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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一意孤行將福島核污
水排海，引起各國強烈反對，並採取反制
措施。繼中國禁止日本水產品進口後，俄
羅斯10月16日宣布，自當天起暫停所有日
本水產品進口。
據法新社報道，俄羅斯動植物檢驗檢疫
局表示，自2023年10月16日起，俄羅斯加
入中國的行列，對從日本進口的魚類和海
鮮產品，臨時實施監管限制措施。
當局指出今次禁令屬預防措施，將繼續

實施，直至獲得詳盡的信息，能確認相關
水產品的安全性為止。「在俄方獲得能證

明自日本進口的水產品安全，且符合歐亞
經濟聯盟有關規定的信息，並對這些信息
進行分析之前，上述限制措施一直有
效。」
俄方禁令料對日本水產業造成進一步打

擊。俄羅斯於2023年1月至9月從日本共進
口118噸水產，2022年全年為190噸。
日本不顧國際社會強烈反對，於8月24
日啟動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污水排海，在日
本、韓國等多個國家引發民眾抗議。根據
中國海關總署當天發布的公告，依據中國
法律法規和世界貿易組織相關規定，中國

海關總署決定自當天起全面暫停進口原產
地為日本的水產品（含食用水生動物）。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早前表示，對
日本政府強行啟動向海洋排放核污水這種
自私自利、極不負責任的行徑，國際社會
普遍給予批評並採取相關防範措施。中方
主管部門依據中國法律法規以及世貿組織
《實施衞生與植物衞生措施協定》相關規
定，對原產地為日本的水產品採取緊急措
施，完全正當、合理、必要。日方應立即
停止核污水排海，以負責任的方式回應國
際社會關切。

日水產被禁進口俄 核污排海自食其果

美媒：拜登如默許以軍地面戰

香港文匯報訊 加沙地帶人道主義危機持續惡化。
路透社10月16日援引消息稱，埃及、以色列和美國
同意從當地時間周一上午9時（北京時間下午2時）
起臨時停火5小時，允許開放連接埃及與加沙地帶的
拉法口岸，讓援助物資進入加沙，並協助外籍人士撤
離。然而以國總理內塔尼亞胡辦公室很快否認消息。
控制加沙地帶的哈馬斯也表示，未見以方兌現承諾恢
復加沙南部供水。
以色列能源部長卡茨周日表示，以方已恢復加沙南
部的供水，但遭到哈馬斯否認。路透社稱，加沙地帶
的飲用水主要來自海水淡化，若電力耗盡且未恢復供
應，加沙地帶乾淨飲用水依然短缺，居民也沒有足夠

水源用於上廁所或淋浴等。
聯合國援助負責人格里菲斯周一表示，他周二會前
往埃及開羅，隨後走訪中東地區，親自參與談判向加
沙地帶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格里菲斯說，他和團隊正
與以色列和埃及等國家討論援助協議，由於以國和哈
馬斯均表示臨時停火協議未達成，拉法口岸能否運作
仍無法確定。
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

（UNRWA）專員拉扎里尼周日警告，若物資無法進
入加沙地區，UNRWA將無力再提供人道主義援助。
拉扎里尼表示，加沙地帶水電、食品、藥物甚至屍袋
都正耗盡，強調以軍須盡快停止對加沙地帶的圍困。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國
際發展合作署新聞發言人徐偉
10月16日表示，為響應聯合
國呼籲、緩解加沙人道主義局
勢，中方正向聯合國近東巴勒
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及巴民
族權力機構分別提供緊急人道
主義援助，用於解決加沙地帶
食品、醫療、居住等急需。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16

日說，據了解，目前已確認有
4名中國公民在巴以衝突中不
幸遇難，2 人失聯，6 人受
傷。
當前中國和以色列之間的商
業航班仍在運行，建議當地中
國公民搭乘商業航班盡快回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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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巴以衝突爆發後，西方社會撕裂進一
步加劇。美國伊利諾伊州一個住宅10月14日發生仇恨犯
罪，租住該單位的一對巴勒斯坦母子遭71歲男業主襲
擊，6歲男童被連捅26刀身亡。警方已拘捕疑兇，控以
一級謀殺等罪名，指案件與巴以衝突有關。
事發於芝加哥西南面64公里的威爾縣，遇襲母子胸

部、身體和手臂多處被刺傷，6歲男童瓦迪亞被送院後
證實死亡，32歲母親沙欣重傷。在驗屍過程中，法醫從
死者腹部拔出一把18厘米長的鋸齒狀軍刀。

行兇時高呼穆斯林去死
警方表示，沙欣當時開門讓疑兇祖巴入屋，對方隨即
掏出軍刀猛刺她10多刀，再襲擊瓦迪亞。沙欣逃進浴室
報警，警方趕到時，祖巴坐在案發住所旁的道路，頭部
有刀傷。他當場被捕，被控一級謀殺、一級企圖謀殺、

兩項仇恨犯罪和一項致命武器襲擊罪。警方表示，疑兇
稱因中東的衝突而感到憤怒，蓄意殺害租客。調查人員
確認兩名受害人僅因是穆斯林而被疑犯鎖定，疑兇行兇
時更高呼「穆斯林去死！」

美七旬白人業主26刀殺巴童租客

香港文匯報訊 巴以衝突局勢緊張引起中東地區多國關注。伊朗外交部長阿卜杜拉希揚10月15

日向以色列發出警告，強調以軍若對加沙地帶發動地面進攻，地緣局勢將迅速升溫，甚至開闢多條

新戰線。阿拉伯國家聯盟也發聲明，敦促以方保持克制。然而作為以國親密盟友，據報本周或訪問

以國的美國總統拜登，同日僅聲稱反對以軍「佔領」加沙，並未反對地面進攻，與地區國家的立場

對比鮮明。

阿卜杜拉希揚周日訪問卡塔爾，會晤卡
塔爾埃米爾塔米姆。阿卜杜拉希揚表

示，要想避免局勢升溫，必須阻止以軍對
加沙地帶平民的「野蠻襲擊」，「若以國
政府繼續對手無寸鐵的加沙平民發動襲
擊，沒有人能保證局勢和衝突不會擴
大。」阿卜杜拉希揚希望通過政治努力阻
止衝突升級，但也警告稱伊朗不能選擇
「袖手旁觀」。

中東警告前所未有種族滅絕
卡塔爾在新一輪巴以衝突期間，要求以色

列為衝突升級負責，亦呼籲國際社會迫使以
軍停止針對巴勒斯坦人民的暴力行為，推動
「兩國方案」。塔米姆對加沙地帶日漸惡化
的人道主義局勢感到擔憂，「卡塔爾的首要
任務是阻止在加沙地帶發生的罪行，我們不
會改變對巴勒斯坦問題的立場。」
拜登周日表示，他認為以色列「必須消滅

哈馬斯」，作為對哈馬斯早前襲擊的回應。
被問到以軍進攻將帶來人道主義災難，拜登
只是警告以國若「佔領」加沙地帶，將是一
個「巨大的錯誤」，卻未提及美方如何相信
以軍能「竭盡全力避免殺害無辜平民」。美
媒分析認為，拜登的表態甚至可視作對以軍
「進攻而不佔領加沙」的默許。
與拜登的態度截然不同，中東地區國家紛

紛警告以方保持克制。路透社報道，埃及總
統塞西周日會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時表示，
以色列的行動已超出自衛權，變成對加沙地
帶230萬居民的「集體懲罰」。塞西表示國
際社會必須解決加沙地帶面臨的人道主義災
難，幫助平民免受傷害。
阿拉伯國家聯盟和非洲聯盟領導人也發表

聯合聲明，敦促以色列不要對加沙地帶發動
地面進攻。聲明強調以軍地面進攻可能導致
「前所未有的種族滅絕」，「在為時已晚之
前，聯合國和國際社會必須阻止一場災難在
我們面前發生。」

馮德萊恩一面倒挺以國惹批評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上周五訪問以色

列時，揚言「毫無保留地聲援」以國，其言
論引來大批歐盟成員國官員批評。歐盟外交
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周日表示，馮德
萊恩的發言不代表歐盟官方立場，強調歐盟
的外交政策是由其成員國、而非歐盟委員會
或其主席決定。《愛爾蘭時報》據此評價，
雙方的不同表態顯然加深了歐盟高層就巴以
問題的裂痕。

◆遇害男童
瓦迪亞

◆以軍裝甲車隊正駛
向加沙地帶。 美聯社

僅稱不應佔領加沙 與中東國家立場對比鮮明

◆加沙的醫療系統幾近崩潰。 美聯社

◆料日水產業將受到進一步打擊。圖為北海道扇貝。 網上圖片

◆疑兇祖巴

◆一名加沙居
民坐在廢墟中
痛哭。 路透社

以否認停火讓拉法口岸開放 未兌現向加沙南部供水承諾

香港文匯報訊 《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國的全球定
位系統（GPS）面世近50年，但遲遲未升級，如今中
國、俄羅斯、歐盟已開發能提供全球定位服務的替代衛
星網絡系統，挑戰GPS作為定位服務「黃金標準」的
地位。
報道稱，美國學術界和國安官員告誡，升級延遲雖
不代表GPS會失敗，但其他國家較現代的定位系統，
可能取得全球商業影響力，代價則是美國的GPS使用
情況下滑。

中國「北斗」信號覆蓋全球
該報指出，例如中國向非洲及亞洲官員展示時，會
把自家先進衛星服務作為商業和研究夥伴關係的賣點。

中國的北斗衛星系統在2020年已達成信號覆蓋全球的
目標，目前在軌道作業中的衛星共46枚，比美國GPS
的31枚還要多。俄羅斯的格洛納斯系統、歐盟的伽利
略系統也都已完成全球信號覆蓋。美國IQT電訊執行
副總裁休厄爾說，GPS相對其他衛星系統的優勢不再
明顯，「主宰地位已被削弱。」
GPS會透過與民用信號區隔的軍用頻段，引導美國的導
彈、船艦、軍隊，過去甚至連敵國軍隊都得仰賴這套五角
大廈控制的系統。由於民用信號可免費使用，中國、歐
洲、俄羅斯的衛星導航系統不會直接獲利，但這些新系統
較先進的功能令人難以忽視，未來的智能手機、汽車和工
業設備製造商，可能決定預設狀態停用GPS，而首先倚賴
中國的信號。

美GPS未升級 地位受中俄歐挑戰 波蘭在野聯盟或上台有望修補歐盟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 波蘭10月15日舉行國會選舉，

在點算75%選票後，執政法律與公正黨（PiS）雖
保住最大黨地位，但國會席位未過半，由歐洲理
事會前主席圖斯克領導的親歐在野公民綱領黨
（PO），可望聯同另外兩個反對黨組成聯合政
府。一旦在野黨上台，意味波蘭有望修補與歐盟
的關係。
今次選舉選出眾議院全部460名議員和參議院全
部 100 名議員，選民投票率達 72.9%，創歷史新
高。點算結果顯示，PiS得票率為37%，有望奪得
眾院200席，極右政黨「自由與獨立聯盟」贏得12
席。PO則獲29.1%得票率，有望取得163席。連同
揚言會合作將PiS趕下台的的反對黨第三路線及聯
盟黨，3個反對黨料合共佔眾院過半數席位。

波蘭近年經濟低迷，在俄烏衝突爆發後，波蘭
共接納超過100萬名烏難民，在國內引發反移民浪
潮。儘管PiS提出削減移民福利、限制烏穀物進口
等舉措，以保障居民福利及農民權益，但未能扭
轉劣勢。

執政黨「未斷氣」
圖斯克承諾將扭轉PiS執政8年間引起民眾不滿

的政策，包括恢復與歐盟的良好關係，解凍因政
府爭端而被凍結的歐盟資金。但有分析人士警
告，反對派組建的執政聯盟，可能面臨與屬PiS盟
友的總統杜達發生衝突。杜達的幕僚已表示，總
統很可能先授權獲最多選票的政黨即PiS嘗試籌組
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