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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左翼續掌權
挫美干政圖謀

總統欽點接班人險勝 右翼批舞弊煽動示威
■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
(左)支持的左翼執政黨
候選人莫雷諾，以51%
得票率險勝大選，兩人
握手祝賀。 路透社

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接受英國《金融
時報》專訪，談及多項議題。他一改早
前批判歐盟的態度，改口盛讚歐盟在去
年英國脫歐公投後，在團結成員國上
「做得很好」，又指脫歐對英國及歐盟
都是好事。特朗普同時對新醫保方案無
法通過闡述立場，認為或因此被迫與民
主黨妥協，但強調最終仍希望方案獲兩
黨支持。
特朗普今年1月就職前聲言，隨着英國

脫歐，其他歐盟成員國也會仿傚，言論
觸怒歐盟領袖。特朗普在前日刊出的訪
問中立場軟化，形容現時不太相信其他

國家會跟隨英國脫歐，同時讚揚歐盟近
月採取「不同態度」，保持歐盟團結。
特朗普又指，英國脫歐對英歐雙方均有
正面影響。
特朗普早前在白宮會晤德國總理默克

爾時，拒與對方握手，部分媒體形容這
反映兩人心存芥蒂。特朗普表示，他與
默克爾一同會見記者前，早已握手5次，
辯稱「聽不到」記者要求他與默克爾握手。

或被迫與民主黨妥協
內政方面，雖然共和黨控制國會參眾

兩院，但黨員內訌導致特朗普施政受

阻。對於保守派的眾院「自由黨團」不
滿新醫保方案，特朗普指出，如果他無
法通過想要的方案，將被迫與民主黨人
達成協議，「我認為那不會是好的醫
保。」但強調將竭力爭取一個獲兩黨支
持的醫保方案。
特朗普習慣在twitter發表爭議言論，狠

批盟友、政敵及評論世界局勢，多次在
國內外引起巨大迴響，記者詢問他對此
是否感到後悔，特朗普表明自己不後悔
有關言論，「如果你發出數百條帖文，
偶爾也會出錯(指失言)，那不是很差。」

■法新社/英國《金融時報》

英國及歐盟快將展開脫歐談判，歐盟早前
公佈的談判指引提出，脫歐協議在英國海外
屬地直布羅陀生效前，西班牙有權否決，如
同與英國共享直布羅陀主權。英國國防大臣
房應麟暗示，英方不惜開戰，也要捍衛直布
羅陀主權。西班牙政府前日反擊稱，若蘇格
蘭通過獨立公投後申請入歐，西班牙屆時不
會阻止。

英不惜開戰捍直主權
房應麟表示，直布羅陀居民已表明不想接

受西班牙管治，英政府會繼續照顧直布羅
陀，並會用盡一切方法保護對方。首相府發
言人稱，若不獲直布羅陀同意，英政府不會
參與有關主權移交的談判，更遑論違反當地
人的意願，將主權交給另一國家。外相約翰
遜也指，直布羅陀的主權現在及將來都不會
改變。
保守黨前黨魁夏偉明將今次事件與福克蘭

群島爭議相提並論，指阿根廷1982年入侵英
國海外屬地福克蘭群島，雙方爆發武裝衝
突，「35年前，另一名女首相(戴卓爾夫人)
揮軍擊退一個西班牙語國家，捍衛英國人的
自由，我深信現任首相也會作一樣的決
定。」直布羅陀首席部長皮卡爾多形容，在
西班牙治下，居民生活將變得「一團糟」，
又批評西班牙試圖操縱脫歐談判，藉此取得
直布羅陀主權。 ■《每日電訊報》/路透社

韓國檢方今日會到首爾拘留所，就干政案
盤問前總統朴槿惠，是她上月底被捕後首次
接受問話，也是繼1995年因造反、貪污等罪
名被捕的全斗煥和盧泰愚後，第三位在拘留
所受訊的韓國前總統。
檢方原計劃昨日傳召朴槿惠到檢察廳訊

問，但她以心理準備不足和警衛安全問題等
理由，要求延遲一日，而檢方亦因需為訊問
作準備而接受請求。
朴槿惠曾在上月21日及30日的審訊中否
認13項控罪，堅稱各大企業贊助其「閨蜜」
崔順實控制的基金會不屬行賄，她的辯護律

師昨日上午到拘留所探望，並商量今日受訊
的對答和周旋策略。

7女警24小時監視保護
另一方面，首爾拘留所為保護朴槿惠安

全，特別成立由7名女警組成的專門小組，
在朴槿惠收押期間24小時輪流監視保護她，
她接見律師或前往法庭受審時，專門小組也
會隨行，是當局首次設置類似小組。分析認
為，朴槿惠所住囚室不設錄影鏡頭，無法得
知她在囚室內的情況，因此當局須抽調人手
以應對突發情況。 ■韓聯社/中新社

特朗普即將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
面，預料朝鮮及貿易將是主要議題。特
朗普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訪問時聲
稱，中國對朝鮮有巨大影響力，假如中
國拒絕幫忙，美國將單獨處理朝鮮核問
題，但拒絕透露具體方法。
特朗普表示，中國可選擇是否與美國
合作，處理朝鮮問題，「如果合作，對
中國有利；如果拒絕合作，對任何國家
都沒有好處。」被問及美國可向中國提
供什麼誘因時，特朗普表明是貿易，
「一切都是貿易。」至於美方會否透過
保證從朝鮮半島撤軍，換取中國向平壤

施壓，特朗普未作正面回應。
一名美國高層官員前日表示，國家安全

會議已就當局可以採取什麼選項，應對朝
鮮導彈及核威脅，完成「廣泛評估」。消息
指，應對方法包括一系列經濟及軍事措
施，但傾向對朝鮮實施新制裁，以及進一
步向中國施壓，迫使對方約束朝鮮。

美日韓反潛軍演
韓國國防部稱，韓美日海軍昨日起一

連3日，在濟州島南部的公海舉行聯合反
潛演習，旨在提升3國探測、識別及跟蹤
潛艇的能力，有效應對朝鮮威脅。美軍

神盾驅逐艦「麥克坎貝爾」號、MH-60
反潛直升機均參與演習。

■路透社/韓聯社

韓檢今拘留所盤問朴槿惠

直布羅陀爭議升級 西國撐蘇入歐

倘華拒合作 美自行處理朝核

特朗普轉口風
讚歐盟團結有方

拉索前日未待官方結果出爐，就在家
鄉瓜亞基爾的造勢大會中宣佈勝

出，表示厄瓜多爾已經重生，仇恨已成為
歷史，支持者不斷高呼「自由」、「趕走
小偷」等口號。另一邊廂，莫雷諾指票站
外調查誤導，揚言官方結果將證明他才是
勝方；科雷亞亦批評右翼將因「道德舞
弊」而受懲處。

僅差0.6百分點「技術性打和」
厄國選委會其後公佈點票結果，莫雷
諾得票51.1%，拉索得票48.9%，但當局
尚未宣佈誰人勝出。參與點票的民間團體
早前曾指出，由於雙方得票相差少於0.6
個百分點，大選出現「技術性打和」。

數百右翼支持者衝擊選舉辦
莫雷諾前晚在首都基多舉行祝捷大
會，總統科雷亞都有出席，莫雷諾呼籲支
持者一起為厄國貢獻一分力，表示「公民
革命」再次在厄瓜多爾獲勝。同屬左翼的
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前日透過twitter恭

賀莫雷諾當選。
敗選的拉索則揚言挑戰選舉結果，不

點名批評莫雷諾企圖透過舞弊，成立缺乏
正當性的政府，誓言捍衛厄國國民意願。
數以百計拉索支持者在首都基多及瓜亞基
爾的選委會辦公室外集會，他們揮舞國
旗，高喊「向舞弊說不」及「我們不要變成
委內瑞拉」。瓜亞基爾的示威者企圖突破
警方防線衝入，被警員發射催淚彈驅散。

美撐腰右翼抗「反美基地」
美國為避免視為「後院」的拉丁美洲

左翼勢力膨脹，成為「反美基地」，因此
不斷插手拉美政局。分析指出，在華府干
預下，拉美多國近年變天，右翼勢力上
台，以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為首的反美左
翼力量則逐漸被削弱。「維基解密」取得
的文件顯示，美國曾暗中游說厄國反對派
及大企業支持修憲，以有利美國，莫雷諾
今次當選，有助阻止獲美國撐腰的右翼進
一步擴張政治版圖。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厄瓜多爾前日舉行總統大選次輪投票，在點算逾95%選票後，獲總

統科雷亞支持的左翼執政黨候選人莫雷諾，以51%得票率險勝，壓倒

右翼保守派對手拉索。拉索早前參考多個票站外民調後，一度宣佈勝

利，他在官方結果公佈後指控莫雷諾舞弊，要求重點選票。分析指

出，莫雷諾勝選除確保「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繼續獲庇護外，美

國暗中支援拉美多國的反對派，推翻左翼反美政權，莫雷諾當選象徵

左翼成功抵禦政治干預，阻止美勢力進一步擴散，對整個拉美的命運

攸關。

美國持續干預拉丁美洲政局，打壓左翼勢
力，「維基解密」指出，右翼反對派候選人
拉索自2007年起，已是美國駐厄國大使館的
常客，向美國大使匯報對抗總統科雷亞的進
度。有美國學者批評華府偽善，屢次斥責俄
國干預美內政，自己卻一而再干擾拉美國家
內政，又指美方視「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
奇為眼中釘，拉索競選期間不斷強調當選後
將停止保護阿桑奇，明顯為討好華府。
專門研究拉美及加勒比地區問題的紐約市

立大學教授丹尼爾．蕭認為，科雷亞任內迫
使美軍關閉在厄國曼塔的基地，並驅逐大量
與中情局有聯繫的外交官，被視為拉美的反
帝國主義力量之一，成為美國的敵人。美國

透過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國際開發署
(USAID)及其他非牟利組織發揮影響力，與
厄國反對派緊密合作，對付科雷亞及莫雷諾
所代表的反美力量。

學者疑前反美領袖遭暗殺
丹尼爾指出，美國干預拉美政局由來已

久，智利、尼加拉瓜、委內瑞拉以至厄瓜多
爾無一倖免，例如委國前總統查韋斯與美國
交惡，結果過去近20年來不斷受華府打壓。
丹尼爾同時稱，厄國前總統羅爾多斯及巴拿
馬前領袖托里霍斯與美國敵對，他們均於
1980年代因飛機意外身亡，丹尼爾認為事有
蹺蹊。 ■今日俄羅斯

洩密網站「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
涉嫌強姦瑞典女子，他自2012年起藏身
厄瓜多爾駐倫敦大使館。拉索早前聲稱假
如他當選，會在上任後30日內將阿桑奇
逐出使館。如今由莫雷諾勝選，意味阿桑
奇可以暫時鬆一口氣，他更透過twitter
「贈慶」，要求拉索在30日內離開厄國。
拉索指出，厄國面對經濟困局，收留

阿桑奇浪費納稅人金錢，因此他會中止庇

護。阿桑奇於官方公佈點票結果後，在
twitter發佈推文：「我懇請拉索在30日
內離開厄瓜多爾(可選擇帶同藏在避稅天
堂的數百萬款項)」明顯指「維基解密」
曾爆料稱拉索捲入「巴拿馬文件」避稅醜
聞。阿桑奇又以西班牙語寫道，「阿桑
奇：可以留下；拉索：不能」。莫雷諾雖
承諾繼續保護阿桑奇，但條件是他不能干
涉厄國盟友的內政。 ■法新社/路透社

阿桑奇抽水 促敗選右翼執包袱

美有口話「俄」無口話自己

■■右翼支持者在首都基多揮右翼支持者在首都基多揮
舞棒棍舞棒棍，，煽動衝突煽動衝突。。 美聯社美聯社

■■示威人士衝擊警隊防線示威人士衝擊警隊防線。。 美聯社美聯社

■■右翼候選人拉索一度宣佈勝選右翼候選人拉索一度宣佈勝選。。法新社法新社

■■蘇獨支持者發起蘇獨支持者發起
造勢行動造勢行動。。 路透社路透社

■■美韓早前進行聯合軍演美韓早前進行聯合軍演。。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