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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選出的人權理事會成員中，中國、科特迪瓦、古巴、法國和
馬拉維均連任，其餘當選的國家分別位於非洲、亞太地區、東

歐、西歐和拉美地區。俄羅斯需與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競爭東歐
兩個席位，根據投票結果，阿爾巴尼亞獲123票，保加利亞獲160
票，俄羅斯獲83票。由於此次投票屬不記名，俄認為各國不應擔心
公開與西方國家對抗，可以在沉默中投票支持俄。但從最終的結果
來看，即使是不記名投票，大多數國家也未能抵抗住西方壓力。
投票結束後，俄羅斯常駐聯合國副代表扎博洛茨卡婭表示，美國
對聯合國成員國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壓力，要求他們不要投票給俄，
而是投給阿爾巴尼亞。她稱美國公然為阿爾巴尼亞拉票，這種宣傳
在人權理事會選舉中從未出現過，美國在競選中對俄的針對也是史
無前例的。扎博洛茨卡婭指出，美方與參加聯合國大會的代表們見
面和發信息，對他們進行施壓，一些國家代表已向俄方展示他們手
機上收到的信息。

向非洲國家施壓
此次投票前，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曾透露，美

國希望聯合國成員堅決抵制俄羅斯參選資格。俄常駐聯合國代表涅
邊賈周一表示，美國人領導着一場阻止俄回歸的運動。《華爾街日
報》也報道，俄外交官們指責美國不公平地支持阿爾巴尼亞，通過
向非洲國家施壓，來為阿爾巴尼亞爭取更多選票。
一直以來，美國不顧自己國內出現的嚴重人權問題，反而對其他
國家人權問題相當關心，並以此為借口，聯合西方國家對中俄進行
打壓。俄羅斯原本擔任人權理事會2021年至2023年理事國，但在
2022年2月俄烏衝突爆發後，西方國家對「亞速營」等新納粹勢力
在頓巴斯地區的惡行視而不見，更在缺乏足夠證據下對俄進行攻
擊，並在聯合國大會提出決議草案，要求暫停俄在人權理事會的成
員資格。該決議於同年4月7日獲通過，俄國也在當天宣布退出人權
理事會。

塞爾維亞總統：威脅下被迫投票
在該場投票中，三分之二的成員國支持暫停俄的人權理事會成員
資格，但根據各方表態，很多保持中立的國家其實事先已被美國
「打過招呼」。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在會後表示，他受到西方國家
的威脅，為了保護自己國家的利益，他只能按照美方的要求投下贊
成票。
至於今次成功連任的中國，則是第6次擔任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

員，是當選次數最多的國家之一。新當選的15個成員任期將於2024
年1月1日開始，為期兩年。

香港文匯報訊 巴以衝突已造成逾2,200人死亡，據埃
及官員稱，以色列告知埃方，以軍正準備對加沙地帶發起為
期數月的地面攻勢，據報周三（10月11日）早上僅1小時
內，便空襲加沙地帶東部達250次，相信是為30萬以軍的
地面進攻開路。據美國官員透露，總統拜登政府正與埃及等
國家協調，試圖為加沙地帶平民提供一條通往埃及的安全走
廊。加沙電力部門周三表示，當地唯一發電廠已因燃料短缺
停運，令當局難以提供基本服務。

面臨多條戰線 敘火箭彈首襲
目前以軍對加沙地帶的空襲和炮擊正逐步升級。據

《以色列時報》周三報道，在過去一天裏，以軍襲擊加
沙地帶北部城鎮富爾坎的200多個目標。這座城鎮被以
軍視為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的「活動中心」，自衝
突爆發以來，該地區已有450多個目標遭空襲。

以色列正面臨多條戰線，據以軍周二稱，多枚火箭彈
與迫擊炮彈從敘利亞發射進入以國領土，是巴以新一輪
衝突以來首次，以軍隨即對敘炮擊。《華爾街日報》引
述一名敘安全官員稱，這些迫擊炮彈是由伊朗支持的武
裝分子，從以色列佔領的戈蘭高地附近發射。以軍還面
對來自黎巴嫩炮火的威脅，聯合國駐黎臨時部隊稱，周
二監測到有火箭彈從黎南部提爾市附近射向以色列北
部。以軍稱有4枚來自黎巴嫩的火箭彈被攔截，其餘10
枚落在空曠區域。

中國中東問題特使與巴外交官員通話
中國政府中東問題特使翟雋周三就巴以局勢與巴勒斯

坦外交部第一副部長賈多通電話，翟雋稱當務之急是立
即停火，保護平民，又指平息衝突循環往復的出路在於
回到「兩國方案」基礎上。

以擬發動數月地面攻勢 美埃尋求建加沙安全走廊

公然為阿爾巴尼亞拉票 手法「前所未見」

美短訊施壓 俄重返人權理事會受阻俄重返人權理事會受阻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戴
兵周一（10月10日）在聯合國大會第三委員
會同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互動對話時表
示，美國利用人權問題干涉打壓遏制發展中
國家的做法注定失敗。
戴兵指出，美國代表編造謊言，惡意攻擊

中國，蓄意挑起對抗，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凡是去過中國的人和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知
道，中國新疆各族人民和諧相處，西藏經濟
社會不斷繁榮進步，香港各界民眾依法享有
廣泛權利和自由，任何涉華謊言在事實面前
都不攻自破。美國對自身愈演愈烈的槍支暴
力、種族歧視、邊境難民等嚴重侵犯人權問

題視而不見，卻一再利用人權問題干涉打壓
遏制發展中國家，其險惡用心世人皆知，其
不得人心的做法注定失敗。
戴兵說，人權高專辦等聯合國人權機構應
恪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尊重各國
主權，秉持公正、客觀、非選擇性、非政治
化原則，同會員國開展建設性對話與合作，
在授權範圍內客觀公正履職。聯大第三委員
會是各方就人權問題開展建設性對話的平
台，不是對抗施壓的場所；是各方通過友好
合作促進人權事業發展的機制，不是少數國
家以「教師爺」身份對別國人權指手畫腳的
講壇。

他說，當前國際安全形勢嚴峻，世界經濟復
甦困難，全球發展赤字加重，人類前途命運面
臨巨大風險挑戰和不確定性。各國要堅持真正
的多邊主義，攜手應對挑戰，團結合作共同促
進和保護人權；要充分尊重各自根據本國國情
自主選擇人權發展道路，共同反對將人權問題
政治化、工具化，搞雙重標準，堅決反對以人
權為藉口干涉別國內政，圍堵遏制別國發展。
中方願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礎上，繼續同包
括人權高專辦在內的各方開展對話與合作，倡
導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
人類共同價值，攜手促進和保護人權，努力構
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方：美利用人權問題打壓發展中國家注定失敗

香港文匯報訊 第78屆聯合國大會周二（10月10日）召開第17次會議，對人權理事會47個席位中的15個席位進行改選，於2022年退

出的俄羅斯，希望能重新回到人權理事會但最終落選。俄代表批評美國在會前向各國代表施加「前所未有」的壓力，要求他們不要投票給

俄，形容美國這種直接針對俄方的行為是史無前例。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眾議院周三（10月11日）開始投票
選舉新議長，接替被罷免的麥卡錫。由於共和黨的溫和派
及激進派陷入分歧，料投票可能需數天才有結果。而麥卡
錫表示對重新出任議長持開放態度，令選舉再生變數。
路透社報道，共和黨目前有兩名主要人選，分別為
眾院多數黨黨鞭斯卡利斯及屬保守派的司法委員會主
席喬丹。共和黨內部至今未能就人選凝聚共識，民主
黨則繼續推舉眾院少數黨領袖傑弗里斯出任議長，外

界預料選舉過程漫長而混亂，估計共和黨需要217票
才能選出自己的議長。在2023年初，麥卡錫需進行
15輪投票才能獲得議長之位。
曾聲稱不再競選議長的麥卡錫，周一受訪時卻對重
返議長一職持開放態度。一些溫和派共和黨人表態支
持麥卡錫重新出任，尤其在巴以局勢動盪的背景下，
更希望盡快解決議長的紛爭，以便國會迅速通過授權
向以色列提供援助。

美眾院投票選新議長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倫敦北部盧頓機場周二
（10月10日）晚發生火災，客運大樓附近耗
資2,000萬英鎊（約1.92億港元）興建的2號停
車場火勢猛烈，多層建築被火海吞噬倒塌，造
成至少5人受傷、約1,200輛汽車受損。盧頓機
場因火災被迫關閉，當地時間周三下午3時前
所有航班均被取消或延遲，影響約2.5萬名旅
客出行。機場消息稱火災或由停車場一輛汽車
引起，但未有提供細節。
貝德福德郡消防局稱，他們於周二晚8時47

分接報，稱盧頓機場停車場發生火災，消防人
員緊急趕赴灌救，於9時38分宣布發生重大事
故，合共 4名消防員和 1名機場員工受傷送
院。有旅客形容現場火光熊熊，41歲的蘇格蘭
遊客泰勒稱，「我們看見幾分鐘後停車場多處
着火，汽車警報器不斷響起，大量汽車發出巨
大爆炸聲，火勢蔓延速度令人難以置信。」

機場未提供清晰疏散指引
盧頓機場事發後緊急疏散遊客。英國廣播公
司（BBC）報道，部分滯留的遊客並非英語母

語，但機場和航空公司並未提供清晰指引，許
多旅客亦擔憂其座駕被燒毀。大批旅客只能攜
帶行李爭先恐後前往盧頓機場附近火車站，趕
赴其他機場繼續行程，亦有遊客抱怨機場附近
酒店已被訂滿，需花數小時尋找住宿。
盧頓機場位於倫敦以北約40公里，是倫敦6

個主要機場之一，主營廉價航班，2022年客流
量達1,300萬人次。

英盧頓機場停車場大火5傷
航班停飛影響2.5萬旅客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奧組委周三（10月11日）宣布，
北海道札幌市正式放棄申辦2030年冬季奧運。日本奧組委
主席山下泰裕和札幌市市長秋元克廣召開記者會，稱早前
東京奧運競標舞弊醜聞，令日本民眾對申辦奧運缺乏信
任，亦擔憂申辦冬奧的開支與東京奧運一樣遠超預算。日
本奧組委會探討最快讓札幌申辦2034年冬奧。

東奧競標舞弊醜聞陰影未散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東京奧運競標舞

弊醜聞源於2022年8月，東京奧組委執委會前委員
高橋治之因收受巨額賄賂被捕。 2023年2月，東
京地方檢察廳起訴日本廣告業巨擘博報堂等6間公

司，以及東京奧組委7名前官員，指他們涉嫌在冬
奧賽事相關業務招標過程中，暗中受賄串謀騙取中
標，涉案金額達437億日圓（約23億港元）。
札幌曾舉辦1972年冬奧，一度被視為2030年申奧有
利競爭者。然而舞弊醜聞曝光後，日本民眾對申奧支持
度大幅下滑，當地今年一項民調顯示，札幌市近70%受
訪民眾反對2030年申奧。山下承認「過於倉促推進申
奧，恐給體育運動的價值留下不可挽回的創傷，我對札
幌和北海道人民感到抱歉」。
現時瑞典、瑞士和法國均考慮申辦2030年冬奧，

札幌若改在2034年申辦冬奧，或面臨來自美國鹽湖
城的競爭。

札幌放棄申辦2030年冬奧

◆盧頓機場一個停車場着火。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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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成員慶祝成為新人權理事會成員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成員慶祝成為新人權理事會成員。。法新社法新社

◆以色列坦克車隊駛近加沙邊境。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