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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最快下月7日接種新冠疫苗

▲▲法國法國2828日衝突現場日衝突現場，，示威者點燃汽車示威者點燃汽車，，消防員出動嘗試消防員出動嘗試
撲熄火焰撲熄火焰 法新社法新社

法爆示威衝突法爆示威衝突 難捍護警法案難捍護警法案

【大公報訊】綜合《金融時報》、路透社
報道：英國新冠肺炎疫情依然嚴峻，28日新增
逾1.5萬宗確診病例。消息人士透露，英國有
望近日批准輝瑞藥廠（Pfizer）與BioNTech合
作研發的新冠疫苗，最快於12月7日開始為國
民接種，成為全球第一個批准使用該種疫苗的
國家。

據報道，英國監管機構將於近日批准輝瑞
與BioNTech共同研發的疫苗，預料疫苗可在
批准後數小時內開始交付。知情人士表示，首
次接種可能在12月7日展開。英國政府還表示
，當局此前已爭取到500萬劑由美國藥廠莫德
納（Moderna）研發的新冠疫苗，29日再追

加了200萬劑，疫苗最快在明年春季可向歐洲
供貨。

全球最大疫苗生產商印度血清研究所28日
也宣布，將在兩周內為英國藥廠阿斯利康（
AstraZeneca）和牛津大學合作研發的新冠疫苗申
請緊急使用許可。儘管此前這款疫苗試驗結果
爆出爭議，但印方預計不會阻延疫苗的配送。

加拿大疫情加劇，28日新增5757宗確診
病例。首席公共衞生官譚詠詩重申早先的預測
，該國將在12月中旬之前，單日新增病例突破
1萬宗。而總理杜魯多在前一日表示，有望在
明年9月前給大部分國民接種新冠疫苗，但副
首席公共衞生官恩喬奧對此持審慎態度。

【【大公報訊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綜合法新社、、路透社路透社、、新華社及英國廣播公司報道新華社及英國廣播公司報道：：法國多法國多
個城市個城市2828日發生遊行示威日發生遊行示威，，反對涉執法人員法案有關條款和警察暴力執法反對涉執法人員法案有關條款和警察暴力執法。。警警
方和示威者在部分遊行地點發生衝突方和示威者在部分遊行地點發生衝突，，巴黎警方出動水炮車和催淚彈等驅散人巴黎警方出動水炮車和催淚彈等驅散人
群群。。網上有影片顯示網上有影片顯示，，示威者襲擊警員示威者襲擊警員，，法國內政部表示法國內政部表示，，當天至少當天至少8181人被捕人被捕
，，6262名警員受傷名警員受傷。。法國內政部長達爾馬寧法國內政部長達爾馬寧2828日在對示威者襲擊警察和憲兵表示日在對示威者襲擊警察和憲兵表示
譴責譴責，，稱這種暴力行為稱這種暴力行為 「「不可接受不可接受」」。。

6262警遇襲受傷警遇襲受傷 內政部譴責不可接受內政部譴責不可接受

28日是法國放鬆防疫封禁措施第一天。據法
國內政部統計，當天全法70個城市發生遊行示威
，總參與人數超過13萬，其中4.6萬人在巴黎，而
主辦方則稱全國有50萬人示威，其中巴黎上街的
就有20萬。

巴黎暴徒縱火燒車
在巴黎，數萬示威者當天下午在共和國廣場

和附近街道聚集，遊行開始不久後情勢就變得緊張
，有一小批黑衣暴徒破壞商戶玻璃、打砸銀行、縱
火燒車，報紙攤檔和餐廳也有起火。另有示威者向
警方投擲石塊和煙霧彈，被警方以催淚彈和閃光彈
（stun grenade）還擊。警方還出動水炮車驅散在
巴士底廣場聚集的示威者，並拘捕46人。

據法國媒體報道，發生遊行示威與政府近期
推出《整體安全法》（原譯《全球安全法案》）
和巴黎警察毆打黑人男子一事有關。法國為全面
打擊恐怖分子和 「分裂主義」 ，宣布引入《整體
安全法》，國民議會20日一讀通過。法案包含一
系列措施，如增大城市警力和私人安保人權的職
責範圍，以及容許警方使用無人機執行職務等。

其中第24條規定， 「在警察或者憲兵執法時
，出於傷害警察或憲兵人身安全或精神狀態的目
的，對其進行拍攝，且畫面暴露或可識別警察或
憲兵的面部」 ，並在社交網站或新聞媒體傳播相
關內容者，將 「面臨一年監禁，及4.5萬歐元的罰
款」 。法國社會輿論對此條款存在不同看法。

法國官員強調，《整體安全法》對於保護警
察、打擊襲警十分必要，自2018年底 「黃背心」
運動爆發以來，不少法國警員因上街驅散示威者
被人影相、擺上社交媒體 「起底」 。這些照片或
視頻在網絡上流傳，令警察及其家人更容易被人
認出並遭到威脅報復。有草案反對者認為，內容
定義含糊，若被濫用會有損自由。

一周連發兩爭議事件
過去一周，法國發生兩件具爭議性的警察執

法案件，被認為是本次示威的「導火線」之一。
據法國媒體報道，黑人男子、音樂

製作人米歇爾．澤克勒本月21日

在巴黎街頭未戴
口罩被警察發現，他試圖
返回其工作室以躲避處罰，3名警
察隨即進入工作室並與其發生衝突。網
上流傳的監控視頻顯示，3名警察毆打了澤
克勒。澤克勒未出現暴力抗法舉動。

這一事件引發法國社會對警察暴力執法和種
族歧視的強烈關注。目前，幾名涉事警察已被停
職並接受調查。法國總統馬克龍27日在社交媒體
上發文說，這一事件 「可恥」 、 「不可接受」 。
他責令政府迅速提出建議，重建法國民眾和警察
之間的信任，更有效打擊所有形式的歧視。他同
時表示，絕不允許個別執法者濫用暴力，玷污整
體職業形象。

另一則發生在24日晚，巴黎警察清拆位於巴
黎市中心的難民緊急避難所時，以催淚彈和閃光
彈清場，並把帳篷抬起來搖晃，直到裏面的人站
不穩跌出來；更有警員以棍驅趕或以腳踢拒絕
離開的難民、攻擊前去採訪的記者，造成許多
難民和記者受傷。達爾馬寧看到相關畫面
後，坦言 「感到震驚」 ，下令警方進行內
部調查。

《整體安全法》目前仍待參議院（
即上議院）表決通過，但距離實際生效
並不遙遠。總理卡斯泰26日原本宣
布要召開獨立委員會 「改寫」 第
24條，然而卻遭到國民議會
議長費朗的公開
反對而取
消。

▲科學家在英國實驗室研究新冠疫苗
路透社

【大公報訊】綜合《紐約郵報》、路透社報道：有 「
伊朗核彈之父」 之稱的伊朗核研發項目主管法赫里扎德27
日遭刺殺，事件引起中東震盪，伊朗國內反對美國和以色
列情緒高漲，立場強硬的報章呼籲，倘若以色列真的是事
件主謀，德黑蘭應該空襲以國第三大城市海法報復。

儘管尚無組織或個人宣布製造此次襲擊，但伊朗方面
認為此次襲擊由以色列策劃實施，並指控幕後有美國身影
。在首都德黑蘭，民眾上街示威反美反以色列，有人到總
統魯哈尼官邸外要求對美國開戰，高叫 「不向美國屈服和
讓步，只有與美國開戰」 的口號；有學生焚燒美、以兩國
國旗，及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候任總統拜登的相片。除德黑
蘭以外，馬什哈德和庫姆市也爆發小型示威。

立場強硬的伊朗《世界報》周日發表社論呼籲，應該
空襲海法，摧毀設施並造成 「大量人員傷亡」 。文章稱這
樣才能造成威懾， 「因為美國和以色列政權及其代理人不
可能準備好捲入戰爭或軍事衝突。」

全球以色列大使館現時保持高度警惕狀態。以色列內
閣部長哈內格比28日表示，對事件是誰人所做 「毫無頭緒
」 ，又強調並非是要對事件負責而絕口不提，而是 「真的
沒有頭緒」 。他被視為總理內塔尼亞胡的親信，這也是首
次有以色列官員回應事件。

此外，刺殺事件發生數小時後，美國宣布將航母 「尼
米茲號」 調回波斯灣執勤。但駐巴林的美國第五艦隊發言
人雷巴里奇否認該部署與 「特定威脅」 有關，而是與美國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有關。

拜登就職日 傳特朗普宣布再參選
【大公報訊】綜合《今日美國報》、《

國會山報》、《野獸日報》報道：多名消息
人士透露，至今仍拒絕承認敗選的特朗普，
正考慮一旦無法通過法律途徑 「翻盤」 ，將
用各種方法破壞 「拜登時代」 ，據指他或在
拜登出席就職儀式當天，宣布啟動2024年總
統競選活動。

另一方面，候任總統拜登28日宣布，新
增三名成員加入抗疫特別工作小組，分別為資
深護士霍普金斯、納瓦霍族保留地衞生部執行
主任吉姆和喬治華盛頓大學流行病學家邁克爾
斯。該抗疫小組負責幫助拜登、候任副總統哈
里斯以及過渡團隊共同制定一個 「積極、強有

力的措施來遏制病毒」 。
美國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惡化，28日新增

逾15萬宗確診病例，累計確診已達1320萬宗
，超過26萬名新冠患者死亡。全美11月新增
確診病例至今已逾400萬宗，較10月的190萬
宗大幅增長。此外，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
心（CDC）上周預測，美國在12月19日之前
，將再增近6萬人病逝。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
教授賴納表示，未來可能每日新增4000人病
逝。

為遏制疫情蔓延，洛杉磯縣自30日起實
施居家令，要求民眾留在家中，同時禁止民眾
與非家庭成員聚會。三藩市要求，從29日中午

開始，體育館、戲院、博物館和禮拜堂必須停
止所有室內服務；自30日起，該市從晚上10
時至翌日清晨5時執行宵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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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戰地記者巴黎受傷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報道：法國

巴黎因《整體安全法》草案第24條所引
發的街頭抗議持續，市民與警方衝突不
斷，其間更有記者受傷。

據報一名為法新社和《Polka雜誌》
工作的自由記者，28日在報道巴黎示威
時，即使在明確表明記者身份後，依然
在衝突中被打傷。

推特上的圖片顯示，來自敘利亞的
攝影記者哈勒比面部瘀青，頭部纏繞繃
帶。《Polka雜誌》的攝影總監貝克表示
，哈勒比的鼻子骨折，前額受傷，已經

送院治理。
國際非政府組織 「無國界記者」 的

秘書長德盧瓦爾在推特譴責事件，稱這
名24歲記者是在巴士底廣場被 「警棍」
打傷。他寫道： 「哈勒比從敘利亞來到
法國尋求庇護，跟其他敘利亞記者一樣
。人權之國不應該威脅他們，而是要保
護他們。」

哈勒比曾多次獲得國際獎項，他因
在家鄉阿勒頗報道敘利亞衝突，曾獲得
2017年世界新聞攝影獎 「現場新聞」 類
別的二等獎。

▼▼1111月月2828日日，，攝影記者攝影記者
哈勒比哈勒比（（左左））報道示威報道示威
時被打傷時被打傷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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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美反以怒火燃
伊朗報章籲空襲海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