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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市長薩迪克．汗現擔任TfL主席，他曾於2019年要求TfL，就處理對
性小眾群體實施針對性法例的國家的廣告和贊助進行檢討，局方其後宣

布暫停卡塔爾、巴基斯坦、汶萊及沙特阿拉伯等11個國家投放新廣告。

不滿世盃禁支持性小眾彩虹臂章
TfL前日宣布，鑑於參與卡塔爾世界盃的球隊被禁止佩戴支持性小眾群體的彩虹臂

章，因此局方決定全面禁止卡塔爾在倫敦市公共交通工具落廣告。
卡塔爾一名匿名官員確認，TfL日前聯絡負責籌辦今屆世盃的卡塔爾機構及卡塔爾旅遊

局，通知實施有關禁令，他表示卡塔爾將TfL的禁令，視為倫敦市長辦公室發出「倫敦不歡迎卡
塔爾商業投資」的信息，故此卡塔爾正審視目前和未來在倫敦的投資，並考慮在英國其他城市及其

他國家投資的機會。

未禁沙特阿聯酋廣告明顯「雙標」
他同時指出，卡塔爾認為TfL接納來自阿聯酋和沙特的廣告，未有提出實施禁令，但卻禁制卡塔爾的廣

告，明顯是「虛偽的雙重標準行為」，企圖利用卡塔爾世界盃撈取政治好處。然而他補充，今次爭議將不
會影響卡塔爾與英國政府的關係。
倫敦市長辦公室發言人則表示，薩迪克．汗並沒有參與倫敦交通網絡廣告政策的決定，疑似試圖與今次
爭議劃清界線。
卡塔爾在過去20年成為倫敦的最大投資者之一，透過其主權財富基金「卡塔爾投資局」，在倫敦大舉投

資零售、酒店、工業、農業及房地產等業務，包括持有著名的哈洛德百貨公司和全英最高建築物「碎片大
廈」，以及金絲雀碼頭和希思羅機場約20%股份。 ◆綜合報道

倫敦公交禁落卡塔爾廣告
經濟民生或付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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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世界盃首次由中東國家主辦，但西方國家卻不斷將

賽事「政治化」，拿東道主卡塔爾的所謂「人權問題」

大做文章。英國倫敦的交通管理局（TfL）前日宣布，將

禁止卡塔爾在當地的公共巴士、的士和地鐵系統落廣告，

以示當局對卡塔爾在人權、性小眾權利及對待外勞的立場

表達關切。事件觸怒卡塔爾當局，並隨即作出回應，表示

正審視卡塔爾目前和未來在倫敦作出的投資。由於卡塔爾

在倫敦擁有巨額投資，並涉及不同領域，一旦決定撤資，勢

嚴重打擊倫敦的經濟和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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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身在卡塔爾的英格蘭球迷早前打
扮成對穆斯林有冒犯之意的十字軍東征
戰士，前往觀看英格蘭對伊朗的比賽。
兩人入場前被保安人員攔截，最終被驅
趕離場。
其中一名涉事球迷是57歲的工程

師，他向英國媒體投訴，稱會場保安將
他們攔住，指他們衣着具有冒犯性，並
質問「你們來這裏是想殺死穆斯林
麼？」兩人更被帶進一個房間，以及被
要求脫掉所有衣服，「他們沒有搜查我
們，只是純粹羞辱。」

中東地區意味歧視
國際足協表示，穿着十字軍服裝對阿

拉伯世界的穆斯林而言可能是一種侵犯
行為。英國足球球迷協會負責人艾雪莉
表示，「我認為他們不是故意的，也許

他們並不了解這種裝扮對中東國家的含
意。」反種族主義組織「Kick It Out」
也提醒，希望英格蘭球迷了解卡塔爾的
習俗和歷史，以免行為引起爭議。
雖然包括鎖子甲和頭盔的「十字軍」
服裝，在觀看英格蘭球隊比賽的球迷中
十分常見，不過服裝在中東地區一直意
味歧視與冒犯。在
1095 至 1291 年
間，基督教軍隊為
從穆斯林手中奪取
聖城耶路撒冷，發
動多次「十字軍東
征」，導致當地大
量平民喪生，是史
上最殘酷戰爭之
一。

◆綜合報道

世界盃昨日凌晨上演美國對英格蘭
的賽事，美國駐倫敦大使館為此發布
一條搞笑影片，在影片中，使館發言
人亞倫是英格蘭隊「粉絲」，他因在
上班期間支持愛隊被辭退，並表示
「有些事比外交更重要」。
亞倫在片中一身英式打扮，並在辦

公室牆上貼滿英國國旗，引起人力資
源部訓斥他身為美國外交官，不能如
此公開支持英格蘭隊，「請你把那些
英格蘭旗幟拿下，並脫掉身上的英格
蘭襯衣。」沒想到亞倫一脫掉襯衣，
便露出了下面正穿着的英格蘭球衣。
片中的亞倫最終被炒，但最後也說
出一句「美國隊加油」。這影片是美
國外交部為支持國家隊而拍攝，現實

中當然沒有任何外交官被炒，一切都
只是以幽默方式為球隊打氣。

◆綜合報道

美駐英使館拍打氣片
惡搞外交官撐英「被炒」

◆卡塔爾路薩爾市一處正
在施工的建築昨日下午起
火，升起滾滾濃煙，遠在
首都多哈亦可看到。火災
地點距離世盃比賽場館路
薩爾體育館僅3.5公里，是
阿根廷與墨西哥今日凌晨
比賽的場地。當局稱民防
部隊已控制火勢，沒有人
員傷亡。 ◆綜合報道

體育盛事具有神奇的治癒效用，能
消弭一般情況難以改善的分歧與矛
盾。在全球衝突激化的年代，今屆世
界盃產生的緩解作用尤其重要。不
過，英國無論政府、媒體或是球迷都

極其沉醉於污名化主辦國卡塔爾，以至試圖將世界盃當
成自家的「人權論壇」，但英國同時也與卡塔爾日益加
強商貿往來，盡顯非一般的虛偽。

世盃舉行至今，「英式虛偽」的身影已多次暴露在鎂
光燈前。例如英國媒體對卡塔爾發動規模最大、情緒最
為高漲的文字攻擊，在賽前數周便不成比例地針對性小
眾和勞工議題持續猛攻卡方，甚至扭曲和虛構卡塔爾人
的生活面貌，進行全方位的抹黑。例如《每日電訊報》
月初一則報道《活在卡塔爾：我與丈夫手牽手也招來話
語》，內容明顯涉及歧視和扭曲事實。有卡塔爾網民痛
斥報道內容，說「那個英國的政治宣傳機器已經完全過
火，從扭曲事實變成直接虛構。」

事實上，英國與卡塔爾的關係非常緊密。外交方面，
兩國王室多年來保持非常友好的關係，卡塔爾埃米爾
（國家元首）塔米姆是少數獲邀出席已故英女王伊利沙
伯二世葬禮的中東領袖；商貿方面，卡塔爾是英國天然
氣的第二大供應國，亦是重要的商業搭檔，投資遍布地
產、酒店、航空和零售業。英國前首相約翰遜更在5月
親身到訪卡塔爾，促成卡方同意投資100億英鎊（約
944.8億港元）在英國生物科學和網絡安全等領域。英
國一方面從卡塔爾得到不少好處，另一方面卻處處針對
卡塔爾人權，可說是不折不扣的「雙面人」。

值得一提的是，兩名英格蘭球迷在英格蘭對伊朗賽事
入場時，因扮成「十字軍東征」戰士被保安查問。此事
表面看來只是一則小風波，但背後卻顯示出英國人根深
蒂固的傲慢和不尊重其他文化思維，對冒犯其他文化全
不當一回事。

今次英國不斷把世界盃「政治化」，已考驗卡塔爾作
為主辦國的耐性和包容，若英國再不終止這些污名化行
徑，反省自身的冒犯性，只會令全國蒙羞。

世盃「人權論壇」
盡顯英式虛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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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爾與英國經貿關係非常密切，卡塔爾主權財
富基金「卡塔爾投資局」在當地的投資額高達400
億英鎊（約3,779億港元），與數以百萬計英國民

眾的生活息息相關。英國現時約一半天然氣依賴進
口，卡塔爾正是英國天然氣的第二大供應國，佔英
天然氣進口量約9%。在目前英國能源短缺及氣價

高企下，卡塔爾的供氣對英國非常重要。
卡塔爾在英國擁有大量房地產，物業王

國包括金絲雀碼頭及多間5星級酒店，許
多著名品牌都有卡塔爾的身影，例如巴克
萊銀行、大型連鎖超市Saintsbury's及希
思羅機場，同時也持有水務公司Severn
Trent的股份。
除了經貿外，英卡兩國在外交和軍事上

也關係緊密，卡塔爾早前與英國航太系統
（BAE systems）達成50億英鎊（約472億
港元）軍購協議，在今年9月接收了24架
戰機。

◆綜合報道

◆英格蘭隊長哈利卡尼
在世界盃前的比賽中佩
戴彩虹臂章。 網上圖片

在英投資逾3700億 第二大天然氣供應國

◆兩名英格蘭球
迷身穿「十字
軍」服裝被禁進
場。 網上圖片

◆片中亞倫穿着英格蘭
球衣。 網上圖片

◆◆卡塔爾在過去卡塔爾在過去2020年成為倫敦最大投資者之一年成為倫敦最大投資者之一，，
包括持有著名的哈洛德百貨公司包括持有著名的哈洛德百貨公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倫敦巴士上
印 有 世 盃 廣
告，但之後將
會禁止卡塔爾
落其他廣告。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