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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斯特拉斯堡聖誕市集周二的恐襲增至
4人死亡，29歲槍手舍卡特與警方駁火後負
傷逃去，當局出動逾700名警員大舉搜捕，3
名警員前日在市內東北部的諾伊多夫區發現
舍卡特，立即上前查問，舍卡特向警員開
槍，警員還火擊斃舍卡特。當局事後封鎖現
場調查，圍觀市民紛紛讚揚警員表現英勇。
法國報章報道，一名女子前日中午報案，
稱看見一名手臂受傷的男子，懷疑是恐襲槍
手，大批警員趕到現場搜查，裝有熱能探測
器的直升機則在上空盤旋。到晚上9時，3名

警員巡邏時發現一名男子形跡可疑，上前查
問之際遭對方開火射擊，雙方爆發槍戰，最
終兇徒被警員擊斃，並確認是在逃的舍卡
特。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早前承認是
其「戰士」發動襲擊，回應西方國家針對
ISIS的攻擊，但內政部發聲明否認這說法。
斯特拉斯堡聖誕市集昨日上午重開，內政

部長卡斯塔內出席重開儀式，斯特拉斯堡市
長里耶斯表示會加強保安，在入口設立檢查
站，限制進入人數，並搜查隨身物品。

■法新社

法聖誕市集槍手被擊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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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受通俄案困擾之際，再陷入另一場司法爭議。消息人

士透露，曼哈頓聯邦檢察官近日展開調查，研究是否有來自卡塔爾、沙特

阿拉伯、阿聯酋等外國捐贈者，前年向總統特朗普就職委員會及親特朗普

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PAC)捐款，以建立與特朗普政府的溝通渠道、換取

美方在外交政策上讓步，以及影響新政府政治立場。白宮回應稱，特朗普

無直接參與就職典禮籌備工作，與事件無關。

美媒引述消息人士稱，特朗普前私人律師科恩遭
調查期間，調查人員查獲資料，促使檢方介

入，決定追查特朗普就職委員會的賬目，主要針對就
職委員會及PAC「現在重建美國」的部分捐贈者，
調查他們是否曾用金錢建立與特朗普政府的溝通管
道、試圖影響華府立場及人事任命。

傳馬納福特被調查
根據聯邦選舉委員會資料，「現在重建美國」
在前年夏季成立，共籌得2,300萬美元(約1.8億

港元)捐款，是特朗普競選團隊主要資金來源。消
息人士表示，曼哈頓檢察官及「通俄案」特別檢察官
米勒團隊已查問證人，調查是否有來自卡塔爾、沙特
及其他中東國家的人士，透過美國中介人向「現在重
建美國」捐款，包括調查負責營運委員會的特朗普前
競選經理馬納福特及特朗普好友巴拉克，在一次地中
海郵輪旅程中，與卡塔爾富商阿爾薩尼會面。
熟悉調查的人士表示，馬納福特涉嫌利用法律漏
洞，安排曾助特朗普競選的好友蓋伊及麥凱，協助營

運委員會。聯邦選舉法例規定，競選活動職員在參與
同一候選人的政治委員會時，需有120日冷靜期，馬
納福特透過讓好友義務工作，避過法律限制。

8億資金或被濫用
檢方同時調查由巴拉克擔任主席的特朗普就職委員

會，有否濫用募集到的1.07億美元(約8.36億港元)就
職典禮資金。根據美國法例，就職委員會需公開最大
的5宗捐款來源，在委員會1.03億美元(約8.05億港
元)開支中，委員會公開來源的捐款達6,100萬美元(約
4.76億港元)，最大捐款者為第一夫人梅拉妮亞前顧
問沃爾科夫領導的活動策劃公司WIS Media Part-
ners，總捐款額達2,580萬美元(約2.01億港元)。
曼哈頓聯邦檢察官近期曾聯絡田納西州地產商人黑

尼，要求對方提供前年捐贈100萬美元(約781萬港元)
予就職委員會的相關文件，包括和委員會成員之間的
信件和會面記錄。黑尼4月曾僱用當時仍是特朗普律
師的科恩，協助就一項核能項目，向能源部申請50
億美元(約391億港元)貸款。 ■綜合報道

美國白宮幕僚長凱利將於本月底離任，接任人選
未定，知情人士近日透露，總統特朗普屬意曾擔任其
競選顧問的新澤西州前州長克里斯蒂出任幕僚長，前
日更與對方會晤，但部分白宮顧問建議由特朗普女
婿、白宮高級顧問庫什納接任，認為庫納什與特朗普
關係密切，過往在白宮的工作亦有亮眼表現。
原為大熱人選的副總統彭斯幕僚長艾爾斯已拒絕

任命，令特朗普需另覓人選，他前日透露仍在尋覓
合適人選，目前心目中有5個人選，大部分均是知
名人士。
知情人士稱，特朗普與克里斯蒂的會面氣氛良

好，特朗普目前最希望克里斯蒂接任。克里斯蒂以敢
言作風見稱，2016年曾競逐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
名，但在新罕布什爾州初選敗北後退選，改為支持特
朗普，並加入其競選團隊出任顧問。

白宮多名顧問則直接向特朗普推薦庫什納，指庫
什納任內取得成績，包括協助美國與加拿大及墨西哥
談判新貿易協議，以及推動刑事司法改革。白宮發言
人桑德斯回應稱，沒注意到庫什納在考慮之列。外界
亦盛傳特朗普前競選團隊副顧問博斯亦為熱門人選，
但據悉博斯並未與特朗普會面。 ■路透社/美聯社

女婿獲白宮顧問薦任幕僚長

參院「反特」通過針對沙特兩決議
美國國會參議院前日通過兩項針對沙特阿

拉伯的議案，包括停止在也門內戰向沙特提
供軍事支援，以及譴責沙特王儲穆罕默德須
為記者卡舒吉遇害負責。
目前參院由共和黨控制，但總統特朗普一

直拒絕就卡舒吉案懲罰沙特，今次參院罕有
地連續兩次與特朗普對着幹。

參議院以56對41票，通過停止在也門內戰
中為沙特領導的聯軍提供支援，決議案獲7
名共和黨議員倒戈支持。
美國於1973年通過《戰爭權力法》，限制

總統在未經國會授權下派軍參戰的權力，今
次亦是國會首次引用該法案通過撤出外國軍
事行動。

譴責穆罕默德下令殺卡舒吉
參院其後再一致通過決議案，譴責穆罕默
德下令殺害卡舒吉。共和黨籍的外交關係委
員會主席科克指出，議案獲通過，展示出美
國人重視的價值。
這兩項決議案仍需眾院批准才能生效，預

計眾院共和黨領袖將極力阻撓。白宮發言人
回應有關卡舒吉案的決議，指華府已對17名
涉案被捕的沙特人士實施制裁，未來美國將
維持與沙特的戰略夥伴關係。
參院共和、民主兩黨部分議員周三承諾，

將在新一屆參院提出議案，停止向沙特售
武。 ■路透社

儘管遭沖繩縣政府和居民強烈反
對，日本政府昨日正式展開美軍駐沖
繩普天間基地遷移工程，於新基地選
址邊野古開始填海工程，約300人到
現時的邊野古美軍基地外示威，更有
人乘橡皮艇到施工海域抗議。東京首
相官邸外也有約100人集會，批評當
局漠視民意。

縣知事批不顧民意
美軍在二戰後長期駐紮沖繩，當地

居民一直要求關閉美軍普天間基地，
而非遷至縣內其他地點。今年9月當
選的沖繩縣知事玉城丹尼表明，強烈
反對強行遷移美軍基地，他前日到東
京與防衛大臣岩屋毅會面，要求延遲
填海。玉城丹尼批評日本政府不顧沖
繩民意，強行製造工程已開始的既定
事實，只會激起居民反對。
示威人士在美軍現有基地前靜坐抗

議，高舉「停止非法工程」、「不要
美軍基地」等標語，示威者包括已故

沖繩縣知事翁長雄志的遺孀。約十多
人亦乘橡皮艇前往填海工程範圍，展
示「下一代不要軍事基地」等標語。
按照計劃，填海工程將新增約160

公頃土地，預料2022年完成。內閣官
房長官菅義偉稱，遷移美軍基地至邊
野古是維持日美同盟、同時解決普天
間基地問題的唯一方法，當局願與沖

繩縣政府合作，減輕駐日美軍帶來的
影響。
專家警告填海區域的海床非常柔軟

和脆弱，填海地未來或需大規模加
固，而這需要沖繩縣政府許可。玉城
丹尼稱屆時會拒絕審批，沖繩縣將於
明年2月24日就搬遷計劃舉行公投。

■綜合報道

美軍沖繩新基地動工 數百人抗議

英國首相文翠珊前日前往比利時布
魯塞爾，就英國脫歐協議細則與歐盟
再作磋商，包括尋求在北愛爾蘭邊界
「後備方案」爭取歐盟政治及法律保
證，不過會議未取得成果。文翠珊發
言時表示，未來數日仍會和歐盟討論
協議細則，但承認雙方未就「後備方
案」達成共識。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
會後則指，文翠珊未能清楚表達英方
訴求，透露將在下周三公佈無協議脫
歐下的應變方案。
文翠珊與歐盟其餘27個成員國領袖

舉行會議，有英國官員透露，文翠珊
在會上直指，現有方案不足以在英國
國會獲通過，要求歐盟為北愛爾蘭邊
界「後備方案」作出保證，確保「後
備方案」不會永久有效，令英國無法
達成脫歐。

容克促英清楚表達要求
容克在會後曾表示，文翠珊需清楚

說明她的意願，而非詢問歐盟的意
願，他敦促英國政府說明對歐盟的要
求。

文翠珊回應時稱，與容克進行深入
的交流，認為容克的言論並非針對她
本人。
消息人士透露，英國6名親歐派閣
員早前向文翠珊提議，要求她在國會
就各種脫歐模式進行非正式表決，以
顯示沒有方案可在國會取得過半數，
迫使部分國會議員接受妥協方案，但
文翠珊認為此舉不可取，認為會帶來
意想不到的後果，例如表決出呼籲第
二次公投的方案。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歐：下周公佈無協議脫歐應變方案

美國接壤墨西哥邊境的邊防人員早前拘捕
一名7歲危地馬拉女童，女童在拘留期間因
脫水休克而死亡，據報她長達數天未有進食
或飲水，被拘留8小時後更出現抽搐，一度
發高燒至攝氏41度。
《華盛頓郵報》前日引述美國海關及邊境
保護局(CBP)指出，該女童及父親上周四與另
外163名非法移民，由墨西哥進入美國後自
首，立即被拘留。女童其後身體抽搐及發高
燒被送院救治，最終不治。女童父親正於得

州，等候與危地馬拉領事館官員會面。
CBP發言人米漢稱，邊防人員會盡力拯救

兒童的生命，並表示對任何兒童不幸死亡深
表同情。
按規定，邊防人員需向被拘留的非法移民
提供糧水，當局正調查是否有人違反規定。
CBP隸屬的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將於下周
出席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聽證會，委員會的民
主黨成員納德勒指，會要求當局立即回應。

■法新社

危國7歲女 拘留在美期間脫水亡

■庫什納
獲部分白
宮顧問推
薦接任幕
僚長。
法新社

■300人到邊野古美軍基地外示威。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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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來自卡塔爾沙特阿聯酋等 圖換美外交讓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