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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總統卡特於1978年任內發表《漢塞爾備忘錄》，確立華府就猶
太殖民區的立場，認為以色列於約旦河西岸、東耶路撒冷等巴勒斯

坦土地上建設殖民區，「與國際法不相符」。至今逾40年，華府一直謹
慎地反對以色列興建殖民區，但語氣和反對力度因不同總統而異。
蓬佩奧前日宣佈，在小心研究各方法律意見後，美方現時認為建設殖民

區的做法，並不違反國際法，解釋華府過往的取態無助推動和平，稱以巴
衝突「永遠不會有法律上的解決方式，爭論誰對誰錯亦無法帶來和平」。
蓬佩奧強調，今次決定不代表美國認為殖民區合法，華府並非要定奪約旦
河西岸主權所屬，此問題應交由以巴雙方自行談判。

歐盟轟扼殺和平希望
內塔尼亞胡歡迎美方的決定，指美國總統特朗普「糾正了歷史錯
誤」，重申猶太人絕非約旦河西岸的外來殖民。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
席阿巴斯的發言人魯代納則發表聲明，譴責華府沒有資格或權力，
來否定具有國際合法性的決議，亦無權給予以色列殖民區任何合法

地位，直指「美國政府已失去在未來和談中擔任任何角色的資格」。
蓬佩奧宣佈決定後不久，美國駐耶路撒冷大使館隨即向計劃前往約旦河

西岸、耶路撒冷和加沙的美國公民發出警告，指出美國政府設施、私人資產及
公民，或會被反對國務卿講話的個人和組織針對。歐盟外交專員莫蓋里尼則不
點名警告華府此舉或帶來負面影響，重申所有猶太殖民活動均不符合國際法，
等同扼殺「兩國方案」及以巴達至長久和平的希望。約旦外相薩法迪表
示，美國改變對約旦河西岸猶太人定居點的立場，但這並不能改變定居
點本身的非法性質。約旦堅持認為其違反國際法和安理會相關決議。

疑為助內塔尼亞胡
儘管華府今次決定只有象徵意義，但內塔尼亞胡在大選後
無法籌組政府，其政敵前軍方總參謀長甘茨距離組閣限
期僅餘兩日，內塔尼亞胡的政治生涯正岌岌可危。外
界解讀蓬佩奧發言旨在支持內塔尼亞胡，蓬佩奧則
否認此說法，稱今次決定的時機，與以色列或
任何其他地方的國內政局無關。 ■綜合報道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前日宣佈，有關以色列在巴勒

斯坦自治區興建猶太殖民區的行為，美國不再視為

違反國際法，扭轉華府41年來就以巴領土爭議的

立場。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讚揚美方的做法，巴

勒斯坦則譴責這項決定。國際社會憂慮以和平方式

解決以巴衝突的機會愈來愈渺茫。

以色列自1967年六日戰爭後，開始於約旦
河西岸設立猶太殖民區，至今已達132個。
過往西岸環境荒蕪，缺乏基建，如今已顯著
改善，人口亦持續上升。不少新遷入殖民區
的居民坦言，殖民區提供就業和教育機會，
而且居住空間寬敞，是吸引他們移居的
主要原因，政治問題只屬次要。

目前於殖民區定居的以色列
人，已由1993年的11.6萬大增
至45萬，佔整個約旦河西
岸人口約15%。以1978年
建立的殖民區埃里爾為
例，當時非常荒蕪貧

脊，被稱為「死亡之山」，但目前已有高速
公路連接48公里外的特拉維夫，亦不設軍方
檢查站，還有公園、商場和一所有1.5萬名
學生的大學，樓價更較特拉維夫低30%。
一間新的醫科學校剛於今年秋天在埃里

爾落成，吸引不少學生到當地定居，26歲
的列維是其中一人，她坦言擔心因學校位處
殖民區而受抵制，未來赴笈海外或受影響。
育有5名孩子的馬歇爾，在2007年與家

人移居埃里爾，目前居於一間5房複式住
宅，享有地中海海景。他指不少持左翼立場
的家人均反對他遷入殖民區，但他主要考慮
到當地生活成本較低。 ■綜合報道

搵工易居住空間大 殖民區人口續增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
回應以巴定居點問題時指，定
居點問題是巴以最終地位談判
的核心議題之一，聯合國安理
會第2334號決議明確指出，在
巴勒斯坦被佔領土包括東耶
路撒冷新建定居點，
違反國際法。當
前，巴以局勢
嚴峻，中方

呼籲美方切實負起責任，發揮
建設性作用，避免加劇矛盾對
抗，不要為巴勒斯坦問題增添
新的複雜因素。 ■綜合報道

中方籲美方
勿增添新複雜因素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擔任首相的時間，
至今日達到2,887日，超過二戰前的桂太
郎，創下日本憲政史上最長任期首相紀
錄。
安倍於2006年首次擔任日本首相，但

第一次上台執政僅一年便匆匆落幕，到
2012年12月再度上任後，已持續執政近
7年，連續在任日數為2,520天，僅次於
前首相佐藤榮作的2,798天。安倍的首相
和自民黨黨魁任期還有兩年時間，外界
關注其餘下任期內計劃處理的事務，包
括修憲及社會保障改革等課題，以及如
何部署接班計劃。
安倍將修憲列為其長期政權的主要任
務，執政自民黨希望在本屆國會上通過
《國民投票法》修正案，就修憲程序作

出規定，但在野黨對此持慎重態度。在
內政和外交上，安倍同樣面對迫切任
務，關於年金和醫療等社會保障改革，
將於今年內提出改革方向；由於日韓關
係持續惡化，兩國有關分享情報的《軍
事情報保護協定》，將於本月23日失
效，安倍如何應對備受各方關注。

黨內現4度任黨魁呼聲
在佐藤內閣末期，田中角榮和福田赳

夫爭奪接班人位置，佐藤榮作最終未能
提名接班人。安倍不希望重蹈覆轍，在9
月的內閣改組中，安倍為潛在接班人安
排政府和自民黨的要職，除了自民黨政
調會長岸田文雄和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
外，還包括外相茂本敏充、厚生勞動相

加藤勝信、防衛相河野太郎和環境相小
泉進次郎。至今黨內還沒有明確的安倍
接班人選，同時出現讓安倍第4度擔任黨
魁的論調。 ■綜合報道

瑞典副首席檢察官佩爾
松昨日表示，由於當局所
得的證據不足以構成起
訴，就針對「維基解密」
網站創辦人阿桑奇的強姦
指控，檢方決定放棄繼續
調查。
一名瑞典女子於2010

年，在維基解密於斯德哥爾摩舉行的會議上認
識阿桑奇，其後指控阿桑奇趁她熟睡期間，在
未有佩戴安全套下強姦她，阿桑奇一直否認
指控，而案件追溯期將於明年8月屆滿。
佩爾松表示，儘管原告人的口供可信和

詳盡，但檢方評估後認為理據薄弱，因此

沒有理由繼續調查。維基
解密總編輯赫拉凡松在
twitter發文，表示現時各
方應聚焦阿桑奇多年來受
到美國威脅提出起訴。
48歲的阿桑奇於 2012

年進入厄瓜多爾駐倫敦大
使館尋求庇護，一直躲於

使館內，直至今年4月被厄國當局驅逐
後，隨即被英國警方以違反保釋條件為由
拘捕，被判入獄50周，目前仍在監獄服
刑。瑞典當局由於無法接觸阿桑奇，曾於
2017年結案，到他被捕後才重開調查。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證據不足
瑞典撤阿桑奇強姦指控

安倍成日本任期最長首相

美再送禮美再送禮：：

美國宣佈不再視猶太殖民區違反國際法，令以色列右翼人物
大為振奮，認為華府改變取態，意味時機已成熟、以色列應永久控
制約旦河西岸殖民區。

以色列前司法部長、支持猶太殖民區的鷹派人物沙凱德在twit-
ter發文，感謝美國的決定，稱猶太人在法律及道德上，均
有權利在自古以來的家鄉居住，「現在是時候在這些地
區宣示我們的主權」。以色列主要殖民組織「猶大、

撒馬利亞及加沙協會」亦呼籲以色列政府，
立刻宣示對殖民區的主權。
歐盟法院上周裁定，所有在以色列殖民區

製造的商品，均必須加上適當標籤，引起
以色列不滿。以國運輸部長斯莫特里形容
美國改變立場，是「針對歐盟法院偽善
裁決的合適回應」。
自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以來，華

府已多次在決策上迎合以色列民
族主義者，包括承認耶路撒
冷為以國首都等。

■綜合報道

以右翼振奮
促永久控制殖民區

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在
白宮召見聯邦儲備局主席
鮑威爾，商討經濟和聯邦
利率問題，財長姆努奇恩
也參與會談。聯儲局其後發
聲明，指鮑威爾向特朗普重
申局方的獨立性。
聯儲局的聲明指出，鮑威爾

向特朗普傳達的訊息，與他上周
到國會作證時一致，表示美國經
濟狀況良好，聯儲局目前可能暫停
減息，強調政策方向完全取決於未
來經濟前景。

特朗普前日在twitter發文，表示
與鮑威爾進行了一次「非常好」的
會談，雙方討論到很多事項，包括
通脹、利率、資產負債表、強美元
對製造業的影響，以及美國與中國
和歐盟之間的貿易等。然而特朗普
同日晚上再發文，指他在會談中抗
議聯儲局設定的利率，高於其他競
爭國家，又表示美元過分強勢，正
損害美國製造業和經濟增長。
■美聯社/法新社

特朗普召見鮑威爾 再批利率政策

■安倍至今仍未確定其接班人。
網上圖片

■■阿桑奇阿桑奇

■■以色列警員舉以色列警員舉
槍指向巴勒斯坦槍指向巴勒斯坦
示威者示威者。。 路透社路透社

■■圖為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鄰近巴勒圖為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鄰近巴勒
斯坦土地的一處殖民區斯坦土地的一處殖民區。。 法新社法新社

■■內塔尼亞胡歡迎美方決定內塔尼亞胡歡迎美方決定，，指特朗指特朗
普普「「糾正了歷史錯誤糾正了歷史錯誤」。」。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