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傳媒上周揭發總統特朗普等華府官

員，曾經多番向情報機關施壓，要求收集

「新冠病毒源自武漢實驗室」的證據，被指

是將專業情報分析用作「政治武器」。事

實上，特朗普施壓情報機關發表與他意見

一致的評估，早有前科，不少情報部門高

層更因拂逆特朗普而烏紗不保。中央情報

局(CIA)三名前副局長早前聯名撰文，點名

批評特朗普將情報部門當作政治工具，只

會危及美國國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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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斷利用情報部門
達成個人政治目的，但其實他本人與
情報部門的關係卻極度惡劣，由當選
前的「通俄門」到去年底的彈劾案，
特朗普不止一次公開炮轟情報部門，
甚至曾在就職前幾日，將情報部門比
作納粹。
直到奧巴馬卸任前仍然擔任國家情

報總監的克拉珀憶述，當時曾與中情
局、聯邦調查局(FBI)和國家安全局
(NSA)一眾高層，前往紐約特朗普大
廈見特朗普，向對方預告準備發表
「俄羅斯總統普京下令協助特朗普當
選」的調查報告。
克拉珀說，特朗普當時難以接受這

個結論，並試圖誘使情報機關發表聲
明，說明俄羅斯的干預「不影響大選
結果」。克拉珀等人未有配合，特朗
普於會面數日後在twitter上將中情局
與納粹相比，克拉珀得悉後感到不安
並致電特朗普，勸喻對方改變看法。
特朗普上任後亦不滿情報機關對伊

朗、俄羅斯及朝鮮的評估，與自己的
主張相左，甚至為此怒斥情報人員天
真。在爆出「通烏案」後，特朗普與
情報機關的嫌隙加深，克拉珀擔心特
朗普可能因此更不相信情報官員的報
告，造成國安風險。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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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題為《特朗普將美國情報機關政治化
勢將釀成災難》的文章發表於《外交政

策》網站，作者分別是2010年至2013年間出
任中情局副局長的莫雷爾、2013年至2015年
副局長海恩斯，以及2015年至2017年任副局
長的科恩。
文中首先引述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民主黨領

袖沃納早前撰文，指出對情報部門政治化感
到憂慮，「特朗普極力威嚇美國情報部門，
短期內會對特朗普帶來政治好處，長遠卻對
美國造成災難性後果」。

立場不一即被責難施壓
3名作者表示認同沃納的關注，指出情報人
員作出客觀分析，即根據他們相信的事實發
表報告，無需考慮政策或政治因素，是美國
國家安全的基石，只有講出事實和客觀分
析，才能協助政治領袖作出正確和適當的決
定。若然以先入為主態度提供情報分析，政
府便不可能制訂正確政策。正因如此，情報
分析員必須受過嚴格訓練，有能力作出客觀
分析，亦需要設立監察長等職位，「頂住」
外來政治壓力。
文章指出，美國歷任總統均秉持情報機關

堅守客觀的原則，直至特朗普上台後，一切
皆已改變。特朗普多次施壓情報部門，作出

與他立場一致的判斷，施壓手法包括
公開責難甚至撤職。例如情報

官員去年在國會發表《全球威脅評估報
告》，指伊朗履行核協議承諾，以及朝鮮不
可能放棄核武。特朗普當時大發雷霆，怒斥
情報專家「應返回學校上課」。

揭通烏醜聞 總監察長被炒
更近期的例子，則是特朗普「通烏」醜聞

中，最先向國會匯報有關告密內容、繼而觸
發彈劾案的情報部門總監察長阿特金森。阿
特金森完全是按照法律行事，但卻因此惹特
朗普不滿，結果在彈劾案被否決後，於上月
初被革職。文章直言，阿特金森的遭遇反映
特朗普容不下缺乏對其個人忠誠，以及不按
其政治要求行事的官員。
在特朗普的威嚇下，許多情報機關高層都

不敢發聲，例如前檢察官迪格諾瓦公開炮轟
告密者導致特朗普被彈劾，行為等同「政治
殺手」，但一眾情報部門高層都未有為這名
下屬說一句公道話。

「真相」早有特式答案
文章指出，在美國正對抗新冠疫情下，情

報機關政治化尤其值得關注，情報調查病毒
從何而來，對美國未來制訂國安政策尤其對
華政策將是關鍵。文章作者不諱言「我們都
知道特朗普心目中對這些問題的答案」，但
最重要的是分析員找到真相時，是否獲准說
出來。 ■綜合報道

前
三
巨
頭

前
三
巨
頭

CIACIA

《《紐紐時時》》揭揭美美早早盤盤算算抹抹黑黑中中

國國
謀謀
每每
死死
者者
索索
償償
近近

88000000
萬萬

A20 要聞文
匯
文
匯

■責任編輯：曾綺珺 ■版面設計：房雍

20202020年年55月月44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0年5月4日（星期一）

2020年5月4日（星期一）

��(���

■■紐約民眾抗議基層在疫情中的慘況紐約民眾抗議基層在疫情中的慘況。。路透社路透社

澳洲《星期六電訊報》取得據
稱是西方情報共享同盟「五眼聯
盟」的研究報告，指控中國蓄意
隱藏甚至銷毀新冠病毒在華爆發
的證據，造成全球數以萬計病人死
亡，又指美國情報官員指控病毒是
從中國的實驗室洩漏，但澳洲官員
則相信病毒源自武漢的海鮮市場。
「五眼聯盟」成員包括美國、加拿

大、英國、澳洲和新西蘭。《星期六電
訊報》取得的報告長15頁，聲稱新冠病
毒在去年12月初，已在中國出現人傳人，

但中方在今年1月20日前一直否認，為此要求
知情的醫生噤聲，並以刪除網上論文等方式毀
滅證據，亦阻止中國的實驗室向外國專家提供
病毒樣本，又聲稱世界衛生組織(WHO)無視
專家警告，同意中國對病毒不會人傳人的觀
點。
美國情報部門未有證實報告真偽，但美國消

息人士稱，報告內容與華府此前對中國的指控
相符。報告亦指控中國儘管早已限制國內人員
流動，卻在整個2月要求各國勿對中國實施旅
遊限制，導致大批中國旅客前往世界各地。

■綜合報道

特朗普「選擇性接受」疫警情報未必睇
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情報機關當作政治工具，反而對
於情報部門的正式工作，包括每日向總統作出情報
簡報，卻不屑一顧。例如今年1月和2月間，情
報部門向特朗普共進行10多次情報簡報，警
告新冠肺炎的威脅，但特朗普未有定期閱
讀簡報文本，每周亦只聽取口頭匯報2
至3次，根本未有重視疫情情報。

總統情報簡報(PDB)由國家情
報總監負責監督制訂，包含最新
情報分析，讓總統每天知曉國家
面對的威脅。除了提交文本
外，還會由一名情報高官作
口頭匯報，並回答總統的提
問。然而據報特朗普未有
定期閱讀簡報文本，反而
花時間看電視和在twitter
發帖文，因此不可能在
作出決策時考慮相關情
報。
特朗普對情報機關
的態度是「選擇性接

受」，當情報評估符合自己的論調，他便會全盤接受，
例如美軍派無人機擊殺伊朗革命衛隊指揮官蘇萊馬尼
後，他便叫美國人相信情報，結果令美國國民感覺情報
部門淪為特朗普的政治工具，令公信力受損。
情報簡報文本除了呈交特朗普外，副本還會交給副

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防長及國家安全顧問，但
如今顯示這批高官均漠視情報機關的疫情警告。

■綜合報道

「五眼聯盟」報告
誣衊中方瞞疫

美教授批炒作「實驗室洩漏論」阻對華科研合作
美國對新冠病毒「從武漢實驗室流出」的陰謀論不斷，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傳染病學教授馬澤特近日接受美國新聞網站
訪問時，指出病毒由實驗室洩漏的機會非常低，相信病毒是在自然界中，由蝙蝠轉移到人類身上。

■疫情導致美國多人喪命。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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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多次施壓情報機關發表與他意見一特朗普多次施壓情報機關發表與他意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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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一：實驗室樣本與新冠病毒基因不同
馬澤特曾與武漢實驗室人員共事，她透露武漢實驗室曾研

究蝙蝠體內的冠狀病毒，當時的研究員石正麗在新冠疫情爆
發後，隨即翻查實驗室過去數年棄置的病毒樣本，並與新冠
病毒基因排序對比，但兩者並不吻合。馬澤特又引述石正麗
稱，在新冠疫情爆發前，從沒發現過同樣的病毒。

原因二：實驗室防護措施充足
馬澤特指出，武漢實驗室的工作人員會穿着全副保護衣

物，包括防護衣、眼罩、多層手套和口罩，當科學家從蝙蝠
提取病毒樣本後，便會立刻分離病毒本身，並以液態氮冷
藏，隨後置於攝氏80度以下的冷藏庫。科學家進行研究時，
亦只會使用不具傳染力的病毒樣本。

原因三：近代新疾病多源於動物「溢出」
近期不少新出現的嚴重傳染病，病源均源自動物，例如

1968年的H3N2流感源於雀鳥、2009年H1N1流感源於

豬，「沙士」和伊波拉病毒則與蝙蝠有關。按此推斷，新冠
病毒亦很可能是由動物經過「溢出作用」傳播到人類，而非
涉及人為洩漏。今年2月的研究亦顯示，新冠病毒96%基因
與蝙蝠身上的冠狀病毒相同。
馬澤特指出，假如人類繼續侵佔野生動物的棲息地，「溢

出作用」將不斷發生，科學家會檢討病毒過去從動物轉移到
人類的過程，期望在未來及早警告疾病爆發。

原因四：普通人比研究員更易接觸感染活體病毒
馬澤特表示，普通人比研究人員更容易接觸活體病毒。她

認為，對蝙蝠進行樣本採集的洞穴和野外環境，對普通人來
說會更加危險，因為研究人員在進行樣本採集時使用了個人
防護裝備，但是普通人未必會用。
馬澤特又批評美國持續炒作「實驗室病毒洩漏論」，將打

擊美國與中國之間的互信，妨礙雙方科研合作和資訊共享，
危害全球人民生命安全，形容「當你指罵一個最有可能開發
出疫苗的國家，你還能期望對方向你分享資訊嗎？」

■綜合報道

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一眾白宮官員不斷誣陷中國隱瞞疫
情，導致華府未能及時防範。不過《紐約時報》日前有
關特朗普施壓情報機構調查武漢實驗室的報道中，卻有意無
意地揭發華府官員早於1月初，已經對疫情有深入了解，並
於當時已經開始盤算如何借疫情抹黑中國，顯示華府不但早
已知道疫情，更於最初就打算將疫情「政治化」。
《紐時》的報道反映華府對新冠疫情早已知悉，自1月以

來，不少傳媒亦
加以報道疫情消息，
但特朗普及其幕僚一早已打
算將疫情「政治化」，企圖聯
同中情局等情報機關，炮製抹黑中
國的情報評估，以配合特朗普的論調。
然而中情局拒絕配合特朗普的陰謀論，

根據調查所得事實，判斷沒有跡象顯示中國政
府相信病毒源於實驗室。
《紐時》指出，白宮專家皮爾斯伯里曾提到可就

疫情向中國索償，促使特朗普想到「每一名死去的美
國人，尋求1,000萬美元(約7,762萬港元)賠償」，這亦
是特朗普謀求卸責中國的原因之一，但如今抹黑手段不成
功，亦不可能向中國索償。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