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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上月宣布出戰明年總統大選，更大打經濟牌拉攏
中產選民，不過她向選舉委員會申報的財務資料卻顯示，原來她及
丈夫前總統克林頓自去年1月至今，單靠四出演講便賺到2,500萬美
元（約1.9億港元），希拉里的回憶錄《艱難抉擇》亦讓她進帳逾
500萬美元（約3,875萬港元），收入位列全美最高的0.1%，令
人質疑她是否真能代表中產發聲。
美國總統提名初選參選人需要在宣布參選後一個月內，向
選委會提交財務報表，公開個人財務狀況。文件顯示，希
拉里及克林頓過去一年半作了約100次演說，平均每
次收費25萬美元（約194萬港元），吸金力驚人。
根據希拉里的申報，他們一家最少擁有1,130萬美
元（約8,759萬港元）資產，但考慮到有很多資產
可獲豁免申報，外界預期其實際身家還要高很多。

勢成共和黨批判材料
共和黨一直尋求把希拉里打造成不知民間疾苦的特權階層，預

料這份財務報表將成為重要的批判材料。
■美聯社/路透社/英國《金融時報》

對比坐擁千萬身家的克林頓和希拉里，現任總統奧巴馬似乎
「草根」得多。根據白宮前日公開的資料，奧巴馬與夫人米歇爾去
年擁有總值190萬至690萬美元（約1,473萬至5,348萬港元）的資
產，與前年相若，當中大部分是中短期美國國債，反映奧巴馬投資相
當謹慎。資料又顯示奧巴馬到現在還未供完芝加哥的住宅。
美國總統及副總統等高官需每年申報財政狀況，但只需提供大概範

圍，毋須填寫具體數字。資料顯示，奧巴馬有155萬至625萬美元（約
1,201萬至4,844萬港元）投資在債券及指數基金，另有4個儲蓄計劃作為
兩名女兒的大學學費。 ■美聯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希拉里克林頓靠演講賺近2億

革命期間越獄

奧巴馬夫婦奧巴馬夫婦 身家不過身家不過54005400萬萬

焦哈爾上月已被裁定30項罪名全部成
立，其中17項控罪最高可被判死刑，

陪審團最終就其中6項作出死刑判決。根據
規定，若陪審團未能就死刑判決達成一致，
焦哈爾就會自動改判無期徒刑，終身不准假
釋。焦哈爾前日出庭時微微低着頭，雙手置
於身前，聞判後並無反應。

辯稱受兄操控 不獲接納
代表焦哈爾的辯方律師在案件3月初開審

時，已承認焦哈爾涉案，但試圖將他描述成
一個「好孩子」，只是受到「魔兄」塔梅爾
蘭操控而犯案。不過控方強烈質疑該說法，
原因是焦哈爾被捕前曾寫下自白書，指自己
是為被美國殺害的無辜穆斯林報仇，控方又
在庭上展示焦哈爾向監視鏡頭舉中指的照
片。最終在12人陪審團中，僅3人認為焦
哈爾是受哥哥影響犯罪。
於波馬爆炸案中協助拯救傷者的休班
消防員沃德認為，焦哈爾罪有應得，

並表示：「他想下地獄，現在可提早起
程。」美聯社記者用電話聯絡目前住在俄羅
斯的焦哈爾父親，對方得知判決後深深悲嘆
一聲便掛線。

主控官：不值得慶祝
主控官奧爾蒂斯表示，焦哈爾為罪行付出

生命代價，但認為這一天不值得慶祝。上月
底上任的司法部長林奇在宣判後發表聲明，
認為裁決合理，但強調沒任何裁決能彌補受
害人及其家屬的損失和創傷。焦哈爾的辯護
律師團隊前日離開法院時未發表任何評論。
2013年4月15日，當時只有19歲的焦哈爾
與26歲哥哥塔梅爾蘭，在波士頓國際馬拉松賽
終點線附近引爆壓力煲炸彈，造成3人死亡、
逾260人受傷，死者包括中國留學生呂令子。
兩兄弟事後逃避警方追捕時，槍殺麻省理工學
院一名校警。塔梅爾蘭最終在與警方的槍戰中
被擊斃，負傷的焦哈爾隨後被捕。■美聯社/
法新社/路透社/《每日郵報》/《紐約時報》

焦哈爾雖被判死，
但綜合目前美國的情
況，他可能還會活上好一
陣子。即使撇除可能長達10
多年的上訴程序，美國總統奧
巴馬去年下令檢討死刑，實質暫
停行刑，意味聯邦政府目前並無
能力處決焦哈爾。有美國學者亦

指，近年社會反對死刑的聲音愈來愈
多，死刑判決逐漸變得象徵意義居多，
亦解釋了為何政府對行刑不太熱衷。
聯邦法院自1988年重新引入死刑以

來，至今判處74人死刑，但實際行刑
的只有3人，對上一次已是2003年，部
分死囚則在行刑前去世或自殺。目前等
待行刑名單上，排在焦哈爾前有61人，
當中過半數是在10年前判刑，其中10人

更是2000年前已經定罪的死囚。

奧巴馬下令檢討 變相暫停行刑
美國以往慣用打毒針的方式行刑，但由

於歐洲的生產商拒絕讓產品用於死刑，各
州政府於是要尋找替代品。俄克拉何馬州
去年試用新毒針行刑時，死囚掙扎了43分
鐘才因心臟病發死亡，引起爭議。奧巴馬
隨即下令檢討死刑應用情況，變相暫停聯
邦政府行刑的權力。
目前美國仍有32個州保留死刑，但愈來

愈多計劃檢討。焦哈爾受審的麻省在1984
年已廢除死刑，不過在聯邦法律下仍可被
判死。《波士頓環球報》去年9月一項民
調顯示，57%波士頓居民支持判焦哈爾終
身監禁，只有35%支持死刑。 ■路透社/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華盛頓郵報》

由於波馬爆炸案案情嚴重，焦哈爾預料會被移送至最高
級別的監獄等候行刑，包括堪稱保安全球最森嚴的ADX佛
羅倫斯監獄。在這座令罪犯聞風喪膽的監獄內，囚犯每天
有23小時被單獨囚禁在只有7.8平方米的牢房內，過着名
副其實「不見天日」的生活。曾任
ADX獄卒的胡德坦言，監獄「打
從設計上已沒考慮過人性」，在這
囚禁「遠比死更難受」。
ADX位於科羅拉多州佛羅倫斯
市附近，佔地約14萬平方米，在
美國聯邦監獄分級中被列為最高戒
備級別「Supermax」。ADX目前
囚禁了接近500名窮兇極惡的重
犯，大多是已被定罪的恐怖分子、

黑幫頭目或極端分子，許多更是在
其他監獄殺害囚犯或獄卒而被轉送
至此。
監獄保安極為森嚴，除基本的高牆和圍欄

外，更有重型武裝警衛巡邏，十
多個炮塔全天候布防。囚犯全被單
獨囚禁，到戶外散步時只能在一個
鐵籠內活動，而且要戴上腳銬和手
銬，一舉一動都被監視。胡德指
出，焦哈爾若被送入ADX，幾乎
肯定會成為其他囚犯施虐目標，相
信他或要全天候單獨囚禁，永不
見天日。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波馬恐襲「魔弟」判死

前年遭軍方趕下台的埃及首
任民選總統穆爾西，昨日被開
羅刑事法院判處死刑，原因是
他在2011年埃及革命期間，聯
同其他穆斯林兄弟會成員越
獄，綁架和殺害50多名警察及
囚犯。

案情指，2011年1月27日，
穆兄會宣布參加反對時任總統
穆巴拉克的抗議示威，穆爾西
和穆兄會一些領導人之後被
捕。此後，埃及發生大規模越
獄，穆爾西等人重獲自由。穆
巴拉克倒台後，穆爾西成功當
選總統，但前年被軍方推翻，
軍政府隨即指控穆爾西和穆兄
會策劃當年的越獄，令超過2
萬名囚犯逃走。

今次裁決將會交由埃及宗教
領袖穆夫提，由他根據伊斯蘭
教法提出意見，再作執行。穆
爾西有權提出上訴。

3法官西奈半島遭槍殺
在穆爾西被判刑後數小時，3

名與案件無關的埃及法官在西
奈半島遭到槍擊喪生，未知是
否穆爾西支持者報復所為。

■法新社/路透社

埃前總統穆爾西判死埃前總統穆爾西判死
意男護士槍殺兄嫂釀4死

反死刑聲響

料囚最高設防監獄 「比死更難受」

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發生兩年後，犯人焦哈爾
終被判處死刑，不少到場旁聽的受害者及家屬均
忍不住落淚。大部分受害者認為焦哈爾罪有應
得，裁決有助他們放下包袱開展新生活，但亦有
人反對把焦哈爾判死，認為只會引發無止盡的上
訴官司，不斷在受害者及家屬傷口上灑鹽。
受害者普遍歡迎法庭裁決，認為公義得到彰
顯，但不覺得事件值得慶祝。諾登兩名兒子均

在爆炸案中失去右腳，她形容今天的裁決沒有贏
家，「我每天仍要看着兒子們裝上義肢……但判
決確令肩上重擔減輕不少。」倖存者布拉
薩德則形容判決令她終於能鬆一口氣，
但不會用「開心」形容此刻感受，「奪
去一個人的性命沒甚麼值得開心。」

■法新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波士頓先驅報》

美國聯邦法院經10星期審訊後，前日判處

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犯人、現年21歲的「魔

弟」焦哈爾死刑，令他可能成為「911」恐襲

以來，首名在美國被處決的恐怖分子。7女5

男陪審團經過14個小時商議後，認為焦哈爾

毫無悔意，一致同意判處死刑。不過聯邦政府

已有超過10年沒處決犯人，加上焦哈爾很大

機會提出上訴，案件或拖延長達數年。

911後首例 救人消防：成全他落地獄

受害者憂上訴不斷 如傷口灑鹽

行刑遙遙無期

意大利那不勒斯前日發生一宗因為家庭糾紛引發的槍擊案，一名48歲男護
士疑因晾衫問題與家人口角，竟開槍殺死兄長及嫂子，再殺害一名鄰居和接報
到場的警員，另有6人受傷。警員增援後包圍現場，兇手最終向警方投降。
報道指，槍手穆羅洛當日與家人因為一條晾衫繩起爭執，雙方吵了一個半
小時，穆羅洛突然用槍擊斃兄嫂，一名鄰居和附近一名交通警到場查看時，
亦先後被殺。穆羅洛之後於陽台向街上亂槍掃射，多名途人及警員中槍受

傷。警方之後派人增援，最終闖入事發單位，穆羅
洛投降後被送上警車帶走。
報道指穆羅洛沒有犯罪前科，但愛好狩獵，亦領

有槍牌。意大利總理倫齊關注事件，他原定昨日前
往那不勒斯出席活動，但據報已因槍擊案而取消。
肇事地點是那不勒斯品流最複雜的社區之一，意

大利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黑手黨組織
「Camorra」也是以該處為根據地。■《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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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羅洛被警員拘捕穆羅洛被警員拘捕。。 美聯社美聯社

■■調查人員在現場檢視死者調查人員在現場檢視死者
遺體遺體。。 美聯社美聯社

■ADX■ADX佛羅倫斯監佛羅倫斯監
獄的牢房獄的牢房。。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波馬案其中一名證
人拉起橫額，為波士
頓打氣。 路透社

■■救人消防員沃德救人消防員沃德((右右))與受與受
害者家屬一同面見傳媒害者家屬一同面見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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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抉擇艱難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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