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遭基地分支綁架 一年內二度現身

日記者向當局發最後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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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內經濟持續萎靡，零售店家紛
紛廉價拋售貨品 美聯社

【大公報訊】綜合共同社、日本經濟新
聞報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日前決定，將日
本原定於2017年4月上調消費稅率至10%的計
劃，向後推遲到2019年10月。安倍計劃在6
月1日本屆國會會期結束後正式公布這一消
息，目前正在加緊進行調整。

安倍30日就該計劃與自民黨副總裁高村
正彥、總務會長二階俊博、政務調查會長稻
田朋美相繼舉行會談。高村在會後向媒體表
示： 「首相的意志相當堅決。」安倍還將謀
求公明黨黨首山口那津男的理解。在野的民
進黨則召開了特命小組會議，就延期增稅的

方針等進行了討論。針對安倍近期有關世界
經濟現狀 「與雷曼危機前的情況相似」的言
論，民進黨認為 「這是企圖歸咎於世界經濟
，對安倍經濟學的失敗蒙混過關」，將要求
安倍在國會作出解釋，朝野雙方的交鋒進入
了白熱化階段。

此外，民進、共產、社民、生活四個在
野黨30日下午在國會內舉行黨首會談，就31
日提交內閣不信任案進行最後磋商。

民調：日本年輕人傾向增稅延期
據共同社的最新民調顯示，對日本此次

推遲消費稅稅率上調的計劃，70.9%的受訪
者表示贊成。在20至39歲年齡段中，贊成者
達74.8%；40至59歲年齡段中，贊成者達
71.6%；60歲以上人士中，贊成的比例為
67.2%。

在各政黨的支持者中，贊成延期增稅者
均多於反對者。執政黨自民黨的支持者中
70.7%贊成，26.4%反對。公明黨的支持者中
，贊成的比例為65.4%，反對比例為25.9%。

在野黨方面，民進黨69.4%的支持者、
共產黨76.7%、大阪維新會72.3%表示贊成延
期增稅。無黨派人士中有71.2%表示贊成。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7日在伊勢志摩
G7峰會期間發表講話 路透社

日擬延期增消費稅
四反對黨向安倍提不信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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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英國廣播公
司、路透社報道：疑似在敘利亞失蹤近一年
、遭 「基地」組織敘利亞分支 「敘利亞支持
陣線」（al-Nusra Front）挾持的日本自
由撰稿記者安田純平的照片，周日晚被人放
上網絡。照片中的安田拿着一張寫有 「請救
我。這是我的最後機會。」的求救字牌。日
本政府30日表示，相信照片中是安田本人，
正在盡力確保其獲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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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六月在敘利亞被綁架的日本
自由撰稿人安田純平日前再次現身。
在互聯網流傳的一張照片中，身穿橘
黃色上衣的安田滿臉鬍鬚，面容憔悴
，手舉一張紙上書 「請救救我，這是
最後的機會了」 。此情此景，看起來
令人心酸，因為，大家都清楚，政府
實際上根本無力提供這一 「最後的機
會」 。人質獲救只能寄希望於上蒼垂
憐，抑或是綁架者良心發現。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有日本人在中
東遭遇綁架。去年一月，兩名日本人
質接連被ISIS斬首，震驚日本朝野，

國際社會一片嘩然。安倍當時放話，
要 「把恐怖分子繩之於法」 。如今，
一年多過去了，沒見到安倍政府在反
恐上有什麼新作為，倒是國人再次遭
遇兇險，對人質 「最後機會」 的呼籲
，政府如一年前一樣一籌莫展。

無論是去年綁架湯川遙菜、後藤
健二的ISIS，還是此次綁架安田純平
的 「基地」 組織分支 「努斯拉陣線」
，之所以屢屢對日本人下手，主要是
因為日本是西方反恐聯盟中的一員。
這對日本人來說確實有點 「冤」 。在
中東反恐戰場，日本只是個小配角，

對反恐軍事行動的貢獻微不足道。安
倍關於反恐的豪言壯語，不過是安撫
盟友的口號，外界並未當真，但卻激
怒了恐怖分子，引火燒身。

安田純平命運如何？從去年日本
政府對兩名人質營救可略見一斑。第
一名人質湯川遙菜早在二○一四年八
月就已失蹤，後來後藤健二為營救湯
川也落入魔爪，當外界開始關注此事
時，人質危機實際上早已發生，政府
也早就知情。政府對營救並非無動於
衷，而是有心無力。在半年多時間裏
，政府對人質下落卻一無所知，當

ISIS發出七十二小時最後通牒後，日
本從官方到民間無任何交涉渠道，處
置起來可謂是老虎吃天無從下口中。
在整個營救過程中，日本政府所能做
到的只是一遍遍向美求援，不厭其煩
地發布外交呼籲。人質事件持續兩周
，其中既有命懸一線的焦慮，又有峰
迴路轉的驚喜，遺憾的是最終仍然以
悲劇結尾。日本自衛隊沒有解救人質
的軍事能力，外交部也沒有向他國施
加有效影響的槓桿，政府的實際能力
與國際反恐需要相去甚遠。

一年來，日本最大的改變是解禁

了集體自衛權、通過了新安保法，自
衛隊有權走出國門參與域外的軍事行
動，包括解救人質。但對平民百姓來
說，這一改變帶來的不是安全，而是
更大的風險。反恐是一場硬仗，來不
得半點僥幸。日本當局在決策時，要
先認真想一想，社會對
此是否作好了準備，政
府是否有能力在海外為
像安田純平這樣的平民
提供安全保障。否則，
人質悲劇還會發生。

日當局無力為人質提供最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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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29日上載到互聯網的照片顯示，一名留
大鬍子的男子身穿橙色衣服，手持一張手寫的
日語牌子，上面用日文寫下： 「請救我。這是
我的最後機會。」還署名 「安田純平」。

菅義偉：不排除聯絡挾持者
據信，42歲的安田純平於去年6月從土耳

其進入敘利亞之後，被附屬基地組織的 「敘利
亞支持陣線」所劫持。今年3月，日本政府確
認了安田純平曾通過一段發布於社交網站臉譜
的視頻向外界求助。在該段長一分鐘的視頻中
，安田純平指摘日本政府棄他不顧。他用英語
表述道： 「我也想對我的國家說點話。當你坐
在一個黑暗的房間，承受着痛苦。仍沒有人回
應。你等於是透明的。」但東京政府當時表示
，他們並沒有收到任何的贖金要求。

在網上發布上述視頻的哈克對法新社說，

該視頻是一個名為 「光明」的組織提供給他的
。他指 「光明」 「受到 『敘利亞支持陣線』委
託，為釋放他而進行斡旋。」而據日本放送協
會報道，此次流出的新照片也是由哈克發布。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30日表示， 「正在對照
片進行分析。我們認為是安田本人。將動用各
方面情報網全力實施營救。」日本內閣官房長
官菅義偉則稱，日本政府正盡力而為。被問到
這是否意味着聯絡 「敘利亞支持陣線」時，菅
義偉說 「不排除這麼做」，但拒絕提供進一步
細節。

曾與獲釋西班牙人質同囚
2015年初，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ISIS

）先後將兩名日本人——保安顧問湯川遙菜和
資深戰地記者後藤健二斬首。兩次殘酷的處決
引起日本全國注意。日本政府當時說其不會為

爭取兩人獲釋而與武裝分子談判，結果遭人
批評當時面對危機時不夠圓滑，包括明顯錯
過兩人獲釋的機會。

安田從2003年就擔任自由記者。他
2004年曾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郊外被當地
的自衛團扣押，並因要勞煩日本政府參與
談判爭取獲釋曾受到批評。

本月較早時，3名在敘利亞懷疑同樣
遭 「敘利亞支持陣線」挾持的西班牙記者
獲釋。據西班牙歐洲新聞社報道，這3人
此前有時與安田一同被囚禁。

有專家表示，與ISIS殺戮外國人質
不同的是， 「敘利亞支持陣線」雖然此
前也發布過人質照片和視頻，但他們的
主要目的是要求贖金，或者作為犯人交
換的一部分。

▲伊拉克反恐部隊29日集結在費盧傑
周邊 美聯社

▲伊拉克一間皇馬球迷聚集的咖啡廳
13日遭三名ISIS槍手襲擊 資料圖片

再襲伊拉克皇馬球迷會
歐聯決賽夜 ISIS槍殺12人
【大公報訊】綜合德新社、英國

《每日郵報》報道：歐洲聯賽冠軍杯
決賽29日於意大利米蘭舉行，西班牙
勁旅皇家馬德里擊敗馬德里體育會奪
冠。賽事期間，伊拉克一個皇馬球迷
會觀看比賽直播的地點，遭到極端組
織 「伊斯蘭國」（ISIS）槍手襲擊，
至少12人喪生、8人受傷。

事發於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以北約
64公里外的城市巴庫巴。當地時間凌
晨，球賽正進入十二碼決勝負之時，
有四名槍手闖入，對正在看球的一眾

皇馬球迷進行掃射，隨後逃走。據悉
，死者均為伊拉克人，年齡介乎18至
30歲。

皇馬會長佩雷斯在周日表示，將
本屆歐聯冠軍獻給遇害球迷及其家屬
，並指足球是宣揚寬容而非暴力。

今次事件已是近期第二次ISIS襲
擊皇馬球迷。本月13日，有三名攜
AK47步槍的ISIS槍手闖入拜萊德一間
皇馬球迷聚集的咖啡廳，槍殺16人，
另有20人受傷。死者當中大部分也是
皇家馬德里的球迷。

伊軍攻入ISIS重鎮費盧傑
【大公報訊】綜合英國廣播公

司（BBC）、美國之音報道：伊拉克
軍隊30日已進入被「伊斯蘭國」（ISIS
）控制的重鎮費盧傑。

伊拉克反恐部隊的發言人諾曼
表示，當地時間30日凌晨，伊軍展
開了攻入費盧傑的行動，軍隊分三
個方向，進入該城。

據BBC消息，ISIS的第一道防
線、費盧傑附近的小鎮卡爾馬，目
前已被政府軍控制。大量精銳部隊
亦已被派往巴格達以西45公里的費
盧傑附近。

不過，ISIS在費盧傑北部反擊
，製造了一次自殺式汽車炸彈襲擊

；並曾對該城南部進行反擊，但在
直升機機槍的協助下被成功抵擋。

費盧傑於2014年6月落入ISIS之
手，是被ISIS佔據最久的伊拉克城
市。隨着周圍戰鬥日益激烈，被困
城內平民處境更為惡化。雖然有大
約800人逃脫，但還有數千人被困。

聯合國難民署發言人弗萊明說
， 「我們收到令人震驚的報告，越
來越多的男人和年齡大些的男孩因
為不肯為伊斯蘭國作戰而被處決。
還有報告說，試圖逃離的人被處決
或遭鞭刑」；另外，據報有很多人
在自己家中被殺，或被自己住房的
瓦礫所埋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