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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共同社、

韓聯社及路透社報道：日本27日

發布2019年版《防衛白皮書》

，在名為 「安全保障合作」 的章

節中，將韓國的排序從2018年

版中的第二名降至第四名。日本

國防部消息人士解釋稱，這實際

上是將韓國的重要性降級。日本

還在白皮書中重申對日韓爭議領

土獨島（日稱 「竹島」 ）的主權

，韓國同日提出嚴正抗議。

在日本2018年的白皮書中

，韓國的排名為第二，僅次於澳

洲。而在今年的白皮書中，日本

將韓國放在澳洲、印度和東盟之

後。該排序被認為反映各國重要

程度。據悉，日本防衛省是鑒於

近期日韓對立作出的判斷。報告

批評韓國破壞雙邊合作並舉出事

例，包括韓國上月決定不續簽日

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等。

白皮書還重申日本對獨島的

主權。韓國27日提出嚴正抗議，

並敦促日方立刻撤回有關主張。

韓國政府當日發表評論稱，日本

應清楚老調重彈對兩國關係發展

毫無裨益，日本政府的無理主張

不會對韓國擁有的獨島主權產生

任何影響，韓國政府將堅決應對

日方任何挑釁獨島主權的行為。

此外，韓國外交部和國防部還分

別召見日本駐韓大使館公使和武

官，提出強烈抗議。

此外，美國今次被列於白皮

書的第一部分，而中國取代朝鮮

被列於第二部分。對於這一安排

，日本防衛大臣河野太郎表示：

「現實是中國在快速增加軍事開

支，所以人們可以理解，我們（

在這方面需要）更多篇幅。」

美媒揭通烏門告密者為CIA官員

【大公報訊】綜合《紐約時報》、美聯社及法新社報道：美國總統
特朗普的 「通烏門」 風波愈演愈烈。隨着美國國會情報委員會26日公開
告密者的舉報內容，有美媒披露這名匿名告密者實為一名中央情報局（
CIA）官員。同時，特朗普的一段錄音26日亦流出，他在其中形容向告
密者泄露資料的人如同間諜，並暗示要以叛國罪進行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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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烏門事件部分進展
告密者為告密者為CIACIA男官員熟悉東歐男官員熟悉東歐

•了解告密者身份的人士透露，告密者是中央情報局（CIA）
一名男官員，一度被指派在白宮工作。從舉報內容可

看出，告密者是一名訓練有素的分析師，很清楚美
國對歐洲外交政策，熟悉烏克蘭政壇，且對法律有
一定程度了解。

先向先向CIACIA舉報後改走告密者程序舉報後改走告密者程序

•在特朗普與澤連斯基通話當周，告密者就匿名
向CIA總顧問埃爾伍德提出控訴，後者隨後
開始評估有關內容有無 「合理依據」 。在

得知埃爾伍德將舉報內容告訴白宮後
，告密者認定CIA未嚴肅看待舉報，於是

改走能賦予特殊法律保障的告密者程序。

情報總監指告密者情報總監指告密者 按章行事按章行事 
•據報道，告密者當時找上專攻國安與揭弊者法律的律師巴卡伊，協助他向
情報界督察長舉發內容。代理國家情報總監馬奎爾26日表示，自己不知道
告密者是誰，但此人是 「按章行事」 。

特朗普暗示叛國罪伺候特朗普暗示叛國罪伺候

•根據美國《洛杉磯時報》公布的錄音，特朗普曾在私人會議中說： 「他們
（告密者）簡直是間諜。大家若聰明的話，都知道這在以前會怎麼
做對吧？間諜與叛國，以前的處理方式與現在可不太一樣。」

民間已籌款供告密者打官司民間已籌款供告密者打官司

•非牟利組織Whistleblower Aid於25日開設捐款網站，為
告密者籌集法律費用，目前已有3000多名捐
款者，籌款金額已破10萬美元。

來源：《紐約時報》、法新社、中央社

日發防衛白皮書
韓國重要性降級

美通過臨時預算
避免政府再停擺

歐盟：若硬脫歐英需擔全責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

《衛報》及《奧格斯堡大眾報》

報道：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27日

表示，他和歐盟脫歐談判代表巴

尼耶都各盡所能，以敲定英國脫

歐協議為目標，如果最後英歐未

能就脫歐達成一致，英國需負全

責。他還表示，無協議脫歐將帶

來嚴重後果，直接威脅雙方未來

貿易關係。

據德國《奧格斯堡大眾報》

報道，容克坦言正同巴尼耶就達

成英歐協議進行深入研究，並認

為若英國硬脫歐，對雙方而言都

是一場災難。容克說： 「我們正

在盡一切可能達成協議。但若最

終失敗，責任完全在英方。」 容

克指出，英歐未來的貿易關係將

因硬脫歐而複雜化。他解釋道：

「歐盟希望並需要簽署自由貿易

協定，但這不像許多英國人想像

中那樣容易，在我的任期內，許

多貿易協議都耗時數年才被最終

敲定。」
英國首相約翰遜26日接受

BBC採訪時呼籲各方冷靜，將脫

歐當成共同目標，團結一致以打

破當前困局。但他拒為自己的惹

火言論道歉，不認為有煽動仇恨

之嫌。

目前，英國議會因脫歐矛盾

分化加劇，約翰遜25日拒絕就非

法關閉議會道歉，並稱反對派早

前通過的阻止硬脫歐法例為 「投
降法案」 。他還頻繁使用 「叛徒

」 、 「變節」 等詞形容反對派議

員，甚至提及在2016年脫歐公

投前被槍殺的留歐派議員考克斯

。有議員指責他的言論是 「激化

仇恨、導致分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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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一名情報人員8月揭發特朗普曾

以軍事援助為籌碼向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施壓，要求其調查民主黨總統競選人拜登

及其兒子亨特的黑料。民主黨認為特朗普

涉嫌濫權以謀求個人政治利益，眾議院議

長佩洛西也已宣布開啟彈劾調查。國會26

日公開有關舉報內容，《紐時》同日首次

披露這名告密者的身份。

告密者曾在白宮工作
據《紐時》援引三名了解告密者身份

的人士透露，該人士是一名CIA男性官員

，曾一度被指派往白宮工作，但之後已回

到中情局。報道表示，從舉報內容可看出

，這名告密者是一名訓練有素的分析師，

且對美國對歐政策有深入了解。報道還指

出，該人士熟悉烏克蘭政局，且對法律有

一定程度了解。

美國法律規定官員可通過適當渠道舉

報同事或上級嚴重的不當行為，據此這名

告密者的身份也受到保護。由於該人士曾

透過律師表明願意在恰當安保措施下赴國

會作證，法新社分析也指預計他很快會前

往國會參加閉門會議，因此其身份很可能

最終曝光。不過，代表告密者的華盛頓律

師扎伊德（Mark Zaid）仍拒絕證實其身

份，指這會令其處於危險境地。

根據26日披露的舉報內容，這名告密

者雖未親耳聽到美烏總統今年7月的那通

電話，但一些白宮同事告訴他，特朗普正

利用職權尋求外國干預2020年美國大選，

而幕僚們對見證 「總統濫用職權以攫取私

利」 感到憂心。告密者認為這些官員的說

法可信，因為 「在幾乎所有事件中，不同

官員所說的內容都可以相互印證」 。

特朗普：泄密者如間諜
特朗普此前已指責告密者對自己懷有

偏見，且披露的均為從其他人那裏聽來的

二手消息。《洛杉磯時報》26日披露一段

特朗普的錄音，後者再次放出狠

話，嚴厲抨擊向告密者提

供信息的人，並形容這種

做法如同間諜，暗

示可能以叛國罪伺候。

據悉，特朗普是在一次私人活動中，

向紐約的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外交人員及

其家屬講話，他當時說： 「都知道這在以

前會怎麼做對吧？間諜和叛國，以前的處

理方式可與現在不太一樣。」 按照美國法

律，叛國罪最高可被判處死刑。

民主黨警告勿恐嚇證人
就此，數名民主黨眾議員已

警告特朗普不要 「恐嚇目擊證人

」 。民主黨議員恩格爾、希夫和

卡明斯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說： 「
總統今天的言論構成對證人的恐嚇

，並企圖阻止國會的彈劾調查。」 聲

明還表示，特朗普的暴力威脅對整個告密

者程序產生 「令人不寒而慄的影響」 ，嚴

重威脅美國民主和國家安全。

此外，代理國家情報總監馬圭爾26日

前往眾議院情報委員會聽證會作證。他強

調，自己不知道告密者的身份，但表示此

人誠實，無理由認為其不效忠於美國。他

還表示，告密者的每一步都依照法律，是

「按章行事」 。馬圭爾也強調，白宮沒有

指示他保留消息不發放，也未要求他找出

告密者。

截至27日，已有224名眾議員支持

展開彈劾調查，滿足需超過眾議院435

個席位半數的條件。據民主黨眾議員康納

（Ro Khanna）透露，眾議院就彈劾特朗

普進行的投票可能於今年底進行。

特朗普惱羞成怒 威脅以叛國罪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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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圭爾26日在眾議院情報委員
會聽證會作證 法新社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

《華盛頓郵報》及《紐約時報》

報道：美國國會參議院26日通過

一項臨時預算案，將聯邦資金延

長至11月21日以避免政府 「停擺

」 。這一舉措將給國會更多時間

商討總額約1.4萬億美元的2020

財年財政預算案。

當日，參議院就臨時預算案

進行投票，最終以82票贊成、15

票反對的結果通過表決，同意在

本月30日的2019財年結束前，將

政府運轉資金延長至感恩節前夕

，以避免政府停擺。這項為期兩

個月的臨時預算本月19日在眾議

院通過，隨後交由參議院表決。

去年，由於國會未能打破邊

境牆預算僵局，聯邦政府執行部

門部分或全部關閉，停擺35日，

創造美國政府史上最長閉門紀錄

。據《華郵》報道，與去年的國會

會議相似，今次會議仍聚焦於美

墨邊境牆費用問題。民主黨人反

對總統特朗普索要50億美元建牆

的要求，並提出一項修正案試圖

阻止這筆費用支出，但被否決，

兩黨將繼續就此問題進行談判。

在其他預算問題上兩黨也存

在較大分歧，比如民主黨人希望

將更多預算用於國內民生項目，

而不是共和黨人優先考慮的軍事

項目中。

此外，特朗普政府26日宣

布，計劃在2020財年內接收1.8

萬名難民，較去年人數減少40%

，或創近40年來新低。許多人

權組織對此舉表示譴責，國際

救援會主席米利班德表示，美

國這一決定毫無邏輯及必要性

，將損害其在保護世界最弱勢

群體方面的領導地位，且玷污

人道主義價值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