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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積極回應要求 日方口頭重申「非核三原則」卻與美密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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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閱兵夢碎 特朗普赴巴黎回味

朝鮮近年多次進行核試和試射彈道導彈，韓國和

日本均有聲音要求引入核武抗衡，引起重大爭議。

日本《朝日新聞》昨日報道，日本政府在1967至

1968年間，曾多次與美國秘密磋商，計劃在日本

部署搭載核武的反彈道導彈系統(ABM)，抵禦當時

成功開發核武不久的中國。

美國總統特朗普去年應邀出席法國
國慶閱兵，結果一看上癮，今年初遂
下令照辦煮碗在華盛頓舉行大型閱
兵。不過美國傳媒前日報道，國防部
評估閱兵開支可能高達9,200萬美元
（約7.22億港元），是最初預算的3
倍以上，報道刊出不久，國防部便宣
佈將原訂11月10日退伍軍人節前舉行
的閱兵，「至少」延後至明年才舉
行。華盛頓閱兵「夢碎」，特朗普昨
日在twitter表示會改於11月11日到巴
黎觀看一戰結束百周年閱兵。

美國對上一次閱兵已是1991年，當
時美國為慶祝海灣戰爭結束，特別舉
行閱兵儀式。特朗普去年訪問法國
後，提出仿效法國舉行閱兵，白宮今
年較早前估計，總開支將介乎1,000萬
至3,000萬美元（約7,850萬至2.35億
港元）。
國防部原訂的11月10日閱兵，原本

是要配合年度退伍軍人節巡遊，並紀
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00周年。按
原訂計劃，閱兵隊伍將由白宮巡遊至
國會山莊，涵蓋海陸空三軍、海岸防

衛隊和海軍陸戰隊，空軍戰機則在上
空飛越。國防部資料顯示，空軍在閱
兵儀式上將扮演重要角色，相反陸軍
不會派出重型坦克參加，以免損毀道
路，只有8輛坦克及多輛裝甲車會亮
相。

預算7億 為美韓軍演6倍
特朗普昨日在twitter發文，將取消

閱兵歸咎於「政客收費太高」。但報
道引述國防部預算指9,200萬美元估計
開銷中，約5,000萬美元（約3.92億港

元）是國防部本身開支，包括運送士
兵、飛機和軍械到華盛頓，其餘則是
保安支出，未見與特朗普口中的「政
客」有關。退伍軍人組織不滿閱兵開
支過高，促請當局把資源用於退伍軍
人身上。
特朗普曾以軍演費用高昂為由，取

消與韓國的聯合軍演，當時國防部估
計美韓軍演費用約1,400萬美元（約
1.1億港元），遠低於報道中的閱兵開
支。據報國防部長馬蒂斯一直未批准
閱兵計劃。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中國在1964年首次成功試爆核彈，兩年後成功試射搭載
核彈頭的導彈。當時正值冷戰高峰期，中國核試成功令

日本極度關注，時任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於1966年11月，在國
防會議上要求官員聯絡美國，防範中國的核威脅，時任日本
自衛隊參謀長天野良英不久後向美方要求提供相關情報。日
本外務省及防衛省於同年12月，向美方表達部署ABM的意
向。
日本與美國1967年成立「日美安全保障高級事務委員會」
(SSC)，討論亞洲地區安全事務，日本則期望爭取美國向日本
移交沖繩主權。SSC於同年5月至翌年1月間舉行3次會議，
商討在日本部署ABM。

已論及日防禦力與華水平
美國政府解密的會議記錄顯示，時任日本外務事務次官牛場
信彥在1967年5月的會議上，提到日本國民有呼聲要求配備
ABM，關注系統能否阻截中國的中程導彈。美國官員則利用總
統專用的文件回應日方疑問。在同年8月第二次會議，美國駐
日大使約翰遜表明，會確切考慮日本的意向。
1967年9月，時任美國總統詹森政府宣佈引入ABM系統，
外界憂慮引發美蘇核競賽，華府同年12月向美國駐各地大使
館發出指示，對盟國提出引進ABM的要求消極處理，唯獨日
本例外。據報美國國務院希望透過ABM，避免日本自行開發
核武。
佐藤榮作於1967年12月重申「不擁有、不生產、不引進」

核武的「非核三原則」。不過日美仍繼續秘密磋商部署
ABM，1968年1月，雙方已討論日本導彈防禦能力與中國核
武發展水平，甚至提到ABM對陸地可能造成的輻射污染，還
有自衛隊使用系統等具體議題。

反戰思潮強烈終致告吹
然而在1968年1月，美軍「企業」號核動力航空母艦抵達
日本佐世保基地，觸發日本連串示威，佐藤榮作再次強調非
核三原則，日本對ABM的態度亦轉趨冷淡。同年6月SSC再
次舉行會議，日本要求不再討論ABM事宜，計劃因而告吹。
日本近畿大學法學部副教授吉田真吾表示，日本國民反核
情緒高漲，加上ABM成本效益不明，亦可能引起周邊國家不
安，促請日本政府公開與ABM相關的文件，讓學術界能作更
清晰研究。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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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被揭曾暗中與美國商
議，部署搭載核彈頭的反導系
統，日本《朝日新聞》批評，
日本外務省以可能損害與別
國的互信關係為由，不願
公開當時的外交文件，
使日美對反彈道導彈
系統(ABM)的討論，
事隔半世紀後仍
然成謎。

日本在二戰後一直以「非核」為基
本國策，時任日本首相佐藤榮作1967
年更明確提出「非核三原則」，然而
日本同時正與美國討論部署ABM，兩
者明顯相悖。

或可供今核爭議參考
近年朝鮮核武和導彈技術發展迅

速，日本亦加強彈道導彈防禦系統
(BMD)自保，雖然BMD無須搭載核

武，但日本已再有聲音反思「非核三
原則」與依靠美軍核保護傘之間，
可能存在矛盾，自民黨更有成員
提出日本擁核主張。
《朝日新聞》指出，當年
日美就 ABM 的討論過
程，對現今日本的爭議
具參考價值，促請當
局公開文件。

■綜合報道

以恐損外交關係為由 日拒公開文件

反彈道導彈系統(ABM)是早期
的導彈防禦系統，美國政府於1967
年首次宣佈成功開發。有別於現代
的「薩德」或「愛國者」等系統，當
時導彈防禦技術落後，無法直接打擊
敵方射出的導彈，ABM主要利用核爆破
方式，摧毀敵方核彈頭，故產生輻射污染

的風險也較高。
ABM主要由兩組導彈組成，包括射程覆
蓋大氣層外的「斯巴達」導彈，它在大氣
層外引爆後，發出的X射線能使敵方導彈
失效。
若有敵方導彈成功重返大氣層，ABM會
發射「斯普林特」導彈，在大氣層內引爆

敵方目標，兩種導彈均搭載核彈
頭。
美國宣佈開發ABM系統後不久，

便與蘇聯就軍備競賽談判，雙方簽署
《反彈道導彈條約》，加上美中關係改
善，美國最終放棄在日本部署ABM。

■綜合報道

早期防禦系統 引爆敵方核彈頭

普京今晤默克爾 或因特朗普扭轉對立關係

涉種族清洗羅興亞人 美制裁緬軍6目標
美國財政部昨日宣佈，對4名緬甸

軍方及邊防衛隊指揮官，以及兩支
軍方步兵師實施制裁，指他們以暴
力將若開邦的羅興亞穆斯林趕離家
園，並暴力對待克欽邦及撣邦的少
數族裔，嚴重侵犯人權及進行種族
清洗。
美國財政部專責恐怖主義及金融情

報事務的副部長曼德爾克指出，緬甸
保安部隊參與暴力行動，針對緬甸各
地的少數族裔，包括種族清洗、屠
殺、性侵、法外處決及其他嚴重侵犯
人權暴行。
華府要那些打壓羅興亞穆斯林的人

為事件負責，今次制裁行動是華府政
策其中一環。

另一方面，大批羅興亞人為逃避軍
方鎮壓，逃往鄰國孟加拉躲避，但當
地難民營近期發生連串血腥殺戮，營
內3名備受尊崇的領袖遇襲身亡，警
方懷疑是羅興亞人幫派之間的權力鬥
爭引發，令難民營內人心惶惶，當局
準備加強警力，保護營內近100萬名
難民。 ■法新社/路透社

俄羅斯總統普京今日到訪德國，
在柏林會晤德國總理默克爾，料談
及敘利亞內戰及能源供應等議題。
雖然俄羅斯近年因烏克蘭衝突，與
德國等西方國家關係轉差，但美國
總統特朗普針對俄國的制裁逐漸升
級，加上美歐爆發貿易糾紛，普京
與默克爾的會面或發出訊息，顯示
兩國不會向特朗普壓力屈服，有助
兩人扭轉過往對立關係。

齊保「北溪二號」項目企業
德國和俄羅斯一直推動「北溪二

號」天然氣管項目，讓俄國向德國輸
出天然氣，特朗普批評德國過分依賴
俄國能源供應，「完全被對方控
制」。華府早前宣佈對俄制裁，報復
俄國向前俄特工斯克里帕爾落毒，鑑
於第二輪制裁可能影響參與「北溪二
號」項目的企業，今俄德雙方存在共

同利益，對抗華府施壓。
德國外交關係協會俄羅斯問題專家

邁斯特表示，普京可於今次會面中，
要求德國和歐盟勿支持華府對俄制
裁，並向華府顯示「美國盟友仍會與
俄羅斯打交道」。同時，德國接收不
少逃避內戰的敘利亞難民，默克爾可
能要求支持敘總統巴沙爾的普京協
助，盡快平息戰亂，讓難民早日回
國，紓緩德國的壓力。 ■美聯社

■■華盛頓閱兵儀式延期華盛頓閱兵儀式延期，，特朗普表示會改赴特朗普表示會改赴
巴黎觀看一戰結束百周年閱兵巴黎觀看一戰結束百周年閱兵。。 法新社法新社

■現代的「薩
德」反彈道導彈
系統。資料圖片

■■印尼警方在亞運場館外巡邏印尼警方在亞運場館外巡邏。。 路透社路透社

第18屆亞運會今日在印尼首都雅加達揭
幕，國際特赦組織表示，印尼警方從今年
初開始，加強打擊犯罪分子，至今在全國
槍殺了77名觸犯輕微罪行的疑犯，較去年
同期大幅增加64%，批評警方使用「不必
要及過度武力」。
國際特赦組織印尼分部執行主任哈米德
表示，在今年1月至8月間，警方在亞運舉
行地點雅加達及巨港的掃蕩行動，擊斃了
31名涉及街頭罪行的罪犯。
印尼警方上月稱，在兩星期的打擊街頭

暴力罪案行動中擊斃11人，另有數十人因
拒捕被警員開槍擊傷。儘管面對各方批
評，但印尼國家警察總長狄托重申，若疑
犯反抗，警員有權開槍。狄托去年曾讚揚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鐵腕掃毒，表示「只
要我們開槍，毒販便會落荒而逃」。
多個人權組織憂慮當局以「公眾安全」

為擋箭牌，肆意射殺罪犯。哈米德批評印
尼警方濫用武力，「即使主辦國際體育盛
事，也不能犧牲人權」，呼籲當局立即調
查所有疑犯被槍殺案件。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