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瀨口清之在訪問中介紹了
近日香港暴力不斷升級

的情況，指出不但中資銀行被破
壞及投擲燃燒彈，內地背景的雜
貨店、手機店及旅行社受到襲
擊，就連香港人經營的商店也單單
因為稱呼示威者是「暴徒」，便遭
到搶掠。瀨口指出，很多香港市民看

見上述情況，即使反對暴力行為，也是敢
怒不敢言，因為擔心自己隨時成為下一個被
襲擊的目標。

「若發生在東京 全國警力增援」
瀨口早前曾親自到香港了解示威情況，他
提到11月11日警員開槍制服堵路暴徒，指
出如果在日本和美國發生同樣情況，政府很
快便會增強警力，令警員不必面對必須開槍
的情況，但現時單靠香港本身警力已經不能
制止違法行為及暴力行為。瀨口表示如果東
京發生同樣暴動情況，全日本各地警察都會
趕到東京增援，但香港警力只限於香港範圍
之內，不能從內地其他地區要求增援。
瀨口又向日本讀者介紹，香港示威的深層
次原因之一是經濟貧富懸殊，但很多示威者
都沒有認真考慮和提出消除差距的方法，
「單靠違法行為及暴力行為是無法解決
的」，直言他們的抗議根本不是為了香港市
民和社會穩定。瀨口又表示從香港聽到的訊
息，很多參與示威的學生都是富裕階層子
弟，在隨時都可以離開香港遠走他方的情況
下持續示威，「為了一般民眾而示威的學生
絕對不算多」，認為示威人數不斷減少這一
點可以佐證。

《朝日》標語分析 證示威變質
訪問中，記者亦提到香港經濟規
模去年被深圳超越，瀨口直言很
多香港人對此感到憤怒和不
安，但他們無法對此提出應
對方案，因此只能以暴力
作為宣洩口，「這也是香
港示威當前的形態。」
各大日本傳媒近日均
非常關注香港暴力情
況，《日本經濟新聞》
昨日的報道提到，針對
政府和警察的暴力抗議
活動對商業活動的影響擴
大。《朝日新聞》昨日亦
發表駐港記者西本秀的報
道，介紹香港示威抗議標語的
變化，由最初的「香港人加
油」，漸漸變成「香港人反抗」，
到最近更變成「香港人報仇」，直言原
本多數市民參與的和平示威，已經變質成為
暴徒與警員的以死相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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瀨口清之接受瀨口清之接受《《日經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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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時指出訪問時指出，，香港香港

示威活動的暴力持續示威活動的暴力持續

升級升級，，批評參加者根批評參加者根

本沒有考慮一般市民的本沒有考慮一般市民的

福祉福祉，，甚至襲擊反對示威活甚至襲擊反對示威活

動的香港人動的香港人，，直言示威活直言示威活

動得不到廣泛市民支持動得不到廣泛市民支持，，

參與人數不斷減少參與人數不斷減少，，遲遲

早會沉寂下來早會沉寂下來。。

香港「修例風波」已經延續5個多月，暴力持續升級，
近日更波及到大學校園及平日的中環商業區，令不少在港
工作或留學的外籍人士感到既憂心又痛心。英國《金融時
報》及彭博通訊社昨日報道，多間金融機構都已經向員工
發指引，建議他們避免外出及在家工作，有外籍僱員直言
在港感到不安全，打算離開。
自本星期起，黑衣魔開始在多區堵路，每日中午時間更
在中環一帶堆磚起路障，嚴重影響附近寫字樓運作，亦危
及在周邊工作的打工仔及外籍人士的安全。報道指，鑑於
多區交通受阻及中環情況，多家歐美大行都紛紛向員工發
電郵，建議他們提高警覺注意安全。

大行高層：外國人最憂兒女停學
彭博引述消息指，花旗集團前日舉行內部電話會議，提

到香港暴力升級下，安全是重中之重。法國巴黎銀行亦向
員工發出通告，提醒管理層應該根據情況，隨時取消或重
新安排已經計劃好的會議，部分員工亦獲安排到後備辦公

室工作；渣打亦建議員工按需要，重新安排會議和行程。
評級機構標準普爾亦向員工表示，必要情況下可以在家

工作；摩根大通亦允許員工自行決定「在需要情況下作靈
活安排」，包括家庭需要、學校停課、交通問題等，摩通
香港區行政總裁Filippo Gori表示，希望確保員工在現時情
況下充分了解相關安排，感謝員工團結支持彼此和客戶。
匯豐和德銀亦建議員工隨時與上司保持聯絡，並在上下班
途中格外小心，保持警惕。
《金融時報》引述一名有香港居民身份的加拿大人批
評，示威者的訴求「不合理」，強調支持警方執法，但認
為香港已經不再安全，打算離開。
全港所有學校昨日起至周日全部停課，對於舉家在港的
外籍僱員影響最大，不少人投訴日常生活大受影響，《金
融時報》引述一名外籍大行高層稱，跟很多外籍人士談
過，發現他們最關心的是小孩無法上學，或者他們本身無
法買咖啡或練瑜伽，「在他們看來這代表情況變得嚴重
了。」

《金融時報》驚愕香港文明社會崩潰速度
黑衣魔連日持續破壞堵路，令很多外
國媒體都開始調整對暴徒行為的立場，
英國《金融時報》亞洲編輯Jamil Ander-
lini前日發表署名評論文章，直言香港暴
力升級的程度顯示了文明社會竟然可以

如此迅速崩壞，又對於縱暴派不斷縱容
放任暴徒行為感到驚訝。
Jamil Anderlini的文章題為《香港事件

顯示文明非常脆弱》(Events in Hong
Kong reveal the thin veneer of civilisa-

tion)，開宗明義即提到當前香港
最令人憂慮的行為就是所謂「私
了」。他指出，一大班示威者對
一些他們認為是便衣警員或「內
地間諜」的人施暴，而且類似情
況在不同場合都有發生，有時候
是受害人先作挑釁，但也有些時
候受害人只是在示威者耳邊說了
句普通話便被打。

批外媒選擇性報道
作者直言，這種令人厭惡的

「私了」行為
嚴重削弱了示威
者的抗議理據，但
國際媒體卻很少報道
相關事件，示威者也鮮有
承認，「因為這並不符合
『人民爭取民主這個高尚目
的』的論述。」但作者認為，更令
人震驚的是縱暴派竟然容讓並為不斷升
溫的暴力作出開脫。
文章總結指，香港作為聯合國人類發
展指數排名全球第7的城市，容忍「私
了」等不能想像的行為的做法非常令人
震驚，「若然這種崩壞能夠在香港發
生，在任何地方也可以。一個公民社會
可以毀於一旦，但要重建卻需要幾十
年。」

香港的暴力示威者近日持續縱火焚燒汽
車和建築物，向警署和港鐵列車投擲汽油
彈，又大肆破壞商場，有外媒形容為5個
多月的暴亂以來最嚴重的暴力，顯示暴力
正不斷升級，香港距離和平愈走愈遠。
英國《衛報》的報道以「大學變成戰

場，香港與和平愈走愈遠」為題，提及部
分大學的暴力示威，較過往數月的衝突場
面更激烈。美聯社則指出，持續5個多月
的衝突撕裂香港，社會陷入分化。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提到，示威者

繼續留守中文大學校園，衝突進一步升級
的可能性極大，並引述中大的聲明，指鄰
近許多道路被堵塞，校內不少設施嚴重受
損。對於有市民被淋潑易燃液體及點火，
報道形容事件令人震驚，反映局勢失控。
香港多間大學紛紛被示威者佔據，路透

社在報道有關情況時，在標題中引用警方
所稱的「兵工廠」，指出暴徒使用弓箭和
汽油彈等武器。路透社還稱，示威者選擇
於周一至周五進行堵路，對香港造成空前
混亂，進一步損害香港經濟。

說到最受校園示威事件影響的，莫過於因為暴徒霸佔
大學校園而被迫提早結束學期的留學生。浸會大學德國
留學生Sabrina Schatz接受路透社訪問時指，她前

日清早6時半便被宿舍火警鐘吵醒，原因
是暴徒要叫醒所有宿生參與堵路，

又指校方表示留學生可以隨時離開，今後可繼續透過網上上
課，但「不肯定課堂會否取消」，對此感到不知所措。
丹麥科技大學前日已經要求36名在港留學生回國，並將

協助學生解決學分等問題。浸大挪威留學生Elina Nev-
erdal Hjoennevaag接受挪威電視台訪問時表示，校方要求
她與其他留學生收拾行李並離開大學到酒店暫住，「我真
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所有留學生都帶着行李離開，很
多都在哭。」
日本駐港總領事館接受日本傳媒訪問時指，目前約有數

百名日本留學生在港，當中約50人正在中大留學，部分人
已經開始回國，總領事館亦為個別學生提供撤離方法等諮
詢。

金融機構發安全指引 外籍員工擬撤離

英國《衛報》：與和平漸行漸遠

清晨響火警鐘 留學生受驚多人回國

■■瀨口清之瀨口清之

■■暴徒毆打無辜平民暴徒毆打無辜平民。。 中通社中通社

■■城大附近的道路周城大附近的道路周
二被堵塞二被堵塞。。 路透社路透社

■■周二的銅鑼灣滿周二的銅鑼灣滿
佈碎石佈碎石。。 美聯社美聯社

■■多間商業機構被破壞多間商業機構被破壞。。 路透社路透社

■■暴徒在中大投擲暴徒在中大投擲
汽油彈汽油彈。。 美聯社美聯社

■■1111月月99日淩晨日淩晨，，有黑有黑
衣蒙面示威者闖入並破衣蒙面示威者闖入並破
壞將軍澳港鐵站壞將軍澳港鐵站，，鄰近鄰近
商場入面的美心西餅等商場入面的美心西餅等
商舖亦遭破壞及縱火商舖亦遭破壞及縱火。。

中通社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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