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卿提12伊核條款 威脅最嚴厲制裁

特朗普「縮沙」研撤美朝峰會
憂朝變臉成政治災難 急電文在寅諮詢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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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昨日在保守派智庫
「傳統基金會」發表演說，是出任國務卿

以來首次重要外交政策演講。他提
到伊朗核問題時，向伊朗提出12項
要求，表明應在談判新的核協議時
加入，當中包括必須停止提煉濃

縮鈾，以及釋放所有在
伊朗失蹤或被扣押的
美國公民。蓬佩奧強
調，美方將施加前所
未有的財政壓力，
令伊朗重回談判桌，

警告伊朗若不改變其強硬政策，華府將
實施史上最嚴厲的制裁措施。
蓬佩奧為總統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協議

辯護，形容協議失敗，引發中東地區局
勢動盪。他呼籲談判新的核協議，取代
2015年前總統奧巴馬政府簽訂的伊朗核
協議，並指特朗普傾向讓國會確認協議
成為條約。

禁提煉濃縮鈾 停支持胡塞武裝
他提出新協議應包括12項「基本要

求」，2015年協議容許伊朗在嚴格限制

下提煉濃縮鈾，美國要求在新協議中，
伊朗必須停止提煉；檢查人員須獲准進
入伊朗所有核設施檢查，包括所有軍事
地點。此外，伊朗須停止支持也門胡塞
武裝、從敘利亞撤走所有部隊、停止支
援真主黨游擊隊及威脅以色列。
蓬佩奧強調，美國將確保伊朗無任何

途徑發展核武，他同時表示，若伊朗同
意徹底改變其強硬政策，美方願意作出
讓步，在新協議下，美國將解除所有對
伊朗的制裁、恢復全面外交關係及貿易
聯繫，並會協助推動伊朗經濟現代化。

他重申美國希望推動和平與安全的努
力，能為長期受苦的伊朗人帶來成果。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前日預報蓬

佩奧的演說時，形容是特朗普政府對抗
伊朗的「B計劃」。白宮官員稱，這項
方案旨在團結一個全球聯盟向伊朗施
壓，讓其加入「一個新安全架構」的談
判。伊朗一名高官員稱，蓬佩奧的言論
反映美國企圖尋求伊朗政權更替，又批
評美國希望向伊朗施壓，迫使伊朗屈服
及接受其非法要求。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朝鮮早前宣佈最快將
於明日起銷毀豐溪里核
試驗場，並邀請韓國、
美國、英國、中國和俄
羅斯記者到場採訪，不
過直至昨日，朝方仍然
拒絕接收韓國提交的記
者名單，記者團昨日前
往北京的朝鮮駐華大使
館試圖申請簽證，但慘
吃閉門羹。至於中美俄
英4國的記者團則已獲
發訪朝簽證，今日上午
會乘坐朝方安排的專機
前往元山，韓國傳媒昨
日報道朝方要求每名外
國記者支付1萬美元(約
7.8萬港元)簽證費，但報
道未獲證實。
韓國政府自上周五

起，先後多次向朝方提
交記者名單，但一直未
獲受理。統一部發言人
白泰鉉昨日表示，韓方
昨晨再次嘗試通過板門
店聯絡渠道，向朝發

送記者名單，

但朝方稱上級沒任何指
示，拒絕接收。對於朝
鮮會否在排除韓國記者
的情況下，按原計劃拆
除核試驗場，白泰鉉僅
表示韓方期待拆除活動
按原計劃進行。韓國統
一部部長趙明昨日表
示，邀請韓國媒體見證
核試場拆除活動是朝方
在朝韓峰會上親口所
說，希望朝方採取積極
措施。

韓8人記者團滯華
由韓國News1新聞社

和MBC電視台8名記者
組成的韓國記者團，昨
日按原定計劃分兩批抵
達北京。得知朝鮮再度
拒收名單後，部分韓國
記者來到位於朝陽區
的朝鮮駐華大使
館門前，但不
知道是不

是領事部辦公時間已過
的緣故，朝使館的大門
緊閉。韓聯社報道，韓
國記者團昨日較早時曾
考慮直接向朝鮮駐華使
館申領簽證，但後來還
是決定繼續等待韓朝官
方之間的磋商結果。面
對韓日兩國媒體30多名
駐華特派記者的輪番提
問，韓國記者團表示，
還在待命，並在討論下
一步怎麼辦，目前無法
給出明確答覆。
韓國政府表示，板門

店的韓方聯絡官今日會
在佛誕假期繼續上班，
盡最後努力聯絡朝方。
另一方面，《6．15共
同宣言》實踐韓方委員
會昨日表示，由於朝方
委員會尚未發函，邀請
韓方於23日至26日赴朝
討論朝韓聯合舉辦《6．
15 共同宣言》紀念活
動，原定明日訪朝之行
恐難成行。據悉韓國民
間人士訪朝前，需持朝
方邀請函提前7天取得
統一部批准。

■韓聯社/
《韓國時報》

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在twitter發文，嚴厲
指控前總統奧巴馬時代的司法部或聯邦調查
局(FBI)，可能出於政治目的，滲透或監控他
的競選團隊，已正式要求司法部調查。民主
黨籍加州聯邦眾議員劉雲平批評特朗普此舉
形同干預司法。
《紐約時報》上周五引述知情人士稱，
FBI前年7月曾派一名在英國教書的教授，
分別與3名特朗普陣營顧問佩奇、克洛維斯
和帕帕多普洛斯傾談，報道形容這名教授是
「線人」而非間諜，還說FBI正調查3人與
俄羅斯有可疑聯繫的證據。《華盛頓郵報》

也稱此人是FBI和中央情報局(CIA)長期合作
的「美國情報消息人士」。不過特朗普及其
支持者認為，此人很可能是奧巴馬政府派來
探查其競選陣營的間諜，認為若然屬實，會
比水門案更嚴重。

朱利亞尼：特檢官或9月前停查通俄
另一方面，特朗普的律師團成員、前紐約

市長朱利亞尼前日表示，特別檢察官米勒有
關俄羅斯涉嫌干預前年美國大選，以及可能
勾結特朗普競選團隊的調查，或於9月1日
前結束。米勒發言人拒絕置評。

朱利亞尼表示，米勒辦公室約一個月前向
他提供時間表，米勒團隊指出，關鍵是特朗
普會否接受問話，若特朗普同意於7月接受
問話，則針對特朗普的調查，包括他有否妨
礙司法公正或勾結俄國干預2016年大選的調
查，可望於9月1日前結束。
朱利亞尼稱，他正試圖說服特朗普同意接

受米勒約談，特朗普或同意在7月4日美國
國慶日前後與米勒見面。朱利亞尼同時警
告，漫長的調查可能會影響11月中期選舉。

■美聯社/
法新社/路透社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的辦公室昨日
宣佈，將成立特別調查組，調查國家主
權財富基金「一馬發展公司」(1MDB)資
金遭挪用一案，主要工作是追討被挪用
的資金，並對涉案人士採取法律行動。

特別調查組由馬來西亞前總檢察長帕
蒂爾領導，成員來自反貪機構、警方、
總檢察長辦公室，以及之前被前總理納
吉布解散的調查小組。特別調查組工作
包括聯絡美國、瑞士、新加坡和加拿大
等國家的執法機關，追查一馬資金去
向。
馬哈蒂爾上台後，下令反貪腐委員會

(MACC)重新調查一馬醜聞，包括一馬
旗下公司SRC國際曾將1,060萬美元(約
8,320 萬港元)轉入納吉布私人賬戶事
件。MACC已傳召納吉布今日到委員會
作供。 ■法新社/路透社

特朗普促查奧巴馬政府「間諜計」 大馬專隊查「一馬」資金去向

6月12日的美朝領導人「特金會」能否如期舉行，出現愈來愈多變數。朝鮮對韓國和美國的態

度在過去一周突然180度轉變，多次要挾取消峰會，雖然韓國政府對外仍然宣稱對朝鮮有信心，

但美國總統特朗普似乎另有想法。美國傳媒報道，特朗普對於朝鮮態度突變感到驚訝和憤怒，擔

心如果真的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見面，可能會弄巧反拙變成政治災難，因此近日多番向幕僚詢問

應否應約，甚至在韓國總統文在寅訪美前3日，急急地致電對方問意見。

多名白宮及外交官員稱，自朝鮮上周三發聲明表示對美
朝峰會「三思」後，特朗普大為緊張，要求幕僚研究

應否繼續籌備峰會，更於美國時間周六深夜致電文在寅傾談
30分鐘，要求對方解讀平壤態度突變的原因。部分華府官員
推測，特朗普對於「特金會」真的感到非常不安，因此即使
文在寅還有幾日便抵達白宮與他會面，他仍然急不及待地致
電對方。

邀功心切恐遭朝利用
雖然「特金會」很多詳情仍未敲定，但特朗普近期已經多
番以此作為個人外交政績，向支持者邀功，反映他對峰會成
功的渴求。不少幕僚擔心朝鮮或會利用特朗普的心理，作出
一些根本不會遵守的承諾，換取特朗普在重大問題上讓步。

缺朝核認識不利談判
最令幕僚擔心的，是特朗普和金正恩兩人對朝鮮核問題熟
悉程度的分別。據一些前幕僚表示，與前總統奧巴馬和布什
不同，特朗普一直拒絕閱讀有關朝核問題的詳細報告，對朝
鮮鈾濃縮能力、核武生產和導彈計劃等，都缺乏認識。此
外，目前特朗普政府很多高官都沒有與朝談判經驗，包括新
任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韓國官員更透露，博爾頓幾乎每日
都會聯絡韓方官員，由對方幫手制訂談判策略。
與此相反，金正恩明顯對自家的核計劃了如指掌，
文在寅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親自見過金正恩後，
都得出同一結論。
華府官員至今仍然預期金正恩將在峰
會上承諾無核化，並就未來半年內交
出一定數量核武定下時間表。數月
前退休的國務院前朝鮮政策特別
代表尹汝尚表示，要求朝鮮
短時間內無償棄核非常不
現實，估計特朗普最終
還是會被迫接受「逐
步棄核」模式，如同
歷任美國總統一

樣，「因為沒有其他可行方法」。

以為兩人博弈「準備錯了遊戲」
喬治敦大學教授、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亞洲事務頂級專

家格林在學術期刊《外交事務》撰文指，特朗普可能以為美
朝峰會是他與金正恩之間的博弈，但金正恩則視為「多人的
雙棋局」，第一盤棋是朝核計劃的未來，第二是北亞的地緣
政治前景，而且金正恩已在考量特朗普時代過後的事情，形
容特朗普是「準備錯了遊戲」。

■《紐約時報》

朝
拒
韓
採
訪
拆
核
試
場

傳
索
7.8
萬
簽
證
費

■朝韓峰會
成功舉行，
但重頭戲美
朝峰會或難
產。美聯社

■■韓國記者團在朝鮮駐華使館前韓國記者團在朝鮮駐華使館前
接受其他媒體訪問接受其他媒體訪問。。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特朗普擔心美特朗普擔心美
朝峰會成為政治朝峰會成為政治
災難災難。。 路透社路透社

■■納吉布日前出席活動時納吉布日前出席活動時
勉強擠出笑容勉強擠出笑容。。 法新社法新社

■■蓬佩奧為特蓬佩奧為特
朗普退出伊朗朗普退出伊朗
核協議辯護核協議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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