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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日本招牌美食，除了壽司，很多人都
會第一時間想到拉麵，這款近年紅遍歐美的
美食，昨日更獲得美食指南米芝蓮的認可。
位於東京巢鴨區的「Japanese Soba Noodles
蔦」在新出版的《米芝蓮東京2016》中，被
評為一星餐廳，成為全球首家「摘星」的拉
麵店。

217餐廳摘星 首都之冠
米芝蓮昨日在東京舉行新版指南發佈會，
今年東京三星餐廳共有13家，其中位於飯田
橋的懷石料理店「虎白」由去年的二星升格
為三星；二星食肆共有51家，升格者包括位
於港區的中華料理店「桃之木」及銀座的法
國菜「BEIGE ALAIN DUCASSE」。連同
「蔦」在內一星餐廳共有153家，當中15家
是新獲選。米芝蓮表示，今年東京摘星餐廳

總數為217家，比去年267家少，但仍是全球
首都之冠。
首家摘星拉麵店「蔦」去年已經獲米芝蓮選

為評審推介(Bib Gourmand)，今年再上一層
樓。與很多日本著名餐廳一樣，2012年開業
的「蔦」都是座落於鬧市角落、不起眼的小
店，距離JR巢鴨站約1分鐘路程，附近多是住
宅或寫字樓，正門對面則是一幢時鐘酒店。

每碗54元 只做午市
「蔦」標榜拉麵採用日本國產小麥製作，湯

底以醬油味(豉油)及鹽味為主，沒有港人最愛
的豬骨湯底，每碗售價由850日圓(約53.5港
元)起。「蔦」逢星期二、三休息，每日只做
午市，11時開門後賣完即止，因此每日都吸
引大批慕名而來的顧客一早在門外排隊。店主
大西祐貴表示，去年獲選為評審推介餐廳後，

光顧的外國遊客明顯增多，對於日本
拉麵獲得世界認可表示高興。
今年獲評審推介的東京餐廳共有343

家，多家日式咖喱、煎餃等物美價廉餐
廳等均入選。

■日本《產經新聞》/《讀賣新聞》/
法新社

東京拉麵店米芝蓮摘星 全球首家

印組太陽能聯盟「換」增碳排放
憂損經濟發展 或推談判至危險邊緣

「安倍政治不能容忍」
入選年度流行語

一年一度的日本年度「新語－流行
語大獎」昨晚揭盅，最終打入頭10名
的流行語中，有3句與今年日本重大政
治話題直接相關，包括民間團體在反
安保運動中的標語「安倍政治不能容
忍 」 ， 以 及 學 生 反 戰 團 體
「SEALDs」。多名評審委員均認為，
今年的流行語「很政治」。
「安倍政治不能容忍」標語牌由日

本知名作家澤地久枝創作，再由知名
俳句詩人金子兜太書寫而成。澤地昨
晚登台領獎時，再度亮出標語牌，希

望更多人參與她們今後的活動。
「SEALDs」最初只是由10多名年輕
人組成的團體，但引發席捲全國的反
安保運動，分析認為它象徵了一向
「政治冷感」的年輕人出現新動向。
並列本年度流行語大獎的「爆買」

及「三個三」則屬輕鬆話題：「爆
買」主要形容訪日中國旅客瘋狂購
物；「三個三」則是職業棒球手山田
哲人及柳田悠岐本賽季達成三成以上
打擊率、30次以上本壘打及30次以上
盜壘。 ■共同社/中新社

日本北部沿岸近期不斷有載着腐屍的「幽
靈船」出沒，海上保安廳過去兩個月至少發
現12艘，內裡共有25具屍體，包括6具骷
髏，也有腐爛至見骨或無頭的屍骸。當局正
調查船隻來自何方，初步估計它們最有可能
從朝鮮漂來，暫未知是一般漁船，還是經日
本海離開朝鮮的「脫北船」。

疑來自朝鮮
計入近期發現的船隻，日本今年至今已發

現34艘神秘船隻，但遠
不及去年的65或前年的
80艘。專家指，由於日
本秋季和冬季會吹西北風，故漂來的船隻數
量會增加。上月20日，石川縣輪島一帶海域
出現3艘「幽靈船」，船上滿佈魚網，當局
發現類似朝鮮國旗的破布，其中一艘船身更
印有「朝鮮人民軍」字樣。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亞洲項目主任賴

特指船隻結構簡陋，加上寫有朝鮮文字，相

信它們來自朝鮮，可能載着脫北者。他稱朝
鮮通往中國的傳統路線守衛森嚴，或促使脫
北者投奔怒海。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積極提倡
漁業，增加食物供應，專家亦不排除船隻是
漁船，因為迷路或機件故障，無法返回朝
鮮，屬毒品走私船的機會則較低。

■《每日電訊報》/美聯社/路透社

12鬼船漂日本
載25無頭腐屍

■■工作人員檢查其中一艘鬼船工作人員檢查其中一艘鬼船。。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參與計劃的除國家外，亦包括法國核能
公司 Areva、 天 然 氣和電力公司

Engie、意大利國家電力公司Enel、法國匯
豐和印度塔塔鋼鐵等企業。莫迪表示，太

陽能技術正不斷發展，成本逐步下
降，電網的連接能力亦逐漸改善，
「全球能普遍使用潔淨能源的夢想正

變為現實，這將成
為新世紀新經濟的
基礎。」
法國亦對聯盟的

成立表示支持，奧
朗德形容計劃能充

分體現巴黎氣候大會的目的，透過分享技術
和調動富裕國的資金，協助全球對抗氣候變
化。法國氣候變化談判大使蒂比亞納更形容
聯盟是「真正的規則改變者」。

拒與富國用相同標準
印度的取態一直被視為巴黎氣候大會的其中

一個成敗關鍵。作為發展中國家，印度雖然表
現出願意與其他國家聯手對抗氣候變化，但卻
拒絕接受與富裕國相同的標準而實施減排。

輿論：限煤令3億人難脫貧
莫迪前日明確表示，氣候變化是工業時代

靠石化燃料推動繁榮和進步的惡果，印度不
應承擔這個責任。印度國內輿論指，限制用
煤將損害該國的經濟發展，並令到3億名無
電力供應的國民無法脫貧。
印度的觀點亦代表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

想法，巴黎氣候大會展開首日，發展中國家
領袖便展現出反對富裕國要求減少使用化石
燃料的態度，認為會損害經濟發展。國際氣
候變化談判專家摩根表示，印度明白到不能
滿足自己所有要求，不過會盡一切能力爭取
到底。摩根估計，印度可能會冒險將談判推
到危險邊緣，但最終不會令談判破裂。

■《衛報》/法新社/《紐約時報》

繼中美英印等20國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同意於未來5年投資200億

美元(約1,550億港元)研發潔淨能源後，印度總理莫迪前日在會上亦聯同法

國總統奧朗德宣佈，將會牽頭成立一個由121國組成的「國際太陽能聯

盟」，總部會設在印度，印度計劃投資3,000萬美元(約2.3億港元)作為起

始資金，最終目標是希望從各成員國和國際機構中籌得4億美元(約31億港元)經費。印度在會上

雖然承諾到2030年時有4成電力會來自再生能源，但同時表明未來數十年，印度的碳排放將會

增加。

Google街景揭示氣候變化

助天然氣上位 油企撐碳排放稅
國際社會愈來愈多聲音要求就碳排放徵稅，
透過增加成本促使能源企業採取措施減少排
放，令人意外的是，近年荷蘭蜆殼、英國石油
(BP)、法國道達爾等一些油業巨頭，亦紛紛支持
實施碳排放稅。分析指，這是因為碳排放稅主
要影響煤炭相關行業，相反能源業近年逐漸加
大天然氣發電比重，徵稅影響相對輕微，甚至
可望促使更多人轉用天然氣，實為龐大商機。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稅務及環境部負

責人范登德爾坦言，油企支持碳稅的風險其實很
低，因為美歐近80%碳排放來自主要使用煤的發

電站及工業，它們可能因碳排放稅而增加的成本
要較油企高得多。近年不少油企接連發聲，呼籲
人們捨棄煤炭，改用更潔淨的天然氣。
另一邊廂，一眾煤炭生產商認為減排重點不

應是徵稅，而是投資減排技術，例如近年愈來
愈受看重的碳收集及封存(CCS)設備。英國能源
顧問Critical Resources董事總經理利特溫認為，
「把煤當作元兇、天然氣為出路」並非長期對
抗氣候變化的建設性方案，認為真正需要提倡
的是轉用可再生能源及提高能源效益。

■《華爾街日報》

多國領導人在巴黎出席氣候峰會之際，互聯
網巨擘 Google 便透過旗下地圖服務 Google
Maps，帶領網民走入熱帶雨林、高山及深海等
地，讓用家足不出戶也能見證和感受氣候變化
對地球生態帶來的改變。
Google的地球推廣計劃經理貝特曼說︰「從
加拿大的北極熊、到巴西亞馬遜熱帶雨林及美
國加洲中部的藍櫟樹，全球植物、動物及人類
都感受到氣候變化影響。街景服務讓用戶可看
到生態系統正在改變，了解一些志願及非牟利

組織為維持地球健康所作出的努力。」用戶亦
可利用街景圖作比較，觀察環境如何隨時間變
化。 ■法新社

批奧巴馬「齋講」
美15歲少年告華府

奧巴馬籲徵碳排費
「迫市場回應」

美國總統奧巴馬昨日就氣候變化問題發表講話，表示
全球暖化正對經濟和安全帶來威脅，必須立刻採取措
施。奧巴馬認為向碳排放徵費將迫使市場作出回應，促
進創新，發展中國家屆時將能利用新科技，同時發展經
濟及保護環境，但承認徵費方案難獲共和黨控制的美國
國會支持。

教宗：世界在自殺邊緣
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結束非洲訪問行程，前日在回

程專機上指，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很可能是人類避免環境
災難的最後一次機會，警告世界「正在自殺邊緣」。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當全球焦點落在各國領導人於巴黎
氣候變化大會上的發言，場外聲音其
實同樣不容忽視。美國一名15歲少年
便批評總統奧巴馬「空口講白話」，
沒採取實際行動對抗氣候變化；他今
年8月更聯同另外20名年輕環保分
子，入稟控告政府在推動棄用化石燃
料上毫無作為。
來自科羅拉多州的托納蒂烏6歲時

受一套環保紀錄片啟發，自此成為環
保鬥士，多年來親身為氣候變化積極
發聲，更曾經到聯合國發言，呼籲大
家愛惜地球。他前日在巴黎氣候峰會
場外向記者表示，自己屬於氣候變化
影響下「損失最多的一代」，有必要
積極發聲，為後代爭取一個更好的未
來。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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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蔦蔦」」標榜拉麵採用日本國產小麥製作標榜拉麵採用日本國產小麥製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Japanese Soba NoodlesJapanese Soba Noodles 蔦蔦」」

■■莫迪拒絕承擔氣候莫迪拒絕承擔氣候
變化的責任變化的責任。。 美聯社美聯社

■■托納蒂烏批奧巴馬沒採取實際托納蒂烏批奧巴馬沒採取實際
行動對抗氣候變化行動對抗氣候變化。。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Google Maps■Google Maps顯示氣候變化對北極熊的影響顯示氣候變化對北極熊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