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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記者踢爆德監控 涉叛國受查可囚終身

美國監控惡

行愈揭愈多，除了竊聽德國

和法國領袖外，連被視為最親密盟

友之一的日本亦遭「出賣」。「維基

解密」網站昨日公開密件，揭露

美國早在2006年已監控日本

首相官邸、央行和大企

業等 35 個目標，

竊取關於美

日關係、貿

易談判和氣候變化策

略的機密內容，並將情報

與英澳等「五眼聯

盟」成員分享。維

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

表示，日本應汲取教

訓，不要期待一個監控大國

會作出讓人尊重的行為。

這份名為「Target Tokyo」(目標－東京)的密件顯示，
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的監控行動最早可追溯至

2003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006年至2007年首度執政期間內閣
亦遭竊聽。密件雖然沒直接提及竊聽安倍，但內閣辦公室的電話總機、財務省和現任官房
長官菅義偉的秘書都是監控對象。經濟產業大臣宮澤洋一和央行行長黑田東彥在內的多
名官員同樣遭監聽，一名央行官員的家庭電話亦無法倖免。

貿易談判核能政策成目標
除政府官員外，三菱和三井等大型企業也成為

目標。當中三菱的天然氣部門在中東和俄羅斯
遠東地區有發展項目，而三井的石油部門
在中東、北美和西澳洲擁有油氣資產。
維基解密同時披露五份NSA竊聽日

高級官員的報告，當中四份列明
「最高機密」，一份報告更列明與
「五眼聯盟」成員（澳洲、加拿
大、英國和新西蘭）分享。報
告內容涉及日本政府有關農
業進口、貿易談判、核
能、氣候暖化和碳排放等
的機密政策，更有安倍
在首相官邸進行的機
密會議內容。
維基解密指出，

報告顯示美情報
機構對日本政

府的監控非常深入，對日方官員內部討論
亦有相當的理解。阿桑奇表示，從密件可
看出，在氣候變化建議和外交關係方面，
日本政府私下擔心應向美國透露多少訊
息，但顯然華府已得悉一切，更將情報
交給「五眼聯盟」成員。阿桑奇形容這
是對日本的當頭棒喝，因為美國行事
「只有一個準則，就是毫無規則。」

兩國關係污點 恐阻TPP
美國早已被揭發監聽德國、法國和

巴西元首。在各方譴責下，美總統奧
巴馬去年1月宣布禁止NSA監控盟友
的領導人。日本被視為美國在亞太地區
最親密的盟友之一，更不時就國防、經
濟和貿易議題諮詢美國。今次事件可能
成為美日關係的新污點，並使美國主導的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
談判蒙上陰影。 ■維基解密網站/法新社

美國被揭監控聲稱是最親密盟友之一的日本，可說在意料之
中，又在意料之外。

說意料之中，是指打從美國被揭竊聽德法等友好國家領袖
後，便被刻上「為利益無朋友」的印象，而本月初美國再

被揭曾竊聽巴西總統羅塞夫的電話，進一步加深其「損
友」形象，再從歷史上說，美國竊聽盟友亦非新鮮

事，文件顯示，美國在冷戰期間曾展開大規模竊聽
活動，多名二戰盟友成為目標，包括時任法國總

統戴高樂。故今次被揭最親密盟友之一的日本亦
被「出賣」，實與其一貫做法相符，並非什麼
奇特之事。

而說意料之外，指的是醜聞爆發的時機。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自第二度上台執政以
後，積極加強美日友好關係，而美國為了
進行在亞太區抗衡中國的佈局，亦對安
倍的態度作友善回應，不論是早前安排
安倍在美國會演說，還是正推動的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TPP)談判上，美日都擺出緊密聯合

的姿態。而今次事件爆發，
正是美日力爭落實TPP的關
鍵時機，竊聽風暴無疑令兩
國措手不及。

此外，安倍近期因密謀解
禁自衛權而在國內強推安保
法案，令內閣民望大跌，民
間不滿情緒日益高漲，此時
爆出竊聽事件可謂火上加
油，令民眾更加不滿立場親
美的安倍，亦令在美軍基地

搬遷事件中持續發酵的反
美情緒進一步升溫。有
接近內閣的消息人士表
示，「再也找不到比現
在更差的時機」。

有學者表示，今次事
件頂多在民間產生巨大反

響，不可能影響美日聯盟關係
及改變安倍的親美立場。無疑，以

兩國的外交立場來看，竊聽事件只是過
去了的事，相比未來的利益微不足

道。但這個看法能否說服憤怒的
日本民眾，能否緩解民眾對安倍
的不滿，卻難以樂觀。美日或
許仍可維持現有的關係，但矛
盾的種子已深植民間，民望
陷於低谷的安
倍，恐會面對
另一波抗議怒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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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友點火頭跣安倍
黃逸華

圖隱瞞減排計劃
年份：2007年

等級：機密

內容︰安倍晉三出發前往華盛頓、
與時任美國總統布什會面前，內閣
官員就減排計劃向安倍提出意見。
鑑於美國可能反對，外相建議安倍
向美隱瞞減排計劃，最終安倍在首
相官邸會議上表明，會向美方坦言
減排目標，認為這無損美日關係。

G8峰會氣候變化建議
年份：2008年

等級：最高機密

內容︰北海道舉行八國集團(G8)峰
會之前，多名內閣官員要求日政府

在對抗氣候暖化方面採取主導角
色，推動按各國產業落實各自減排
目標。NSA將竊聽到的內容製成報
告，將資料與「五眼聯盟」成員分
享。

加強推行減排
年份：2008年

等級：最高機密

內容︰NSA竊聽到日本官員堅持政
府推行按產業減排，談及國際能源
機構(IEA)和歐盟對此建議的反對
態度。

多哈談判
年份：2009年

等級：最高機密

內容︰日本農林水產相石破茂與美
國貿易代表會談之前，NSA掌握了
石破茂將發表的談話內容。當中涉
及世貿多哈回合談判有關農產品入
口的條約，並打算向美方提問關於
發展中國家的反對立場。

櫻桃進口爭議
年份：2009年

等級：最高機密

內容︰由於美國向日本出口櫻桃，
打擊日本農戶的利益，兩國在這議
題上出現分歧。NSA通過竊聽農林
水產省，掌握了日政府的底線和選
擇，發現日方最擔心事件政治化，
影響兩國關係。

維基解
密創辦人
阿桑奇早
前接受德
國《明鏡》
周刊訪問，
提到美國監
聽德國及法國
在內的多國領導
人，他們得知被
監聽後沒向美國興
師問罪，反而顯得相當低調，阿桑奇認為是由於
各國領袖均知道無論怎樣，華府都不會停止監控，
而且美方會向有關國家提供別國情報，以作安撫。
阿桑奇表示，德國總理默克爾一直被視為強勢領袖，

但對遭美國竊聽反應出奇地低調，相信是了解到事情鬧大
也不會令美國收斂，因此不欲與美國衝突。此外，美國已
監控德國125名高層政治人物10多年，所掌握的機密資料足
以摧毀任何一人的仕途，甚至令默克爾內閣倒台，因此德國決

定啞忍。
被問到這是否等同構成勒索，阿桑奇指監聽的機關不會洩露截聽電

話的文字記錄，因這只會令焦點集中在竊聽行為而非內容上，反而會用不
同方法暗示握有情報，迫使對方妥協。

《明鏡》問到阿桑奇對白宮政策優先次序的看法，阿桑奇坦言美國對德國有意加
強中方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角色的主張非常關注，而美方一向認為中國協助歐洲，

會威脅華府的世界領袖地位。 ■德國《明鏡》周刊

阿桑奇：
美掌握機密可致倒台
德啞忍

德國兩名網誌作者因公開情報機構的互聯網監控計
劃，遭當局指涉嫌叛國而展開調查，若罪成面臨入獄
一年至終身監禁。這是德國50多年來首次以叛國罪
調查媒體。記者組織及國會議員紛紛批評當局打壓新
聞自由。
涉事網誌Netzpolitik 一直關注「互聯網公民權

益」，去年曾獲頒格萊默網絡獎。網誌在今年2月及
4月公佈文件，揭露國內情報機構聯邦憲法保衛局
(BfV)計劃設立新系統，加強監控網民通訊。局長馬

林於是入稟法院，指網誌洩露國家機密。

德陷美監控泥沼
被調查的包括網誌創辦人貝克達爾，他指德國政府

「正陷入美國國家安全局及其他監控機構的泥沼
中」。《南德意志報》高級政治編輯萊恩德克指，調
查是試圖恐嚇記者及提供消息人士。德國記者協會譴
責當局試圖令新聞工作者噤聲，做法不能接受。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德國之聲

澳洲與美國同屬情報分享網
絡「五眼聯盟」，其他盟友包
括英國、新西蘭及加拿大。
「五眼」成立於二戰後，起初

只有英美兩國簽訂互相分享情報協
議，其後擴展至其餘三國，所有成員

會交流大部分所得情報，而且不會在沒
准許下監控對方。報道指，在「五眼」當
中，澳洲主要負責亞洲區的情報搜集，當中
包括衛星通訊，並與美國國家安全局(NSA)
合作截取外國大使館情報。
英美在1946年簽訂《英美協定》，同意共

享情報，隨着國際局勢演變，其後陸續納入
紐、澳、加三國，成為多邊情報合作協議。
原協定內容一直保密，直至5年前才由英
美公開。今年3月，美國中情局前僱員斯
諾登揭露新西蘭秘密監控多個南太平洋
國家，澳洲情報局更被指與新西蘭情報
機關政府通訊安全局(GCSB)合作，
監控印尼最大流動通訊商
Telkomsel。■英國廣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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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安局對日美國國安局對日
本的監控行動最早本的監控行動最早
可追溯至可追溯至20032003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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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克達爾貝克達爾

■■阿桑奇阿桑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