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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日報》8日率先披露，今次外洩文件包括美國收集到韓
國政府內部討論向烏克蘭出售武器的情報。《華盛頓郵報》

跟進報道稱，至少兩份外洩文件都包含韓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討論努力
應對美方要求，一面軍援烏克蘭，一面避免「過度激怒俄羅斯」。文
件引述情報消息稱，韓國國安顧問建議將彈藥出售給控制援烏武器供
應路線的波蘭，原因是「美國的目標是迅速將軍援運往烏」。

傳英是美主要監控對象
《紐約時報》還指出，另有一份來自中央情報局（CIA）的外洩文

件中，明確表示美國非常了解韓國政府討論內容，並強調消息來自
「信息情報報告」（Signals Intelligence Report），這是情報機構常
用術語，泛指任何透過竊聽電話或截取電子信息獲得的情報。文件中
提到，韓國官員相當擔心美國總統拜登會致電施壓，要求韓國違反其
不提供致命武器的政策，向烏提供軍援。韓國總統辦公室9日回應
稱，將與美方進行必要的溝通，並參照先例和其他國家的情況來探討
對策。
北約成員國土耳其同樣是美國監聽對象，報道提到，美國情報機構

宣稱刺探到俄羅斯私人軍事組織「瓦格納」行動，指該組織曾派人與
土耳其聯絡人會晤，從土耳其購置武器設備，用作在烏克蘭和馬里的
特別軍事行動。外洩文件稱，馬里臨時總統戈伊塔已確認，馬里可以
代表「瓦格納」從土耳其獲得武器。
還有一份被曝光的CIA評估文件顯示，美國情報機構疑似掌握以色

列情報機關摩薩德的動向，宣稱摩薩德領導人呼籲該機構官員和以色
列民眾公開抗議政府的司法改革，亦有報道指英國也是美國的主要監
控對象之一。

牽涉數百人 調查難度大
美國司法部已開始調查情報外洩事件，不過有現任及前任司法部官
員向美媒坦言，相關調查難度極大，單是有權獲取這些文件的官員數
目料已多達數百人，難以迅速排查。還有國會助理透露，美國國會尚
未收到關於情報外洩事件的簡報，「我們還不知道這件事的覆蓋範
圍，很難作評估。」
一名歐洲情報官員強調，今次外洩的許多文件都標註「NO-
FORN」，代表這些文件只能與情報共享機制「五眼聯盟」成員，即
美國、英國、澳洲、新西蘭與加拿大共享。然而疑似美國監控關於英
國和加拿大動向的情報也包含在文件中，意味今次事件的影響絕對不
限於美國，讓盟友非常擔憂，「如果美方限制盟友獲取情報報告，我
們就會被他們蒙在鼓裏。」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軍事機密情報疑似出現數十年來最嚴重外洩，多間美媒8日繼續曝光稱，美國監

視對象不僅俄烏衝突雙方，更包括歐亞多個盟國。報道指出，美方疑似透過竊聽或截取通訊紀錄等手

段，刺探韓國、土耳其、以色列和英國等多國內部事務情報。分析指雖然美國監視盟國早已是「公開

的秘密」，但這一行動被曝光勢必引起盟友不滿，打擊美國與關鍵夥伴的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 據美國《紐約時
報》報道，美國政府通過第三方公
司，在2021年11月與以色列間諜軟件
公司NSO集團在美國的分支機構簽署
秘密合同，根據合同約定，NSO將向
美國政府提供間諜軟件，用於秘密跟
蹤身處世界各地的手機用戶。

秘密跟蹤全球手機用戶
報道稱，美國政府與以色列NSO集

團簽訂的秘密合同至今有效，還指出
雖然這份合同是第三方公司出面簽
訂，但美國政府是間諜軟件的最終用
戶。根據這份合同，美國政府可使用
NSO集團一款名為「地標」（Land-
mark）的地理定位黑客工具，政府官
員通過訪問一個特殊的網站，在輸入
目標用戶的手機號碼後，即可在該用
戶不知情或未同意的情況下，精確定
位手機的位置。
兩名知情人士表示，在該合同下，

美國對在墨西哥的手機用戶至少進行
了數千次查詢。
然而這一合同甚至公然違背美國政
府自己制訂的措施。《紐約時報》發
現，就在合同簽訂5天前，即2021年
11月3日，總統拜登政府公開宣布，
將以色列NSO集團列入美國商務部黑
名單，禁止該公司在美國的商業營
運，但這一措施顯然被美國政府無視
並違反。而在上月27日，拜登還簽署
一項行政命令，禁止政府使用商業間
諜軟件。一名美國高級官員私下表
示，美國政府使用NSO集團的間諜軟
件，違反了新的行政命令。
美國實施「無差別」監視監聽，從
競爭對手到盟友，甚至包括德國前總
理默克爾、法國多任總統等盟國領導
人，均在監聽範圍之內。「維基解
密」網站創始人阿桑奇說，對於美國
這個「監聽超級大國」來說，規則只
有一個，那就是沒有規則。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涉外情報監視法》702條款將
於今年底到期，美國政府近期以「國家安全」為由發
起游說，敦促國會延長該條款有效期。該條款允許美
情報機構在未經法院許可的情況下，對選中的「外國
目標」實施監控，蒐集其電話、短訊及互聯網通訊內
容。自「棱鏡門」曝光以來，美國監聽行徑已引發國
內和國際社會廣泛批評。專家指出，美國以安全為名
實施大規模監聽，將使全球陷入更多安全困境。
美國政府近期正急於延長其監聽特權，白宮表示

702條款是美國的「寶貴工具」，幫助美軍方、情報
機構和執法機關應對外國威脅，延長有效期是政府
「關鍵優先事項」。司法部長加蘭和國家情報總監海
恩斯已去信國會，敦促立即延長702條款，稱有助
「瓦解恐怖主義陰謀及對手招募美國間諜的企圖」。
《涉外情報監視法》於1978年頒布，要求聯邦執法
人員通過向法院申請調查令，對外國間諜實施監控和
秘密調查，同時限制情報部門監聽美國民眾的通訊。
2008年，美國對法案作出修訂，增加第702條為正式
條款，允許國家安全局無需申請法院許可下，即可監
控美國境外的外籍人士。

無需法院授權 肆意截取通訊
《紐約時報》指出，憑藉702條款，美情報機構可
命令當地電訊商和互聯網企業交出外國用戶的任何通
訊信息。在2021年，超過23萬個外國目標成為702條
款監控對象，「只要目標是美國境外的外國人，國家
安全局和聯邦調查局就可在無需法院授權下，直接從
Google、微軟、蘋果公司、Meta等美科技公司收集電
郵、短訊和其他電子數據，用作反恐、反核擴散、偵
查間諜活動和網絡攻擊等情報目的。
702條款還同時收集美國公民的信息。國家安全局

一名前官員稱，702條款是一項「大規模、有計劃
的」監控程序，能從外國目標收集數億條信息。當外
國目標與美國公民通訊時，美國公民的信息也會被截
獲，這些信息儲存於特定數據庫，供美情報機構查詢
使用。聯邦調查局官員透露，2021年數據庫中美國公
民的信息被查詢約340萬次。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科技與網絡安全所所長李
艷表示，《涉外情報監視法》原本是為防止美國行政
部門濫用權力、任意監聽。然而諷刺的是，該法案及
後來頒布的702條款，如今成為美國濫施監聽的工
具，給美國及海外用戶的隱私和個人信息安全造成嚴
重威脅。通過該法案及702條款，美國給自己的監聽
行為披上一層「合法化」的外衣，目的是為掌控全球
情報，服務於美國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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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自違禁令 使用黑名單集團間諜軟件

Twitter等社媒流傳密件
國防部難望刪帖

外洩密件疑引證
美「資助」以國大示威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今次外洩的一份機密文件顯

示，中央情報局（CIA）查探到以色列情報機關摩薩
德動向，宣稱其高級領導人呼籲該機構官員和當地民
眾抗議政府的司法改革。《紐約時報》引述美國高級
官員消息稱，這份文件或是美國國防部收集並編撰情報
所得，以國政府則指文件內容不實。
報道指出，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正努力確認機密文件外洩源

頭，但官員們承認，這些文件應是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利用美國
情報機構的報告，編撰所得的合法情報和行動簡報，只是曝光內
容可能在原始文件基礎上稍有修改。文件來源還顯示，這些情報
是透過「信息情報報告」，即竊聽電話或截取監控對象電子通訊
所得，許多文件都標有「只能在美國情報機構之間共享」的指令。
外洩文件中聲稱，有摩薩德僱員向上級申請以公民身份參加示

威並獲得批准。不過以色列政府強調，摩薩德及其高級官員未有
參與示威，也未有鼓勵機構成員參與任何政治活動。以國政治評
論員認為，外洩文件可能混淆了「鼓勵」和「允許」的概念，將
摩薩德前官員和現任官員的行為混為一談。
報道分析稱，今次外洩文件披露的部分信息，似乎與以色列總

理內塔尼亞胡之子耶爾早前未經證實的說法有關聯。耶爾曾堅
稱，以國抗議司法改革大規模示威背後「有美國政府資助」，旨
在推翻內塔尼亞胡政府。美國國務院則否認美方牽涉其中。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今次外洩的機密文件，早於上
月便在社交平台Twitter和Discord上流傳，不過美國
國防部敦促社媒加緊刪帖或會受阻。《紐約時報》分
析稱，兩間社媒雖然都有限制虛假信息散播規定，但

機密文件外洩處於相關規定的「灰色地帶」，需要平台
高層磋商是否採取行動，想要「徹底清除」絕非易事。

馬斯克暗示拒幫忙
兩名Twitter前高管指出，該平台政策規定要刪除帶有

「真實或人工合成的黑客材料」相關帖文，或在帖文中貼
上警告標籤。不過這項政策最後更新時間已是2020年10
月，現時未必仍然適用。高管還強調遵照Twitter規定，
對於「可構成新聞報道基礎的材料」，若將其公布符合公
眾利益，公司高層必須召開會議協商是否保留，今次外洩
的機密文件相信符合這一規定。
至於另一社交平台Discord，其伺服器相較其他社媒更分

散，還有部分伺服器僅供私人使用，相對容易避開內容審
核。截至前年底，Discord已有逾1.5億每月活躍用戶，想
要在分散的伺服器中找到洩密源頭，可謂大海撈針。
半年前收購Twitter的美國億萬富翁馬斯克近日發帖，

似乎亦暗示他不會就相關帖文採取行動。

◆美國疑似掌握以色列情報機關摩薩德動向，宣

稱摩薩德領導人呼籲該機構官員和民眾公開抗議

政府司法改革。

資料圖片
◆文件引述情報消息稱，韓國安全顧問建議將彈藥出

售給控制援烏武器供應路線的波蘭。圖為韓國官員出

席向波蘭售武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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