洛尼斯敗訴，
可能引起針對網上言論的訴

訟潮，尤其是網絡十
分常見的一

些「言者無心、聽者有意」的玩笑。美國政府支持
此前的法庭裁決，多個反暴力團體亦表示支持。埃
洛尼斯則表示，如果判他有罪，將影響到很多歌
手、作家等創作者的表達自由。
消息指，最高法院9名現任大法官並無社
交網站帳戶。約翰馬歇爾法學院教授施
溫預計，最高法院在現任首席法官羅
伯茨領導下，判案一向傾向維護言
論自由，因此埃洛尼斯可能翻
案成功。 ■法新社/

彭博通訊社

網上死亡恐嚇有罪
美審議是否屬言論自由

■埃洛尼斯在社交網向妻子發表含死亡恐嚇字句
的歌詞。 網上圖片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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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公投」由右翼瑞士人民黨發起，認為央行
拋售過多黃金，要求央行未來5年內把黃金儲

備比率由目前8%提升至20%。市場早前憂慮若公投通
過，將大幅推高黃金需求，顯著推高金價。

限移民外籍富豪重稅均否決
限制每年移民人口淨增加不得多於總人口0.2%的議

案，同樣以大比數被否決。該議案以「保護自然環
境」為由，要求把目前每年約8萬名新移民減至約1.6
萬，被指為移民設「綠色上限」。若議案通過，相信
將令瑞士繼年初通過移民上限公投後，再次重挫與歐
盟關係。有環保團體指，若瑞士人真心保護環境，應
改變奢侈生活而非限制移民。
取消外籍富豪優惠稅制、變相向他們加稅的議案則

反對率較低，但估計仍然以逾6成反對遭到否決。這
意味居住在瑞士的外籍富豪，可以繼續以開支而非收
入報稅，大幅減低應繳稅項。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英國廣播公司

瑞士昨日

舉行公投，讓國

民就3項議題表態，

包括為移民人數設置

上限、向外籍富豪徵重稅，

以及外界高度關注的「黃金

公投」，即把黃金存量增至

佔央行資產1/5的議案。初

步結果顯示，3項公投全遭

大比數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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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項公投全遭大比
數否決。圖為工作人
員點票。 美聯社

近日多項數據顯
示環球經濟前景堪憂，其

中歐洲面臨通縮危機、日本重陷經
濟衰退、印度經濟亦有所放緩。分析指，正

當全球急需一個可靠的增長引擎之際，這些逆風將對目前
經濟相對強勁的美國帶來挑戰。
歐洲上月通脹率跌至5年低位，英國顧問公司IHS

Global Insight首席歐洲經濟師阿徹指出，雖然油價
下跌有助歐洲經濟復甦，但同時導致通脹放緩，認為
歐元區目前得到的幫助仍不足夠。巴克萊銀行經濟師
指，通脹持續低迷或刺激各國央行進一步放寬貨幣政
策，以刺激經濟增長；外界亦期望歐洲央行會在明年
初擴大量化寬鬆(QE)，開始購入主權債券。

美需求不足支撐其他經濟體
日本10月核心消費者價格指數跌至今年最低，更出

乎意料重陷經濟衰退。分析指，能源價格下跌正衝擊日
本央行為刺激通脹和提振消費者信心作出的努力。新興
市場情況同樣不妙，印度第三季經濟增長放緩，巴西亦
僅在政府增加開支下，驚險走出經濟衰退。
雖然美國經濟持續復甦，企業和消費者信心受惠於

油價下跌而有所增強，但環球經濟前景欠佳、消費數
據疲弱，令人擔心美國在未來數月會受到拖累。美國
10月消費開支及企業投資增長轉弱，說明美國需求或
不足以支撐其他經濟體。 ■《華爾街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