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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華爾街日報》周二
（12月12日）援引聽取過以色列軍事行動簡
報的美國官員指出，以軍已開始將海水灌入哈
馬斯在加沙的龐大地道，以摧毀支撐哈馬斯運
作的地下基礎設施。

報道說，以色列引地中海海水來淹哈馬斯地
道的行動仍處於早期階段。美國官員稱，在一
個綿延逾480公里、設有厚重防爆門、如同迷
宮般的地道灌水有多大效果，以色列仍在評估
中，但以方向美方保證，他們正小心翼翼地只
在其認為沒有人質的隧道中進行試驗。
以色列國防部發言人拒絕置評，指地道行動
為機密。以方官員表示，哈馬斯地底系統一直
是他們作戰行動的關鍵，哈馬斯利用地道系統
調配武裝分子、儲存炮火彈藥，並讓高層得以
指揮控制部隊。以色列同時認定部分人質被押
在地道中。
一段據傳為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與獲釋人
質及他們家屬之間的錄音上周曝光，當中憤怒
的以色列人告訴內塔尼亞胡，他們擔心水淹地

道的行動，會害死他們的至親。
美國總統拜登周二與到訪的烏克蘭總統澤連
斯基在白宮舉行記者會時，被問到以色列水淹
加沙地道一事。拜登並未直接回答以色列的做
法，但提及這會如何影響仍在哈馬斯手上的
100多名人質。

美官員憂成效 危及淡水供應
拜登表示，「關於引水灌地道的問題，有人
斷言這些地道中已沒有人質，但我並不知道這
是否真的。」拜登政府部分官員擔心利用海水
的效果恐不彰，且可能危及加沙的淡水供給。
埃及2015年曾以海水淹浸加沙邊境的拉法關
卡下方的地下走私通道，造成鄰近農作物受
損、引起農民不滿。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拜登周二（12月12
日）表示，以色列正因對加沙「無差別」轟炸
而失去支持，以總理內塔尼亞胡應作出改變。
路透社稱，這暴露了拜登與內塔尼亞胡關係出
現「新裂痕」。
拜登在一項競選連任籌款活動上說：「以色

列的安全可以依靠美國，現在它擁有更多支
持，包括歐盟的支持，但以色列開始這種狂轟
濫炸後，他們正逐漸失去這些支持。」路透社

稱，這是拜登至今為止就加沙局勢對內塔尼亞
胡「最嚴厲的批評」，與拜登在哈馬斯10月7
日襲擊以色列後數天，對以色列領導人的支持
形成鮮明對比。拜登還表示，他在很大程度上
不同意內塔尼亞胡對加沙戰後歸屬問題的看
法。

衝突後加沙歸屬問題存分歧
內塔尼亞胡周二承認以色列和美國在本輪巴

以衝突後加沙的歸屬問題上，產生了分歧。他
表示，感謝美方支持以色列殲滅哈馬斯及協助
人質獲釋，又指在進行地面戰及阻擋國際社會
施壓要求停戰方面，得到美方全力支持。但他
同時承認，各方在如何處理戰後加沙的問題上
有分歧。他強調在戰事結束後，不會容許任何
一方到加沙灌輸、助長及在經濟上支持恐怖主
義。加沙將不會被哈馬斯化，或被巴勒斯坦自
治政府主席阿巴斯領導的法塔赫管治。

無視人質安危 傳以軍水淹地道

拜登斥無差別轟炸 暴露美以「新裂痕」

香港文匯報訊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周二（12
月12日）訪美期間，會見美國總統拜登及民主
共和兩黨高層人員，圖推動美國國會盡快通過
下一輪對烏援助。不過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CNN）稱，澤連斯基此行與去年受到「英雄式
歡迎」的訪美之行截然不同，未能促使國會共
和黨人支持援烏，連拜登在會後也改口，首次
表示「我們能支持（烏克蘭）多久就支持多久」。

美援烏支持率下滑
拜登過去一直堅持，援烏「需要多久，我們
就支持多久」，但周二會見澤連斯基後首次表
示「我們能支持多久就支持多久」。美媒認為
拜登改口，意味他也意識到美國國內民眾對援
烏的支持率持續下滑，國會通過任何援烏法案

也將愈加困難，只好「能支持一天算一天」。
CNN認為，澤連斯基未能解決阻礙援烏的
美國兩黨當前僵局。美國新任眾院議長約翰遜
與澤連斯基會面後表示，若美墨邊境政策不發
生根本性變化，援烏法案通過的可能性較渺
茫。參院共和黨二號人物科寧也表示，「我不
知道他（澤連斯基）有否說服了任何一名共和
黨人」，表示當前問題在於白宮拒絕認真應對
美墨邊境危機。
《華爾街日報》援引軍事分析家稱，美國軍援
力度大幅減少，將削弱烏作戰能力，近數月來
隨着美國援助力度放緩，一些烏軍已開始缺少
炮彈。澤連斯基在結束兩天訪美之行前說，「我
得到的訊號是非常積極，但我們必須把口頭支
持和結果區分開，我們期待特定的結果。」

澤連斯基訪美遇冷 拜登暗示撐不了多久

香港文匯報訊 在阿聯酋迪拜舉行的《聯合
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八次締約方大會
（COP28）在延長會議後，來自全球逾190個
個國家的代表周三（12月13日）終於通過協
議，首度推動各國從化石燃料過渡至其他類型
能源，以避免氣候變遷引發的最嚴重影響，但
並未提及將「逐步淘汰」化石燃料。
該協議獲與會各國代表一致通過，是歷來

第一個呼籲擺脫化石燃料的聯合國氣候協
議。大會主席賈比爾表示：「我們有了實現
轉型變革的基礎。我們應為我們的歷史成就
感到自豪，阿聯酋當然也為推動這項進程中

發揮的作用感到驕傲。」

籲全球再生能源產能增兩倍
這項協議特別呼籲「以公正、有序且公平

的方式，從能源系統中的化石燃料過渡到其
他類型，以符合科學的方式，在2050年前
實現淨零排放」。然而當中並未提及西方國
家和最容易受到海平面上升影響的低窪島國
所要求的「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只強調
「過渡」。協議也呼籲在2030年前，將全
球再生能源產能增加兩倍，加速減少煤炭使
用，以及加快研發碳捕捉和碳儲存等技術，

以協助難以減排的產業實現目標。
大會原定周二中午結束，但由於各國對之

前的協議草案文本意見分歧，相關談判不得
不進入延長階段。協議須獲得與會國一致同
意，而各國有責任透過國家政策和投資來履
行協議。
自然資源保護會國際計劃事務主任施密特對

協議的措辭表示歡迎，表示「發出一個明確訊
號，表明全球正團結一心」。世界自然基金會
（WWF）代表科尼利厄斯表示樂見這項協
議，形容這是一個重要時刻，但也對當中並未
提及全面「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表示失望。

氣候大會歷史性協議 首度推動化石燃料過渡其他能源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電動車巨企Tesla因自動駕駛系統
問題，周三（12月13日）宣布在美國回收逾203萬輛汽
車，涉及2012-2023年款Model S、2016-2023年款Mod-
el X、2017-2023年款Model 3和2020-2023年款Model
Y。業界認為，此次回收恐打擊Tesla核心商業模式。

防止誤用措施不足
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網站稱，
當局確認Tesla的自動駕駛輔助系統「Autopilot」，在防
止誤用方面措施不足。此舉是NHTSA長達數年進行
缺陷調查的結果，發現Tesla讓司機控制自駕系統的
方法不足，該機構將繼續監督Tesla 修復措施的效
果。NHTSA表示，「自動化技術在提高安全性方面大
有希望，但前提是要負責任地部署。今天的行動是透

過優先考慮安全，來改善自動化系統的一個例子。」
Tesla在回收報告中表示，將盡快推出軟件更新措

施。受消息影響，Tesla股價周三早段一度下跌1.78%。
這是Tesla 今年第二次因自駕系統問題而回收車

輛。在發生多宗撞車事故後，Tesla的自駕系統受到
愈來愈嚴格的審查，其中一些事故甚至導致人員傷
亡。Autopilot 是
Tesla每輛新車的
標準配備，利用
攝影鏡頭將車速
與周圍交通狀況
相匹配，並協助
司機行駛在明確
標記的車道內。

Tesla自駕系統證漏洞 美回收逾200萬輛車

這項決議的草案由埃及起草，中國、法國、俄羅斯等
153國投了贊成票，美國、以色列等10國投了反對

票，英國、德國、烏克蘭等23國棄權。由於贊成票數達
到出席並參與投票會員國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數，決議獲
得通過。
該決議內容與此前被美國否決的安理會決議草案核心內
容幾乎一致。決議對加沙地帶災難性的人道主義局勢和巴
勒斯坦平民的苦難表示嚴重關切，強調須依照國際人道主
義法保護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平民。決議要求在加沙地帶立
即實現人道主義停火，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被扣押人員，
並確保人道主義救援通道暢通。
奧地利和美國在會上均提出修正案，分別要求在相關決議
草案裏提及，以及明確反對並譴責哈馬斯。由於贊成票沒有
達到所需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數，兩項修正案均未獲通過。

決議無法律約束力 具道義力量
此次聯大緊急特別會議是在多國政府的請求下恢復召
開。第十次聯大緊急特別會議於1997年4月召開，之後數
次休會。上次復會是今年10月，會上通過決議呼籲以色列
和巴勒斯坦衝突方立即實行持久和持續的人道主義休戰，
從而促成停止敵對行動。聯大決議不同於安理會決議，它
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聯大決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國際社
會的大多數意願，具有道義力量。
巴勒斯坦駐聯合國大使曼蘇爾稱，以全球各地都出現
支持巴勒斯坦的行動為鑒，美國不能繼續「無視這股龐
大力量」，形容聯大表決結果反映了民意。

「五眼」不團結 澳美罕現分歧
《華盛頓郵報》認為，僅有包括美國和以色列在內的10個
國家投反對票，美以兩國正發現自己愈來愈被孤立。自此
輪巴以衝突升級以來，西方國家起初強烈支持以色列，肯
定其自衛權，但隨着巴勒斯坦平民傷亡數字增加、愈來愈
多公眾抗議和不斷變化的輿情，這些因素開始影響各國政
府的立場。在「五眼聯盟」中，澳洲、新西蘭和加拿大三國
均投贊成票，英國則投棄權票，可見美國偏袒以色列的立
場，已失去主要盟友支持。
在聯大決議通過後，澳洲外長黃英賢表示，出於對被
圍困的加沙平民的關切，澳洲支持聯合國呼籲停火的決
議。彭博社認為，這是澳洲與其親密盟友美國出現「罕
見的分歧」。哥倫比亞大學現代阿拉伯研究教授卡利迪
說：「投票結果顯示美國幾乎完全被孤立，且各國對美
以的說法並不認同。」
澳紐加三國總理周三更發表聯合聲明，呼籲加沙地帶停
火，並表示國際社會應當採取緊急措施，以確保「可持續停
火」，「在自衛時，以色列必須尊重國際人道主義法。我們
對加沙平民的安全空間日益減少感到震驚，擊敗哈馬斯的
代價不能是讓所有巴勒斯坦平民繼續受苦。」

壓倒性153國投贊成票 美盟友英德烏等23國棄權

聯大通過加沙停火決議聯大通過加沙停火決議 凸顯美被孤立凸顯美被孤立
香港文匯報訊 在以軍持續大舉進攻加沙地帶之

際，聯合國大會第十次緊急特別會議周二（12月

12日）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一項決議，要求在加沙

地帶立即實現人道主義停火。美國繼否決安理會

決議後，今次再投反對票，分析指投票結果凸顯

美國受孤立。

◆Tesla Model Y

◆加沙賈巴利亞附近一個地道入口。網上圖片

◆流離失所的巴勒
斯坦人大雨中在營
地避難。 路透社

◆◆COPCOP2828主席賈比爾在閉幕會議上發言主席賈比爾在閉幕會議上發言。。 新華社新華社

◆◆大批以軍進入加沙大批以軍進入加沙。。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