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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 27
歲 的

皮爾絲(化名)是卡
特中心職員，她去年底

獲派駐南蘇丹時，不幸遭一
名來自當地合作團體的男同事

強姦。皮爾絲翌日致電上司報告事
件，但對方不但沒致以慰問及提供協

助，更質問她為何不還手，或為何沒人聽見
她呼救等，令她大受打擊，不願再談下去。

受害者上萬 顧慮多未舉報
皮爾絲不滿中心沒

為她出頭，多次投訴並
告訴其他同事，但隨即被
上司要求封口。結果在事發
短短3個月後，中心便以皮爾
絲「不適合行業需要」為由提
前解約。皮爾絲坦言感到失望，
卡特中心則強調有為她提供醫療
及心理輔導，一切行動亦以她的利
益為依歸，但拒絕回應有否下「封
口令」或解僱她的原因。

皮爾絲的個案絕非個別例子，美國Headington Institute組織助理總
監瓊斯估計，全球NGO約1%員工均曾經歷性侵，相當於5,000至1
萬人，但曝光個案明顯偏少，原因是苦主基於種種考慮，不敢挺身而
出舉報。
另一名性侵苦主諾貝特今年早前公開自己在南蘇丹時，於聯合國基

地遭一名聯合國職員迷姦的經歷，此後獲逾1,000名女性主動聯絡，
分享類似的慘痛回憶。

苦主：高層稱「早應料到」
諾貝特表示不少機構拒絕支援性侵受害人，更有高層狂言「早應料

到會被性侵」，直指人道界別充滿父權思想。曾在多個聯合國屬下機
構工作的埃爾南德斯(化名)透露曾
多次接到性騷擾電話，甚至有聯合
國高級職員公然拍攝女職員胸部，
指出性騷擾猖獗將大減女性投身志
願工作的意慾。
有國際救援委員會(IRC)高層透

露，IRC對性罪行的處理方式差
劣，甚至把舉報人視為「麻煩的女
權分子」，假如自己被強姦，亦不
會上報事件。她促請各大NGO應
加強訓練員工，改善處理手法。

■《衛報》

人道組織人道組織
被揭性侵猖獗被揭性侵猖獗

全球各地的非政府組織(NGO)一直活躍於消

除貧窮、保育環境及推動人權等活動，予人良

好印象，但英國《衛報》調查卻揭發

多個NGO曾出現性騷擾甚至性侵

事件，包括由美國前總統卡特創

立的卡特中心。報道指，肇事

機構不僅沒有妥善照顧和保護

受害員工，反而極力掩飾事

件，甚至把追究事件的受害

人視為「麻煩友」，藉詞解

僱他們。

經歷接近3個月的漫長競選期後，加拿大昨
日就國會大選正式投票，2,640萬合資格選民將
選出下議院338個議席。各大政黨前日爭取最
後機會拉票，拉攏游離選民，選前民調領先的
自由黨黨魁特魯多重提父親兼前總理老特魯多
的事跡，希望能夠「子承父業」；爭取第三度
連任的保守黨黨魁兼現任總理哈珀更大開金
口，演唱披頭四名曲《Let it be》拉票。
選前民調顯示，自由黨領先第2位的保守黨
達7至8個百分點，估計能取得141席，保守黨
則能取得約120席。雖然自由黨在民調有明顯
領先優勢，但有研究顯示支持保守黨選民較傾
向隱藏投票意向，例如今年5月英國大選中，
英國保守黨及在野工黨選前民調不相上下，但
結果保守黨卻意外大勝，故不少分析認為，加
拿大保守黨仍然有反敗為勝的機會。
加拿大東岸地區在本港時間昨晚7時半率先

開放票站，其他省份隨後陸續開放，最遲開放
的西岸地區則會於本港今晨10時結束投票，預
料隨之會公佈初步結果。合共佔199席的安大
略省及魁北克省將是選戰焦點之一，但由於今
次選情緊湊，可能要等到卑詩省等西岸地區完
成開票，才能真正知道勝負誰屬。

特魯多盼承父業掀狂熱
各政黨前日爭取最後機會拉票，特魯多重返
開始競選之路的卑詩省出席活動，其間重提家
族參政史，包括代表北溫哥華選區17年的祖父
辛克萊，以及曾執政接近16年的父親。當年老
特魯多的政治作風及個人魅力席捲全國，傳媒
更 特 意 為 此 創 出 「 特 魯 多 狂 熱 」
(Trudeaumania)一字；43歲的特魯多希望能重
走父親舊路，令「特魯多狂熱」重臨加拿大。
至於選情落後的執政保守黨及另一主要在野

黨新民主黨(NDP)，前日同樣盡最後努力拉票，
嘗試挽回劣勢。哈珀警告自由黨會令國家重返
財赤，民眾亦將要付更多稅，呼籲民眾用選票
保住加拿大經濟；NDP黨魁唐民凱則重提自由
黨此前正因貪污問題而下台，呼籲選民別被自
由黨「舊酒新瓶」策略騙到。 ■法新社/

彭博通訊社/加拿大廣播公司/《衛報》

《衛報》指出，很多NGO接獲性侵受
害人舉報後，往往會着力「大事化小」，
以種種理由為侵犯者開脫。
英國紅十字會職員希思(化名)早前被派到南

亞工作，但到當地後不久便被高層非禮，她
向上司報告事件，對方卻為高層開脫，指「他

不是這個意思」。英國紅十字會回應時，亦僅稱
會確保女性職員「注意當地文化」，減低被性騷
擾的風險。人道專家里茲維直斥回應牽強，認為
文化差異並非忽視性侵的藉口，「這可能是文
化，但不代表可接受」。
德國國際合作機構(GIZ)的哈里斯(化名)派駐亞

洲時同樣遇上性騷擾，她表示派到當地後，即有
人傳播關於其私生活的流言。某天晚上10時左
右，3名同事突然拿着蛋糕到哈里斯的家門前，
她心感不妙，拒絕開門，逃過一劫。哈里斯事後
向上司舉報，對方卻僅稱她過慮，令她極為憤
怒。 ■《衛報》

大批難民繼續從中東經土耳
其進入歐洲，德國總理默克爾
前日訪問伊斯坦布爾，與土耳
其總統埃爾多安及總理達武特
奧盧會面，提出協助加快歐盟
對土耳其公民提供免簽證待
遇，以及土耳其加入歐盟的談
判進程，換取與土耳其就難民
問題加強合作。雙方暫未簽署
協議，但同意會面有進展，會
繼續循此方向磋商。
歐盟一直希望土耳其收緊邊境管
制，協助阻截難民，土耳其則要求對
方提供財政援助、放寬簽證待遇，並
就土國加入歐盟展開談判。默克爾在
會談上承認，國際社會過去對土耳
其欠缺支援，令土國不勝負荷。達
武特奧盧稱土耳其的難民負擔一
直被忽視，如今總算較為理想，
並樂意與歐盟合作，但要求對
方最遲明年就免簽證待遇達成
協定，土方才會同意加速接
收被歐盟遣返的難民。
達武特奧盧重申需於敘利亞
北部設立「安全區」，又警告
敘利亞政府軍近日進攻敘北重鎮阿
勒頗，可能引爆新一輪難民潮。

默克爾轉軚 恐再拖低民望
難民危機拖累默克爾民望持續下瀉，最新
民調顯示執政聯盟支持率跌至前年5月以來最
低。執政聯盟長期反對土耳其加入歐盟，默克
爾本月10日亦曾重申此一立場，她在會談上的
表態，可能進一步拖累其民望。

■《衛報》/路透社/法新社

土耳其位於歐亞交界，政治、經濟及文
化均深受兩大洲影響，但2005年正式申請
加入歐盟至今10年均未有結果。究其原
因，土耳其雖然有多項優勢，但它與歐洲
大部分地區差異仍然明顯，致使其始終被
排除於歐洲大家庭之外。

土耳其戰略地位重要，東部通往資源豐
富的高加索地區，往南更可直抵中東。但
土耳其貧富懸殊嚴重，令歐盟憂慮大批貧
窮人口湧入各成員國。政治方面，土耳其
雖擁民主政制，但對人權、言論自由及少

數族裔權益保障仍然有限，亦引起歐盟不
滿。

文化方面，土耳其絕大部分人口信
奉伊斯蘭教，與深受基督宗教影響
的歐洲截然不同。土耳其與歐洲恩
怨不斷，與歐盟成員塞浦路斯糾
紛持續數十年，加上鄂圖曼帝
國中世紀時的擴張，亦影響歐
洲人對土耳其的印象。

■《觀察家報》/
黎巴嫩《消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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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廣播公司(BBC)前記者薩頓上周六晚
在伊斯坦布爾機場離奇死亡，土耳其傳媒報
道稱她是因為錯過航班，在機場廁所內用
鞋帶自縊身亡。但同僚及親友形容薩頓性
格堅強，又質疑土耳其當局聲稱機場閉路
電視故障是有心隱瞞，懷疑事件另有內
情，甚至認為薩頓可能是被人謀殺。
50歲的薩頓曾於聯合國工作，目前是

戰爭與和平報道中心(IWPR)在伊拉克分部的署理主任，致力推
動言論自由。據土耳其傳媒報道，薩頓原定經伊斯坦布爾前往
伊拉克北部城市埃爾比勒，但錯過航班，當地勤人員告知她須
再買機票時，更曾在櫃枱前哭泣，之後3名俄羅斯旅客在廁所
中發現她自縊身亡。
無獨有偶，IWPR前主管沙班達爾今年5月在巴格達的汽車
炸彈襲擊中身亡。 ■《每日電訊報》/《每日郵報》

德國第四大城市科隆前日舉行市長選
舉，上周六遇刺重傷的獨立候選人何珂
贏得52.7%選票，將成為當地歷來首位女
市長。醫生透露，何珂的手術相當順
利，相信能夠完全康復。
獲總理默克爾所屬的基督教民主聯

盟、自由民主黨和綠黨支持的何珂，上
周六在街上拉票時遭一名44歲男性持刀
襲擊，頸部及身體多處受傷，事件中另

有4人受傷。默克爾對事件表示震驚，內
政部長德邁齊埃則批評兇徒卑鄙。
據德媒披露，襲擊者名為弗蘭克，曾
活躍於新納粹極右組織，因反對默克爾
和何珂的難民政策而施襲。警方指，弗
蘭克此前並無案底，相信他是獨立犯
案，將被控以謀殺不遂及嚴重傷害他人
身體等罪名。

■英國廣播公司

政經文化差異 阻礙土入歐

錯過航班上吊？
BBC前記者離奇死

話你知

遇刺候選人贏科隆市長選舉

「大事化小」 非禮當文化差異

■特魯多(中)昨日心情輕鬆，更與助選團員大玩
疊羅漢。 美聯社

■■哈珀與家人前日在機場與支哈珀與家人前日在機場與支
持者揮手示意持者揮手示意。。 路透社路透社

■諾貝特早前公開自己在南蘇丹遭
迷姦的經歷。 網上圖片

■不少國際人道救援組
織均會派員往南蘇丹進
行人道援助。 法新社

■■諾貝特疑在圖中的聯合國工作站被迷姦諾貝特疑在圖中的聯合國工作站被迷姦。。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何珂當選
科隆市長。

法新社

薩頓薩頓

■默克爾(左)前日訪問伊斯坦布
爾，與達武特奧盧會面。 美聯社

■大批難民昨日在
雨中抵達斯洛文
尼亞。
美聯社

掩飾員工被姦 追究反遭解僱

加大選今揭盅 自由黨贏勢未穩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