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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狂人掀亂局 奧巴馬：最錯
罕有接受霍士專訪 死撐應干預利比亞

美國總統奧巴馬任期將於明年初屆

滿，他早前罕有接受霍士電視台專訪，

回顧任內大事及談論美國政治現狀。當

被問到「任內最糟糕的錯誤」時，奧巴

馬坦言是在「阿拉伯之春」期間，未有

妥善規劃利比亞前領導人、「狂人」卡

扎菲被推翻後的局面，導致當地亂局持

續至今，但他強調當年干預利比亞是正

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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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與立場親共和黨的霍士電視台關係一向欠佳，上任
初期更曾批評該台「只懂得攻擊政府」。今次是奧巴馬

近8年任期內，首次接受《霍士周日新聞》訪問，節目前日
正式播出。

未做好善後準備
2011年中東多國爆發大規模示威，突尼斯和埃及政府先後

倒台，北約更加入轟炸利比亞政府軍，最終導致卡扎菲下台
及被擊斃。卡扎菲被推翻後，利比亞陷入武裝組織割據局
面，各方勢力爭奪地盤，權力真空更吸引如極端組織「伊斯
蘭國」(ISIS)等滲入當地，亂局至今仍未平息。奧巴馬在專訪
中承認，利比亞已淪為恐怖組織溫床，對此頗感遺憾。
今次已非奧巴馬首次談及干預利比亞，他去年9月出席聯
合國大會時，便直指西方聯盟未有填補卡扎菲倒台後的權力
真空。奧巴馬上月接受《大西洋》月刊訪問時，更點名批評
英國首相卡梅倫及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批評前者被其他事
分散注意力，後者則只顧炫耀自己在空襲中的功績。

救經濟「最大成就」
對於反恐政策，奧巴馬強調會全力保護美國人安全，但也
要恪守法律和美國價值。他批評共和黨兩名領先參選人特朗
普及克魯茲的言論，直言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國無助反恐，地
氈式轟炸極端組織控制地區則會引致無辜平民傷亡。奧巴馬
又為上月比利時恐襲後，未有提前結束古巴訪問回國辯護，
稱不能讓恐怖分子成功製造恐慌。
至於「任內最大成就」，奧巴馬自詡是金融海嘯後，成功

助美國經濟復甦，避免大蕭條重演；2013年「奧巴馬醫保」
通過則是他「最滿意的一天」；最難過的一天則是2012年康
涅狄格州桑迪胡格小學槍擊案後，他到案發的紐敦鎮出席追
悼會。奧巴馬又笑言卸任後，除了總統專機「空軍一號」
外，有很多事情均相當不捨。
■《每日郵報》/霍士電視台/美國有線新聞網絡/彭博通訊社

美國11月將選出新一任總統，曾在奧
巴馬首屆任期擔任國務卿的希拉里被視
為熱門人選之一，但她去年被揭發任內
以私人電郵處理公務，令選情蒙上陰
影。奧巴馬在訪問中力挺這位昔日同僚
兼黨友，讚揚她是出色的國務卿，強調
她使用私人電郵只是無心之失，不危害
國家安全，自己也沒有運用總統權力，
介入調查電郵風波。
希拉里使用私人伺服器處理的公務電

郵中，約有2,000封含有機密內容，其
中22封更被列為最高機密。奧巴馬形容
希拉里大意，「她本人也承認了」，但
並非有意為之，也不認為這損害國家安
全。 ■霍士電視台/《華爾街日報》

奧巴馬專訪重點
○反恐策略：我們要確保恪守

法律和價值觀，措施也不應有反
效果，例如有些總統參選人(克魯
茲)說要地氈式轟炸平民，實在毫
無建設性；全面禁止穆斯林進入
美國也不是好方法。

○希拉里電郵門：案件正在調
查，我要小心說話，但希拉里是
出色的國務卿，她不會有意使美
國陷入危險，像她所說一樣，這
是無心之失。

○白宮得失：最開心是通過醫
療改革那天，對那些不曾獲得醫
療保障的家庭意義重大；最差一
天則是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後前
往紐敦鎮的時候。

○施政成就：最大成就是拯救
了經濟，避免大蕭條；最糟糕則
是干預利比亞期間，沒好好計劃
後續局勢。

○卸任不捨：除了「空軍一
號」之外，最捨不得就是跟國民
對話的機會，但我也期待卸任後
終於可以好好散步。

○頭上白髮：我老了，但總統
工作沒令我心境變老，挑戰不斷
反而使我保持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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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領先的希拉里在懷俄明州黨
團會議再敗一場，以過去8場
初選僅1勝的劣勢，迎接下周
二於「主場」紐約州的大戰。
奧巴馬在訪問中把介入利比亞
一事「攬上身」，形容為任內
最大失策，又為希拉里的私人
電郵風波辯護，甚至不點名批
評桑德斯的醫保主張，為希拉
里開路之意昭然若揭。

要數希拉里國務卿任內最大
敗筆，莫過於美國駐利比亞班
加西領事館在「911」恐襲11
周年當天，遭武裝分子襲擊，
希拉里被指需為事件負責。儘

管班加西事件與卡扎菲倒台無
直接關係，但美國及英國等西
方國家沒管理好自己造成的爛
攤子，令利比亞淪為極端主義
及恐怖活動溫床，絕對責無旁
貸。

希拉里當年力主介入利比
亞，游說奧巴馬推翻卡扎菲政
權，她在卡扎菲被擊斃後不久
受訪時，更留下「我們來了，
我們看見了，他死了」的「名
句」，如今被人秋後算賬。奧
巴馬主動承認倉卒介入利比亞
是最大失誤，把事件由希拉里
個人失誤，變成白宮集體問
責，或多或少可減低她承受的
壓力。

桑德斯憑着改變現狀的激
情，挑戰大熱門希拉里，參選
以來人氣持續上漲，更取得大

批小額捐款，隱約有 2008 年
奧巴馬挑戰希拉里時的影子。
奧巴馬在訪問中拿「奧巴馬醫
保」作為批評兩黨黨爭的例
子，似是含沙射影，攻擊曾批
評醫保現況的桑德斯，幫希拉
里一把。

受惠於美國經濟好轉及低失
業率，奧巴馬支持率近期回升
至50%以上，創2013年1月以
來最高，有利他在選戰中採取
主動。此前相對中立的奧巴
馬，近來頻頻公開批評共和黨
參選人特朗普及克魯茲的政策
主張，可以預料他今後會更積
極發聲。話雖如此，即使奧巴
馬公開支持希拉里，已投向桑
德斯及特朗普的反建制選票也
難以回頭，希拉里要贏還是要
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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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警方日前採取行動，拘捕巴黎恐襲最
後一名在逃疑犯阿布里尼，檢察部門前日透露
他的部分證供，稱襲擊者原擬再次攻擊巴黎，
上月受襲的比利時布魯塞爾本非目標。法國傳
媒更引述消息指，阿布里尼聲稱襲擊者原定目
標，是今夏於法國舉行的歐洲國家盃。
比利時當局表示，恐怖分子原本計劃再襲擊

法國，但警方調查迅速，薩拉赫．阿卜杜勒薩
拉姆等主要疑犯相繼落網，同黨於是改為襲擊
布魯塞爾。至於歐國盃是否原定恐襲計劃一部
分，比利時檢察部門則未有回應。 ■中央社

美國最高法院前法官斯卡利亞今年2月逝世，奧巴
馬早前提名大法官加蘭接替空缺，但共和黨控制的
參議院要求在11月大選後，才決定新法官人選，個
別參議員更表明反對舉行確認提名聽證會。奧巴馬

在訪問中力挺加蘭，又批評近年共和、民主兩黨分
裂嚴重，雙方只顧各自「圍爐取暖」，拒絕聆聽對
方意見。
奧巴馬稱現時兩黨最大危險在於偏聽，雙方各自

透過網誌、刊物以至電視台宣揚立場，但實際是自
說自聽，不願聽取其他意見。他以「奧巴馬醫保」
為例，一方面共和黨不惜一切企圖推翻醫保，民主
黨亦在部分細節上大做文章，但雙方均忽略了大眾
意願。

■霍士電視台

韓國政府昨日證實，兩名朝鮮高官去年先後投
奔韓國，其中一人是朝鮮偵察總局負責處理對韓
諜務的大校(相當於人民軍兩星中將)，為目前脫北
者中軍階最高。另一人則是朝鮮駐非洲某國外交
官，去年5月因擔心遭政治清算及人身安全，舉
家變節投韓。
韓國國防部及統一部表示，該名朝鮮大校已獲

韓國給予政治庇護，但未有透露詳情。消息人士
稱，該名軍官詳細披露了朝鮮偵察總局對韓特務
工作的內情。偵察總局隸屬人民軍總參謀部，但
可「直通天庭」，直接向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報
告，為人民軍重要部門。韓方稱，此前從未有軍
官級的朝鮮人投奔韓國。
據韓媒報道，自金正恩上台後，朝中邊境管制

明顯加強，脫北者人數亦大幅減少，由以前每年
逾2,000人大幅減少近半；但外交官等精英階層變
節人數卻有所增加。

中方：朝餐廳員工合法出境
另一方面，13名於中國寧波某朝鮮餐廳工作的

員工，上周四經泰國及老撾投奔韓國，他們在朝
鮮都是中產以上階層。了解朝鮮內情的韓國匿名
人士稱，仍有數名餐廳員工在第三國停留，等候
投奔韓國。韓國《中央日報》引述消息人士指，
朝鮮已就此向中國當局表示遺憾。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陸慷昨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該13名服務員
是合法從中國出境。■韓聯社/韓國《中央日報》/

《朝鮮日報》/法新社/路透社

批評兩黨各自「圍爐取暖」

朝偵察總局大校投韓
最高軍階脫北者

■奧巴馬承認，未有規劃
好利比亞「後卡扎菲」時
代去向，是任內最大錯
誤。 資料圖片

■卡扎菲被推翻後，在家鄉遭反對派民兵搜出殺死。
資料圖片

■2012年美國駐班加西領事館受襲，大使史蒂文斯喪生。
資料圖片

■奧巴馬專訪被指為希拉里助選。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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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統一部公開朝鮮駐外餐廳員工抵達韓國後
的照片。 網上圖片

■法國國家大球場去年險些遇襲，球迷湧入場
內。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