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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各懷鬼胎 分析：亞太版北約難成功
美印日海上軍演 澳洲加入謀遏華

【大公報訊】綜合
CNN、《外交政策》、路透
社報道：澳洲19日宣布將與美
國、印度和日本一同，參加今
年11月在印度洋舉行的馬拉巴
爾海上聯合軍演。這是自2007
年以來，澳洲再次參加該軍演
。此舉被視為四國本月初進行
「四方安全對話」（QUAD）

會談後最新動作，旨在制約
中國。但分析認為，由
於成員各懷鬼胎，周邊
國家亦並不熱心，
這一 「亞太版北
約」無法如美國
所願。

誠聘

有意者請將中英文個人履歷用電子郵件發送至：hrd@tkww.com.hk或郵寄至
：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七號興偉中心3樓，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人力資源部收
，請註明應聘職位。合則約見。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將予以保密及只作招聘有關職位用途）

●採訪部組：政治/民生/法庭/教育/專題/財經
●大學或以上學歷，中英文良好
●熟悉內地和香港兩地情況
●懂攝影，有網媒經驗優先

記者/高級記者

●涉及版面：頭版/港聞/財經/國際
●大學或以上學歷，中英文良好
●具新聞觸覺，熟悉時事，知識面廣
●具網媒及編輯工作經驗優先

編輯/高級編輯

●大專或以上學歷
●懂Photoshop、

Illustrator、 Indesign 等電
腦繪圖排版軟件

●具報紙/雜誌的版面設計和排版
、圖片分色經驗者優先
●需夜班工作

美術設計師

●負責文字和版面校對工作
●大專或以上學歷
●懂中文輸入法，中文良好
●需夜班工作
●有相關經驗者優先

文員
高級文員

●文書起草和撰寫、文稿編輯
●大學或以上學歷，文字綜合能力強
●熟悉兩地情況，略懂採編業務
●具相關經驗者優先

校對員

●擁有兩年以上工作經驗
●擁有三年或以上實際駕駛經驗
●無經驗者可應徵初級攝記

突發攝影記者

英美控俄黑客破壞東奧

傳播不實信息 泰封殺違法網絡電台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曼谷郵報》報道

：泰國反政府示威浪潮持續，國會下議院下周將召
開特別會議，商討如何應對當前局勢。與此同時，
泰國法院通過法令，裁定一個網絡電視台涉傳播虛
假信息，違反法律，必須暫時關閉。

泰國數字經濟與社會部發言人普查蓬對記者表
示，網絡電視台Voice TV傳播虛假信息，違反《計
算機犯罪法》和14日頒布的緊急狀態令。刑事法院
已要求平台包括網站、社交媒體等所有渠道都需要
暫停運作，且不允許上訴。

針對法院的裁定，Voice TV總編輯表示，電視
台一直遵循新聞原則開展業務，將繼續營運直至法
院命令正式生效。

上周頒布的緊急狀態令，授權政府封殺威脅國
家安全的媒體和網絡信息。除Voice TV之外，
The Reporters、Prachathai及The Standard三家
媒體，以及一個示威者經營的Fb頁面也正接受調查

，當局還計劃封鎖示威者用於聯絡的加密通訊應用
Telegram。

泰國自7月中以來反政府示威愈演愈烈，示威
者要求總理巴育下台、修改憲法和改革君主立憲制
度等。泰國國會下議院20日同意在11月1日復會前
，於下周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如何化解今次政治危
機。巴育早前已表態支持召開國會特別會議。

馬拉巴爾海上軍是印度
與美國自1992年起開展的一項
雙邊演習，由印度主導每年舉
行一次。2015年後，日本也加入
其中。澳洲曾於2007年參加這一
演習，招致中方強烈反對。此後，
澳洲一直未再參加。

疫下「無接觸」訓練
印度國防部19日發布聲明稱，隨

着印度尋求在海上安全領域加強與其他
國家的合作、與澳洲的國防合作不斷加
強，證實澳洲會與美日印三國一同加入
「馬拉巴爾-2020」 。印度國防部未透

露演習的詳細日程，但計劃11月
在阿拉伯海和孟加拉灣水域展開
。受新冠疫情影響，各國人員將

避免接觸，限定

為 「完全無接觸」 的海上訓練。
澳洲防長雷諾茲形容，馬拉巴爾軍

演對澳洲國防軍隊來說，是 「里程碑式
機遇」 ，更展示了 「印太四大民主國家
之間的深厚信任，以及為了共同防衛利
益的合作意志」 。澳洲當局暫未公布會
派出何種艦艇，但澳媒引述消息報道，
澳洲版神盾級驅逐艦 「霍巴特號」 （
HMAS Hobart）或 「布里斯班號」 （
HMAS Brisbane）等主力艦隻很可能參
演。

美媒：悄悄解散最好
澳洲時隔13年重新成為馬拉巴爾軍

演的一員，被視為美印日澳本月初在東
京舉行會談、重啟原本鬆散的 「四方安
全對話」 機制（QUAD）後，在軍事合
作層面的最新動作。而6月印度澳洲簽署
「印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協議」 ，印日9

月達成的《相互
提供物資與勞務
協定》，以及美
印10月底擬

簽署的《地理空間合作基本交流與合作
協議》（BECA），皆加深了QUAD的軍
事同盟色彩。

不過，雖然四國在軍事合作上 「邁
出實質性步伐」 ，但輿論普遍認為這一
「亞太版北約」 無法如美國所願做實。
印度對美國長期持不結盟主義，就澳洲
加入馬拉巴爾軍演一事，這是在中印邊
境摩擦的背景下，莫迪政府才一改過去
考慮中國反應不邀請澳洲的態度。有印
媒指， 「這是向中國發出的信號。」 在
某種意義上是故意演給中國看的一場
戲。

另外，歷史上北約曾經歷 「輝煌」
緊密無間，在於成員國一致將蘇聯
作為 「對自身生死存亡迫
在眉睫的威脅」 。而反
觀如今的亞太地區
，情況大不一
樣。西方

輿論炒作南海和台海問題，污衊中國 「
破壞規則、擾亂秩序」 。但中國並沒有
在亞太地區製造戰略性安全威脅，與印
度和日本只有可控的領土糾紛。

而周邊國家對於 「小北約」 也並不
熱心。日本首相菅義偉19日出訪越南時
就南海議題 「暗批」 中國，着力推進美
國印太戰略，聯合與中國有矛盾的東盟
國家制約中國崛起。但因不願影響與中
國的關係，韓國已表態拒絕加入QUAD
；儘管美國官員

在今夏與印尼防長和外長進行數次 「高
級別」 會晤，主張外交中立的印尼仍拒
絕美方有關允許其P-8海上巡邏機在印
尼降落的提議。

悉尼大學副教授巴博恩斯亦在《外
交政策》刊文指出，即使是北約組織，
現在也已經淪為一個制定規範的組織，
不是有效的防禦協定。 「四方安全對話
」 裏，日本、印度、澳洲都不需要彼此
，最好的下場應該是 「悄悄地解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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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外長蘇傑生、日本外相
茂木敏充、澳洲外長佩恩、美
國國務卿蓬佩奧（從左至右）
本月6日在東京會晤 美聯社

▲參加2019年馬拉巴爾
演習的美日印軍方在日
本 「加賀號」 准航母上
發表講話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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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BBC、美聯社報道：美國大
選臨近，俄羅斯黑客議題成炒作熱點。美英19日指
控，俄黑客曾發動一連串惡意網絡攻擊，包括試圖
破壞原定今夏舉行的東京奧運、干預2017年法國大
選等。美司法部更宣布起訴6名俄軍情人員。俄羅
斯外交部20日駁斥相關說法，認為美英兩國的指責
沒有根據且毫無意義。

英國官員19日稱，網絡攻擊由俄羅斯武裝力量
總參謀部情報總局 「格魯烏」 （GRU）發起。在東
奧尚未因疫情延期至明年時，黑客曾針對其籌辦者
、物流供應商和贊助商進行 「網絡偵查」 。但官員
沒有透露更多細節。

英國外交大臣藍韜文譴責，對奧運的攻擊 「憤
世嫉俗且魯莽」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加藤勝信則表
示，日方正收集相關信息，將採取一切措施保護東
奧免受干擾。英媒猜測，事件或與俄羅斯不滿因興
奮劑爭議，被禁賽四年有關。

同日，美司法部宣布起訴6名GRU官員，指控
其發起極具破壞力的網攻，目標包括2017年法國大
選、2018年韓國平昌冬奧會、烏克蘭電網等，還釋

放名為NotPeya的勒索軟件病毒，致3家美企損失
近10億美元。針對平昌冬奧開幕式的事件中，黑客
破壞場館無線網絡和奧運官網，觀眾無法獲取門票
；法國大選期間，他們則針對法國總統馬克龍所屬
政黨，入侵電腦盜取機密資料並傳播。

俄羅斯外交部20日駁斥，上述說法沒有根據且
毫無意義。外交部指出，俄已經厭煩對此類慣性指
責進行評論。美英兩國進行這種指責是為了在美國
大選背景下營造一種反俄氣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