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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澳各懷鬼胎 暗箱操作達協議
【大公報訊】據BBC報道：阿桑

奇與美國司法部戲劇性達成認罪協
議，背後牽涉複雜的政治盤算和利
益。澳洲阿爾巴尼斯政府2022年上台
後，一直在努力結束這起案件。在美
國，甚至在一些共和黨人中，越來越
多的人認為，繼續追訴阿桑奇不符合
美國利益。而英國大選將於下周舉
行，考慮到政府可能發生更迭，引渡
令也可能會被重新考慮。

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此前表示，
他並不支持阿桑奇所做的每件事，但
圍繞他的案件 「已經夠了」 ，是時候
釋放他了。阿爾巴尼斯將此案作為任
內優先事項，去年10月對美國進行國
事訪問時，他當面向美國總統拜登提
出了這一問題。今年2月，澳洲議會以
壓倒性多數的投票結果，支持敦促美
國和英國允許阿桑奇返回澳洲。

智庫 「澳洲協會」 國際及安全事
務高級研究員肖蒂斯認為，阿桑奇
能夠獲釋，部分原因在於他的案件
「已成為（美澳）關係重大議
題」 ，尤其是在美英澳三國建
立 三 方 安 全 夥 伴 關 係
（AUKUS），並藉此達成核
潛艇協議後。

拜登政府希望在11月
大選前解決這一問題。
一些阿桑奇的支持者認
為，英國將於7月4日
舉行大選，蘇納克領
導的保守黨大幅落
後於在野工黨，
美國擔心如果工
黨上台，引渡
協議將再生變
數。

當地時間6月26日， 「維
基解密」網站創辦人

阿桑奇從倫敦飛抵美屬北馬

里亞納群島首府塞班島，就

其涉嫌違反美國間諜法案件

在法院出庭認罪。他當庭獲

釋後，乘坐包機飛返澳洲。

阿桑奇因爆料美軍在伊拉克

和阿富汗犯下大量戰爭罪

行，被美國以 「維護國家安

全」為由全球追捕長達14

年。評論指，阿桑奇事件猶

如一面司法照妖鏡，再一次

反映出美國的虛偽和雙標。

阿 桑 奇 事 件 時 間 表

美撒天羅地網追殺斯諾登
【大公報訊】綜合報

道：美國中央情報局（CIA）
前僱員斯諾登2013年揭發美國

國家安全局（NSA）監控醜聞
後，流亡俄羅斯。同年6月，美國

政府根據間諜法控告斯諾登未經授權披露
國防資料、蓄意向未經授權人士披露機密
情報以及盜竊政府財產3項罪名，全力 「追
殺」 斯諾登。

2013年7月2日，時任玻利維亞總統莫
拉萊斯乘坐的專機在從俄羅斯回國途中，
因歐洲多國懷疑機上載有斯諾登而拒絕其
進入領空，迫使專機最終在奧地利迫降。
時任西班牙外長馬加洛當時公開表示，他
們被告知斯諾登在機上，但沒有具體說明
是誰通知他們。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隨後承
認，美國一直 「與世界各地有可能讓斯諾
登入境或過境」 的國家保持接觸。

美國官員此後多次向俄方表示，應立
即遣返斯諾登。2020年10月，斯諾登獲得
在俄永久居留權。今年2月，前美國霍士新
聞台主播卡爾森爆料稱，他曾於2月初的俄
羅斯之行中與斯諾登見面，但被美國間諜
發現了。

大公報整理

美國追捕美國追捕1414年年 阿桑奇認罪換自由阿桑奇認罪換自由
2006年

•阿桑奇創建 「維基解密」
網站。

2010年
• 「維基解密」 公布大量美

軍在伊拉克及阿富汗犯下
的戰爭罪行。

2010年11月
•瑞典檢方指控阿桑奇當年8

月在瑞典逗留期間，涉嫌
犯下強姦、性騷擾等罪
行。

2010年12月
•身在英國的阿桑奇被倫敦警
方逮捕，隨後獲保釋。

2012年6月
•阿桑奇在保釋期間向厄瓜
多爾駐英國大使館尋求政
治庇護。

2019年4月
•厄瓜多爾莫雷諾政府邀請
倫敦警方進入大使館，按

照美國引渡令逮捕阿桑
奇；他被關進戒備森嚴的

倫敦貝爾馬什監獄。

2019年5月
•倫敦南沃克地方法院認為
阿桑奇蓄意棄保潛逃，尋

求庇護只是為了拖延司法
審判，判處其監禁50周。

2019年5月
•美國根據《間諜法》對阿
桑奇提出17項指控，另

有一項罪名和《電腦詐欺
和濫用法》有關。罪成最

高可面臨175年監禁。

2021年1月
•法官裁定不把阿桑奇引渡
至美國，避免他在美國監
獄自殺，美國隨後向英國
高等法院上訴。

2021年12月
•英國高等法庭裁定允許將
阿桑奇引渡至美國受審。

2022年6月
•時任英國內政大臣帕特爾批准
引渡；阿桑奇方面之後提出上
訴，要求推翻引渡決定。

2024年3月
•英國最高法院裁定，美國當局
須承諾阿桑奇不會被判處死
刑，否則不會立即引渡他到美
國受審。

2024年4月
•美國總統拜登稱會考慮澳洲方
面對阿桑奇撤銷起訴的請求。

2024年6月
•阿桑奇與美國司法部達成協
議，在美屬塞班島的法院對一
項違反美國間諜法的重罪認
罪，隨後獲釋，返回澳洲。

大公報整理

▼阿桑奇的支持
者慶祝他獲釋。

路透社

阿桑奇

認罪協議認罪協議Q&AQ&A

▲阿桑奇的律師團
隊回答提問。

路透社

▲阿桑奇的妻子斯特拉26日見記者。 法新社

▲阿桑奇與妻子深情
擁抱。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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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桑奇被控什麼罪名？
美國司法部對他提出17項間

諜罪名和一項不當使用電腦罪
名的指控。2019年，阿桑奇在英

國被捕並被判入獄。之後，美國提出
引渡要求。

美國為何突然同意 「放手」？
近幾年來，澳洲政府一直在努力

結束這起案
件 ； 在 美

國，甚至在一
些共和黨人中，越
來越多的人認為，

繼續追訴阿桑奇不符
合美國利益；英國大
選將於下周舉行，考

慮到政府可能發生更迭，引渡令
也可能會被重新考慮。
英媒分析認為，在美國間諜案
中，這樣的認罪協議並不罕

見。一旦阿桑奇案結
案，美國可以從混亂

的法律糾紛中解脫
出來。至少在紙
面上，阿桑奇
已經正式承
認有罪。

此次認罪協議內容是什麼？
根據阿桑奇與美國司法部達成的認罪協議，阿桑
奇對司法部指控他的一項違反美國間諜法的重罪

認罪，罪名為 「合謀獲取並公開國防信息」。
美國司法部將尋求判處阿桑奇62個月監禁，這與阿桑
奇在倫敦已完成的刑期相等，因此承認阿桑奇已完成

服刑，放棄此前對他的引渡要求，
准許他返回原籍國澳洲。

▲倫敦貝爾馬什監獄外。
法新社

【大公報訊】法庭文件顯示，阿桑奇本月24日向美屬北馬里亞納
群島地方法院遞交了認罪協議，並於當天離開倫敦東南部的貝爾馬
什監獄。26日，阿桑奇飛抵北馬里亞納群島首府塞班島，就他與
美國司法部的認罪協議出庭應訊。

阿桑奇當庭獲釋 飛返澳洲
檢方在庭上將 「維基解密」 網站的爆料行為定性為

「蓄意公開敏感的軍事和國防信息，威脅美國國家安
全」 。美媒報道稱，阿桑奇在庭上神態鎮定，偶爾
露出微笑，以簡短語句回答法官提出的問題。

阿桑奇在庭上正式對美國司法部指控他違反
美國間諜法的重罪認罪，罪名為 「合謀獲取並公
開國防信息」 。他同時也為自己的行為辯護，稱
作為新聞記者，他曾鼓勵線人獲取機密信息並將
其報道出來，這屬於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定的
言論自由範疇， 「我承認這是違反間諜法的行
為，我認為第一修正案和間諜法是有衝突的，但
鑒於種種原因，這樣的案件很難勝訴。」

根據認罪協議，美國司法部將尋求判處阿桑奇
62個月監禁，這與阿桑奇在倫敦已完成的刑期相
等。美國司法部將承認阿桑奇已完成服刑，放棄此前
對他的引渡要求，准許他返回原籍國澳洲。阿桑奇被當
庭釋放。

由於阿桑奇拒絕踏足美國本土，美國司法部批准他在塞
班島的聯邦法院出庭，塞班島是距離澳洲大陸最近的島嶼之
一。美國司法部在聲明中指出，阿桑奇今後未經許可，不得再入
境美國。白宮方面表示，今次認罪協議是司法部的獨立決定，白宮
並無參與。

離開法庭後，阿桑奇乘坐包機返抵澳洲首都堪培拉的空軍基地。他
下飛機後與妻子斯特拉及父親擁抱，並向支持者揮手致意。斯特拉隨後召開
記者會，代表阿桑奇向外界致謝，指阿桑奇希望到場，但仍需要時間康復。阿
桑奇的代表律師感謝澳洲政府的協助，又指 「維基解密」 網站將繼續運作。澳洲
總理阿爾巴尼斯26日表示，阿桑奇一案 「拖了太久」 ， 「繼續監禁他不會有任何好
處」 。澳洲副總理馬爾斯稱，相信今次案件不會影響澳洲與美國的盟友關係。

美英合夥抓捕阿桑奇
現年52歲的阿桑奇，2006年創辦 「維基解密」 網站。2010年， 「維基解密」 曝光大

量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期間美國的外交電報和美軍機密文件，揭發美軍戰爭罪行。同年
8月，阿桑奇前往瑞典，隨後遭瑞典當局以涉嫌強姦和性騷擾為由通緝。阿桑奇對此予以否
認，並稱背後有政治動機。2012年，阿桑奇在保釋期間躲進厄瓜多爾駐英國大使館，尋求政
治庇護，開始了長達7年的禁足生涯。

在美英政府不斷施壓下，2019年4月，厄瓜多爾政府撤銷對阿桑奇的政治庇護。英國警方將
阿桑奇拖出厄瓜多爾大使館，押上警車。美國迅速以17項間諜罪和1項不當使用電腦罪名控告阿
桑奇，罪成最高可面臨175年監禁。美當局同時要求引渡阿桑奇至美國受審。

經過多輪法庭判決和上訴，今年3月，英國最高法院裁定，美國當局須承諾阿桑奇不會被判處
死刑，否則不會立即引渡他到美國受審。

阿桑奇24日離開倫敦安全系數最高的貝爾馬什監獄。在此之前，他已經在一間3米長、2米寬
的牢房內度過了1901天，每天23小時與世隔絕。阿桑奇2021年10月視頻出席庭審時，已經出現右
眼瞼下垂、記憶問題和神經損傷跡象等症狀。 （綜合報道）

事件如司法照妖鏡 華府雙標世人皆知

▲斯諾登2021年9月參與莫斯科一個線上論壇。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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