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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凸顯清潔觸控屏幕的重要性。
網上圖片

「五眼」聯印日 逼加密程式裝後門
促科企提供監管通訊權限 WhatsApp Telegram有份

五眼聯盟成員國的最高司法
官員在聲明中表示，Sig-

nal、Telegram、facebook(fb)旗下的
Messenger 和 WhatsApp 這類「端對
端」加密通訊應用程式不斷普及發展，令
執法部門無法監管，「對公共安全構成重大挑
戰」，聲稱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愈來愈一致認為
必須採取行動。聲明更說：「儘管加密至關重要，隱
私和網絡安全必須得到保護，但這不應以完全阻止執法
部門對網上非法內容和活動採取行動作為代價。」
五眼聯盟呼籲科企「將公共安全嵌入系統設計內」，

「以易讀且可使用的格式」讓執法機關得以進入。這是
五眼聯盟至今對科企發出最強烈的呼聲，要求加密通訊
程式含有可進入的「後門」。與五眼聯盟進行情報合作
的印度和日本，也在這份聲明中簽署。
西方國家執法部門一直以來均抱怨，加密通訊軟件令
當局調查犯罪活動時面對重重困難，五眼聯盟曾於前年
及去年發布聯合備忘錄，要求各大科企向政府提供其加
密產品的後門，以供執法部門有能力閱覽加密通訊，若
企業拒絕提供，政府會尋求在技術層面、立法方式或其
他手段，進入加密的設備或服務。

「若更大反抗 等同阻撓執法」
今次聲明與以往的論調相近，五國政府認為加密技術
為犯罪活動提供「避風港」，使社會上極弱勢人士陷於
危險境地，包括遭受性剝削的兒童。聲明鼓勵企業自願
向政府提供後門，若科企拒絕並加以阻撓，政府將採取
強制措施，集中力量進行加密破解。聲明同時警告，政
府和立法機關在破解加密上若遭遇更大反抗行動，將被
視為對執法行為的阻撓，不排除將採取法律行動。

在
2016 年
加州聖貝納
迪 諾 槍 擊 案
後，聯邦調查局(FBI)要求蘋果公司為疑犯的iPhone手機
解鎖，但蘋果以保護用戶私隱為由拒絕，雙方展開法律
訴訟，最終FBI繞過蘋果自行解鎖手機。華府其後希望
蘋果為他們開發能讓執法部門閱覽設備數據的軟件，同
樣遭蘋果拒絕。

歐盟數年內將設反加密法
西方國家近年施加更大壓力，迫使應用程式開發商為

執法部門提供閱覽用戶通訊的權限。澳洲前年成為首個
廢除加密法的西方國家，美國和歐洲國家政府卻面對科
企、非牟利組織和公眾強烈反對，因而成效不彰。提倡
網絡私隱權的電子前沿基金會上周指出，歐洲國家愈來
愈傾向規管這類應用程式，歐盟外洩的文件顯示，歐盟
未來數年內將引入反加密法，強制應用程式安裝後門。

■綜合報道

據知情人士透露，影音分享平台TikTok的競爭
對手、美國社交媒體公司Triller，正與空殼公司洽
談收購事宜，一旦成事將借殼上市，壯大規模。
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8月簽署行政命令，要求
TikTok母公司字節跳動出售TikTok在美業務。
Triller 其後曾表示，希望藉着TikTok的前景未
明，能吸引更多網紅和用戶使用Triller。
Triller於2015年創立，今年較早時曾稱在美國

每月約有6,500萬活躍用戶，但不少數據分析公司
均表示，Triller聲稱的用戶數字未獲獨立確認。
據悉Triller正和投資銀行Farvahar Partners合
作，與一間「特殊目的併購公司」(SPAC)協商潛
在交易，SPAC實際就是一種空殼公司。消息人士
透露，Triller同時正跟瑞士銀行為首的投資者討論
私募融資，公司正考慮是要繼續私募融資，還是選
擇借殼上市。 ■路透社

法國外交部昨日宣布，將委任駐澳洲大使皮諾
為首位「印太大使」。

法印澳推動「地區軸線」
法方表示，皮諾將於下周二離開澳洲堪培拉返

回法國，他將以法國為根據地，並會頻繁往來印太
地區，協調區域外交策略。駐澳大使空缺將由蒂博
接任，蒂博曾籌辦去年在法國西南部城市比亞里茲
舉行的七國集團(G7)峰會。
法國國防部長帕利正推動建立以法國、印度、

澳洲為骨幹的「印太地區軸線」，在全球緊張關係
升溫之際推展外交。這個三方對話機制，將與由日
本、美國、澳洲與印度組成、聚焦安全事務的「四
方安全對話」分開運作。
澳洲與中國經濟往來密切，目前卻成為國際夥

伴試圖拉攏、以維護區域秩序的重要盟友。美國已
顯著提升駐澳洲使館的級別，增設十多個職位，以
堪培拉為印太運作的根據地。
法國在印太地區直接投資達1,760億美元(約1.36

萬億港元)，並佔法國17%出口額及14%進口額。
皮諾在6月曾警告，國際秩序挑戰日益嚴峻，新冠
疫情危機更可能加快國際規範瓦解，「法國和澳洲
在印太區域具有特別責任，要確保後疫情世界不會
變得更差，可能的話要變得比以前更好。」

■綜合報道

接觸物體表面是新冠病毒潛在傳播途徑之
一，醫學界過往研究認為，新冠病毒在物體
表面可存活最多6天，不過澳洲日前一項研究
發現，新冠病毒在昏暗陰涼的特定環境下，

能在鈔票和手機屏幕等物體表面存活28天，
證明病毒或能較此前估計存活更久。
澳洲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CSIRO)昨日

在《病毒學期刊》發表研究報告，指出新冠
病毒在攝氏20度室溫下「極度頑強」，可在
手機屏幕、玻璃、不鏽鋼和塑料鈔票等光滑
表面存活28天，而流感病毒在相同條件下只
能存活17天。而在攝氏30度的環境下，新冠
病毒依然能存活約一周，不過當升至攝氏40
度，病毒在24小時後便不具傳染性。此外，
在布料等多孔物質表面，新冠病毒在低溫下
也可存活14天。
英國加的夫大學感冒研究中心前主任埃克

爾斯批評這項研究引起不必要的恐慌，稱病

毒通常透過飛沫傳播至物體表面，但這項研
究並未利用新鮮人體黏液作為傳播病毒媒
介。他指飛沫內含能破壞病毒的白血球，病
毒在飛沫內只能存活數小時。美國羅格斯大
學微生物學教授戈德曼今年7月也在醫學期刊
《刺針》發表研究稱，新冠病毒經無生命物
體表面傳播的機會極低。
分析認為，新實驗在病毒「友善」的環
境下進行，病毒在現實世界未必能長期存
活。不過CSIRO執行主任馬歇爾強調，研
究結果有助更準確預測病毒在物體表面存
活的時間，凸顯勤洗手及清潔觸控屏幕的
重要性。

■綜合報道 日本大阪市政府昨日宣布，以重
新劃定大阪市行政區劃為主要內
容、並涉及該區域未來發展模式的
「大阪都構想」公投，將於11月1
日舉行。如果公投獲過半數支持通
過，現有大阪市將於2025年廢除，
並重新規劃為4個行政區。
自從2011年「311」東日本大地震
後，作為日本第二大城市的大阪，一
直有聲音認為應該將東京部分首都機
能移到大阪「副首都」，以防東京遭
遇天然災害時國家行政癱瘓。「大阪
都構想」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提出，目
的是仿照東京都23區的行政區劃，
重組大阪市以至大阪府，消除「雙重
行政」，提升行政效率，變相升格為
「都」。

擬2025年改劃4特別區
不過這個「大阪都構想」與所謂

「副首都」目標其實相距甚遠，甚

至可說是掛羊頭賣狗肉，
目的只是用作簡化大阪行
政規劃。2015年，大阪
市便曾就「大阪都構想」
舉行公投，結果以些微差
距被否決，時任大阪市長
橋下徹因此退出政壇。
大阪府議會和大阪市

議會早前再次通過「大阪
都構想」草案，根據該草

案，計劃2025年廢除大阪市，由4
個特別區（澱川區、北區、中央
區、天王寺區）代替。今次公投對
象就是這份草案，只要贊成票過半
便可通過。

助解決雙重行政問題
大阪市是日本政府在1956年指定

的「政令指定都市」，擁有都道府
縣政府層級的部分行政與財政權
限。原本指定都市的目的，是為了
提高行政效率，後來卻演變成指定
都市跟都道府縣政府權限疊床架屋
的「雙重行政」問題。若投票通
過，大阪市將是首個廢除的指定都
市。日本《大都市地域特別區設置
法》規定，設置了特別區的道府縣
可被視為都，但該法沒有更名的相
關規定，要將大阪府更名為大阪都
則還需要制訂相關特別法。

■綜合報道

白俄羅斯8月舉行總統選
舉，總統盧卡申科成功連
任，反對派指控選舉舞弊，
持續上街示威要求重新選
舉。警方前日大舉驅散，拘
捕逾700人。內政部昨日宣
布，鑑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
變得激進，警方有需要時將
動用實彈應對。
白俄自大選後局勢動盪不
休，大批示威者前日在首都
明斯克繼續上街，要求盧卡
申科交出權力，並重新舉行
總統選舉。警方施放水炮、

發射閃光彈及揮動警棍驅散
示威者，合共拘捕713人。
歐盟關注白俄局勢，早前

已制裁盧卡申科的 40 名盟
友，包括實施旅遊禁令和凍
結資產，指他們操控總統選
舉及鎮壓反政府示威，並敦
促盧卡申科與反對派領袖對
話，以化解危機。歐盟各成
員國外長昨日表示，在白俄
當局前日大舉鎮壓及拘捕和
平示威者後，歐盟準備將盧
卡申科列入制裁名單。

■路透社/法新社

研究：新冠可在鈔票手機芒存活28天

白俄：示威變激進 警可用實彈

「大阪都構想」
下月再公投

趁TikTok前景未明
Triller謀借殼上市壯大

法首委任印太大使

■■大阪用宣傳車介紹公投日期大阪用宣傳車介紹公投日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皮諾成為法國首位皮諾成為法國首位「「印太大使印太大使」。」。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20152015年創立的年創立的TrillerTriller。。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西方國家不停利用所謂「後門」議題抹黑打壓中國科技企業，但另一方面本身卻

對在應用程式中植入「後門」樂此不疲。由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和新西蘭組

成的國際情報聯盟「五眼聯盟」，前日聯同印度和日本發表聯合聲明，要求科技公

司在加密通訊應用程式中設置「後門」，讓其執法機關獲得監控網絡犯罪的權限。

倡導保護網絡私隱權的人士批評，以「後門」方式讓執法部門閱覽用戶通訊，對民

主和用戶私隱造成嚴重損害。

■■當局出動水炮車驅趕示威者當局出動水炮車驅趕示威者。。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