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色行動五部曲
1搜集黑材料
搜集其他申辦國的不利消息，包
括國際媒體報道，並確保消息廣
為流傳，使競爭對手被輿論圍
攻。

2聘人「唱衰」
招攬一批記者、網誌作者和名
人，在其他申辦國內發佈不利消
息。有涉事公關公司的實習生
稱，他們曾被指示把網誌觀點粉
飾成普通人觀點。

3組織示威
從情報得知澳洲世界盃申辦委與
澳洲欖球總會就世盃期間場地使
用權問題不和後，暗中動員澳洲
學生組織在欖球賽示威，舉起
「放過欖 Q 球！向世界盃說
不！」標語，營造澳洲民間不支
持世盃形象。

4炒作移民法爭議
美國亞利桑那州當時推行嚴厲的
新移民法，外國人沒有帶備身份
證明文件即屬違法。公關團隊搜
集相關報道，將其炒作成不歡迎
外國人的消息，以及招募示威組
織，打擊美國的申辦計劃。

5游說政客「立法抗盃」
聘用一批美國體育教師以「應把
資金投放高中體育活動」為由，
游說國會議員立法反對申辦世界
盃，並向外報道議案獲得兒童肥
胖關注組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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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FAFIFA前會長白前會長白
禮達曾被當眾禮達曾被當眾「「灑灑
錢錢」」。。 法新社法新社

策劃並發動1995年東京地鐵沙林毒氣襲擊的
日本奧姆真理教13名高層，被判死刑多年後，
近日分兩批先後伏法，令外界再次關注日本死
刑制度的問題。曾經訪問案中受害人寫成《地
下鐵事件》一書的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昨
日罕有地在報章撰文，一向反對死刑的他，在
文中坦言自己「無法公開反對」處決教主麻原
彰晃等人，但認為日本政府不應以本案為由，
堅持維持死刑制度。

反對死刑 訪遺屬寫書
村上春樹的文章刊登於《每日新聞》，英文

版亦同日刊於該報英文網站。他在文章開首先
表明反對死刑的立場，認為死刑作為殺人的終
極刑罰已經不再是世界共識，但承認沙林毒氣
襲擊案卻是一宗特例。村上提到當年撰寫《地
下鐵事件》過程中，花了一年時間訪問受害者
和死者家屬，深切體會到他們的悲傷、痛苦和
憤怒後，「至少在這宗案件上，我實在無法公
開表示『我反對死刑制度』。」
村上表示，《地下鐵事件》是他極少數重讀

時仍然會感觸落淚的作品之一，因為每當讀到
書中內容時，都會想起訪問遺屬的每一幕，
「你可以說我多愁善感，但作為寫小說的人，

我不想壓抑這種情緒，而且盡量想將之與讀者
分享。」雖然如此，村上認為法庭面對遺屬時
卻不應該輕易被情感所左右，例如遺屬堅持判
犯人死刑時，法官往往會循這方向考慮；如果
遺屬認為不應判死，法官也會受到影響。他因
此質問：「因為遺屬情緒而決定一個人的性
命，真的算是公義嗎？」
村上承認無法單純地論斷「集體處決」13名

死刑犯的做法是對是錯，但認為外界不應放棄
思考奧姆真理教相關案件的教訓，任何人亦不
應該以這宗案件為由主張維持死刑制度。

■日本《每日新聞》

麻原彰晃等13人處決 村上春樹：無法公開反對

《星期日泰晤士報》取得多封告密電郵，告密者自稱是曾與卡
塔爾申辦籌委會共事的人士，聲稱獲得多份文件證明卡

塔爾為贏得世界盃主辦權，向紐約公關公司Brown Lloyd James
支付100萬英鎊(約1,029萬港元)，並僱用多名中情局(CIA)前職
員，針對主要競爭對手澳洲及美國散播負面宣傳。

表決主辦權前7個月行動
告密者取得的一封電郵以「策略」為題，由公關公司主席霍爾
茨曼撰寫，他曾經獲公關雜誌PRWeek評選為「年度公關」，收
件方則為卡塔爾申辦委高級顧問。信件開首便稱，「在過去4個
月內，我們進行深入的行動削弱2018年及2022年的世界盃申辦
國，尤其是澳洲和美國」。信件亦顯示，黑色行動於FIFA表決
2022年世界盃主辦權前7個月、即2010年5月已開始。

游說美國會提反世盃議案
信件詳細指出卡塔爾的行動，包括收買有影響力的人，讓他們
發佈輿論攻擊美國及澳洲申辦世界盃，製造美澳國內「零支持」
的形象，以及向一名美國教授支付9,000美元(約7.06萬港元)酬
勞，由對方撰寫一份有關舉辦世界盃損害美國經濟的論文。他們
的勢力甚至到達美國國會，在FIFA投票的同一個星期內，曾動
員全美體育科教師游說議員支持一項反對舉辦世界盃議案。
消息人士表示，他取得卡塔爾申辦委副主席塔瓦迪的一份電
郵，顯示他們對計劃知情，指卡塔爾在申辦2016年奧運主辦權
時，亦使用同一手段。
FIFA評審世界盃申辦國的核心標準之一，正是世界盃是否獲

申辦國國民大力支持。FIFA亦禁止任何申辦國對其他協會成員
的申辦活動發表任何口頭或書面評論，無論態度是支持或反對。
若消息屬實，卡塔爾便是違反規定。卡塔爾昨日駁斥相關報道，
宣稱世界盃申辦過程中完全符合FIFA規定。

■《星期日泰晤士報》

電郵揭舞弊新證 炮製假輿論唱衰美澳

卡塔爾涉抹黑對手奪辦世盃

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的申辦過程早已被指存在嚴

重貪污舞弊，如今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又再揭

發，卡塔爾2010年申辦世界盃時，曾進行名為「黑

色行動」的抹黑宣傳，在主要對手美國、英國和澳洲

等地，聘用專家及名人炮製反對申辦的假輿論，營造

國內「零支持」的印象，試圖左右國際足協對其他申

辦國的觀感。他們甚至促成在美國國會提案，試圖立

法阻止美國申辦世界盃。

美國總統特朗普昨日表示，若民主黨拒
絕投票通過華府提出的修改移民法例，包
括在接壤墨西哥邊境興建圍牆及取消簽證
抽籤制度，他寧願令聯邦政府陷入停擺。
聯邦政府今屆財政預算年度在9月30日結
束，如果特朗普在10月1日令政府停擺，
勢必打擊共和黨在11月中期選舉的選
情。
另一方面，特朗普早前下令，對進口汽

車可能威脅國家安全展開調查，考慮對進

口汽車徵收高達25%關稅，引發各汽車出
口國家憂慮。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歐
盟、日本、墨西哥及韓國官員，明日將於
日內瓦舉行會議，商討對策。外界估計，
各國可能向美國實施報復性關稅，又或向
世界貿易組織申訴，挑戰美國的措施。

多國代表商抗美汽車關稅
特朗普 5月下令商務部啟動「232條
款」調查，預計數周內完成，商務部將於

270天內向特朗普提交建議報告，特朗普
有90天時間決定是否採納。多國政府及
汽車業人士批評美國向進口汽車徵稅，將
導致成本上升及打擊銷售，重創全球汽車
業。消息人士指出，多間大型車廠的管理
層近日曾碰頭，表達對美國啟動調查的憂
慮，並商討協調對策。
特朗普3月宣佈加徵鋼鋁關稅後，加拿

大、歐盟及墨西哥先後推出報復性關稅還
擊，暫時未知今次各國會否採取相同做

法，而另一選項則是向世貿申訴。
美國與歐盟上周三達成貿易協議，美國

暫緩向歐盟汽車徵收關稅，換取歐盟對美
國進口貨品減少貿易壁壘，令貿易戰降
溫，但還需在國安調查完成後，才能確認
特朗普的最終決定。鑑於貿易戰陰霾，美
國多家車廠已調低全年盈利預測，投資者
擔心貿易糾紛損害車廠利潤及銷售額，紛
紛拋售汽車股。

■美聯社/路透社

特朗普威脅停擺 促民主黨通過移民法

《泰晤士報》取得的告密電郵，
透露卡塔爾世界盃申辦委員會高級
顧問尼邁赫與美國公關公司的信
件，顯示雙方熟悉並一直在修正
「黑色行動」，兩人商談在網誌抹
黑美國時，更言談甚歡，仔細斟酌
用字和內容。
卡塔爾被揭於2010年向非洲足

協支付 180 萬美元(約 1,413 萬港

元)，名義上支持其舉辦會議，實質
是希望收買支持。告密電郵指，卡
塔爾曾與美國公關公司合作化解輿
論壓力。
告密電郵表示，公關公司曾在網

誌上扮成普通網民發表評論，並預
先給尼邁赫過目，當中一句寫道
「我總是覺得當中一定有更多關於
權力和種族的黑幕，有關卡塔爾與

非洲的報道滲透着一股殖民勢力的
怒火」。尼邁赫對評論感到滿意，
認為它成功誤導公眾和削弱對手，
但指對方不用提及種族，因為談及
美國內部問題已經足夠，並希望有
更強力的論點淡化卡塔爾與非洲足
協的關係。報道指，現時有關文章
仍刊於美國和澳洲有關足球的網
誌。 ■《星期日泰晤士報》

國際足協(FIFA)就卡塔爾世界盃
籌委會的操守問題，曾展開長達兩
年的調查，但最終未有成果，調查
的法官更因報告被修改憤而辭職，
早令俄羅斯和卡塔爾的世界盃主辦
權蒙上陰影。今次的告密電郵揭示
大量證據，其威信或會遭受沉重打
擊。
FIFA在2012年媒體大肆報道世

盃申辦醜聞後，聘請美國著名法官
加西亞進行獨立調查，外界當時預
期他會平息爭議。但他在兩年調查

期內從未獲FIFA正式放權，不能
取得有用文件，亦不可以強制關鍵
人物與他會面。加西亞2014年宣
佈請辭，指責協會扭曲他的調查報
告。
另外，卡塔爾取得2022年世界

盃申辦權後，推出大型基建計劃，
銳意將海灣小國打造成國際體育盛
事賽場，但計劃代價甚巨。據報，
建造場館期間共造成約1,200名工
人死亡，當中大部分是移民。

■《星期日泰晤士報》

收買非洲足協 水軍評論解輿論壓力

查兩年無果 FIFA再損威信

■■特朗普特朗普((右右))為中選造為中選造
勢勢，，但多項政策威脅共但多項政策威脅共
和黨選情和黨選情。。 路透社路透社

■■卡塔爾球迷慶祝卡塔爾球迷慶祝
國家主辦世盃國家主辦世盃。。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澳洲球迷得悉失落主辦澳洲球迷得悉失落主辦
權後大感失望權後大感失望。。 法新社法新社

■■卡塔爾卡塔爾20222022年年
世盃模擬圖世盃模擬圖

■■19951995年東京地鐵沙林毒年東京地鐵沙林毒
氣襲擊震驚全球氣襲擊震驚全球。。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