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特工承認告密 助南非政府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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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頒布緊急狀態令後，前日
揚言運用法令賦予權力，由政府接管閒置工廠，
並將這些工廠的東主送入監獄，以盡快恢復生
產，挽救國家經濟。委國反政府人士前日繼續示
威，要求馬杜羅下台，反對派警告馬杜羅不要企
圖阻撓公投，否則會導致社會「爆發」。
馬杜羅在首都加拉加斯向支持者發表講話，斥

責商人透過停止旗下廠房生產來破壞國家，下令

「採取所有措施，奪回癱瘓的工廠設施」，並把
這些商人收監。當地最大食品分銷商Empresas
Polar及多間企業上月關閉廠房，導致糧食和日用
品短缺，馬杜羅指責相關企業破壞國家穩定。
親政府和反政府陣營前日分別在加拉加斯示

威。反對派領袖卡普里萊斯表示，已收集到約
180萬個簽名，要求啟動罷免馬杜羅的公投程
序。

軍演應對國內外威脅
針對鄰國哥倫比亞前總統烏里韋要求拉美各國

「特別關注」委內瑞拉局勢，甚至派兵直接干
預，馬杜羅前日宣佈將於周六舉行軍事演習，應
對「來自國內和國際右翼勢力的威脅」，捍衛國
家主權完整。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委國接管停產工廠 東主收監

當年曼德拉是非洲人國民大會(ANC，簡稱非國
大)地下武裝組織「民族之矛」的總司令，被

南非當局列為頭號通緝犯。1962年8月，剛從外地
受訓完畢返回南非的曼德拉，在納塔爾省首府德班
乘車返回約翰內斯堡途中，被警方路障截停。據曼
德拉自傳所述，當時他嘗試用假名及扮成司機，但
未能蒙混過關。曼德拉同年11月入獄，到1990年
2月才獲釋。

聲稱憂慮蘇聯介入
外界一直懷疑當年南非政府能夠拘捕曼德拉，全

賴美國事前提供情報。曾以美國駐德班副領事身份
在南非活動的里卡德憶述，當時得悉曼德拉來到德
班，懷疑對方想煽動當地的印度移民武裝起義，為

蘇聯軍事介入南非製造藉口。里卡德於是通知南非
當局，讓對方提早在曼德拉的回程路上設置路障，
導致後者被捕。
里卡德形容當時的曼德拉是「蘇聯以外全球最危

險的共產主義分子」，擔心一旦蘇聯介入南非，美
國亦會被逼跟隨，南非將「化成地獄」。里卡德
說：「當時我們處於懸崖邊，必須阻止曼德拉，所
以我出手制止了他。」里卡德沒透露他最初從何得
知曼德拉的行蹤，但普遍相信是非國大「內鬼」所
為。

曼德拉戰友批CIA背叛
南非實行種族隔離政策期間，中情局一直被指與

南非當局緊密合作，至今仍拒絕公開該段時期的文

件記錄。曼德拉當年戰友、後來為曼德拉政府擔任
情報主管的卡斯里爾斯，批評中情局行為是「最可
恥的背叛」，並稱當年曼德拉被捕，嚴重影響對抗
種族隔離的努力，要求中情局交代事件詳情。
里卡德1978年退休，離開中情局後長居美國科
羅拉多州。《華爾街日報》在2012年曾就一篇有
關曼德拉被捕的報道，用電話訪問里卡德，他當時
否認牽涉在內，但到今年3月改變口風，在接受英
國導演John Irvin的錄影訪問時，首度公開上述細
節。由John Irvin拍攝、講述曼德拉被捕前夕的電
影，將在今屆康城影展上映。里卡德則在受訪後兩
周逝世，終年88歲。

■法新社/《星期日郵報》/
《星期日泰晤士報》/《華爾街日報》

英油企高層落泊 典當勞力士換錢

已故南非總統

曼德拉早年為對

抗南非政府的種

族隔離制度，不

惜 投 身 武 裝 組

織，1962年卻因

行蹤洩露被捕，

被囚禁逾27年。

外界一直盛傳當年是美國向南非政府通

風報信，美國中情局(CIA)前特工里卡德

早前終於承認，當年正是他通知南非當

局，又指當時認定曼德拉「完全受蘇聯

操控」，是「共產主義分子的玩具」，

對通風報信毫不後悔。

CIA害曼德拉入獄

曼德拉一生致力對抗種族隔
離政策，成為人權鬥士象徵人
物，然而他一直被列入美國
「恐怖分子觀察名單」，直至
2008 年時任總統布什簽署法
案，才把曼德拉剔出名單。
曼德拉曾任非洲人國民大會

(ANC，簡稱非國大)武裝分支領
袖。由於非國大鼓吹以武力反
抗種族隔離政策，因此被南非
白人政府列為恐怖組織。美國
前總統里根及英國前首相戴卓
爾夫人也指非國大是「典型的
恐怖組織」，並拒絕制裁南非

白人政府。
在1986年，美國國會議員提

出不具約束力的議案，要求承
認非國大及呼籲南非白人政府
釋放被囚的曼德拉，但當時擔
任國會議員的切尼聯同另外179
名議員否決議案。曼德拉遲遲
未被剔出「恐怖分子觀察名
單」，令華府感到尷尬。現任
國務卿、2008年任職參議員的
克里曾指，「他(曼德拉)不應被
列入名單中，很高興法案終於
成為法律。」

■《赫芬頓郵報》

列「恐怖分子名單」
美2008年始剔除

國際油價自前年下跌，嚴重打擊全球
產油國生計，位於蘇格蘭的北海石油重
鎮阿伯丁是「重災區」之一。英國原本
有多達44萬名工人從事北海石油工業，
但自油價下滑以來，職位不斷流失，每
日減少150個，估計今年底會減少1/4
職位。
石油業蕭條拖累各行各業，大量商店
倒閉，市民紛紛往外地謀生，平日車水
馬龍的道路如今人跡罕至。當地的士司
機表示，有傳石油業高層要在食物銀行
排隊領取食物，甚至要把「勞力士」等
名貴手錶典當度日。

阿伯丁人口較前年油價下跌前縮減
15%，今年1月外地旅客數目亦下降
17%。油價下瀉拖累油企虧損，被迫裁
員節流，年資較長的員工亦難逃失業，
紛紛湧至就業顧問公司求職。有失業人
士稱，阿伯丁過往石油業興盛，產油工
人渴市，跳槽尋找高薪厚職易如反掌，
生活亦十分奢華，但如今風光不再，能
重返職場已屬幸運。

估計規模會萎縮1/3
油企經營亦面對重重困難，提供北海

鑽油台服務的Wood Group去年全球裁

員4,500人，其中英國佔1,000人，更3
度削減承包商工資以控制成本，數月內
擬再裁300個辦公室職位，又增加鑽油
台工人的工時，引起工會不滿。專家估
計，油價持續下跌，除油企營運困難，
獨立探油公司生計亦受損，可能無法償
還貸款。隨着油企陸續倒閉，估計北海
石油業規模會萎縮1/3。
評論指出，阿伯丁經歷油業黃金時

代，不少油企為追求過高產量不斷擴
張，如今油價下挫導致負債纍纍，業界
必須重整營運方針，開源節流。

■《星期日電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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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北海石油業狀況

曼德拉身陷囹圄過程
1960年3月：南非警方在鄉鎮沙佩維爾血腥鎮壓黑人示
威者，造成69人死亡，史稱「沙佩維爾慘案」。

南非當局宣佈緊急狀態，同月拘捕數千人，包括曼德
拉。慘案後，曼德拉放棄非暴力立場，投身武裝活
動。

1961年3月：被控叛國罪的曼德拉無罪獲釋，他隨即隱
藏行蹤，開始地下活動。

1962年1月：離開南非接受軍事訓練，並為非國大新創
建的地下武裝組織「民族之矛」籌集支持。

1962年7月：經博茨瓦納潛返南非。

里卡德接獲曼德拉抵達德班的情報，通知南非當局。

1962年8月：曼德拉從德班前往約翰內斯堡途中，在小
鎮豪伊克外被捕。

1962年11月：被控煽動罪及非法離境罪，判囚5年。

1964年6月：被控顛覆國家罪，判囚終身。

1990年2月11日：在囚超過27年後獲釋。

「曼德拉基金會」網站

「維基解密」在2014年曾公開美國中情局(CIA)的
內部文件，披露CIA在2009年曾製作秘密報告，探
討暗殺塔利班、「基地」及哈馬斯等組織高層的好
與壞，當中更以曼德拉為例子，稱他入獄後仍保留
影響力，並成為所屬組織的精神支柱，反映生擒好
處不如暗殺。
該報告探討暗殺造成的潛在後果，包括引起有關

組織強烈反彈及報復。報告提到遇刺身亡的哈馬斯
創辦人兼精神領袖亞辛、「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
量」(FARC)領袖雷耶斯等個別例
子，認為這些刺殺行動都打擊
了組織的團結及士氣，但撇
除這些例子，暗殺效果大多
與想像有出入。

被捕後成抵抗象徵
雖然如此，報告依然認為在某些情況
下，暗殺較生擒更有效，因為有些人被捕後，反
而成為反抗運動的象徵，加強士氣。傳媒並發現，
報告發表後數年，類似暗殺事件數量急增，例如在
2010年，單在巴基斯坦便有751人死於無人機空襲。

■俄羅斯衛星網

CIA研究案例
撐暗殺不活捉

■■ 曼德拉曼德拉((左左))當年獲釋後當年獲釋後，，
與妻子振臂高呼與妻子振臂高呼。。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曼德拉曼德拉19941994年年
重返曾服刑的監重返曾服刑的監
獄獄，，向媒體憶述往向媒體憶述往
事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里卡德里卡德

■■支持推翻馬杜羅公投的示威支持推翻馬杜羅公投的示威
者者，，於首都加拉加斯上街於首都加拉加斯上街。。彭博社彭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