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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稱，財務省認為，有關數據是受到東京電
力公司排放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污水入海後，

中國自8月24日起全面暫停進口日本水產品的影
響。《朝日新聞》稱，中方措施的影響已開始顯
現；《讀賣新聞》則認為，其影響今後可能會進一
步擴大。

全球貿易連續兩月呈逆差
此外，8月日本出口額按年下降0.8%，跌至7.99

萬億日圓，連續兩個月按年下降；進口額則下降
17.8%，跌至8.92萬億日圓，連續5個月下降。日
本對全球貿易已連續兩個月呈現逆差，從區域來
看，對美國及歐盟的出口續增，但對亞洲其他國家
和地區出口繼續減少。
財務省表示，由於海外需求下降，以及礦物性

燃料、半導體製造設備、有機化合物等出口減
少，日本出口表現低迷，雖然在汽車方面出現增
長，但未能抵銷半導體製造裝置等的下滑缺口。
日本進口總額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則是國際能源
價格下跌，導致煤炭、液化天然氣、原油等進口
額下降。日本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家大柴

千智則說，「8月份的數據揭示了影響中日貿易的
政治因素」，他所指是中國全面暫停進口日本水
產品，以及日本7月23日起正式實施的尖端半導
體出口管制措施。

半導體設備失中國市場需求
根據日本水產廳數據，中國是日本2022年海產品

出口的最大單一市場，出口額為871億日圓，最受
歡迎的產品包括扇貝、金槍魚、海膽、鯛魚和海參
等。關於半導體管制，《日本經濟新聞》分析認
為，中國最終將能自行生產先進半導體製造設備。

日本大和總研經濟學家岸川和馬稱，日本半導體設
備製造商有必要在其他地方填補在中國市場失去的
需求，「這些公司可能已在努力開拓銷售渠道，但
現在只完成了一半。」
日本不負責任排放核污染水，也連累了該國的旅

遊業。《朝日新聞》報道，儘管8月份日本進入中
國恢復出境團隊遊第三批名單，但未能因此提振外
國遊客數量。日本國家旅遊局20日公布的估算數據
顯示，8月訪日外國遊客總數為215.69萬人，恢復
到2019年同期的85.6%。但中國遊客只有36.41萬
人，僅為2019年同期水平的36.4%。

強行排污挫經濟 日媒：影響或進一步擴大

日對華食品出口暴跌逾41%
12年來最大降幅

香港文匯報訊 據共同社20日報道，日

本財務省當天公布的8月貿易統計初值顯

示，包括水產品在內的食品對華出口為

141.86億日圓，較去年同期大減41.2%，是

自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導致出口銳減以

來的最大降幅。

香港文匯報訊 在9月21日
的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
上，有記者提問稱，日本福
島核污水排海後，日本駐華
大使館接到了約40萬個騷擾
電話，部分電話含有威脅性
內容，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
寧表示，中方一貫依法保障
各國駐華使領館的安全和在
華外國公民的合法權益。
毛寧表示，「據我所知，

中國駐日本的使領館近日接
到大量來自日本國內的騷擾
電話，嚴重干擾使領館的正
常運轉。我們敦促日方切實
保障中國駐日使領館、在日
機構、企業、公民和赴日遊
客的安全，正確引導輿論，
停止渲染炒作，不要試圖轉
移事件的焦點，掩蓋自身排
海的錯誤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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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國會21日舉行全體會
議，表決通過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黨魁
李在明拘留同意案，以及建議撤銷總理韓
德洙職務議案。李在明因涉嫌貪腐瀆職被
韓檢方提請拘捕，依照程序，法院將審查
拘捕李在明必要性。韓德洙則成為韓國憲
政史上首名在任期間被彈劾的總理。

李在明：讓政治目的檢控如虎添翼
兩項投票均以不記名方式進行，298名在

職議員中，除因反對日本核污水排海絕食
逾20天正在留醫的李在明、被關押的無黨
籍議員尹官石，以及陪同總統尹錫悅訪美
的外長朴振外，其餘議員均參與表決。依
照法律規定，議案獲通過需滿足「半數以
上在職議員與會，並獲過半與會議員贊

成」條件。李在明拘留同意案最終以149票
贊成、136票反對、6票棄權、4票無效的結
果通過。
韓媒分析稱，執政國民力量黨與部分在野

黨合共擁有120票，只要28名或以上共同民
主黨籍議員投贊成票，就能通過拘留同意
案。李在明20日強調，拘留同意案一旦在國
會通過，將讓基於政治目的之檢方調查「如
虎添翼」。
韓德洙撤職建議案則以175票贊成、116

票反對、4票棄權的結果獲通過。報道指
出，共同民主黨以政府就梨泰院踩踏事故、
世界童軍大露營、日本核污水排海和韓海軍
陸戰隊防汛士兵殉職事件處置不力為由提出
彈劾。不過該議案對總統沒有約束力，料總
統尹錫悅接受撤職建議的可能性極低。

韓政治對立惡化
拘捕在野黨魁彈劾總理齊通過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蘋果公司新一代智能
手機系列iPhone 15，22日正式開賣。但於
開賣前夕，法國卻傳出當地蘋果專賣店的
工會號召成員於22日及23日罷工，以爭取
加薪和改善工作條件。

全法20家蘋果店將參與
據悉蘋果在法國的員工要求加薪7%，但

管理層提議加薪不超過4.5%。工會表示加
薪幅度太低，因生活成本已大幅攀升。法
國CGT蘋果工會在社交平台X上發聲明表
示，「資方決定無視我們完全合法的要求

和擔憂，法國蘋果零售公司的4個工會呼籲
在9月22日至23日舉行罷工。」
此次罷工行動將在法國的 20家蘋果商

店中展開。工會還表示，22日早上將在
蘋果巴黎旗艦店旁的卡尼爾歌劇院舉行示
威。
蘋果最近在法國面對艱難處境。法國政

府日前以電磁波超標為由，要求蘋果停售
iPhone 12。蘋果先前已屈服於歐盟對智能
手機的要求，決定於iPhone 15新手機上採
用通用的USB-C 充電規格，取代原本的
Lightning充電接頭。

法蘋果員工不滿加薪太低
號召iPhone 15發售日罷工

香港文匯報訊 92歲的傳媒大亨梅鐸21日公布，他將辭
任霍士集團與新聞集團主席一職，這兩間公司會由梅鐸的
兒子拉克倫領導。這項人事變動會在11月生效，梅鐸將
成為兩家公司的名譽主席。
梅鐸在給員工備錄中表示，「我們的公司健康狀況良

好，我也是如此」，又指 「我們有各種理由對未來幾年

感到樂觀，我當然是這樣，並計劃參與其中。不過爭取言
論自由，還有最終地爭取思想自由的鬥爭，從未如此激
烈。」他談到如今已時機成熟，讓他擔任其他角色，「在
我的整個職業生涯中，我每天都在接觸新聞和想法，這一
點不會改變。但現在是時候讓我擔任不同的角色了，因為
我知道我們擁有真正具才華的團隊，拉克倫是一位充滿激
情、有原則的領導者，他將成為兩家公司的唯一主席。」
拉克倫則表示，「我代表霍士和新聞集團的董事會、領

導團隊以及所有從他的辛勤工作中受益的股東，祝賀我父
親非凡的70年職業生涯。」
梅鐸於澳洲出生，於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進軍報業，其

後進軍英國和美國，收購多間媒體，逐步建立其傳媒王
國，包括1985年收購二十世紀霍士電影公司，翌年開始
進軍電視行業。梅鐸於1996年創立霍士新聞，至今是美
國國內最多人收看的電視新聞頻道。頻道屬於霍士集團旗
下。

傳媒大亨梅鐸辭任霍士及新聞集團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 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20日宣布，波蘭將
暫停向鄰國烏克蘭供應武器，不過不會干擾其他國家通過
波蘭繼續對烏軍援。美媒分析指出，波蘭多次批評烏方農
產品入口，擾亂當地市場，決定繼續執行對烏農產品禁
令，導致兩國關係緊張。
莫拉維茨基稱，波蘭不會再向烏輸送武器，「因我們正

使用更現代化的武器，提升波蘭軍隊的軍備水平。」不過
他表示，波蘭政府無意拿烏克蘭的安全冒險，波蘭也可從
其他國家武器過境獲得經濟利益。

烏過度依賴 擾亂鄰國農民生計
俄烏衝突爆發後，烏一直依賴通過鄰國出口糧食，被指擾

亂部分鄰國的農產品市場、壓低糧價，打擊農民生計。歐盟
9月15日宣布不再延長對烏糧食進口禁令，但波蘭、斯洛伐
克和匈牙利決定繼續執行，烏方為此計劃將這3國告上世界
貿易組織，然而3國隨即宣布退出歐盟的烏糧食出口協調平
台，堅決不接受烏方提出的糧食出口許可證方案。
烏總統澤連斯基日前在聯合國大會發表講話時，不點名
指責部分歐盟國家「假裝聲援烏，實則安撫俄」。波蘭總
統杜達反應激烈，批評澤連斯基的言論。澤連斯基20日
則在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上，促請安理會取消俄國的否決
權。俄外長拉夫羅夫則表示，俄合法擁有安理會否決權，
以防止任何可能導致安理會解體的決定。他又重申俄方願
與烏談判，但澤連斯基拒絕對話。

烏糧食出口掀紛爭 波蘭宣布停供烏武器

香港文匯報訊 96歲的紐曼（圖）是美
國最年長的在任聯邦法官，她20日被聯邦
巡迴上訴法院暫停審理新案件的資格，原
因是她審理案件的精神能力受質疑。
紐曼於1927年出生，在耶魯大學取得

化學博士學位，是專利法領域備受尊崇的
人物。紐曼於1984年獲時任美國總統里
根，任命為專注於專利法的聯邦巡迴法院法官。

未能配合健康狀況審查
華盛頓法院一個法官委員會20日一致表示，紐曼未能

配合對其健康狀況的審查，禁止她在至少1年內或在她接

受法院命令的體檢之前審理新案件，
「當法官不再能履行司法職責時，委員
會別無選擇。」
這類關於法官精神能力的爭議，在聯

邦司法機構中極罕見，紐曼引述兩名醫
生的意見，為自己的健康狀況辯護，並
向華盛頓另一家法院提出訴訟，尋求恢

復審理案件的資格。紐曼的代表律師多林表示，紐曼將
對委員會的命令提出挑戰，並繼續在法庭上堅持她的主
張。今次風波亦令外界再次關注年屆80歲的總統拜登及
77歲的前總統特朗普，角逐2024年總統大選的問題，質
疑他們是否能應付總統職務。

96歲高齡精神能力受質疑 美聯邦法官被停職

◆ 日本啟動核污
水排海，損害各
方對該國海產的
信心。圖為日本
漁民進行捕撈作
業。 網上圖片

◆ 李在明（右）因絕食致健康惡化入院，前總統
文在寅前往探望。 網上圖片

◆ 韓德洙成為韓憲政史上首名任內被彈
劾的總理。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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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駐日使館接到大量騷擾電話。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