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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蘇丹局勢持續緊張，武裝部隊與同屬當
地武裝力量的「快速支援部隊」（RSF）內訌，在全國
多處爆發衝突，醫生組織說，增至最少61人死亡、超過
670人受傷，死者中包括3名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的職
員。

雙方均宣稱控制對方重要地點
卡塔爾半島電視台16日援引蘇丹軍方消息稱，軍方已
控制準軍事組織RSF在首都衛星城恩圖曼的總部。RSF

則宣稱控制總統府、國營電視台、軍方總部及首都喀土
穆機場等主要地方，揚言會戰鬥至控制所有軍事設施。
武裝部隊否認主要設施被佔領，又說空襲已摧毀RSF部
分基地，強調RSF解散前，不會談判或對話。空軍要求
民眾留在室內，表示要偵察RSF的活動。
報道指出，RSF領導人哈姆丹與蘇丹主權委員會主席
兼武裝部隊總司令布爾汗政見不和，衝突或源自RSF反
對將其併入蘇丹陸軍，並對部分人事安排不滿。當地安
全事務消息人士還提到，RSF早前購入喀土穆國際機場
附近一片農田，計劃改造為RSF基地，但施工行動被軍
方叫停且拒絕審批通過，雙方矛盾因此觸發。

美俄爭奪非洲地區影響力關鍵
蘇丹社會結構建立在部落和族群血緣關係上，政局常
年波動，武裝部隊與政黨內部矛盾難以調和，讓外部各
種勢力有可乘之機。《紐約時報》報道稱，蘇丹是俄羅
斯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爭奪非洲地區影響力的關鍵，
俄羅斯私人軍事組織「瓦格納」據稱與蘇丹軍方保持關
係，亦在當地運營金礦，美國等西方官員則在2019年蘇
丹爆發軍事政變、推翻前總統巴希
爾政權後，多次施壓軍方必須盡快

籌備選舉，將政權過渡至民選政府。
前年蘇丹再度發生政變，哈姆丹與實際掌權的布爾汗

矛盾愈發明顯。今次衝突爆發後，哈姆丹據報與美國、
英國及挪威的蘇丹問題特使召開電話會議，美國、英
國、沙特及阿聯酋大使據報則分別與布爾汗和哈姆丹接
觸，要求雙方彌合分歧、避免對抗升級，「加速政權交
接進程」。
分析指出，蘇丹國力疲弱、難以有效抵擋各種外部勢

力干擾，大規模混亂更難平息。有蘇丹外交消息人士就
形容，西方國家與蘇丹危機各方進行接觸，警
告雙方不要開展軍事對抗，實則是暗中對蘇丹
處理自身內部事務施壓，或帶有一定威脅性
質。

香港文匯報訊 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16
日就蘇丹發生武裝
衝突答記者問表
示，呼籲蘇衝突雙
方盡快停火，避免
局勢進一步升級。
有記者提問，據
報道，當地時間 4
月15日，蘇丹武裝
部隊同快速支援部
隊在首都喀土穆等
地發生激烈武裝衝
突。中方對此有何
評論？
發言人表示，中

方高度關注蘇局勢
發展，呼籲蘇衝突
雙方盡快停火，避
免局勢進一步升
級。中方希望蘇各
方加強對話，共同
推進政治過渡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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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丹武裝衝突61死逾670傷 3聯合國職員喪生

日本國家
警察廳

今年2月初步統
計去年的犯罪數
據發現，日本去年
報告犯罪數目按年
增長5.9%，這是該數
字20年來首次錄得增
幅。警方的問卷調查也
顯示，67.1%的日本民眾
認為當地治安條件惡化，
從轟動日本的安倍晉三遇刺
案，再到頻繁發生的電車和街

頭搶劫案，都打擊民眾對治安的信心。

35歲以下企業中層比例滑落
犯罪問題頻發，與日本經濟近年轉差不無關係。

實施貨幣寬鬆政策的日本並未避過全球通脹升溫，
民眾生活壓力更大。調查日本犯罪問題的記者石原
行雄提到，當地部分詐騙團夥已轉向搶劫，團夥中
不乏年輕人身影，「詐騙畢竟很麻煩，花費不少精
力。經濟壓力讓犯罪團夥乾脆選擇了獲利更快的搶
劫。」
日本當局對年輕人利益的長期邊緣化，也讓年輕
世代更難看到希望。統計顯示日本企業35歲以下
人士擔任企業中層領導的比例，已從1970年代的
32%滑落到現時約16%，意味大量年輕人在職場明
顯缺乏晉升空間。分析亦指日本老年人口佔比高，
長者的投票率亦高於年輕人，基於政治考慮，政府
在制訂政策以及預算上，自然更傾向於長者票倉。

政策偏向長者加劇代際矛盾
對政策偏向性的不滿，更讓部分年輕人將矛頭指

向政客或長者群體。日本傳媒報道稱，當地一個主
要由年輕人組成、最近兩年頻繁非法闖入住宅搶劫
殺害長者的「路飛犯罪集團」，在網絡上竟獲得許
多年輕人追捧。不少留言揚言「只有長者有錢對我
們不公平」，「他們活不了多久，為何不把錢留給
我們？」凸顯日本社會的代際矛盾已愈演愈烈。
追蹤「路飛犯罪集團」案件的日本記者竹村明坦

言，他擔憂按照日本社會現狀，類似罪案會愈來愈
多，讓民眾愈發憂慮治安環境轉差，「『路飛犯罪
集團』或會偃旗息鼓，但我認為過不了多久，類似
組織就會捲土重來，繼續尋找長者等受害人。」
日本警視廳前反恐事務專員、情報專家稻村悠
（譯音）認為，安倍和岸田遇襲事件中，「孤狼式
襲擊」令人防不勝防，「這些『孤狼』與社會隔
絕，在此期間對社會產生怨恨。想要從根本上避免
類似襲擊發生，不能僅靠事先甄別他們的身份，需
要的是營造一個沒有『孤狼』、更加開放積極的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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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距離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

刺身亡僅9個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遭遇爆

炸物襲擊。不少分析都指出，襲擊事件一再發

生，正是日本近年經濟負擔沉重、社會氛圍緊

張的縮影。有反恐專家認為，日方除繼續修補安

保漏洞外，更要反思整個社會壓抑的現狀，尤其年

輕人因看不到發展希望而態度消沉，或許才是襲擊

事件頻發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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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岸田文雄15日遇襲，當時，
負責岸田安全的警方人員發現其中一枚疑似爆
炸物滾向岸田腳邊時，第一時間飛快用防護公
事包掃走爆炸物、同時推開岸田，動作流暢標
準，但這枚爆炸物滾向岸田周邊群眾，選民安
危成了民眾熱議話題之一。
有網民把岸田身邊的警護官在案發短短幾秒
反應動作的影片發上社交網，影片顯示，岸田
的警護官見到銀色管狀物滾向岸田腳邊，立刻
用防護公事包把管狀物掃開，這枚管狀物卻滾
向一旁的群眾，不過網民相信，警護官並非刻
意把疑似爆炸物掃向民眾。

「漁港大叔」被碎片擊中
此外，當日率先壓制疑犯、避免疑犯繼續施
襲的「漁港大叔」，其背部也被爆炸物的碎片
擊中受了輕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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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岸田文雄15日遭24歲男子木村隆
二丟擲爆炸物，熟悉犯罪心理學的專家說，木村可
能是受到去年7月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案的影響模
仿犯案。
《產經新聞》報道，關西國際大學教授中山誠分
析，一個大的共通點是下手對象是「一國的首相」，
疑犯帶到案發現場的銀色筒狀爆炸物，酷似涉嫌槍擊

安倍的被告山上徹也使用土製手槍的手法。
社交平台上有一些網民將山上視為英雄，還有民

眾發起要求讓山上減刑的聯署活動。中山說，受到
這種風氣影響，木村或許想和山上一樣奮不顧身犯
案，以滿足自己的表現慾。中山認為，木村及山上
可能都是獨自做出恐怖行動的「孤狼」，能否盡早
發現這種人的犯罪萌芽是今後的課題。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警方繼續調查首相岸田文雄被擲
爆炸物的事件，據報警方在疑犯身上搜出一把刀鋒13
厘米長的生果刀、打火機和手機，相信他打算根據現場
情況，用不同方法施襲。警方其後在疑犯住所發現疑似
火藥。岸田沒受事件影響，繼續原定的助選行程，他表
示不會向暴力屈服。

岸田助選行程保安升級
岸田16日午按原定行程到大分縣別府市和佐伯市等
地助選，他不但發表街頭助選演說，更近距離與在場民
眾接觸。但《讀賣新聞》報道，受到襲擊事件影響，現
場整體保安明顯升級，大批警員在場戒備，到場民眾的
隨身行李須接受警方檢查。
警方到過疑犯木村隆二位於兵庫縣川西市的住所搜
查，搬走10多個紙箱。日本放送協會引述消息人士
稱，警方從木村隆二的住所起出並扣押疑似火藥的物品
及電腦等，正調查他的犯案動機。

香港文匯報訊 七國集團（G7）外長及能源部長會議
16日在日本舉行，然而就在會議前夕，日本首相岸田文
雄在助選活動中遭遇疑似爆炸物襲擊，再給日本安保措
施敲響警鐘。儘管岸田承諾會力保G7會議安全措施「滴
水不漏」，但仍然無法平息外界質疑，更有日本政界人
士批評，日本彷彿已給人留下「首相輕易就會遇襲」的
印象。
岸田16日受訪時承諾，日本將盡最大努力提升安保力

度，確保G7峰會安全進行。為期3天的G7外長會議16日
在長野縣度假小鎮輕井澤召開，能源部長會議則是周末在
札幌市舉行。《日本時報》特約撰稿人博薩克指出，日本
下月就要在擁有120萬人口的廣島市舉行G7峰會，屆時
所有成員國領導人都將出席，安保壓力相較現時部長級別
會議只會有增無減，「如果G7成員國近日就襲擊事件質

疑日方安保措施，日方將會非常難以應對。」

襲擊案前警方未作「預先審查」
日本公共政策調查會研究中心主任板橋功表示，15日襲
擊事發前，警方並未就選舉演說場所進行「預先審查」，
亦沒有使用金屬探測器檢查，理由是岸田選擇的雜賀崎漁
港並非常用演說地點。當天安保計劃只由和歌山縣警方單
獨制訂，再由警察廳簡單確認，不排除出現疏漏。
板橋功稱，儘管並非所有政客演說場所都要實施類似
審查，但「現任首相演說地點就算是過去不太使用的場
所，也應該要這麼做。」他亦提醒今次事件中，爆炸物
的爆炸力度較小、引爆時間較遲，運氣可以說是「相當
好」，但爆炸物的落點非常靠近岸田，「這或許也是今
後安保工作的一大課題」。

心理專家：模仿安倍遇刺案

被捕男子身藏生果刀
住所起出疑似火藥

岸田誓保G7外長會安全 政界批日「首相輕易遇襲」損形象

◆岸田16日到大分縣助選，警員檢查到場民眾的
隨身物品。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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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擲爆炸物男子木
村隆二。 美聯社

◆警方於年初在東京調查一宗搶劫殺人案，涉及
「路飛集團」。 網上圖片

◆軍車在喀土穆市區巡視。 法新社

◆恩圖曼冒出大量濃煙。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