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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提前投票要到投票日當天才會開票，但各地票
站記錄顯示，已登記的民主黨人明顯較共和黨人

踴躍投票，其中尤以女性及拉美裔選民最活躍，相反
非裔選民提前投票率較上屆大選同期下跌17%，可能
成為希拉里選情的隱憂。鄉村地區的提前投票率相比
上屆同期一樣有所下滑，對依賴草根階層選票的共和
黨候選人特朗普是壞消息。

共和黨炒作「電郵門」惹煩厭
《紐約時報》在科羅拉多州、佛羅里達州及北卡羅
來納州訪問了一些提前投票的選民，大多數人表示有
留意「電郵門」最新發展，但坦言未有因此改變投票
意向。有希拉里支持者對共和黨人不斷炒作「電郵
門」感到煩厭，也有選民直斥今屆大選「一山還有一
山低」，已對醜聞或所謂「十月驚奇」變得麻木。

FBI獲搜查令 檢閱65萬封新電郵
隨着總統大選進入最後直路，雙方陣營都加強火
力，在可能成為勝負分野的一眾搖擺州拉票。希拉里
競選團隊指，當前策略是盡力動員選民提前投票，盡
早鎖定勝局，以免夜長夢多；至於策劃及組織相對鬆
散的特朗普團隊，則把動員選民投票的重任交給共和
黨全國委員會，不少共和黨人對特朗普選情仍然樂

觀，認為他仍有勝算可入主白宮。
「電郵門」方面，消息人士透露FBI調查人員已取
得搜查令，可以開始檢閱最新發現的一批電郵，調查
它們是否與希拉里在任國務卿期間用私人電
郵處理公務一事有關。消息指，相關電郵
總數多達65萬封，暫時未知調查需時多
久，或是能否趕及在大選投票日前公佈初步結
果。
FBI局長高銘則因為有干預大選之嫌，繼續受
到千夫所指，數十名聯邦檢察官公開聯署，直斥
高銘決定不當，有份簽署的包括前司法部長霍爾德，
以及幾名由共和黨總統任命的聯邦檢察官。

■美聯社/法新社/
路透社/《紐約時報》

未受FBI「郵炸」影響 選民稱對醜聞麻木

希拉里搖擺州早票得勢
距離美國總統大

選投票日還有一星

期，但各州提前投

票已經進行得如火

如荼，估計全美國

已有逾2,100萬名選民投下神聖

一票。其中在佛羅里達州、科羅

拉多州及內華達州等關鍵搖擺州

份，民主黨選民提前投票比共和

黨選民更為踴躍，反映聯邦調查

局(FBI)最近宣佈重新調查「電郵

門」一事，似乎對民主黨候選人

希拉里的選情影響有限。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高銘上周五去信國會，
宣佈重新調查希拉里「電郵門」一事，由於時間臨
近大選投票日，做法引起爭議。美國傳媒前日更引
述知情人士指，FBI其實早於數星期前已發現該批
電郵，高銘延遲公開的做法難免引起質疑。
FBI目前正調查希拉里親信阿貝丁的分居丈夫韋

納，他被指向一名未成年少女發送淫褻短訊。據美
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報道，調查人員早於10月初
搜證時檢走韋納多部電腦，專家及後在其中一部電
腦發現大量屬於阿貝丁的電郵，由於當時FBI獲頒
的搜查令只覆蓋韋納一案，因此當局一直未能查閱
該批電郵，只能等待法庭批出新的搜查令。
CNN引述執法官員指，包括副局長麥加布在內的
多名FBI高層，都知悉調查人員找到的新發現，而
高銘早於10月中旬已獲告知可能有「電郵門」的新
線索，但到臨近大選投票日才高調公開。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聯邦調查局(FBI)局長高銘重啟「電郵門」調查的
決定，繼續受到政壇各派狂轟。參議院少數黨領袖
里德致函高銘，質疑他在大選前11日「翻炒」事
件，明顯違反1939年制訂、禁止FBI等聯邦政府部
門干預選舉的《哈奇法》。
里德指，高銘早前決定不起訴希拉里，但其後重

新調查，明顯存在雙重標準，又指FBI在發現含沙
射影的電郵後，決定把它們公開，試圖影響大選。
里德又指，他曾與高銘及其他情報人員會晤，發現
FBI雖然掌握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與俄羅斯政府勾
結的「爆炸性資料」，但拒絕公開，明顯偏袒特朗
普，做法具「黨派色彩」及高度選擇性。

■法新社/美聯社/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參院領袖轟FBI違法
偏袒特朗普

傳早獲新電郵
FBI疑擇日爆大鑊

北非國家摩洛哥有魚販不滿當
局沒收違法商品，跳入垃圾車試
圖取回漁獲，結果慘遭車內的擠
壓機器夾死。事件觸發當地民
眾連日上街示威，批評當局草
菅人命，有居民稱自從2011年
「茉莉花革命」以來，從未見
過這麼大規模的示威。正外訪
的摩洛哥國王穆罕默德六世下令內政大臣向
受害者家庭致以慰問，又承諾徹查事件，希
望平息民憤。

疑遭垃圾車故意夾死
事發於摩洛哥北部城鎮胡塞馬，據報31
歲死者菲克里上周五因為不滿當局以屬於
受保護物種為由，充公他總值約1.1萬美元
(約8.5萬港元)的劍魚，於是連同幾名朋友

一同跳入垃圾車內試圖取回商品，其間車內機
器突然啟動，菲克里幾名朋友及時跳出車外，
但他走避不及慘遭夾死。

當地傳媒引述目擊者指，事發
時聽到有警官吩咐垃圾車司機啟
動擠壓機器，以「嚇走他們（菲
克里等人）」，警方否認並稱事
件純屬意外。

連日示威 浪潮席捲首都
事件觸發胡塞馬居民上周五起

連日上街示威，批評警方草菅人命及蓄意謀
殺，菲克里前日出殯時，多達數千人跟在棺木
後方遊行。示威浪潮前日更蔓延至其他城市，
包括首都拉巴特。
輿論把菲克里之死與6年前突尼斯小販布瓦

齊齊自焚一事相提並論，當年布瓦齊齊不滿當
局取締，憤而自焚抗議，觸發「茉莉花革命」
以至席捲中東北非的「阿拉伯之春」。當年示
威浪潮促使埃及、突尼斯等國家領導人相繼下
台，但摩洛哥當局迅速推行改革，平息民怨及
穩定局勢，過去幾年政局亦相對平穩，像今次
般大規模的示威相當罕見。 ■美聯社/法新社

歐盟統計部昨日公佈歐元區第
3季經濟按季增長0.3%，升幅與
第2季相同，顯示歐元區自2013
年中以來增長疲弱的勢頭持續，
按年增長則為1.6%。分析認為，
經濟增長乏力顯示歐元區仍然受
英國脫歐的陰霾影響。
此外，歐元區10月份通脹率為
0.5%，是2014年6月以來最高，
但仍然遠低於歐洲央行的2%目
標，扣除能源、食品及煙酒價格
的核心通脹率則連續3個月維持
在0.8%水平，反映疲弱的經濟增
長無法提高物價，進一步鞏固市
場對央行在下月議息時，把買債
計劃延長至明年3月以後的預
期。
有意見認為，若英國於明年春
季啟動脫歐談判時，堅持收緊移
民政策，可能犧牲英歐之間的貿
易聯繫，令歐陸經濟增長更加疲
弱。歐央行理事萊恩形容，假如
英國脫歐談判進程艱巨，可能會
削弱投資者及消費者信心，對歐
元區經濟的負面影響將會陸續浮
現。 ■《華爾街日報》美聯社/

英國《金融時報》

沙特阿拉伯早前搗破兩個與極端
組織「伊斯蘭國」(ISIS)有關連的恐
怖分子集團，共拘捕8人，成功粉碎
恐襲陰謀，其中一個4人集團曾密謀
在上月初舉行的世界盃外圍賽中發
動汽車炸彈襲擊。
沙特國家足球隊上月11日主場迎

戰阿聯酋，賽事在紅海東岸吉達的

阿卜杜拉國王體育城球場舉行，吸
引超過6萬人入場。沙特內政部前日
發聲明，表示當局在賽前一日接報
拘捕4名恐怖分子，包括兩名巴基斯
坦人、1名敘利亞人及1名蘇丹人，
他們打算將載有炸彈的汽車泊在球
場外。沙特其後加強保安，比賽順
利舉行。

另一個恐怖分子集團企圖襲擊沙
特警員，據悉他們聽令於身處敘利
亞的ISIS頭目。集團基地位於沙特
中部的舍格拉，成員全為沙特人，
他們招認接獲ISIS的命令，監視數
名警員的動向，並向ISIS提供詳細
報告，籌劃襲擊行動。

■《華爾街日報》

土耳其自7月政變難產後，清算行
動不斷，土耳其警方昨日先後拘留
反政府報章《土耳其共和報》總編
輯薩本久、董事會主席阿塔萊及兩
名專欄作家，並搜查他們的住所，
計劃再拘捕該報另外9名資深職員。

安卡拉政府視流亡美國的穆斯林
領袖居倫是政變的幕後黑手，近月
大舉掃蕩他們眼中的居倫網絡。伊
斯坦布爾首席檢察官發聲明，表示
當局正在調查報章背後的「共和基
金」，懷疑與被定性為恐怖組織的

「庫爾德工人黨」及居倫政變行動
有關。另外，土耳其警方前日拘捕
迪亞巴克爾市兩名庫爾德裔市長，
他們涉嫌參與恐怖活動。

■路透社/法新社/
美聯社

荷蘭右翼政黨
自由黨領袖懷爾
德斯，被控在兩
年前的競選集會
中發表反伊斯蘭
的仇恨言論，案
件昨日在阿姆斯
特丹開審。懷爾

德斯以案件屬「政治審判」為
由，拒絕出庭，僅派律師應訊，
一旦罪成，法庭最高可判囚兩年
或罰款2萬歐元(約17萬港元)。
今次案件被視為對荷蘭言論自由
界線的一次重要考驗。
53歲的懷爾德斯2014年3月出
席地方選舉競選集會時詢問支持
者：「你們希望更多或更少摩洛
哥人在你們的城市及荷蘭定居？」
支持者高呼「更少」後，懷爾德斯
表示會「作出安排」。有關言論
觸發當地穆斯林社區不滿，向當
局作出6,400次投訴，其他政黨
亦紛紛與自由黨割席。

■法新社

「伊斯蘭國」謀襲世盃 遭沙特搗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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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販枉死爆示威
摩洛哥釀掀「阿拉伯之春」

■■希拉里到關鍵搖擺州希拉里到關鍵搖擺州
份佛羅里達拉票份佛羅里達拉票，，被大被大
批支持者圍着拍照批支持者圍着拍照。。

法新社法新社

■■佛羅里達州的小孩也佛羅里達州的小孩也
支持希拉里支持希拉里。。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示威者抬着菲克里的棺木遊行。 路透社

■■菲克里被壓死菲克里被壓死。。

■■懷爾德斯懷爾德斯

■■上月沙特主場對阿聯酋的世界上月沙特主場對阿聯酋的世界
盃外圍賽險遭恐襲盃外圍賽險遭恐襲。。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反政府人士聲援反政府人士聲援《《土土
耳其共和報耳其共和報》》。。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