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選擇替代稿件間的分隔線

5 國 際 新 聞
東南亞版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3年4月14日（星期五）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科企微軟公司
和加拿大多倫多大

學資訊安全研究機構「公民實驗室」
11日公布最新研究顯示，以色列一款
黑客工具被用於入侵蘋果公司的
iPhone手機，涉及至少10個國家，受
害人大多為記者和異見人士。研究強
調，以色列間諜軟件「飛馬」早前被
揭發用作監控各國政客和記者的手
機，今次揭露的類似軟件幕後企業，
正是研發「飛馬」的以國公司NSO的

競爭對手QuaDream。

具自我銷毀功能 隱藏使用痕跡
研 究 指 出 ， QuaDream 以
「Reign」為名銷售間諜軟件，全球
至少10個國家的伺服器接收到受害
人裝置的資料，包括以色列、捷
克、匈牙利、加納、羅馬尼亞、烏
茲別克斯坦、新加坡、墨西哥、阿
聯酋和保加利亞。在北美和東南亞
等地區，也有至少5人的裝置遭間諜
軟件鎖定。

QuaDream的間諜軟件一旦安裝到
受害人手機或電腦上，就能錄下通話
紀錄、從裝置的咪高峰錄下外部聲
音，還可透過相機拍照，搜索裝置內
檔案，受害人全程無法察覺。研究還
強調，這款間諜軟件具有自我銷毀功
能，若黑客停止追蹤，就能徹底隱藏
曾使用過的痕跡。
微軟副總法律顧問伯尼表示，

QuaDream等黑客組織正暗中壯大，
將其公諸於世對阻止這種黑客入侵行
為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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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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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稱，一份日期為3月23日的五
角大樓文件顯示，當時北約成員

國在烏克蘭部署了97名特種部隊士
兵，其中英國50人、拉脫維亞17人、
法國15人、美國14人以及荷蘭1人。
文件沒有提到這些士兵的所在位置和任
務，也沒說明他們進入烏克蘭的目的。
《衛報》指出，英國的特種部隊包
括特別空勤團、特別舟艇部隊、特種偵
察團以及多個秘密軍事單位。這些部隊
是英國軍方「最神秘的組織」，活動通
常保密，不接受國會的外部監督。此
前，英國特種部隊曾與烏克蘭軍隊展開
合作。2021年6月，英國駐烏大使館發
文稱，特種部隊與烏軍進行了訓練。不
過自俄烏衝突以來，英國政府從未披露
過特種部隊在烏活動的消息。
儘管這份文件提及的人數較少，但

西方特種部隊在烏克蘭的軍事存在依然
引起擔憂，一些人擔心這可能遭到俄羅
斯方面的指責，加劇衝突。對於這一消
息，英國國防部沒有正面回應，僅發聲
明稱「廣泛傳播的美國洩密信息高度不
準確。讀者應對信息內容保持謹慎，避
免傳播虛假信息」。

烏特工疑策劃襲俄氣站
另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11
日報道，一批被洩露的美國機密文件顯
示，烏克蘭特工在白俄羅斯和俄羅斯境
內實施了襲擊，烏方還討論了關於打擊
俄羅斯境內目標的問題。
報道指出，一份標註「絕密」的文件
稱，烏方策劃了兩次境外襲擊，包括白
俄羅斯明斯克郊外的軍用機場，以及俄
羅斯莫斯科郊區一個天然氣壓縮站。文
件顯示，烏安全局官員評估稱，其在白

俄的特工於2月26
日襲擊白俄機場一
架俄偵察機。據稱
特工使用無人機對
這架偵察機造成「輕微
損壞」。同一份文件顯
示兩天後在俄發生類似
事件，俄官員報告指「烏
軍」在2月28日使用無人
機，襲擊莫斯科郊區一個天
然氣壓縮站。

美官員認部分文件屬實
另一份文件還顯示，在2月28
日，烏總統澤連斯基「建議」用
某種無人機，打擊俄軍在羅斯托
夫州的部署地點。美國前國家安全顧
問博爾頓表示，這些內容顯示洩露文
件的破壞性，稱「公布這些文件可能是
為削弱西方對烏的支持」。
近 期 網

上出現逾
百份來
自美國
國防部
的機密
文 件 ，
涉及烏克蘭局勢、中東、
朝鮮半島、印太軍事區等美
國國家安全機密，部分文件
甚至標示為「絕密」情報。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
援引美官員稱，確認其中部
分照片屬實，還稱一些照片
為每日情報匯編一部分，但
在具體內容上似乎有被編輯
過的痕跡。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
防部長奧斯汀11日首度對「洩密門」發
表公開聲明，試圖平息盟友怒火，奧斯汀
承諾，「掘地三尺」（turn over every
rock）也要查清機密情報外洩源頭。
兩人當天與菲律賓國防和外交官員進行

「2+2」對話後，在國務院記者會上作出
表態，這也是首次有美方高級官員就敏感
文件洩露作回應。奧斯汀稱，他上周四早
上獲悉此事，之後每天都與五角大樓高級
官員舉行會議，緊急協調各部門應對。
這批外洩文件3月首次出現在社交媒體
上，奧斯汀表示，考慮到司法部正對洩密
事件進行刑事調查，他無法給出更多信
息。但他透露，調查人員正專注於日期為
2月28日和3月1日的文件，尚不清楚網
上是否還流傳有在此日期前的其他文件，
「文件在網絡中的某個地方，我們不知道
其確切位置及當時誰有權閱覽，也不會作
出推測。我會告訴你的是，我們非常重視
這件事，將繼續調查並『掘地三尺』，直
到我們找到其來源和洩露範圍。」

美促以國勿反應過度
據報文件中包含有關烏克蘭軍方戰備狀

況的信息，烏已因此改變部分軍事計劃。
奧斯汀稱，烏軍「不會受特定計劃的驅
動」，且只有總統澤連斯基在內的領導層
「真正知道計劃全部細節」。布林肯也
稱，儘管美國會提供武器裝備和
軍事建議，但「烏克蘭
自己決定如何實際進
行收復領土的努
力」。

布

林肯和奧斯汀表
示，他們11日分

別與烏外長庫列巴及防長雷茲尼科夫通電
話，再度強調美國對烏的支持，稱烏軍
「擁有繼續取得成功所需的大部分能
力」。對於消息人士稱洩密事件引發盟友
對與美國共享情報的疑慮，紛紛要求美方
解釋，布林肯稱美國過去數天與盟友和合
作夥伴進行了高層接觸，「向他們保證我
們對保護情報的承諾。」
據美國新聞網站Axios報道，一些外洩

文件提到以色列情報組織摩薩德的領導層
支持該國抗議活動，
以色列官員表示，
以國防部官員將
前往華盛頓，
與美國官員討
論這個問題，
又指美政府官
員已通過多個
渠道向以方保
證，美國正調查
這宗洩密事件，
敦促以國防部不
要反應過度。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情報機構監
聽韓國政府的風波持續擴大，韓媒
《韓民族日報》發表文章稱，美國
一方面高調指控間諜活動，一方面
卻在背後監聽盟友，其行徑實屬雙
標。
文章稱，美英等10國上月30日

發表聯合聲明，指控竊取短訊或手
機信息的間諜軟件是「侵犯人權的
手段」，應被禁止使用。但與此同
時，美情報機構卻在非法監聽韓國
等盟友，此舉被外界批評「虛
偽」，也令人們對美國的信任跌至
谷底。

韓「低姿態外交」挨批
文章還指出，2013年美國中央

情報局（CIA）前僱員斯諾登揭露
機密文件，稱美國國家安全局
（NSA）監控數十位外國領導人的
電話，受害者包括時任德國總理默
克爾及時任法國總統奧朗德等。雖
然在遭到強烈抗議後，時任美國總
統奧巴馬道歉並公開承諾不會監聽

盟友領導人，但監聽行為並沒有停
止。此後，美國又被爆出在2012
年至 2014 年與丹麥情報機構合
作，監聽德國、法國、瑞典等國家
的高層官員，以及在2015年監聽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醜聞，由
此可見，奧巴馬承諾的不會監聽盟
友只是空話。
韓國《京鄉新聞》12日發表文章
稱，韓國目前的「低姿態外交」，
與10年前美國在竊聽韓國駐美使館
卻沒有道歉如出一轍，相比要求美
政府道歉，韓政府反而更願意替美
方辯解。相較而言，德國、法國、
墨西哥、巴西等當時同樣遭竊聽的
國家則向美提出強烈抗議，並得到
美方道歉。
報道稱，斯諾登指控NSA廣泛
搜集秘密情報後，當時韓國外交部
表示，「這是非常嚴重的事件，在
確認事實後將採取適當措施」，但
數月後也沒有從美方得到任何解釋
或應對措施，韓外交部仍只表示
「正與美國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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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10國受害人無法察覺

明斥間諜活動暗監聽盟友
韓媒批美雙標

美防長首發聲：
「掘地三尺」也要找出洩密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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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官員表示，
以國防部官員將

又指美政府官
員已通過多個
渠道向以方保
美國正調查

，
敦促以國防部不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圖）12
日主持例行記者會。有記者提問說，「我們看到近日
有美國媒體報道，在多家社交媒體出現了一批疑似來
自美軍的秘密文件，這些洩露的文件顯示，美國政府
不僅深入介入俄烏衝突，還持續密切監聽盟友。我們
也關注到，這早已不是美國第一次被爆出監聽盟友的

醜聞。對此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分析師麥格文近日在接
受採訪時也表示，美國所謂的盟友實際上只是美國的
附庸。請問對此中方有何評論？」
汪文斌表示，中方注意到很多媒體都指出，這些洩

露的美軍文件清楚表明，美國深度捲入到烏克蘭危機
當中，也再次說明美國長期利用其技術優勢，對包括

盟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進行無差別的竊密和監視監聽，
美方應當就此對國際社會作出解釋。美國的首席外交
官近期在所謂的「民主峰會」上表示，美國將與盟友
一起確保技術發展符合民主價值觀和利益，但事實清
晰地告訴人們，美方所聲稱的民主價值觀，不過是美
國用來謀取一己私利的幌子和工具而已。

中方：美方應向國際社會作出解釋

◆ 文件提到以國情報組織摩薩德

支持國內的抗議活動。 網上圖片

◆韓國總統府疑被美方監聽，韓媒批美方虛偽。 網上圖片

◆俄官員稱曾擊落一架
越境的烏軍無人機。

網上圖片

◆美外洩文件揭西方
特種部隊疑協助烏軍
作戰。圖為烏特種部
隊。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