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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50萬紅衫軍圍堵唐人街
高呼反華人口號 警水炮驅趕 勢加劇族裔矛盾

日本安保相關法案審議程序進入關鍵時刻，參
議院和平安全法制特別委員會最快今日就法案表
決，之後送交參議院全體大會投票，希望趕在今
日內通過法案。在野黨派為阻止法案過關，昨日
一度佔領委員會會議室大門前的通道，雙方議員
更互相推撞，情況混亂。同日在橫濱舉行的公聽
會，亦有反對法案的民眾與警察衝突，來自全國
的反對法案民眾則繼續在國會外集會，為國會內
的在野黨議員吶喊助威。

或「918」84周年當日通過
由於議員堵塞通道，委員會原定昨日下午6時
開會，延至午夜仍未能召開。據報執政聯盟已要
求議員今日留在國會附近，以備隨時投票表決。
以民主黨為首的多個在野黨，則計劃在參院提交
內閣不信任議案以及閣僚問責議案等，延長會議
議程，阻止法案在27日國會會期結束前通過。報
道指，雖然參議院今日會召開全體大會，但在在
野黨阻撓下能否表決仍是疑問，法案可能變成在

明天、即「918」事變84周年當日通過。
自民黨幹事長谷垣禎一和公民黨幹事長井上議

久昨晨在東京舉行會談，同意於本周內通過安保
法案。首相安倍晉三及公明黨黨魁山口那津男，
與次世代黨等3個在野黨黨魁日前亦舉行會談，就
自衛隊的制約措施正式達成協議，將通過內閣決
議保證加強國會的參與。
和平安全法制特別委員會前日舉行公

聽會，執政及在野黨分別派出2及4名代
表參加。執政黨表示，法案將顯著增加
自衛隊的威懾力，並稱法案通過後，最高
法院不會認定法案違憲。在野黨則堅稱法
案違憲，批評國會未充分解釋法案，亦無
舉行正式辯論，指法案為「戰爭法」，並
指責政府去年7月修憲解禁集體自衛權的
做法違反憲政精神。日本放送協會民調顯
示，58%民眾認為法案在國會的討論與審
議不充分，僅6%的人認可法案。

■共同社/《日本時報》/路透社

國會會期結束前闖關
7月15日 眾議院和平安全法制特別委員

會表決，通過安保法案
7月16日 眾院全體會議通過法案
9月14日 「60日規則」限期屆滿，執

政聯盟有權在參議院否決或
拒絕表決法案後，發還眾院
再表決

9月17日 參院和平安全法制特別委員會
表決方案

9月17日 法案交參院全體會議表決，若
通過可生效；若否決則發還眾
院，經2/3眾議員通過可生
效。（由於執政聯盟在參眾兩
院均有絕對優勢，換言之只需
趕在國會會期結束前表決，法
案即可通過生效。）

9月19日至23日 日本公眾假期
9月27日 國會會期結束

■日本《每日新聞》/
《朝日新聞》

日在野黨日在野黨「「佔領佔領」」通道通道
阻戰爭法表決

馬來西亞「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上月底在吉隆坡舉行大規模反政

府集會，要求捲入貪腐醜聞的總理納吉布問責下台，事件餘波未了。

超過200個親政府組織昨日趁「馬來西亞日」，動員50萬「紅衫軍」

在吉隆坡集會支持納吉布，示威者以馬來人居多，他們沿途大叫反華

人口號，又到茨廠街(吉隆坡唐人街)抗議，部分人試圖衝擊防線，警

方發射水炮驅趕，最少兩名示威者及一名警員受傷。分析擔心，今次

示威可能會令馬來西亞族裔間矛盾進一步升溫。

標普降日評級 安倍無力救財政

惠普一拆二 裁員三萬人
預計下月底完成分拆業務的美國科技巨擘惠
普公司(HP)，前日宣佈將裁員2.5萬至3萬個職
位，作為爭取減少每年營運成本20億美元(約
155億港元)的一部分。
惠普將分拆成負責雲端電腦、伺服器、儲
存、網絡及其他科技業務的HP Enterprise，以
及負責個人電腦及打印機業務的HP Inc.。今

次裁減職位將全部來自HP Enterprise，佔公司
25.2萬名員工約10%至12%，HP Inc.則保留約
5萬名員工。總裁惠特曼稱，新公司規模雖較
目前的惠普小，但市場範圍更集中，有助惠普
由傳統個人電腦市場過渡至新興流動市場。

■法新社/
美聯社

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昨日宣佈，把日
本主權債務評級由A+降至AA-，主要原因是日
本首相安倍晉三的經濟復甦措施，預料無法在
未來3年內改善政府不停惡化的財政狀況，同時
指出決策機構在作決定時猶疑不決，減慢政策
實施進度。
日本政府的收入因為金融海嘯及「311」地震
大受打擊之際，開支卻不斷增加，使得本已債
台高築的債務百上加斤，標普估計在2018財政

年度時，日本負債佔國內生產總值(GDP)將由目
前的128%升至135%。日本經濟增長疲弱及日
圓匯率近年急貶，使人均收入由2011年至去年
間，從4.7萬美元(約36萬港元)跌至3.6萬美元(約
28萬港元)。
標普認為，即使日本未來幾年經濟出現復甦，

相信力度也不足以帶動主權債務評級重返以往水
平。另外兩大國際評級機構惠譽及穆迪，過去一
年亦已先後下調日本評級。 ■美聯社/法新社

匈牙利前日封鎖接壤塞爾維亞的邊境
後，仍有難民試圖穿越鐵絲網闖關，邊防
警察疲於奔命，部分滯留塞國的難民則改
為取道克羅地亞，嘗試前往斯洛文尼亞進
入「神根地區」。克羅地亞表明，不會阻
撓難民取道該國前往目的地。

大約10架載滿難民的巴士前晚離開塞爾維亞南部城
市普雷舍沃，前往克羅地亞邊境，其中至少3架載有數十名敘
利亞及阿富汗難民的巴士昨日已抵達，有難民透露是塞國警察
告訴他們可循此途徑入歐。在塞爾維亞接壤克國的希德，數百
名難民穿過粟米田進入克羅地亞。克國邊防警察表示，部分難
民將被安排送至首都薩格勒布附近的難民中心登記。

300人示威擲石匈射催淚彈
克羅地亞並非《神根公約》成員國，但薩格勒布距離成員

國之一的斯洛文尼亞邊境只有30公里。克羅地亞總理米拉諾
維奇表示，會接收難民或讓他們過境前往德國及北歐國家。
法國總理瓦爾斯指，若有需要或如德國般恢復邊境管制。
匈牙利前日起封鎖接壤塞爾維亞邊境，當局已起訴4名伊

拉克人非法過境罪，是新法例前日生效後首例。約300名難
民昨日在塞爾維亞一方的圍欄外示威，要求進入匈牙利，有
人向匈牙利警方投擲石塊等雜物，更有示威者衝破障礙物嘗
試闖關，逾百名匈牙利防暴警察發射催淚彈及水炮驅散。匈
牙利的新措施令大批難民滯留塞爾維亞，塞國難民部長武林
要求匈牙利重開邊境，至少讓婦孺入境。歐盟各國內政部長
下周二會再舉行緊急會議，商討難民危機。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紅衫軍」由250個非政府組織組
成，集會口號為「捍衛馬來人尊

嚴」，主辦方聲稱有50萬人參加，警方
則指最高峰時有25萬。示威者昨日中午
開始從世貿中心出發，吉隆坡不少華商
見集會臨近，紛紛休業「保平安」，當
地小販公會指出，六成華商決定昨日停
市一天。

撐馬來人 威嚇「要安分守己」
示威者上午陸續抵達世貿中心、默布
草場及國家清真寺等集會場所，部分人
乘主辦方安排的巴士到場，逾40架巴
士來自東部彭亨州的北根市，亦有來
自吉蘭丹及柔佛等地的示威者參
與。66歲的艾哈邁德直言此行是

為了表態支持納吉布，23歲
的努爾來自北部州
份，他表示馬來
人的生活方式受
威脅，希望支
持納吉布
及 馬 來
人，「告
訴 華 人

要安分守己」。
示威者手持「馬來人萬歲」等橫額，
也有人高舉國旗及吹奏Vuvuzela，默布
草場則播放音樂，亦設有物資站，讓公
眾領取食物。有集會人士派傳單，呼籲
參與者團結一致，不要製造混亂，警方
亦嚴陣以待，派警犬檢查是否有危險
品。
警方昨晨起於茨廠街駐守，昨午1時許

首次有人企圖衝擊防線，警方3時左右出
動防暴隊，與示威者對峙，有人揚言
「馬來人有權進入茨廠街」，亦有示威
者驅趕華人記者，稱現場是「馬來人的
集會」。警方後來容許示威者進入茨廠
街路中央，但仍有人向警員擲水樽，警
方發射水炮驅散，又於武吉免登路拘捕2
人。默布草場的集會昨午5時半左右結
束，人群其後陸續散去。
當地民調顯示只有24%受訪者支持集

會，不少政界人士亦表明反對集會，巫
統署理主席慕尤丁指，馬來西亞日活動
應以展現國民團結及愛國精神為主，而
非任由種族主義玷污；前總理馬哈蒂爾
更直指紅衫軍「並非為馬來人鬥爭」。

議員認出錢請人示威
吉蘭丹州國會議員奧納爾是集會主辦

者之一，他承認有向部分參與集會的人
付款，但認為這沒有問題，又強調集會
並非種族主義，「我們容許他們接受教
育和工作」。主辦單位又批評少數滋事
分子的挑釁行為「不負責任」，破壞和
平集會。納吉布在微博twitter留言，形
容集會大致和平，但亦有「不應發生的
事件」，要求警方展開調查。

■《馬來西亞星報》/
馬來西亞《星州日報》/路透社/法新社

大馬「紅衫軍」昨日在吉隆坡多處舉行大集會，相關地區的華人商
戶紛紛停業，以免受到衝擊。雖然適逢「馬來西亞日」假期，但不少
市民表示，會盡量避免前往茨廠街一帶甚至不外出，改為在家中留意
集會新聞。
在發生警民衝突的茨廠街及鄰近的蘇丹街，吉隆坡小販商業公會事

前已勸商販停業一日。考慮到安全問題及當地正受印尼飄來的煙霧影
響，商戶普遍接受安排。昨日現場所見，幾乎所有小販都沒營業，街

道兩旁的商店亦拉閘停業，只有少數攤檔營業，食肆全部關門。當局
在附近4個主要路口派駐大批警員，加強保安。
有商戶表示，往年「馬來西亞日」會吸引不少市民及遊客前來遊玩

消費，但今年的集會令顧客卻步。的士司機顏志賢估計昨日遊客不
多，加上安全考量，因此他與很多同業都選擇休息一日。

■馬來西亞《中國報》/
《星洲日報》

華商紛停業 假日示威趕客

難民改道克羅地亞入「神根」

機機難難民民危危

■■警方射催淚彈驅散難民警方射催淚彈驅散難民。。 路透社路透社

■■大批民眾反對法案大批民眾反對法案，，有警察嘗試抬走示威者有警察嘗試抬走示威者（（左圖左圖）。）。 法新社法新社

■■在野黨議員堵塞會在野黨議員堵塞會
議室通道議室通道。。 美聯社美聯社

■■警方在茨廠街附近用水炮警方在茨廠街附近用水炮
驅趕示威者驅趕示威者。。 美聯社美聯社

■■警民對陣警民對陣 ■■力撐納吉布力撐納吉布

■■擲雪糕筒擲雪糕筒

更新 假頭 日在野黨「佔領」通道 阻戰爭法表決

或之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