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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呼萬喚始出來！美國副總統拜登將會參選總統
的傳聞一直不絕於耳，消息指他已作出決定，最快
今日便會宣佈角逐民主黨總統提名。不過，被視為
拜登最大對手、前國務卿希拉里上周二在電視辯論
上表現搶眼，一洗「電郵門」醜聞帶來的頹勢，最
新公佈的網上民調顯示，51%民主黨支持者會投票
給希拉里，遠超其他對手，故有分析認為拜登如今
才宣佈參選，已錯過最佳時機。
雖然拜登至今未有公開透露參選意願，但一直不

乏支持他參選的聲音，而他亦較希拉里更得民心。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近日訪問1,000名民眾，發
現51%人較喜愛拜登，高於希拉里的46%；對拜
登反感的則只有37%，低於希拉里的50%。

希拉里民望反彈
然而拜登在參選一事猶豫不決，正逐漸

損害他的選情。路透社和Ipsos前日公佈
最新網上民調結果，支持希拉里的民主
黨選民從辯論前的41%升至51%，
佛蒙特州參議員桑德斯支持率維
持27%不變，相反沒參與辯
論的拜登則由 19%跌至
13%。

CNN前日公佈的全國民調則顯示，希拉里和桑德
斯的支持率分別為45%及29%，拜登則只有18%；
支持拜登參選的民主黨登記選民更由8月的53%，
下跌至47%，有民主黨人形容「拜登參選的大門正
在關上」。長期擔任民主黨顧問的卡特表示，若拜
登參選的唯一理由是因為希拉里表現不濟，那他現
時已失去參選理由，若現在宣佈角逐，更可能會
「自惹麻煩」。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跑車製造商法拉利醞釀多時，昨日終於在紐約
證券交易所以「RACE」為代號掛牌上市，今日
開始交易。法拉利母公司快意佳士拿計劃透過首
次公開招股(IPO)出售10%股權，籌集資金支持公
司的銷售計劃和減輕債務負擔。法拉利早前宣佈
招股價介乎48至52美元，預定本港時間今晨公佈
最後定價，估計法拉利市值約為98億美元(約760
億港元)。
快意佳士拿去年公佈法拉利上市計劃後，引起

外界高度注目，特別是該頂級奢侈品牌的市值更
是投資者關注重點。彭博通訊社引述消息人士
指，市場對法拉利上市反應理想，據報已獲超額
認購。現時快意佳士拿持有法拉利90%股權，其
餘10%由法拉利創辦人之子皮耶羅擁有。快意佳
士拿透過法拉利IPO賣出10%股權後，其餘80%
計劃明年配售給佳士拿股東。
分析認為，快意佳士拿總裁兼法拉利主席馬意
基翁內今次限量發售法拉利股份，與法拉利本着
「物以罕為貴」為汽車產量設限的做法相似。法

拉利去
年 付 運
7,255輛新車，而IPO簡介預測2019年時每年產
量會提升至9,000輛。今次上市相信不會影響法拉
利參加一級方程式賽事。

助快意佳士拿還債
馬意基翁內計劃透過出售法拉利股份，協助

快意佳士拿籌集資金償還債務，以及推動總值
480億歐元(約 4,229億港元)投資計劃。分析估
計，快意佳士拿透過把法拉利分拆上市，可望
籌集到約40億美元(約310億港元)的資金。截至
今年6月，快意佳士拿總負債達108億美元(約
837億港元)。

■法新社/美聯社

日本《產經新聞》前首爾分社社長加藤
達也被控誹謗韓國總統朴槿惠一案，首爾
中央地方法院前日進行最後一次審理，韓
國檢控方認為加藤罪證確鑿，要求判處他
18個月有期徒刑。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
偉昨對韓方決定表示「極度遺憾」，將要
求韓方恰當應對。
加藤去年 8 月以專欄形式在電子版
《產經》撰文，指控朴槿惠在同年4月
「世越」號沉船慘劇當天，曾失蹤7小
時與男子密會，引起巨大迴響。青瓦台
事後澄清報道失實，禁止加藤出境，10
月正式起訴他。韓媒報道，韓國檢方在
庭上指，加藤明知謠言虛假仍報道，嚴
重損害朴槿惠等人的名譽，充分證明誹
謗目的。
立場偏右的《產經》對韓方尋求判加藤
入獄表示「驚訝及憤怒」，又懷疑是因為
該報尋求推翻日本就強徵慰安婦的道歉言
論，遭韓國針對。

■共同社/法新社

科技巨擘蘋果公司一直盛傳有意
進軍汽車界，早前更傳出蘋果已接近

開始測試無人車。蘋果行政總裁庫克最近發表報告，聲言
全球汽車業即將因為「科技」而有一番新氣象，外界將之解讀成蘋果有意開
拓汽車業務的強烈暗示。
庫克出席《華爾街日報》年度科技會議時，稱近年連串科技發展為眾多行

外人製造了打入汽車業的良機，又認為軟件正成為汽車工
業愈來愈重要的一環，預計自動駕駛功能將成為未來汽車
發展趨勢。庫克又提到近年電動車崛起，很多新科技已偏
離傳統汽車燃油技術，正威脅傳統車廠。
庫克未有回應蘋果是否計劃打造自家汽車品牌，僅稱

公司現時目標是向更多車主推廣CarPlay車內控制系統，
容許車主把iPhone連接至汽車系統，用作娛樂、通訊或
展示資訊。 ■英國《金融時報》

德國右翼排外組織「歐洲愛國者反西方伊斯蘭化」
(PEGIDA)去年10月起在德累斯頓發起反移民運動，前
日適逢運動一周年，數萬人響應號召再次集會示威，
抗議總理默克爾向難民打開國家大門。同日同地亦有
逾萬人參與反排外示威，雙方爆發衝突，警方稱有一
名PEGIDA支持者遇襲重傷，暫未知疑犯身份。德國
司法部長馬斯前日譴責PEGIDA組織者煽動仇恨。
PEGIDA創辦人兼前領袖巴赫曼今年較早前因為被

揭扮希特勒拍照而辭職，PEGIDA一度瀕臨解散，但
隨着默克爾早前打開大門接收難民，令該組織再度活
躍起來。大批支持者前日在市中心集會，揮舞國旗和
展示「假難民會帶來地獄」等標語，又高呼「遞解出
境」和「默克爾下台」等口號。
專門估算大型活動人數的團體則估計有1.5萬至2萬

人；同日舉行的反排外遊行則有超過1.35萬人參與。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美國傳統智慧是億萬富
豪不可能當選總統，然而
今屆大選中，本身是地產
大亨的共和黨參選人特朗
普卻持續處於民調領先地
位，刺激一眾華爾街大班
不停敦促傳媒大亨彭博出
馬。消息指，雖然彭博多
次向親友表明無意參選，

但若民主黨及共和黨最終選出來的候選人都表
現不濟，而他自己有勝算，不排除他明年或以

獨立候選人身份上陣。
美媒報道，彭博過去幾個月受到親友連環轟
炸，勸他角逐總統；上月底智庫歐亞集團老闆
布雷默放風宣稱「彭博正認真考慮參選」，另
一傳媒大亨梅鐸亦鼓勵彭博參選。商界人士透
露，他們對彭博興趣重燃，主要眼見民主黨參
選人希拉里日益左傾，共和黨的杰布布什又被
特朗普搶去風頭，而彭博除了營商了得，亦曾
擔任紐約市長12年，在政商界均有豐富經驗及
人脈，是他得天獨厚的優勢。

■《紐約時報》/Business Insider網站

朝韓兩國昨日在朝鮮金剛山舉行第20次朝韓離散家
屬團聚活動，389名韓國民眾與141名因朝鮮半島戰爭
而分隔兩地的朝鮮親人，相隔逾60年後終能聚首，見
面一刻無不相擁痛哭，場面感人。

■韓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法拉利紐約掛牌 估值達法拉利紐約掛牌 估值達760760億億
庫克強烈暗示
踩入汽車業

事隔逾4年 日首認輻射遺禍

福島核災致工人患癌福島核災致工人患癌

據日媒報道，患白血病的41歲男子住在北九州市，2012
年10月至2013年12月受僱於東京電力公司的外判企

業，在受損的福島核電站3號及4號反應堆負責建築及焊接
工作，其間一直穿上輻射防護衣。他去年初身體不適求醫，
結果證實患上白血病，原因相信是長期曝露於輻射之中。

成功索償 恐為冰山一角
根據厚生勞動省專家評估，該男子遭受的累積輻射量為
19.8毫希，當中15.7毫希源於在福島核電站工作，無法排除
核電站工作是致癌原因，故批准他的工傷索償申請，並於昨
日正式通知對方。該名男子是首名成功索償的前福島核電站
工人，將會獲補償醫藥費及未能工作引致的經濟損失，但當
局沒透露具體金額。東京電力暫未回應事件。
日本社會一直憂慮核電工人及福島一帶居民可能因核災患
癌，如今噩夢成真。獨協醫科大學放射線衛生學副教授木村
真三形容，今次案例是維護工人權益的里程碑，更警告可能
是只冰山一角。木村又指，今次患者被認為身處輻射水平
「相對較低」的工作環境，甚至低於政府對福島地區定下的

安全水平，這反映政府或有必要重新檢視有關標準。

勢增反核民意 阻重啟核電
九州電力公司今年 8月重新啟動鹿兒島縣川內核電

站，正式結束日本「零核電」時
期，上周再重開川內 2 號反應
堆。法新社分析指，核災影響浮
現肯定會加劇反核民意，窒礙日
本政府重啟核電的大計。綠色和
平則引述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
上月宣稱「核災放射線不會嚴重
影響健康」，形容今次事件
正好摑了 IAEA 一記耳
光。
■日本《朝日新聞》/

日本放送協會/
時事通信社/

路透社/法新社

日本東北部近海2011年發生強烈地震，海嘯侵襲福島第一核電站，引發日本近代最嚴重核災難。

事隔超過4年後，厚生勞動省昨日證實，一名災後曾在核電站工作的男子患上白血病，是福島核災

以來，政府首次承認有核電站員工因核輻射患癌。有專家警告這只是冰山一角，預料類似個案將陸

續有來，除了可能打亂日本重啟核電的計劃，災區安全亦要重新評估，可能影響災民安置進程。

涉誹謗朴槿惠
韓求判日記者囚18月

彭博傳考慮競逐

德逾萬人示威反移民
一人遇襲重傷

分隔逾一甲子
朝韓離散家屬團聚

■■庫克庫克

■■福島核電站第三反應堆在福島核電站第三反應堆在
「「311311」」地震後冒煙地震後冒煙。。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東電員工接受輻射掃描東電員工接受輻射掃描。。法新社法新社

■■示威者高舉反對移民的牌示威者高舉反對移民的牌。。路透社路透社

■拜登 ■希拉里

■加藤達也(左)曾撰文指朴槿惠在「世
越」號沉船當天失蹤7小時與男子密會。

■■彭博彭博

■■核電站防洩漏核電站防洩漏工程至今仍在趕工工程至今仍在趕工。。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