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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3名來自不同界別及不同機構的頂
尖科學家，過去10日內相繼因為學術醜
聞請辭，反映美國學術界對於違反道德
標準的研究方法，容忍度愈來愈低。
3名科學家中，最著名的要數紐約紀念
斯隆．凱特林癌症研究中心的醫療總監
巴塞爾加。他本月初被揭發曾接受藥廠
或醫療企業數百萬美元資助，但從未在
名下研究報告中披露，涉嫌隱瞞利益衝
突關係，最終他在13日宣佈辭職。
另一名科學家則是康奈爾大學食物與
品牌實驗室主任萬辛克，這位以研究薄
餅聞名的科學家，去年被揭發數十份研
究報告結果反常、過於正面，今年2月更
有媒體公開他與一名研究人員的對話記

錄，顯示他曾建議對方刪減研究數據，
令結果看起來更「搶眼」。經過一年調
查，康奈爾大學上周四證實萬辛克行為
不當，即日起停職，並於本學年完結後
離任。
最後一名科學家則是達特茅斯學院公

共衛生教授衛爾奇，他在《新英格蘭醫
學期刊》上發表的論文被指剽竊，已於
上星期辭職。
監察學術研究的組織「Retraction

Watch」創辦人奧蘭斯基表示，愈來愈多
案例浮面是好事。他指過往學術界擔心
公開討論這些問題，會減低學術界可信
性，但唯有提升透明度，才可以讓公眾
更了解學術研究過程。 ■法新社

澳洲最大城市悉尼興建新機場計劃啟
動，西悉尼機場昨日正式動工，預計
2026年落成啟用，有助處理料大幅增加
的旅客。澳洲總理莫里森出席動土儀式
時，形容新機場將成為澳洲未來經濟支
柱之一，創造大量職位。

創3.8萬職位 料2026年啟用
新機場造價達36億美元(約 280億港

元)，首階段工程完成後，預計每年可處
理約1,000萬名旅客。莫里森指出，這項
大型工程可創造1.1萬個職位，到2026年

機場正式投入服務後，再額外提供2.7萬
個新職位，大大提振澳洲經濟。對於新
機場計劃延遲多時，莫里森說笑稱「這計
劃拖延了很久，比我活在地球的時間還
要長」，同時感謝自由黨籍前總理特恩布
爾和阿博特，積極推動新機場計劃。
全球航空市場持續增長，預計到2036

年，全球旅客人數將增至78億，在廉航
不斷發展帶動需求下，悉尼未來20年的
旅客人次料增加一倍，即使解除目前悉
尼機場的航班限制，仍無法滿足需求，
令興建新機場的聲音高漲。 ■綜合報道

總部設於新加坡的電召車應用程式Grab，
早前同意併購美國同業Uber在東南亞的電召
車和送餐業務，引起東南亞多國關注，並展
開反壟斷調查。新加坡競爭和消費者委員會
昨日裁定，這項併購交易違反競爭條例，向
兩間公司合共罰款950萬美元(約7,400萬港
元)。
委員會批評Grab在交易後，提高車費10%

至15%，又利用與合作夥伴達成的協議，禁
止旗下司機使用其他電召車平台，阻止競爭
對手加入，損害市場競爭環境。除下令罰款
外，委員會亦勒令Grab將車費調回交易前水
平，以及取消對旗下司機的限制。
Grab新加坡公司總經理林克捷指出，公司

是於符合司法權利下，與Uber完成交易，強
調無意違反競爭法。 ■綜合報道

「地中海救援組織」(SOS Mediterranee)和
人道組織「無國界醫生」前日表示，他們共
同營運的難民救援船「水瓶座」號，遭巴拿
馬海事局吊銷註冊，導致無法執行救援工
作，對地中海人道任務造成沉重打擊，批評
意大利政府公然向巴拿馬施加經濟和政治壓
力。
不少從利比亞乘船出發的難民，均以意大

利為跳板進入歐洲大陸，意國政府曾多次拒
絕難民船泊岸。「水瓶座」號是地中海現時
唯一一艘非政府的難民救援船，若無法在其
他國家註冊，便需停止運作。

逼巴拿馬吊銷救援船註冊
「水瓶座」號上月曾遭直布羅陀撤銷註

冊，在法國馬賽港口停泊19日，上周在巴拿
馬取得船舶註冊後再度啟航，但意大利投訴
「水瓶座」號拒絕接載難民返回原居地，並
拒遵照利比亞海岸防衛隊的指示。巴拿馬政
府最終宣佈，在意大利要求下，以救援船未
有尊重國際法律程序，吊銷對方的註冊。
地中海救援組織和無國界醫生回應指，

「水瓶座」號完全符合巴拿馬海事標準，對
當局的決定感到震驚，稱此舉會令大量尋求
庇護的難民葬身大海。他們敦促歐洲國家即
時向「水瓶座」號發出註冊許可，讓船隻懸
掛新國旗繼續運作，又或要求巴拿馬不要屈
服於意國壓力，重新讓船隻註冊。無國界醫
生緊急行動部主管克萊爾形容，歐盟領袖只
顧自身政治利益而漠視人命。
對移民立場強硬的意大利內政部長薩爾維

尼表示，政府未有向巴拿馬施壓，強調即使
難民船能於其他國家註冊，也不准在意大利
停泊。 ■路透社/法新社

意打擊難民偷渡 阻救援船運作

Grab併購Uber涉壟斷
星罰款7400萬

澳未來經濟支柱 悉尼新機場動工

美學術界連爆利益醜聞
3科學家丟職

今屆選舉的合資格選民逾26萬人，選
民非常踴躍投票，投票率高達

89%，票站外出現長長人龍，選委會前日
宣佈延長投票時間3小時。選委會表示，
投票和點票過程順利，感謝各方為選舉營
造「自由和公平的環境」。根據初步點
票結果，索利赫得票率達58.3%，亞明只
有41.7%，最終結果將於7日內公佈，政
黨期間可入稟法院挑戰結果。

反對派支持者湧上街慶祝
索利赫表示，人民發出清晰和響亮的
訊息，他們追求改變、和平及公義，敦促
亞明根據憲法移交權力。索利赫的支持者
得知結果後，紛紛上街載歌載舞及揮動國
旗慶祝，汽車亦響號和應。有選舉監察團
體表示，今次大選是馬爾代夫恢復民主的
機會，希望反對派陣營履行民主承諾。

亞明留任至11月任期完結
59歲的亞明昨日發表全國電視演說，
表示人民在選舉中表達明確意願，他願意
接受結果，稱已於總統府會晤索利赫，並

祝賀對方當選，他將留任至11月17日任
期完結。亞明形容自己真誠為人民服務，
確保國家經濟繁榮發展。執政黨支持者在
社交網讚揚亞明的貢獻，稱經濟在他管治
下迅速增長。漁農業部長沙尼為首位承認
反對派勝選的官員，他形容國家正邁向新
一頁，希望人民原諒政府以往的過失。
56歲的索利赫為反對黨「馬爾代夫民
主黨」(MDP)創始成員之一，在1994年
首次躋身國會，與同屬MDP的前總統納
希德關係密切。納希德在2012年政變中
下台，其後被控觸犯反恐法，與MDP多
名高層流亡斯里蘭卡，無法參與今次選
舉。在群龍無首下，一向低調的索利赫獲
反對黨派聯合推舉為總統候選人，結果一
戰功成，成為馬爾代夫第6任總統，任期
5年。
印度智庫「觀察家研究基金會」分析

師穆爾蒂表示，反對派聯盟凝聚力不足，
當中兩名前總統加堯姆和納希德更是宿
敵，索利赫上任後首要任務是團結反對
派，並挑選一個各方接受及跨黨派的內
閣。 ■綜合報道

反對派候選人得票近6成

馬爾代夫大選爆冷
總統熱倒 印度洋島國馬爾代夫前日舉行總統大選，反對派候選人

索利赫出乎外界意料，擊敗連任呼聲甚高的總統亞明。索

利赫發表勝利宣言，形容人民發出響亮訊息，渴望公義與

穩定。亞明已承認落敗，表示會和平有序移交權力。

馬爾代夫反對派候選人索利赫意外勝出總統大
選，現任總統亞明連任失敗，有觀察家認為，亞明
在任內積極吸引中國投資，即使他下台，新政府預
料將繼續與中方合作，中國在馬爾代夫的影響力不
會消減。
馬爾代夫位處印度以南約600公里，鄰近印度洋

主要貿易航道。《紐約時報》引述美國智庫「海軍
分析中心」南亞事務分析師薩馬蘭納亞克稱，隨着
中國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已向馬爾代夫投入數
以十億計美元資金，推動當地基礎建設。
薩馬蘭納亞克認為，即使亞明落敗，馬爾代夫與

中國合作亦不會中斷，美國和印度無力填補中方留
下的資金缺口，新政府若要謀求發展，仍須依賴中
國的資金，「中國將能繼續與下任總統合作，對區
域小國而言，中國作為發展資金來源的吸引力，較
國內政治更重要」。 ■綜合報道

印度總理莫迪前日宣佈，承諾為全國
最窮困的5億人口提供醫療保健，將是全
球最大規模的醫保計劃。中央政府和29
個邦政府需每年為此撥款16億美元(約
125億港元)，金額將持續增加，輿論質疑
當局並無足夠資金應付，認為莫迪為爭取
在明年5月大選連任，推出「莫迪醫保」
討好基層選民。
根據計劃，印度最低收入的1億個家
庭，每年將獲得50萬盧比(約5.43萬港元)
的醫療保險，用作治療嚴重疾病，受惠人
數佔全國12.5億人口的4成。政府承諾首
階段會把15萬個社區醫療中心，打造成
具備更多資源及由政府監管的醫療機構，
第二階段會收窄公營及私營醫院的服務水

平差距，參與計劃家庭會獲發一封莫迪的
信函和一張金卡，可在全國任何一間註冊
醫院享用服務。
印度公共醫療系統的設施和人手一直

嚴重不足，有經濟能力的人，會選擇到私
人診所和醫院求醫，收費可高達1,000盧
比(約109港元)，令數以百萬計每日支出
少於2美元(約16港元)的國民難以負擔。
政府估計，一般家庭的逾6成支出用於

藥物和醫療上，許多極貧困的國民甚至選
擇不求診。
反對派人士指出，「莫迪醫保」只令

私人保險公司受惠，國民最終會發現這只
是騙局和選舉伎倆。

■法新社

印度推「莫迪醫保」拉攏基層選民

新政府
仍須依賴中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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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奈爾大學食物與品牌實驗室主任萬
辛克被揭發數十份研究報告結果反常。

■■「「水瓶座水瓶座」」號號

■■反對派候選人反對派候選人
索利赫索利赫((左左))爆冷爆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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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踴躍投票，票站外出現長長人龍。 美聯社

■反對派支持者揮舞旗幟。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