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大今開幕 美伊或隔空交火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新華社報

道：聯合國針對伊朗的武器禁運令將於10
月18日失效，一名華府高級官員透露，特
朗普政府定於當地時間21日，制裁逾20個
涉及伊朗核武、導彈和常規武器的個人和
實體。聯合國大會22日在紐約登場，美國
總統特朗普和伊朗總統魯哈尼都將發表視
頻演講，外界關注美伊是否會因為制裁問
題隔空交火。此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已
單方面宣布20日起恢復對伊朗制裁，並威
脅 「懲罰」 不配合國家，國際社會普遍表

態不支持重啟對伊制裁。
路透社援引該名官員未經證實的說法

報道，伊朗在年底前可能已擁有足夠材料
來製造核武器，而且德黑蘭當局已恢復與
朝鮮的長程導彈合作。特朗普政府將於21
日發布行政命令，制裁逾20個涉及伊朗核
武、導彈和常規武器交易的個人及實體，
並禁止進入美國市場。

伊朗總統魯哈尼警告，美國如果對伊
朗實施霸凌行徑，將面臨伊朗方面的 「強
烈回應」 。中俄法英德等伊核協議參與方

，也分別致函安理會主席，就美單方面宣
布安理會恢復對伊制裁表明反對立場。歐
盟和聯合國亦發表聲明，不支持重啟對伊
朗制裁。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美方
對國際法合則用、不合則棄，不僅自己不
守法，甚至還揚言要以非法單邊制裁脅迫
其他國家。這種蠻橫無理的做法，已經遭
到國際社會的普遍不滿和反對。我們在此
奉勸美方，不要一意孤行，在單邊主義的
路上越走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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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衛費 佔GDP比例日本歷年防衛費佔GDP約1%

來源：《日本經濟新聞》

日本防衛省提出，為了推進技術開發和人才培養，需要
增加2021年度預算經費。除付給駐日美軍的費用、購入新戰
機替代2035年前後退役的F-2戰鬥機外，還計劃明年年末在
陸上自衛隊朝霞駐紮地（東京都練馬區）新設電子戰專門部
隊。

消息稱，這是繼在北海道和熊本縣之後第三次設立電子
戰專門部隊，日本將以這三個地方為據點，通過電子戰的方
式對抗在該領域領先的中國和俄羅斯。據悉，在朝霞駐地還
將新設可以統轄上述三個部隊的司令部，並計劃將其納入指
揮陸上自衛隊全國各方面隊的 「陸上總隊」 。

另外，日本6月中宣布停止的兩套陸基 「神盾」 導彈攔截
系統的部署計劃，防衛省也需在2020年內敲定導彈防禦替代
方案。據日本時事通訊社說法，最新方案是建造配備陸基 「
神盾」 雷達的反導專用艦艇。防衛省還向政府要求 「對敵基
地攻擊」 經費，但目前尚未提出具體金額。

美施壓日本增軍費
據統計，2015年度以來，每年獲批的防衛預算僅比尋求

的數額平均減少約400億日圓，連年開支大增已令政府內部出
現資金吃緊憂慮。而新冠疫情衝擊下，日本今年第二季度
GDP較去年同期萎縮28.1%，創二戰以來最大跌幅，加上政
府出台多項大型紓困措施，國家財政壓力大增。

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2021年度防衛預算仍上漲，與美
國的施壓密切相關。美國防長埃斯珀16日在美智庫 「蘭德公
司」 發表演說，其間大肆渲染 「中國威脅論」 ，要求包括日
本在內的所有盟國和友好國，將防衛費在GDP中的佔比提高
到2%以上。這是特朗普政府首次向北約（NATO）以外的國
家提出這個要求。日本的防衛費與GDP之比長期保持在1%上
下，前防衛相岩屋毅曾估算稱，如果根據北約的標準來計算
，最多達到約1.3%。

另外，日美上一份軍費分攤協定將於2021年3月到期，
埃斯珀的發言也將對不久後的談判產生影響。日本《東京新
聞》刊文指出，無論在日美貿易談判中，還是在制定防衛預
算方面，處處顯露出日本政府迎合美國的考量。

日美首腦通話25分鐘
日媒指出，菅義偉正繼承安倍的執政理念，在配合美國

戰略部署的同時，深化日美同盟關係。20日晚，日本首相菅
義偉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是前者16日上任後兩國首腦
首度通話，持續約25分鐘。菅義偉表示，他向特朗普表明日
美同盟 「是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基礎」 ，雙方同意密切協作、
加深雙邊關係，包括應對新冠疫情和朝鮮半島核危機。菅義
偉在通話中獲特朗普熱情回應，特朗普甚至跟菅義偉說： 「
有需要的話，24小時隨時都可以來電。」 值得關注的是，內
閣官房副長官坂井學稱，兩人還就中國議題交換意見，但拒
絕透露細節。白宮則透過聲明指，兩人討論追求 「自由開放
的印太地區」 共同願景。

分析人士認為，菅義偉與特朗普的親密往來，又任命安
倍胞弟、右翼對華鷹派岸信夫為防衛大臣，這表明日本政府
今後在東海、南海以及釣魚島等敏感問題上，採取強硬對華
政策的可能性極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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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染疫數恐超美 泰姬陵仍重開

六成美民眾反對選前提名新法官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路透社報道

：美國最高院大法官金斯伯格逝世引發的兩
黨提名之戰仍在繼續，總統特朗普21日表示
，他已將人選收窄至5人，將會在周五或周六
宣布提名一位女性大法官補缺。雖然共和黨
在參議院佔據多數，但目前已有兩名共和黨
參議員公開表態反對選前提名，提名鬥爭陷
入膠着。

路透社和益普索（Ipsos）聯合進行的民
調顯示，62%美國人反對在大選前提名新任
大法官。這一比例在民主黨受訪者中高達
80%，在共和黨受訪者中亦達到50%。

阿拉斯加州參議員穆爾科斯基日前公開

表態，反對特朗普在大選前提名金斯伯格繼
任者，成為緬因州參議員柯林斯之後第二名
「跳船」 的共和黨參議員。共和黨在參議院

53比47的優勢，已縮小為51比49。美聯社報
道，共和黨籍猶他州參議員羅姆尼、艾奧瓦
州參議員格拉斯利會否 「跳船」 ，以及民主
黨參選人凱利能否在11月底當選亞利桑那州
參議員，或將決定特朗普能否在任內提名第
三位大法官。若上述三人中有兩人投出反對
票，民主黨就可翻盤。

有分析指，特朗普急於提名新法官，意
在轉移公眾視線，掩蓋自己抗疫不力的重大
過失，同時討好保守派選民。若提名在選前
通過，他可將其當作 「政績」 宣傳；若未能
通過，他也可以藉機敦促支持者投票，以便
在連任後繼續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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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防衛預算4000億創新高
增電子戰部隊 留對敵基地攻擊經費

外國確診人數（部分）

美 國

印 度

巴 西

俄羅斯

秘 魯

哥倫比亞

墨西哥

南 非

西班牙

阿根廷

6814696 （199531死）

5487580 （87882死）

4544629 （136895死）

1105048 （19420死）

768895 （31369死）

765076 （24208死）

697663 （73493死）

661211 （15953死）

640040 （30495死）

631365 （13053死）

來源：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瑞典公司拒續約
華失西澳衛星站使用權

【大公報訊】據路透社報道：中國在澳洲租用一處戰略
太空監測站，但監測站營運方瑞典太空公司（SSC）近日表
示，鑒於整體地緣政治造成中國市場的複雜性，現有租賃合
同到期後，將不再延長。路透社指出，這將影響中國的太空
探索與導航能力。

中國自2011年起開始租用西澳州的亞薩拉加衛星站，為
其航天任務提供跟蹤及收集數據服務。瑞典太空公司表示，
「由於整體地緣政治造成中國市場的複雜性，瑞典太空公司
已決定在未來幾年主要關注其他市場。」 因此合約到期後，
將不會與中國續約，但該公司並未透露合約何時到期，僅說
類似合同通常持續約10年。雙方的合約內容主要包括，瑞典
太空公司在遙測、追蹤和指揮上支援中國的載人太空項目。

據瑞典太空公司透露，中國上一次使用該衛星站是在
2013年，用於支援神舟十號飛船與天宮一號的對接任務。

近年來，中國積極發展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為減少對美
國GPS系統的依賴，而地面太空追蹤站可以為衛星提供校正
服務，因此十分重要。報道指出，瑞典公司拒絕續約的決定
，將影響中國的太空探索及導航能力。

【大公報訊】綜合《日本經濟新聞》、共同社、日
本時事通訊社報道：日媒21日透露，日本防衛省要求將
2021年度防衛預算，增至歷來最多的5.4萬億日圓（約
4000億港元），這也是該國自2013年開始，連續8年
尋求增加防衛預算。有分析認為，雖然新冠疫情
下政府開支大增，但菅義偉政府仍繼承安倍
政權推進的 「外交與安保再構建 」 等路線
，日本當局仍迎合
美國的考量，在
印太地區姿
態明確。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路透社報道
：印度新冠肺炎疫情急速惡化，每日新增確
診人數逼近10萬，累計確診已突破540萬宗。
如果以當前態勢發展，印度確診人數將很可
能超越美國，居全球之冠。儘管疫情嚴重，印
度觀光勝地泰姬陵自21日起仍然如期開放。

印度衞生部21日發布數據顯示，過去24
小時印度新增近8.7萬宗確診病例，累計近

549萬人染疫，僅次於美國的681萬確診數字
。如果該國疫情無法受控，恐在未來數周內
超越美國。

不過，印度政府仍宣布分階段解除封鎖
措施，包括恢復列車服務，開放國內航班、
市集和餐廳等。自3月17日起關閉至今的知名
旅遊勝地泰姬陵也從9月21日起重新開放。印
度考古局表示，泰姬陵每天限5000名遊客入
內參觀，門票只在網上銷售，據報首日僅有
約160名遊客入場參觀。所有遊客需接受體溫
檢測，入內參觀需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

全球新冠肺炎死亡人數已達96萬，即將
突破百萬大關。疫情最嚴重的美國，目前每
日新增死亡病例仍有約800宗，累計死亡人數
逼近20萬。隨着9月美國高校和中小學陸續開
學，北達科他州、威斯康星州等20州份感染
人數攀升。專家擔憂，隨着氣候漸冷、更多
人待在室內，第三波疫情恐將比夏季第二波
疫情更兇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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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21日在泰姬陵內合影留念 法新社

▲日本首相菅義偉17日在新內閣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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