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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墮胎權問題再起波瀾
「司法震撼彈」勢激化社會分歧

大法官意見初稿罕外洩 指半世紀前案例「大錯特錯」

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所住的溫莎
堡爆出保安醜聞。英國軍方昨日證
實，一名自稱為牧師的男子，上周
成功潛入溫莎堡附近女王衛隊駐紮
的維多利亞軍營，並與軍官吃喝及
留宿一晚。軍方正展開調查。
英國《太陽報》報道，該名假牧師

自稱是隨軍牧師的朋友，結果在沒
有出示任何證件或可識別的文件
下，就獲准進入軍營，還在那裏跟

士兵又吃又喝且分享故事。直至次
日上午，男子吃完早餐後，軍營內
才有人質疑他的身份，警方接報後
派人到場將他帶走，但男子未有被
捕。報道指男子可能有精神問題。
報道指，事發於4月27日，當時
英女王不在溫莎堡內。英國國防部
發言人表示，軍方嚴謹看待這次違
反安全規定事件，將列為優先事項
展開徹查。 ◆綜合報道

昨日是被稱為「和平憲法」的《日本國憲法》實
行75周年，日本《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的民
調均顯示，現時支持修改憲法的受訪者比例創
新高，顯示俄烏衝突和朝鮮持續試射導彈等，
令日本民眾對安全保障的關心度提高。

八成人認同保持棄戰條文
《讀賣》的民調顯示，受訪者中認為「最好
修憲」者佔60%，較去年3至4月上一次民調

高4個百分點，是2015年起進行同類民調以
來的最高紀錄；認為「不修憲比較好」者只
有38%，較去年跌2個百分點。受訪者被問及
認為修改哪些條文或增加什麼條文比較好（可
複選）時，以選答「擁有自衛的軍隊」（即是將
自衛隊「正名」為軍隊）者有45%，居最多。
日本憲法第9條第2項規定日本不擁有主動

攻擊的戰力，《讀賣》的調查問被訪者是否
認為有必要修改此條文，結果有50%認為

「有必要」，「不必要」則佔47%。但是有
關規定放棄戰爭的第9條第1項，認為「沒必
要修改」者則佔多達80%。
《朝日》民調則顯示，認為有必要修憲者

佔56%，是該報自2013年進行同類調查以來
最高比例。《朝日》指出，民調進行的時間
正值俄烏衝突，民調結果顯示認為憲法有關
「國防的規定不充分」者比例比去年調查結
果微增。 ◆綜合報道

日六成人贊成修憲創新高
近半支持自衛隊「正名」

假牧師混入軍營吃喝留宿
英女王衛隊徹查

Politico自稱從一名熟知密西西比州法院訴訟程序人士處，收到這份長達98頁、附帶31頁各州墮胎
法歷史附錄的意見初稿副本。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利托在這份「主
要意見書」（Majority Opinion）中罕有直言，「羅訴韋德案」
從一開始就「大錯特錯」（Egregiously wrong），而且推理非常
薄弱，產生破壞性後果，非但遠未促成解決全國性墮胎問題，反
而引發爭論還加深分歧。

「將墮胎問題交還民選代表」
在「羅訴韋德案」中，最高法院以7比2大比數裁定，女性墮

胎權受到憲法私隱權保護。1992年，最高法院還在「凱西案」中
裁定女性在胎兒可於子宮外存活前，即孕期至22至24周均享有
墮胎權。但阿利托表示憲法沒有明確提及墮胎權，且任何憲法條
款都未隱晦保障該項權益，墮胎權並非深植於美國歷史傳統，
「現在是時候關注憲法，並將墮胎問題交還給民選代表。」
美國最高法院就某項案件作出裁決時，通常會由首席大法官，
或裁決多數派一方最資深的大法官撰寫「主要意見書」，以表達
法官在裁決中的立場和理據。這份「主要意見書」會經過多次修
改，前後可能需時數個月，因此偶爾會有大法官在正式裁決前，
改變原有立場。在這份「主要意見書」初稿中，裁決據報獲得5
名保守派大法官贊成，首席大法官羅伯茨投票意向則暫未確定。

希拉里批攻擊女權 兩派示威
「羅訴韋德案」可能被推翻的消息一出，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及
參議員多數黨領袖舒默便表態反對，更直斥此舉是現代歷史上最
具破壞性的決定之一。前國務卿希拉里也批評稱，裁決會直接攻
擊女性尊嚴、權利和生命。多名共和黨籍議員則表明贊成裁決。
法學專家還指出，與白宮和國會不同，最高法院向來都嚴格保
密內部審議結果，幾乎從未出現重要裁決外洩的情況。聖路易斯
華盛頓大學法學教授艾普斯坦言，今次事件是嚴重違反法院規
定。關注最高法院運作的法律博客SCOTUSblog也稱，「就法
官和員工之間的信任破壞而言，今次引發的『地震』如何誇大都
不為過。」
消息公布僅數小時後，數以百計示威者在深夜湧至最高法院大
樓門外。有反墮胎人士即場彈奏結他慶祝，高呼口號以示聲援。
支持墮胎權益者則手持「墮胎關乎生命健康」等標語抗議，人群
更一度有「做點什麼吧，民主黨人！」的呼聲。 ◆綜合報道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前日披露一份罕

有外洩的最高法院意見初稿，顯示最高法院

已決定推翻1973年「羅訴韋德案」中，保障全國婦

女合法墮胎權的裁決，或會影響美國維持近半個世紀

的墮胎合法化。作為多年來美國政治社會爭議焦點之

一，墮胎權之爭勢必再次激化當地社會分歧。法學家

更擔心這次「史無前例」最高法院裁決文件外洩，或

會嚴重破壞美國司法系統運作程序。

就在最高法院有關墮胎權裁決的文件外洩前，電商龍頭亞馬遜
宣布增加員工福利，承諾將向員工提供旅費，讓他們跨州進行非
危及生命的醫療程序，包括墮胎。
亞馬遜表示，只要員工住所160公里半徑內，沒有提供減肥護
理、腫瘤、員工嬰兒出生後24個月內先天性異常、合法墮胎、
心理健康和藥物濫用的醫療服務，公司便會向員工提供資助，資
助額最多4,000美元（約3.1萬港元）。若然員工需要接受緊急且
性命攸關的醫療，更可獲得最多1萬美元（約7.8萬港元）保
償。
美國愈來愈多州份對墮胎實施更嚴格限制，導致很多婦女跨州
過省到合法的州份墮胎。亞馬遜是全美最大的私營企業僱主之
一，在美國擁有110萬全職和兼職員工，當中大部分來自加州、
得州和華盛頓州，其中得州就是全美墮胎法最嚴的一個州份。

◆綜合報道

亞馬遜資助員工跨州墮胎

美國共和黨及保守派多年來都希望推翻
「羅訴韋德案」，嚴格限制甚至全面禁止墮
胎。不過分析認為，根據近期民調，「羅訴
韋德案」判例在美國仍擁有近70%民眾支
持，如果強行推翻判例，反而會觸發反對情
緒。對於民望持續下跌的總統拜登，今次事
件亦有望讓他和民主黨藉機提振11月中期
選舉的選情。

拜登籲選民捍衛「基本權利」
拜登昨日發聲明，呼籲選民必須採取行

動，捍衛墮胎這個「基本權利」，並促請國
會立即將墮胎權寫進法律，以凌駕最高法院
即將公布的裁決。
分析指出，共和黨希望在中期選舉取得參

眾兩院多數議席，但墮胎權問題屬美國社會
長久以來的關注焦點，足以改變任何一場選
舉結果。得州等共和黨主政州份此前陸續通
過俗稱「心跳法」的收緊墮胎權法案，已經
觸發不少反對聲音，「羅訴韋德案」若最終
被推翻，更會刺激自由派選民投票意願，反
而讓民主黨找到拉票機會。
前總統奧巴馬首席顧問阿克塞爾羅德也

稱，最高法院的裁決料會刺激女性選民，尤
其原本不願參與選舉的年輕選民加入投票行
列。今次消息外洩後不久，便有許多資深民
主黨政客開始透過傳媒拉攏選民，主動發聲
的共和黨政客則相對較少，顯示共和黨不希
望在中期選舉前炒熱這個話題。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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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過往幾乎從未發生過初步裁
決結果外洩的事件，外洩者身份和動機很快
引發各方猜測。有推測認為外洩者或是法院
內偏向自由派人士，希望動用輿論，在最終
裁決向部分法官施壓。也有看法認為外洩者
屬保守派，希望緩和正式裁決公布的社會衝
擊，尤其轉移輿論焦點，專注探討洩密合法
性而非裁決結果。
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法學教授艾普斯稱，

外洩者或是一名對裁決結果感到失望的最高
法院職員。喬治城法學院法律中心講師夏皮
羅也認為，外洩者是一名尋求「公民抗命」
的左翼人士。還有部分評論員相信，今次外
洩或是旨在刺激輿論，提振民主黨選情尤其
進步派選民的投票意願。

亦有分析認為，在該份初稿撰寫後，可能
有保守派大法官態度出現動搖，因此外洩者
希望藉洩密警告該名法官，迫使對方重回
「統一戰線」。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菲
什金還稱，洩密者不排除是同情大眾的法院
職員甚至法官，「這樣的人會擔心利用略為
瘋狂的方式限制多數人，並願意採取洩密這
種極端措施推進目標。」
事實上，在1973年「羅訴韋德案」正式

裁決公布前，也有一名最高法院職員將消息
提前披露給《時代》周刊的記者。《時代》
原本打算利用這個線報，在法院公布裁決後
出版的最新一期探討裁決，不過後來法院押
後公布裁決，導致周刊在裁決公布數小時前
出版。 ◆綜合報道

外洩者身份動機惹猜測
或藉輿論施壓改變裁決

◆◆反對推翻婦女合法墮胎權的民眾到最高反對推翻婦女合法墮胎權的民眾到最高
法院大樓門外示威法院大樓門外示威，，情緒激動情緒激動。。 彭博社彭博社

◆◆一名婦女在法院外跪地哭泣一名婦女在法院外跪地哭泣。。 法新社法新社

◆◆反對合法墮胎的人士到場反對合法墮胎的人士到場
慶祝慶祝，，高呼口號高呼口號。。 路透社路透社

◆消息公布僅數小時後，數以百計示
威者深夜湧至最高法院大樓門外，舉
起標語抗議。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