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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廣播公司報道，美國中情局前僱員斯諾登於
2013年揭發美國大規模監聽計劃後，丹麥國防情

報局於2014年展開代號「鄧哈默行動」內部調查，並於
2015年寫成報告。調查發現，在2012年至2014年間，
NSA通過與丹麥國防情報局合作，有目的地連接丹麥互
聯網以獲取數據，從而能夠監聽目標國家高層官員，包
括默克爾，現任德國總統、時任德國外長的施泰因邁
爾，當時的德國社民黨總理候選人施泰因布呂克，以及
法國、瑞典、挪威等國領導人。

監聽範圍廣 搜索內容也截取
除了丹麥廣播公司外，瑞典、挪威、德國及法國的傳
媒均有參與這次調查報道，並引述能夠取得丹麥國防情
報局機密的消息人士。報道指，NSA利用盟友監聽盟
友，監聽範圍非常廣泛，不僅可以截獲監聽對象的手機
短訊和電話內容，還能獲取互聯網上的搜索內容、聊天
訊息等。
報道指，丹麥國防情報局2015年完成調查後，並未公
開調查報告，亦沒有採取任何跟進行動，直至2018年才
將報告轉交監管情報部門的獨立委員會。委員會去年8
月發表報告，嚴厲批評國防情報局在發現明顯間諜活動
後不作為是「嚴重錯誤」，丹麥政府其後把國防情報局
長以及3名官員停職，並就委員會的結論展開後續調
查，預計今年內會有結果。對於今次報道，丹麥防相布
拉姆森表示，對親密盟友進行系統性竊聽是不可接受
的。

為求私利 竊國防產業採購計劃
丹麥廣播公司去年亦曾報道，美國利用丹麥互聯網通
訊電纜收集丹麥和歐洲各國國防產業情報，從而獲取相
關國家的戰機採購計劃資料，並可自由獲取包括丹麥公
民私隱資訊在內的互聯網原始數據。
歐洲多國對事件反應強烈，瑞典防相胡爾特奎斯特表
示，無法接受盟友之間監聽行為，形容事件是對瑞典政
治人物的「間諜活動」；挪威防相巴克－延森稱，將
「嚴肅對待」這一事件。有份被監聽的施泰因布呂克形
容事件「荒唐」，法國歐洲事務國務秘書博納表示，事
件如屬實，性質「極其嚴重」。德國國會負責調查此前
美國監聽事件的委員會負責人森斯堡說，情報部門背後
的驅動力「不是友誼，也不是道德倫理，而是對利益的
追逐」。
NSA及美國政府未有回應報道。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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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家安全局被揭發在2012年到2014年間與丹麥軍
事情報部門合作，通過互聯網監視瑞典、挪威、德國、
法國等高官活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昨日表示，
事實一再證明，美國是公認的全球頭號「黑客帝國」和
竊密大戶，其竊密對象不僅包括競爭對手，也包括美國
自身的盟友，稱得上是大規模、無差別竊聽竊密的慣犯
高手。即便是美國盟友，也對此表示不可接受。
汪文斌指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樣一個竊密大
戶居然打着「清潔網絡」的旗號，要聲稱維護網絡
安全，這充分暴露了美國維護網絡安全是假，
打壓競爭對手是真，維護盟友安全是假，維
護自身霸權是真，美方的所作所為是否符合
其情報法的規定，是否符合美方與其盟友
間數據跨境流動協議的精神，是污染網
絡還是清潔網絡，美方應當給國際社會
一個交代。中方呼籲國際社會共同揭
露和抵制美國的網絡霸凌行徑，不要
為「黑客帝國」的非法行為做嫁衣。

●綜合報道

丹麥傳媒昨日聯
同歐洲多國媒體發表

重磅報道，揭發美國國
家安全局（NSA）與丹麥

情報機關合作，監聽歐洲多
個盟國的領導人及政治人物，

報道一出立即引起關注，歐洲多
國乃至全球媒體都紛紛轉載，不過

唯獨有一個地方是例外。向來經常對其
他國家所謂人權問題指手畫腳的美國傳

媒，這次對於美國情報部門又一次公然侵犯人
權的行為，竟然集體失聲，再次凸顯美國傳媒
「待人以嚴，律己以寬」的雙重標準。

一宗國際關注的重大新聞，而且更是直接牽涉
美國政府的醜聞，外界一般都會預期，經常以
「第四權」自居的美國傳媒會廣泛報道事件。不
過事實是，昨日點開美國各大主流媒體網站的首
頁，幾乎都見不到相關新聞報道，即使是搜索
「丹麥」或「國家安全局」等關鍵詞，在這些媒
體網站上亦完全搜尋不到有關今次事件的報道，
哪怕只是一小段簡訊也沒有。

日前率先代表美國再就新冠病毒溯源問題發

難、大肆炒作「實驗室洩漏論」的《華爾街日
報》，網頁版昨日便完全沒有報道事件，其國際
版頭條先是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面臨下台的消
息，其後則是有關中國三孩政策的報道。至於
《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頭條則一直是
美國得州投票制度改革的新聞，同樣沒有任何涉
及「丹麥」的報道。如果美國民眾只看當地媒
體，很可能一直都不會知道美國政府的行為再一
次受到國際社會譴責。

歐美三大通訊社中，亦唯獨只有美聯社未有即
時轉發丹麥傳媒的報道。在路透社和法新社最先
發稿相隔超過13個小時後，美聯社才姍姍來遲
地發出一篇報道，不過報道的主角竟然不是美
國，而是丹麥，標題是「對丹麥的提問：為何美
國能夠監聽？」重點放在歐洲多國要求丹麥解釋
事件，而非美國監聽盟國這個行為本身。報道亦
不斷試圖淡化事件的嚴重性，包括強調這是「7
年前發生的事」，亦沒有引述法國和挪威等國對
事件的回應。

美國媒體經常扛着「言論自由」的旗號，肆意
指控、抹黑及詆毀他國，以至煽動分裂別國，但
當遇到自己國家政府在國外不光彩的行為時，這
些美媒要麼不是「選擇性失明」，要麼就是「顧
左右而言他」地轉移視線，為美國找開脫的藉
口，一次又一次赤裸裸地展示「美式雙標」。當
這種美媒從早到晚高喊要求「查清新冠病毒源
頭」時，又有誰會相信他們不是別有目的？

2013年，美國中情局前僱員斯諾登揭發美國
大規模監控計劃的機密資料，包括監聽盟國領
導人，在國際上引發軒然大波，當時美國政府
曾經承諾停止有關行為，不過今次丹麥傳媒的
報道則顯示，美國直到2014年，仍然繼續監聽
歐洲盟國的領袖。
今次事件正值美國總統拜登展開任內首次歐

洲訪問行程之前，目前正流亡俄羅斯的斯諾登

表示：「拜登早就準備好在不久後的歐洲之行
中回答這個問題，當然，因為他從一開始就深
深參與了這樁醜聞。」

默克爾中招
素以「網絡安全衛士」自居的美國，實際上

一直在對歐洲盟友大搞間諜活動。斯諾登當年
揭發美國政府廣泛監聽國內外電話及互聯網通

訊，對象不僅包括國內公民，還針對其他國家
領導人，在國際上引發軒然大波。監聽受害人
之一的德國總理默克爾，當時更直接給時任美
國總統奧巴馬打電話，稱這是「嚴重背棄信
任」之舉。洩密網站「維基解密」亦於2015年
爆料，稱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先後監聽過
法國三位總統希拉克、薩科齊和奧朗德，獲取
了關於他們施政的一些重要情報。 ●綜合報道

美國情報部門被揭發透過丹麥的互聯
網通訊電纜監聽歐洲盟友，之所以選擇丹
麥，與該國的地理位置有很大關係。
丹麥位處北歐咽喉要道，南與德國接

壤，北與挪威、瑞典隔海相望，因此多條
連接荷蘭、英國、挪威、瑞典與德國的海

底電纜，都會將關鍵登陸站建在丹麥境內，這些登陸
站讓美國國家安全局得以存取歐洲多國網絡通
訊，並利用其自行研發的「XKeyscore」軟
件，搜索和分析當中的互聯網原始數
據。

●路透社

歐網絡電纜樞紐
丹麥位置優越

美國情報部門再被揭發監聽盟國！丹麥媒

體前日報道，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利用

與丹麥國防情報局的合作關係，藉經由丹麥

的互聯網通訊電纜，監聽包括德國總理默克

爾在內的歐洲盟國領導人和高級官員。事件

令歐洲輿論一片譁然，丹麥、德國、法國、

挪威及瑞典等國政府均對美國又一次被揭發

監聽盟友表示憤怒，形容有關行為不可接

受。分析認為，美國總統拜登上台後多次聲

言要修補與歐洲盟友的關係，但今次事件勢

必再削弱美歐互信，令雙方裂痕加深。

中方批美竊密慣犯
「全球頭號黑客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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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集體失聲再顯雙標
郭燁

踢爆美國「假認錯」 斯諾登事件後續監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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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
與拜登 2012

年出席競選活
動。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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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泰因布呂克施泰因布呂克
德國反對派領袖德國反對派領袖

施泰因邁爾施泰因邁爾
德國總統德國總統

●●美國監聽行動曾引起多場示威美國監聽行動曾引起多場示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美國監聽對象美國監聽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