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發布行政命令，宣布制裁多名國際刑事法

院(ICC)官員，指控他們調查美國在阿富汗戰爭期間的行為，威

脅美國主權、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不排除向涉案官員作出經濟

制裁，並拒絕他們入境美國。歐盟和多個人權組織表明關注事

件，憂慮國際司法系統受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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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蓬佩奧形容 ICC 是
「袋鼠法庭」。 法新社

美制裁國際刑事法院 歐盟割席
憂損國際司法系統 表態堅定支持

美謀再棄限武條約 擴軍用無人機出口

■■博斯得悉博斯得悉
勝訴後勝訴後，，特特
地在鏡頭前地在鏡頭前
脫下口罩脫下口罩。。

法新社法新社

美國自2001年「911」襲
擊後揮軍阿富汗，報復施襲
的「基地」組織並推翻塔利
班政權，但聯合國去年發表
的報告指出，美軍和阿富汗
政府軍在多年戰爭期間，殺
害平民的數量比塔利班和其
他武裝分子更多。
聯合國報告顯示，阿富汗

戰爭期間的平民死亡個案，
53%均是由親阿富汗政府的
部隊造成，但若連同受傷數
字在內，則仍是塔利班一方
對平民造成較大傷害，大部
分傷亡來自地面進攻、炸彈
襲擊和空襲。
近年阿富汗平民傷亡數字

已較高峰期下降，但情況仍
然嚴峻，例如去年首季仍有
581名平民在戰火中死亡、
1,192人受傷，其中因空襲
造成的傷亡更按年增長
41%。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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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彈技術控制制度」(MTCR)在1987年成立，
起初參與國只包括七國集團(G7)成員國，後來擴大
至包括俄羅斯在內的35個國家，目標是限制可運
載核武等大殺傷力武器的技術擴散，無人機也在管
制之列。
有別於美國此前宣布退出的《中導條約》和《開

放天空條約》，MTCR屬自願和非正式的國家聯
盟，各國可自行判斷及以自行立法方式，執行MT-
CR管制項目的出口政策指導方針。MTCR參與國
每年召開會議，交換各國出口許可的狀況，本年度
會議暫定在烏克蘭舉行。

無人機進化 功用如「導彈」
MTCR的管制對象為射程300公里以上、並可搭

載500公斤以上彈藥或設備的導彈、火箭和無人
機，以及生產和開發它們所需的裝備。MTCR文
件指出，無人機最初主要用於偵察行動，但現時已
能攜帶彈頭攻擊目標，故屬「可執行特定任務的等
效巡航導彈」，因此同被列入出口管制範圍。
MTCR早年對導彈技術限制有一定貢獻，波蘭

和捷克等東歐國家加入前，更主動銷毀大批導彈，
不過近年朝鮮、伊朗、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家持續
發展導彈計劃，當中只有印度屬MTCR成員國，
伊朗據報更向敘利亞出口導彈設備，均顯得MT-
CR的影響力逐漸褪色。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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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在行政命令中指出，美國並
非國際刑事法院締約國，不受法

院約束，質疑ICC受俄羅斯唆擺，作
出干預美國主權的行為，以滿足俄方
利益。

凍結官員資產 禁子女赴美
在制裁令生效後，調查美國的ICC
官員在美資產將被凍結，官員及他們
的家人亦會被禁赴美，華府甚至警告
可能在美國起訴ICC。
雖然美國未有加入ICC，但阿富汗
屬ICC締約國之一，ICC今年3月裁
定，批准調查美軍、美國情報人員、
阿富汗政府軍和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戰
爭罪行和反人類罪行。首席檢察官本
蘇達2017年曾稱，有證據顯示美方人
員在2003至2004年間曾虐待戰俘，
干犯酷刑、強姦等行為。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防長埃斯珀、
司法部長巴爾和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賴
恩發表聲明，強調美國司法系統已能
制裁美軍或情報官員的不當行為，蓬
佩奧更形容ICC是「袋鼠法庭」，早
已被高度政治化，不容美國人民受其
威脅，又警告北約其他成員國可能成
為ICC下一個被起訴對象。「袋鼠法
庭」泛指不按法律標準審訊的法庭，
法官往往在審訊前，已因偏見或政治
壓力，預先設定裁決結果，納粹德國

時期的「人民法院」便是知名的「袋
鼠法庭」例子。
白宮同日亦發聲明，批評ICC出於

政治目的，向美國和以色列等盟國展
開調查，侵犯美國公民權益，又批評
ICC拒絕應美國要求進行改革。巴爾
表示，美國會調查ICC內部的「腐敗
情況」。

荷外相：令人不安
ICC批評華府對法院的攻擊前所未

見，企圖妨礙司法程序、損害法治，
對此不能接受，亦破壞國際社會追究
大規模暴力事件的努力，「攻擊ICC
就等於攻擊殘暴罪行受害人的利
益」，對美國的脅迫行為表示遺憾。
人權觀察組織(HRW)華盛頓地區主任
普拉索亦指，美國的舉動明顯破壞法
治。
歐盟外交事務專員博雷利亦強調，

ICC有助控告嚴重的國際罪行，推動
公平正義，歐盟會堅定支持ICC，形
容非常關注美國的舉動。荷蘭外相布
洛克形容，對美國的行動非常不安。
不過美國盟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

亞胡表示，歡迎特朗普制裁ICC官
員，批評ICC遭政治化，只顧向以
色列、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獵
頭」，卻對伊朗等侵犯人權的國家
視而不見。 ■綜合報道

國際刑事法院(ICC)是國際
常設司法機構之一，2002年
根據《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
約》成立，至今有123個成
員國。ICC負責調查及起訴

涉嫌干犯種族滅絕、反人類罪、戰爭罪和侵
略罪的人士，但直至2012年才首次有人被定
罪，法院亦被指只針對非洲國家。多名專家
警告，ICC本已缺乏主要大國支持，加上過
往檢控紀錄不佳，如今再遭美國制裁，必須
盡快改革才能建立公信力。
ICC與另一國際司法機關國際法院(ICJ)名

稱相似，總部也同樣設在荷蘭海牙。與民事
性質的ICJ相比，ICC屬於刑事機構，其檢
察官可獨立調查涉嫌犯罪人士，但成員國較
ICJ少，例如美國、俄羅斯和中國均非成
員。ICC也無法審判國家或組織，起訴對象
只限於個人。
ICC對調查或起訴亦設有嚴格規定，例

如只可在案件發生的國家拒絕或無法起訴
被告時，才能介入調查，且設有追溯限
制，不能調查 ICC成立前發生的事件。
ICC也只能調查在成員國境內發生、涉嫌
由成員國公民干犯，或由聯合國安理會轉

介的案件，例如今次ICC要求調查美國在
阿富汗的戰爭罪行，理據便是阿富汗屬
ICC成員國。
ICC在2012年首次成功定罪，當時剛果

(金)前軍政府領袖盧班加因徵召兒童參軍，
被判戰爭罪行成立，判囚14年。ICC至今正
式提出起訴的案件，所有被告均來自非洲國
家，包括科特迪瓦前總統巴博。非洲聯盟一
度批評ICC針對非洲，直至近年ICC才開始
調查加沙地帶、格魯吉亞、阿富汗和緬甸的
人道事件。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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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據報再次計劃放棄遵守國際軍事
條約！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報道，華府
正考慮重新演繹冷戰時期訂立的「導彈
技術控制制度」(MTCR)，從而向沙特阿
拉伯、阿聯酋等更多國家，出售美國生
產的軍用無人機，與中國和以色列等非
締約國競爭。
MTCR在1987年生效，共有35個成
員，限制可搭載大殺傷力武器的裝置和
系統，無人機也在限制之列。按照MT-
CR規定，美國軍火商現時只可向英
國、法國和澳洲，出售大型軍用無人
機。
消息人士透露，美國總統特朗普早於

2017年，已計劃檢討MTCR的規定，
形容此舉跟特朗普此前宣布退出《中程
核導彈條約》和《開放天空條約》屬同

一系列行動，目標均是放寬美國軍售的
限制。

料沙特阿聯酋成新客
據報商務部和國土安全部上月已同意

修改對MTCR的解釋，主要放寬時速低
於800公里的無人機出口，不再把它們
與導彈視為同一類別。預料白宮國家安
全委員會將在下周二的會議上，審議
MTCR的新詮釋，國務院最快今夏便可
按照新規定，批出無人機出口許可。
五角大樓國防科技安全管理部門主任

格蘭特承認，美軍正尋求向更多國家出
售無人機，用於反恐、邊境管制和協助
美國攔截外來威脅，形容此舉可滿足盟
國需求，使它們無需向其他國家購買無
人機。

有軍火商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聯
酋、約旦和羅馬尼亞此前已表示對美國
無人機感興趣，估計它們很可能成為華
府解禁後，首批從美國進口軍用無人機
的國家。美國主要無人機生產商通用原
子(General Atomics)估計，只要MTCR
規定獲放寬，新增訂單數量可望達數百
架。

恐危害中東南亞局勢
人權組織憂慮美國向更多國家出售軍

用無人機，將使中東和南亞等地區的局
勢更不穩，智庫史汀生中心軍事專家施
托爾警告，只要無人機脫離美國的控
制，美國便不能再決定它們的使用範圍
和方式。

■路透社

■■ MTCRMTCR 在在 19871987
年生效年生效，，限制可搭限制可搭
載大殺傷力武器的載大殺傷力武器的
裝置和系統裝置和系統，，無人無人
機也在列機也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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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在上世紀曾是最大「嬰兒出口國」，
自1953年朝鮮戰爭停戰以來，共有逾16.7
萬韓國嬰兒被送往海外領養，不少孩子長大
後回韓尋根，但他們許多屬私生子女，親生
父母不願承認曾將子女送養，故收養文件往
往不完整或偽造，令被領養人難以追查生父
母下落。韓國首爾家庭法院昨日作出歷史性
裁決，承認一名30多年前被美國公民收養
的韓裔女子，與她的韓國籍親生父親為親子
關係，是首次有海外的韓裔被領養人在同類
案件中勝訴，事件勢必成為案例，讓其他被
領養者日後更易尋根。

博斯在1983年被遺棄於忠清北道一個停
車場，當年僅2歲的博斯已懂得說出年齡及
韓文名字姜美淑(譯音)；翌年9月她獲美國
一個家庭領養，博斯目前與丹麥籍丈夫及2
名子女居於阿姆斯特丹。38歲的博斯表
示，她成為母親後，不禁想到親生母親將自
己拋棄時是何等痛苦，故她希望找回親生媽
媽，讓對方放下往事。

親父家人百般阻撓
博斯曾往韓國尋親但不果，其後通過非牟

利組織對比基因資料，找到和自己同父異母

的兩名女子，並得悉自己是一名85歲姜姓
男子的私生女。不過同父異母姐妹不准博斯
與父親見面，博斯雖然合法取得姜某地址並
親身拜訪，甚至在屋外下跪，卻被對方家人
報警趕走。

鏡頭前脫罩：你還認得我嗎？
博斯最終在去年11月入稟法庭，尋求認

可她與姜某的父女關係，法庭下令進行基因
測試，結果確認博斯有99.9981%機會為姜
某親生女兒。
法院昨日裁定承認博斯與姜某為親子關

係，意味博斯可取得與姜某相關的政府記
錄，有助她追尋親生母親。關注組織「尋根
之家」(KOROOT)的金道玄(譯音)牧師解
釋，判決承認被領養人的法律權利，而受韓
國私隱條例所限，被領養人難以取得親生父
母資料，今次案例可探討是否需改變相關
制度。
姜某已同意下周一與博斯見面，博斯昨

日得悉勝訴後，特地在鏡頭前脫下口罩，
用韓語向親生媽媽稱「妳是否認得我？我
很想和妳見面」。

■綜合報道

■■博斯博斯((左左))被美國一個家庭領養被美國一個家庭領養。。 法新社法新社

■■ 國際刑事法院官員調查美國在阿富汗戰爭期間的行為國際刑事法院官員調查美國在阿富汗戰爭期間的行為。。
圖為美軍扣留疑似塔利班分子圖為美軍扣留疑似塔利班分子。。 法新社法新社

韓歷史性裁決助海外領養子女尋根
上世紀最大「嬰兒出口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