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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對俄實施一系列制裁，令俄逐漸減少通過管道對
歐輸氣，導致氣價上升，讓歐洲面臨能源危機風

險。自5月以來，俄已停止透過波蘭的亞馬爾管道向歐
供氣，亦於數月前切斷透過「北溪一號」管道向德供
氣，近日更表示將限制唯一穿過烏克蘭的管道向歐供應
石油。歐洲智庫Bruegel的數據顯示，與去年同期相比，
來自俄管道的天然氣輸送量下降近80%。

按年增長42%
為填補這一缺口，歐洲轉戰國際液化天然氣市場。Re-
finitiv的數據顯示，從今年1月至10月，歐洲已從國際市
場進口了創紀錄的1,110億立方米液化天然氣，按年增長
近70%，其中經大型油輪運輸的俄液化天然氣進口量達到
178億立方米，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42%，佔歐洲海運進
口的16%，法國、比利時、西班牙和荷蘭幾乎佔據了所有
進口量。
俄羅斯大部分液化天然氣來自亞馬爾液化天然氣合資企
業，該企業由俄企Novatek持有多數股權。衛星數據分析
公司QuantCube的數據顯示，一艘從俄國波爾托瓦亞液
化天然氣工廠出發的油輪上月抵達希臘，船上料載着該工
廠今年較早時開始運營的第一批貨，這意味歐洲與俄國的
液化天然氣貿易關係密切。

或損歐盟團結
自2017年以來，俄一直是歐洲前三大液化天然氣進口
國之一，在過去3年佔歐進口總額約20%。根據Refinitiv
的數據，俄今年一直是歐洲的第二大液化天然氣來源

國，儘管份額降至16%，但進口量仍達到創紀錄水平。
美國為歐洲最大的液化天然氣進口國，約佔42%份額，
卡塔爾則是歐洲第三大液化天然氣供應國，約佔13.7%
份額。
Bruegel高級分析師扎克曼表示，他憂慮部分歐洲國家
繼續大量入口俄液化天然氣，破壞歐盟的團結。事實
上，歐盟成員國之間的關係已受到考驗，西班牙和希臘
等國支持設定天然氣價格上限，而德國、丹麥和荷蘭對
此卻存有疑慮，此外，匈牙利亦在8月與俄羅斯天然氣
工業股份公司簽署了一項新的天然氣協議。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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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總統馬克龍今日會出訪美國，展開為
期3天的國事訪問，據法方表示，馬克龍此
行將呼籲美國總統拜登在其政策中，多考慮
俄烏衝突對歐洲經濟造成的損害，強調歐盟

和美國需要進行更多合作，以應對
這場衝突的影響。
今次是拜登上任以來，馬克龍首

次訪美。儘管雙方政
府均強調美法之
間的密切關係，
以及在俄烏衝突
等重大問題上的
一致意見，但雙
方都表示，尚處
發酵之中的經濟
和地緣政治緊張

局勢不易
解決。由
於能源價
格不斷攀
升，這場

衝突給歐洲造成的經濟代價大於美國，而歐
盟官員表示，拜登推出總值3,690億美元
（約2.88萬億港元）的綠色補貼計劃，正威
脅到歐盟的工業利益。

對美高價售氣表憤怒
馬克龍已多次批評這項被稱《通脹削減法

案》的計劃，並對美國以高價向歐洲出售天
然氣表示憤怒。他本月較早前表示，這種行
為「不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也不友
好」，並強調將在訪美期間提出這問題。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前日表示，

拜登政府將與馬克龍討論法國對該法案的關
切，願意透過對話尋求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並重申潔淨能源是一種所有人都能受惠的潮
流。
前法國駐美大使亞勞表示，馬克龍很難在

《通脹削減法案》或能源價格問題上取得太
大進展，但此次訪問仍是一個重要外交時
刻，能表明美國將法國視為歐洲的關鍵合作
夥伴。 ◆綜合報道

馬克龍今訪美
冀拜登對烏政策考慮對歐損害

美國科技巨擘Meta由於未能阻
止黑客盜取facebook（Fb）逾5億
用戶的個人信息，愛爾蘭隱私監管
機構數據保護委員會（DPC）前日
宣布向Meta罰款2.65億歐元（約
21.4億港元）。
Meta去年4月共有5.33億Fb用

戶的個人資料遭外洩，並於黑客平
台上公開，Ｍeta 證實資料是於
2019年外洩，解釋稱是遭惡意人
士藉自動化軟件，從網絡上「抓
取」資料，而非平台被黑客入侵。
但DPC裁定Meta違反《一般資料

保護法》，由於涉及的資料數量龐
大，且已非Meta 第一次資料外
洩，認為Meta應要更及時掌握問
題，因此作出巨額罰款。
這已是Meta今年第3次遭DPC

罰款，就在今年3月，公司因2018
年有3,000萬Fb用戶資料外洩，被
罰款 1,860 萬美元（約 1.4 億港
元），9月則因Instagram不當處理
兒童資料，遭罰款4.02億美元（約
31.4億港元）。Meta發言人回應
稱，在接受調查期間已改善系統，
預防平台資料被抓取。◆綜合報道

5億Fb用戶資料外洩 Meta被罰款逾21億
通訊程式WhatsApp 開發了一項名為「與自己通話」

（Message Yourself）的新功能，用戶可以向自己發送提示
或新訊息，目前正進行測試，預計在數周內可正式推出使
用。
蘋果公司iPhone或Android手機均可使用新功能，用戶在

更新後，只需點擊WhatsApp界面右上角的圖標，創立新的
通話連接，輸入自己的電話號碼，然後發送消息，就能看到
對話列表頂端聯繫人為用戶本人。
用戶向自己發送訊息，可當作備忘錄或待辦事項的用途，

也能受惠於WhatsApp跨裝置同步的特性，以及設定通知，
讓自己能隨時看到內容。部分WhatsApp用戶在Twitter留言
歡迎這項新功能，稱這是一個「必要的功能」，「終於不用
再專門安裝一個有便條功能的應用程式了。」 ◆綜合報道

WhatsApp開發「與自己通話」新功能

英國首相蘇納克前日發表任內首次重要
外交政策演說，稱中英雙邊關係的「黃金
時代」已經過去，中國對英國構成「系統
性挑戰」。蘇納克還稱英國不應訴諸簡化
的冷戰語言，要堅持務實行動發展經濟、
以捍衛所謂「自由與開放的價值觀」。中
國駐英國大使館發言人據此回應稱，英方
的言論充滿意識形態偏見，英國面臨困境
的根源在於自身，不得無端指責中國。

中方促停止詆毀中國
發言人強調，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
路，致力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關係，英方
應好好治治自己的殖民心態。中方敦促英
方摒棄偏見，尊重事實，停止詆毀中國，
停止干涉中國內政，英方應同中方相向而
行，才是符合兩國人民利益的正確選擇。

「不應訴諸冷戰語言」
蘇納克在演說中揚言英國對中國的態度
需要改變，通過貿易促使中國出現社會和

政治改革是「天真想法」。他稱英國不會
安於現狀，會對中國採取較長遠規劃，
「面對這些挑戰，我們不能只顧及短期利
益或抱有一廂情願的想法，我們必須飛躍
進化。」

蘇納克還稱，英國不應訴諸簡化的冷戰
語言，不能一味依靠冷戰思維論述和方
法，「我們要勇敢面對競爭對手，不是用
華麗的辭藻，而是堅定的實用主義。」他
表示英國應建立強大的經濟，也要深化與
印太地區等地的夥伴關係，鞏固英國在海
外的力量。
蘇納克提到，英國不能簡單忽視中國在

全球事務的重要性，包括全球經濟穩定或
氣候變化等議題。他稱美國、加拿大、澳
洲、日本及許多其他國家都了解不能忽視
中國，英國將與盟友一同「管控」與中國
的競爭關係。至於原定今年底公布的《外
交國防安全綜合檢討報告》修訂版，將延
至明年發表。
《衛報》分析稱，蘇納克以前財相身份
接任首相，一直被認為缺乏外交政策遠見。
他今次利用冷戰思維等強硬措辭，實則是批
評前幾屆政府對中國的態度。至於他提及所
謂人權議題，更多或是為安撫執政保守黨黨
內情緒。 ◆綜合報道

蘇納克稱中英關係「黃金時代」過去
中方：言論充滿意識形態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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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相蘇納克上任後首次發表外交
政策演說，當中提出所謂「實用主義」
對策，將矛頭直接指向中國。輿論普遍
認為，在面對國內問題一籮籮、要求大
選呼聲不斷下，蘇納克此舉的主要目的
是爭取執政保守黨內反華議員的支持，
試圖保住相位。所謂「實用主義」在本
質上仍然繼續實行對抗，與真正的堅持
務實合作相去甚遠。

蘇納克提及「長遠規劃」，不過從保
守黨連續執政逾10年來看，似乎沒有什
麼談得上是英國政府的「長遠規劃」，
脫歐問題部署多年，結果弄得一團糟，
目前繼續承受苦果。如今英國又要應對
疫情、通脹、能源危機等接二連三的衝
擊，收拾脫歐的爛攤子都來不及，制訂
詳盡的長期發展計劃更無從談起。

財相出身的蘇納克不忘大打經濟牌，
卻改變不了英國經濟內外交困的現狀。
前首相特拉斯的激進減稅政策，就給英
國財政留下數百億英鎊缺口。對外一份
生效兩年來毫無建樹的英日自貿協議，
更是足以給一批脫歐強硬派潑冷水。英

國對內要彌補財赤，只能在稅收等政策
上接連轉軚，對外依靠乏善可陳的自貿
協議，當然不能彌補脫歐虧空。此時宣
稱什麼「促進繁榮開放」，加入一個個
表面倡議經貿交流、實為地緣政治服務
的小圈子，更不可能讓英國發揮多少影
響力。「實用主義」與真正解決國內問
題是矛盾重重。

特拉斯任內稱中國為「威脅」，蘇納
克則改口為「系統性挑戰」，但對華的
惡意詆毀並無改變。英國經濟復甦速度
在七國集團（G7）中包尾，高企的通脹
也未見趨緩，一眾保守議員不見政績建
樹，卻只顧極力鼓吹對華鷹派立場。蘇
納克試圖用「實用主義」作包裝，實質
是為拉攏反華黨友，最終只會讓黨內分
歧愈演愈烈，英國的經濟也只會停滯不
前。

英國早已不是「日不落帝國」，真的
要堅持「開放信念帶來繁榮」，英國就
更應意識到自己的困境根源在於自身，
尋求積極加強國際合作共同進步。若只
顧搞對抗，對英國只會有害無益。

炒作「實用主義」
惡意對抗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