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朗普fb自製「真新聞」
專家：如納粹宣傳機器

祖馬貪污怕追究
謀助前妻成首位女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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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表決總統不信任案 恐變天
首匿名投票 黨友倒戈接死亡恐嚇

南非自總統祖馬2009年上台以來，雖然舉辦過世界盃，

也成為「金磚五國」之一，但當地經濟8年多以來實際不斷

倒退，失業率屢創新高，祖馬更是貪污醜聞纏身，拖累所

屬執政黨「非洲人國民大會」(非國大)支持率連連下

跌。在非國大內部不滿情緒升溫之際，國會議長姆貝

特早前出乎意料批准，讓反對黨昨日發起不信任動

議，並首次以不記名方式表決，若得到400名議員中

201人支持，祖馬就要下台，非國大249名議員很有

可能在匿名表決下倒戈。

若動議通過，祖馬及所有內閣成員都
要下台，國會議長將暫代總統職

務，國會須在30日內選出新總統及閣員，
重任將落在擁有大多數的非國大身上。由
於祖馬能繼續擔任非國大主席，他可運用
影響力左右下屆總統人選。若到限期完結
仍未能推舉合適人選，國會將解散，觸發
提早大選。

黨友轟祖馬「恥辱」
祖馬擔任總統8年間，國會曾發起7次
記名投票的不信任動議，但在非國大護

航下，祖馬留任至今。反對派相信，若
以不記名方式投票，將有足夠非國大議
員倒戈。非國大議員科扎就曾公開稱，
她支持不信任動議通過，並形容祖馬是
「恥辱」，她上月多次接獲死亡恐嚇，
相信與此有關。除了科扎以外亦有數名
非國大議員支持動議。

首席黨鞭：支持票如投核彈
為了讓不信任動議成事，反對派早前

入稟憲法法院，法院授權國會議長決定
是否批准匿名表決。前日，非國大黨籍

的姆貝特同意舉行匿名表決，她指出不
信任動議是制約總統的有力工具，匿名
投票代表非國大議員不用擔心被追究，
可憑良心投票，又表示議會聽到國民的
聲音。在野黨讚揚她作出勇敢的決定。
非國大聲明稱，尊重姆貝特的裁決，並
要求黨員反對動議，首席黨鞭指，投支
持票等同於向南非投下核彈。投票前
夕，多個反對黨在開普敦遊行至國會大
廈造勢。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英國廣播公司

祖馬自2009年起上任總統後，未曾擺
脫貪污指控，他挪用公帑裝修私人房屋，
被揭發後拒絕退還款項，法院去年因此裁
定他違反憲法。祖馬又涉嫌在1990年代
進行非法武器買賣，法庭有可能就
此重新起訴祖馬，他屆時將面臨近
800項貪污控罪。祖馬擔心被追究貪
污，因此有意讓前妻德拉米尼成為
南非首位女總統，希望對方不會逮

捕他。
祖馬與德拉米尼在1998年結婚，16年後離婚，雖然如此，祖馬支

持讓德拉米尼接替他擔任執政黨「非洲人國民大會」(非國大)主席。
德拉米尼早前受訪時，否認為了保護祖馬而參選總統。
在已故總統曼德拉領導下，非國大自1994年起主政，但進入祖
馬年代後支持率下滑，去年跌至有史以來最差的55%。祖馬今年3
月突然改組內閣，辭退備受敬重的財長戈爾丹，引發南非股匯急
瀉。 ■路透社/英國廣播公司

肯尼亞選總統 料兩雄激戰

美國總統特朗普經常炮轟主流
傳媒是「假新聞」，為了抗衡媒
體的負面報道，他周日更在社交
網站推出「真新聞」環節，邀得
眼中釘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
的前政治評論員麥肯內妮擔任主
播，每星期用90秒時間，為自
己歌功頌德。前美國駐俄羅斯大
使麥克福爾批評，「真新聞」就
如同國營電視台，更有專家將之
與納粹宣傳機器比較。

「真新聞」由特朗普次子埃
里克的妻子拉拉製作，於紐約
特朗普大樓拍攝。麥肯內妮本
身是保守派基督徒，也是CNN
內少數特朗普支持者之一，去
年大選期間多次在節目上為特
朗普辯護，因此今次雖然表面
上算是「倒戈」，但其實可說
是回復本色。
麥肯內妮在90秒報道中，讀出
一連串特朗普經濟「政績」，例

如「總統上任以來創造了超過
100萬個職位」、「失業率創16
年新低」、「道指接連破頂」
等。這些數字很快被主流傳媒挑
戰，《華盛頓郵報》便指，這些
「政績」很多都是延續前朝的成
果，而且特朗普任內職位增長亦
明顯較前總統奧巴馬任期最後一
年放緩。

■英國廣播公司/
《華盛頓郵報》

美農業部自我審查 禁用「氣候變化」

遊大馬住酒店
下月起須交旅遊稅

■■德拉米尼德拉米尼

■■祖馬擔任總統祖馬擔任總統88年間年間，，國會曾發起國會曾發起
77次記名投票的不信任動議次記名投票的不信任動議。。 美聯社美聯社

美國總統特朗普向來質疑氣候變
化，更因此退出《巴黎協定》，為迎
合新老闆，農業部旗下自然資源保護
局(NRCS)據報今年初發出內部電
郵，提醒員工避免使用某些慣用字
眼，包括以「極端天氣」(weather ex-
tremes) 取代「氣候變化」 (climate
change)。關注組織批評此舉玩弄字
眼、剝削公眾知情權，已入稟要求多

個政府部門公開類似自我審查的詳
情。
英國《衛報》取得多份NRCS內部
電郵，當中暗示員工要為特朗普上場
做好準備，提及氣候變化的字眼要有
所改變。NRCS土壤健康課主管莫比
厄斯盧恩建議下屬避重就輕，將「氣
候變化」列為「應避免」字眼，並建
議將「適應氣候變化」，改為「彈性

因應極端天氣」。生物多樣性中心律
師湯森批評，事件顯示特朗普嚴密監
控科學，以達到政治目的。

白宮恐阻氣候變化報告公開
另外，由美國13個聯邦政府部門科
學家聯手編寫的《國家氣候評估》報
告，最近完成初稿，當中提出美國平
均氣溫自1980年以來急劇上升，近幾

十年更是1,500年以來最熱，顯示氣
候變化在美國產生巨大影響。不過，
由於報告與總統特朗普質疑氣候變化
的立場相左，尤其是明確指出氣候變
化主要與人類活動有關，尤其排放溫
室氣體，因此不少參與的科學家都擔
心，白宮可能會在審批過程中作梗，
阻止報告公諸於世。

■《衛報》/《紐約時報》

肯尼亞昨日舉行總統選舉，民調顯
示，尋求連任的總統肯雅塔與主要對手
奧廷加勢均力敵，結果預計最快今天公
佈。2007年選舉結束後，反對派質疑
選舉結果，間接引爆血腥衝突，造成
1,200人死亡，各界都擔心歷史重演。
今屆大選共有8人參選，肯雅塔及奧
廷加的呼聲最高。55歲的肯雅塔是肯
尼亞脫殖後首位總統的兒子，他強調任
內推行多項大型基建項目，讓經濟起
飛。72歲的奧廷加則是第一任副總
統的兒子，他自稱為貧苦階層發
聲，常開腔批評政府貪腐。
肯尼亞有接近2,000萬名選民，當
中51%年齡在18至35歲之間，約
520萬是首次投票，取得青年及首
投族支持將是致勝關鍵。然而，

美聯社分析指肯雅塔及奧廷加來自不同
部族，估計多數選民都會按部族背景投
票。投票昨天清晨6時開始，選民反應
踴躍，部分票站黎明前已出現人龍。

102歲嫗通宵排隊撐總統連任
一名102歲老嫗自1963年就是肯雅

塔家族忠實支持者，她為了投票支持肯
雅塔，不惜通宵排隊，成為首位投票的
選民。進入票站前，她更帶領選舉官員
和投票者禱告，祈求肯雅塔獲勝。
若沒有候選人得票過半，以及在最

少24個郡得票1/4以上，得票最高兩
人須在次輪投票再決勝負。次輪投票將
於首輪結果公佈後30日內舉行。除了
總統外，今次選舉亦會一併選出國會兩
院議員及地區代表。 ■路透社/美聯社

■■大批示威者上街大批示威者上街，，要求要求
祖馬下台祖馬下台。。 路透社路透社

■■示威者形容執政黨非國示威者形容執政黨非國
大為魔鬼大為魔鬼。。 路透社路透社

馬來西亞旅遊和文化部長納茲里昨日宣佈，將從9月1日起
向外國遊客徵收旅遊稅。
納茲里表示，新稅實施後，外國遊客入住大馬任何酒店，每
房每晚會被徵收10令吉(約18.3港元)的旅遊稅；馬來西亞公民
和永久居民免稅。不過，外國旅客只要入住經大馬文化和旅遊
部登記的民宿和鄉村民宿，亦無需繳稅。
納茲里說，徵收旅遊稅預計每年會為馬來西亞帶來2.1億令

吉(約3.8億港元)稅收。
馬來西亞政府原計劃以酒店等級劃分徵收旅遊稅，即五星級

酒店徵稅最高，但由於旅遊部門擔心徵收高額旅遊稅可能削弱
自身吸引力，於是決定改為不分酒店等級徵收。 ■綜合報道

日本汽車製造商萬事得昨日宣佈，成功研製全球首款使用壓
燃式的商用汽油引擎SKYACTIV-X，預計2019年可以發售使
用新款引擎的車輛，並稱新引擎的燃油效能比公司現有引擎高
出20%至30%。萬事得又宣佈，計劃在2025年讓全線車型都
擁有自動駕駛功能。
眾所周知，汽油引擎需要使用火花塞打火，透過點燃空氣和

燃料混合氣產生能量，相反柴油引擎則採用壓燃式技術，通過
活塞壓縮混合氣使之自燃。壓燃式汽油引擎理論上既有柴油引
擎的效能，同時不像柴油引擎般排放大量氧化氮和懸浮粒子，
可說是技術大突破。

■路透社

萬事得首創壓燃式汽油引擎
■■麥肯內妮在報道中讀出連串特朗普麥肯內妮在報道中讀出連串特朗普「「政績政績」。」。

■■萬事得成功研製萬事得成功研製SKYACTIV-XSKYACTIV-X。。路透社路透社

哈佛涉歧視亞裔生 司法部擬調查
美國近年不少大學為了增加少數族
裔學生比率，減少錄取白人及亞裔學
生，導致不少亞裔學生明明成績比較
好，都無法入讀長春藤名校。美國總
統特朗普上台後，積極推翻這類平權
措施，司法部據報便有意介入調查哈
佛大學是否歧視亞裔學生。
在司法部的調查行動之前，美國法

院已經處理過多起類似官司，而目前
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公平入學團體控告
哈佛等3家大學的官司。控方指稱這
幾所大學甄選新生的方式，對白人學
生和亞裔學生形成了不公。根據公平
入學團體的資料，哈佛大學2013年錄
取的亞裔學生比例是18%，其他長春
藤名校亦差不多，顯然是有固定配額

在作祟。

歧視女性 Google工程師被炒
另外，互聯網公司Google一名男性

工程師，日前在內部文件中把科技業
性別不平等歸因於男女生理差異，引
發公憤，Google前日解僱他。發表爭
議文章的工程師戴摩爾承認遭解僱。

Google總裁披猜同日發內部電郵，批
評戴摩爾寫的文件「助長我們工作場
所有害的性別刻板印象，違反公司規
範，也越了界」。不過披猜亦強調支
持員工的言論自由，認為戴摩爾有權
批評公司政策。

■法新社/美聯社/
《泰晤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