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身份證號碼綁定銀行賬戶
恐助監控

奧巴馬前日透過白宮發表聲明，向當年響應太平洋
戰區號召的「美國最偉大一代軍人」致敬，同時

感謝並肩作戰的盟軍。
奧巴馬表示，美國銘記着經歷無法想像苦難的戰俘，
緬懷逾10萬名保家衛國及推進自由而捐驅的美國軍
人，還有1,600萬名在二戰中為國家貢獻的美國人，
「我們將永遠無以報答他們的恩義，
今天的自由全賴當年他們的勇敢付
出」。奧巴馬又指出，戰爭結束標誌
了美國與日本踏入新時代，形容過去
70年的兩國關係是和解典範，見證了
昔日敵人變成堅定盟友，共同在亞洲
和全球推進共同利益及普世價值。

分析指安倍獲強心針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對奧巴馬的
聲明表示歡迎，認為美方強調了日美同盟
角色的重要性，日本今後會繼續與美國合
作，進一步發展雙邊關係。奧巴馬的聲明獲日本
傳媒關注，立場親近首相安倍晉三的日本放送協會
(NHK)認為，帶出國家之間可越過戰爭歷史實現和
解，同時強調美日同盟堅固，聲明含有牽制中國之
意。有分析亦認為，正當安倍被批未有就日本二戰
罪行展示足夠歉意之際，奧巴馬的言論對安倍可
謂打了一支強心針。

克里：續亞太積極互動
美國國務卿克里前日亦發表聲明，對參加戰爭的美國

軍人表示無盡謝意，又稱亞太地區過去幾十年走出戰爭
陰霾，急速發展，美國作為夥伴感到自豪。克里提到美
日從戰時敵人到強大盟友的巨大轉變，認為這堅固夥伴
關係反映了和解的力量。克里表示，美國作為一個太平
洋國家，將繼續深化在區內的「積極互動」，與盟友及

夥伴合作推進穩定及繁榮，同時
稱二戰回憶會繼續推動人
們建構可持續的和平。

■共同社/法新社/
《華爾街日報》/美國之音

70年前的9月3日(美國時間9月2日)，

日本軍政代表在美國「密蘇里」號軍艦甲板簽署投降書，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劃上句號。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日發表聲明，緬懷在太平洋戰場陣亡的10萬多名美軍，而他亦趁機拉攏當年的敵

人日本，讚揚戰後美日關係是「和解力量的典範」，並稱兩國將繼續加深合作。日本輿論認為，在

中國舉行抗戰勝利紀念日的軍事閱兵之際，奧巴馬發表這番言論，似是意圖牽制中國。

電子產
品大行其道，加上年輕一代習慣在網上
瀏覽新聞，吸引愈來愈多科企進軍新聞市
場。蘋果公司預定今年秋天推出的作業系統
iOS 9將內置新聞應用程式News，並已跟
逾50個出版商簽署合作協議，從傳統的
《紐約時報》、《國家地理雜誌》和路透
社，到新晉媒體Mashable和BuzzFeed也
有，希望藉此搶佔新聞市場份額。
News提供新聞平台，傳媒可直接上載報

道，並能簡單融入程式元素，增加文章美觀
和可讀性。蘋果充許出版商自行在應用程式
內賣廣告，廣告收益全歸出版商所有；出版
商亦可依賴蘋果提供部分廣告，但分紅要與
蘋果七三分賬。美國網絡分析公司
ComScore會把News內的點擊次數，計入
各出版商的數據，故出版商毋須擔心與蘋果
合作後，拉低自家新聞網站的成績。
私隱方面，蘋果能追蹤用戶閱讀內容，用

作推薦及搭配廣告，但承諾有關記錄不會擴
展至其他服務，用戶亦可以選擇清除閱讀記
錄或關閉廣告鎖定功能。

■Mashable網站

A21 國際新聞 ■責任編輯：曾綺珺 2015年9月4日（星期五）

曼谷爆炸案再拘捕1疑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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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眾議院昨日通過《個人號碼法》修正案，日本國民將獲發12位數字
的身份證號碼，2018年起可在自願前提下綁定銀行賬戶。
報道指，截至今年3月底，日本個人賬戶數量接近8億，平均每1名國民
有6.66個賬戶，新措施旨在讓政府準確把握國民資產，防止偷稅、漏稅及
不當領取養老金等，但亦有聲音擔心政府今後藉此加強監管國民及個人訊
息外洩。
日本政府計劃下月發出領取身份證的通知書，明年1月起把號碼運用在稅

金、社會保障及災害相關領域，將來亦會擴展至健康保險、護照、防疫注
射記錄，甚至與私人公司交易等範疇。雖然號碼是否適用於存款賬戶視乎
用戶意願，但政府將與金融機構合作，推動存戶綁定賬戶，並爭取在2021
年後強制實施。

憂洩國家企業訊息
如果存款賬戶帶上個人號碼，即使用戶把錢分存在不同銀行賬戶，稅務

部門也能把握存款總額，方便收稅。有聲音批評這做法侵犯國民私隱，還
有人指出隨着號碼利用範圍擴大，國家和企業訊息外洩可能性亦將提高。

■英國《金融時報》/日本新聞網/共同社

泰國四面佛爆炸案再有疑犯落網，警方周二於南
部那拉提瓦府拘捕38歲疑犯薩霍，並用直升機將他
載回曼谷，扣留於第11陸軍總部，由警方盤問。
薩霍是泰籍穆斯林，警方指他曾透過電話與泰籍
女疑犯萬那聯絡，懷疑他涉及爆炸案。泰國正通緝萬
那及她的土耳其籍丈夫達武特奧盧，相信兩人目前居

於土耳其。萬那稱，她已聯絡泰國警方表示願意投
案，但泰國駐土耳其大使館稱，萬那尚未聯絡他們。
但土耳其駐泰大使館昨日發表聲明，指持有土耳其護
照、被泰國拘捕疑犯並非土耳其人。

■TPBS網站/
《曼谷郵報》/美聯社

歐洲央行昨日結束議息會議，一如市場所料
維持利率於歷史低位不變，同時下調歐元區經
濟增長和通脹前景。歐央行指出，受到油價低
迷、中國及新興國家經濟增長放緩及強歐元等
因素影響，歐元區未能達到中期通脹目標的風
險正在增加，行長德拉吉甚至警告，歐元區短
期內可能陷入暫時性通縮，但強調量化寬鬆
(QE)措施正慢慢收效，並稱如有需要，央行可

以進一步加碼量寬，刺激美歐股昨日造好。

美股早段升186點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昨早段報16,537點，升

18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1,969點，升20
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4,793點，升43點。英
國富時100指數中段報6,196點，升113點；法
國CAC指數報4,675點，升120點；德國DAX

指數報10,348點，升299點。
歐元區通脹率持續低迷，德拉吉強調央行1.1

萬億歐元(約9.46萬億港元)的量寬措施運作暢
順，且已緩慢地收效，雖然央行已準備好亦有
意願採取進一步措施，但認為目前出手為時尚
早。德拉吉強調，歐央行的量寬措施無論在規
模、構成及時間上均有彈性，量寬計劃原定維
持至明年9月或歐元區通脹回升至接近2%目標

水平，但如有需要可以延長計劃時限。
歐央行預計歐元區今年通脹只有0.1%，未來
兩年則分別為1.1%及1.7%；最新年度經濟增長
預測則分別為1.4%、1.7%及1.8%。

IMF：美仍有空間暫不加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日呼籲環球主要央

行維持寬鬆政策，並稱歐央行應考慮擴大量寬
規模，推動環球經濟重返增長軌道。IMF發言
人昨日再表示，目前美國「仍有空間」暫不加
息，呼籲聯儲局啟動加息周期時應「循序漸
進」，以免令市場再添動盪。 ■法新社/

美聯社/路透社/彭博通訊社/CNBC

歐央行歐央行：：或暫時性通縮或暫時性通縮
有需要可加碼量寬

1945年9月3日，日本軍政代表在停泊於東
京灣的美軍「密蘇里」號戰艦主甲板上簽署投降書，正
式為二戰劃上句號，由於時差關係，美國當時仍是9月
2日。「密蘇里」號如今已在夏威夷珍珠港改建為博物
館，逾700人前日聚集當地參與二戰結束70周年紀念活
動，當中包括多名曾親眼見證日方簽署降書一刻的老
兵。
以「勝利日開創美好未來」為主題的紀念活動，前日

早上9時02分拉開帷幕，美軍太平洋艦隊司令斯威夫特
等人先後致辭。這天是老兵佛斯伯格89歲生日，當年
19歲的他因為要值班，未能與其他水兵一同見證簽字

儀式，難免留下遺憾，但他笑稱：「對於一名軍人來
說，有什麼是比受降更好的生日禮物呢？」
有老兵憶述，當日艦上逾千人爭相霸佔好位置觀看簽

字過程；其中一名老兵摩爾斯前日更特意穿上70年前
的水兵服，紀念這個重要日子。「密蘇里」號對新一代
同樣有重要啟示，在美國空軍服役16年、曾3次派駐中
東的道格拉斯認為，這個紀念儀式提醒世人和平來之不
易。

■美聯社/中新社

老兵珍珠港紀念老兵珍珠港紀念
「「受降成最好壽禮受降成最好壽禮」」

二戰結束二戰結束7070周年周年
美借和解聯日制華美借和解聯日制華

■■美國總統美國總統
奧巴馬奧巴馬

■■日本首相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安倍晉三

■■日本代表簽署投降書
日本代表簽署投降書。。路透社路透社

■■老兵登上老兵登上「「密蘇里密蘇里」」號出席紀念儀式號出席紀念儀式。。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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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拘捕警方拘捕3838歲疑犯薩霍歲疑犯薩霍((中中))。。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美軍1945年在日本廣島及長崎先後投下兩枚原子
彈，促使日本無條件投降，二次大戰結束，但對於被日
軍俘虜的戰俘，他們的苦難並沒就此終結。美軍醫護兵

張伯倫曾被日軍囚禁長達3年半，長期遭到殘酷
對待和虐打，身心嚴重受創，即使戰爭結
束也不敢直接回家，擔心骨瘦如柴的樣子
嚇壞家人，選擇先到醫院接受康復療程。

1941年底美國對日
宣戰，年輕的張伯倫
被派往菲律賓，不久
便遭日軍俘虜並送到
集中營。張伯倫憶述

營內環境惡劣，食物稀少，「他們餵我們米飯，但穀牛
數量跟米粒一樣多。有醫生稱我們應吃掉牠，那是珍貴
的蛋白質，結果我們真的吃掉了」。張伯倫形容日軍冷
血殘暴，他多次遭虐打，好幾次望着朋友在懷中斷氣。
日軍投降後，張伯倫及其他戰俘重獲自由。他乘船返

回美國，並到塔科馬市一間醫院進行康復療程，在一名
護士悉心照料下逐漸恢復健康。
張伯倫最終獲頒兩枚銅星勳章，表揚他在二戰的貢

獻，而他亦留在陸軍直至退役。現年93歲的他健康良
好，育有7名子女。他稱，最想多謝當年照顧他的護
士。

■KUOW網站

終戰趕不走苦難 戰俘怕回家

■■「「密蘇里密蘇里」」號改建成夏威夷珍珠港博物館號改建成夏威夷珍珠港博物館。。路透社路透社

奧巴馬自詡為典範 圖抗衡閱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