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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國家通訊社報道，事發於當地時間周五清晨約4時30分，伊斯
法罕機場和謝卡里空軍基地附近傳出爆炸聲。3名伊朗官員向

《紐約時報》表示，伊方發現襲擊由小型無人機策劃，雷達系統沒有
發現不明飛機進入伊朗領空。伊朗航天局發言人達利里安其後表示，
伊方成功擊落3架無人機，為防範「潛在空中威脅」，伊朗啟動多個城
市的防空系統。

強調伊斯法罕核設施安全
美聯社指出，伊斯法罕謝卡里空軍基地有伊朗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

之前，購買的美製F-14戰鬥機。伊朗重要的核設施納坦茲核設施也設
於伊斯法罕省，該設施過去多次成為以色列暗中操作、破壞攻擊的目
標。伊朗方面強調，伊斯法罕核設施安全，聯合國國際原子能機構
（IAEA）也稱，伊朗核設施「沒有受到損害」。

沒計劃就事件回應以色列
受事件影響，伊朗周五早上暫停往來首都德黑蘭，以及西部和中部

地區部分城市的商業航班，當局稱現時航班服務已恢復正常。路透社
報道稱，有匿名伊朗官員表示，伊方沒有計劃就今次事件回應以色
列。報道指伊朗多數官方報道均未提及以色列，伊朗國家電視台引述
分析，認為是「來自伊朗境內的滲透者」操作小型無人機，在伊斯法
罕被擊落。
以色列當局未有承認施襲，但國家安全部長本·格維爾在社媒X上，

發布一條寫有「軟弱」的帖文。分析認為帖文似乎暗示以色列發動今
次襲擊，且以國戰時內閣面臨內部極右勢力施壓、要求採取更強硬行
動。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和《紐時》分別引述匿名美國和以色
列官員消息稱，以色列在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85歲生日之際施襲，
在襲擊前一天即周四告知了美方。不過美國官員堅稱，美國政府沒有
為以色列的作法「開綠燈」。
多間外媒日前報道稱，以色列正考慮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目標可

能是伊朗的核設施。伊朗總統萊希在周五襲擊發生前發出警告，強調
會嚴厲回應針對伊朗領土的襲擊。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負責核設施安
全部門指揮官哈格塔拉布警告，如果以方威脅攻擊伊朗核設施，伊方
不排除改變「不製造核彈」的現有核政策。
伊朗駐聯合國代表周四向聯合國安理會表示，以色列必須停止「任

何損害伊朗利益的『軍事冒險主義行為』」。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警告，中東地區緊張局勢升級，很可能演變成「全面地區衝突」。

空軍基地受損 擊落三架無人機

伊朗境內爆炸 美證實以施襲
香港文匯報訊 以色列據報周五（4月19日）清晨，襲擊

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料為報復伊朗上周六向以色列發動

無人機和導彈襲擊一事。美方證實，以軍導彈擊中伊朗境內

一處目標。但以方未有承認施襲，伊朗並未點名以色列，強

調伊方擊落3架無人機，未遭受導彈襲擊，所有軍事及核設

施均安全。伊朗亦警告以色列若貿然襲擊，伊方有能力進行

打擊。

香港文匯報訊 聯合國安理會周四（4月18日）就接納巴勒斯坦成
為聯合國正式會員國進行表決。投票獲得12票贊成，英國、瑞士兩
票棄權，但美國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身份投下唯一反對票，決議草
案被一票否決。美國否決巴勒斯坦入聯決議遭到多國譴責，中方對
美方決定感到十分失望，強調所有真心支持巴以「兩國方案」的國
家，都不應反對巴勒斯坦正式加入聯合國。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表示，獨立建國是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剝

奪的民族權利，不容置疑、不容交易。有關國家將「巴以直接談
判」作為前提，聲稱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只能是談判結果，是本末
倒置。聯合國接納巴勒斯坦國成為正式會員國，可以讓巴勒斯坦享

有同以色列平等地位，有助於為恢復巴以談判創造條件。
今次決議草案由現任安理會成員國之一阿爾及利亞遞交。根據《聯

合國憲章》，聯合國接納新會員國需經安理會推薦，由聯合國大會決
定。安理會決議需要至少9個安理會成員同意，且5個常任理事國均
不反對方可通過。聯大表決則需要會員國三分之二多數同意。
美國駐聯合國副大使伍德投票後宣稱，美方依然支持「兩國方

案」，但美方認為巴勒斯坦建國需要「巴方直接與以色列談判」、並
得到「美國和其他盟友的支持」。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埃爾丹揚言，
多國贊成巴勒斯坦建國是所謂「鼓勵」巴人，避開與以色列的談判。

巴大使：不會挫敗我們決心
巴勒斯坦駐聯合國大使曼蘇爾在投票結束後情緒激動，他流淚表

示，「決議未獲通過的事實，不會動搖我們的意志，也不會挫敗我
們的決心，我們不會停止努力。 一旦今次會議休會，巴勒斯坦會有
更多無辜者，為正義、自由與和平被長期拖延付出生命的代價。」
阿爾及利亞駐聯合國大使本賈馬強調，「決議獲得壓倒性支持已

釋出明確訊息，巴勒斯坦應當成為聯合國的正式成員國。」俄羅斯
常駐聯合國代表涅邊賈表示，「今次否決是美國企圖阻止不可避免
歷史進程的無望嘗試。在投票中，美國實際上處於完全孤立的狀
態，投票結果不言自明。」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
周五表示，美國否決關於巴勒斯坦申請
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國的決議草案，令
巴勒斯坦人民幾十年夢想被無情擊碎，
「歷史和世界人民將會記住美國這一倒
行逆施，美國應該為這樣的錯誤決定感
到羞愧。」
林劍指出，早在2011年，巴勒斯坦就

提出了申請，由於美國反對，安理會的行
動被擱置。時隔13年，美國的否決再次
阻擋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國。中
方呼籲國際社會要全面落實聯合國大會、
安理會相關決議，充分尊重巴勒斯坦人民
的意願，回歸「兩國方案」正確軌道，盡
快建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
林劍強調， 中方堅定支持巴勒斯坦成

為聯合國正式會員國，將繼續同有關各
方一道，為早日平息加沙戰火、緩解人
道局勢、推動落實「兩國方案」作出不
懈努力，發揮建設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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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一票否決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

香港文匯報訊 三大評級機構之一
標普周五（4月19日）將以色列主權
信 用 評 級 從 「AA- 」 下 調 至
「A+」，評級前景展望維持「負
面」。標普聲明稱，近期以色列與
伊朗的對抗，加劇其本已非常高的
地緣政治風險，下調主權信用評級
反映軍事衝突可能升級，對當地經
濟及財政的影響超出預期。
標普聲明稱，中東若發生廣泛地
緣衝突，或對以色列安全局勢進一
步產生實質性的負面影響。標普預
計以色列政府總赤字今年將擴大至
國內生產總值（GDP）的8%，主要
源自國防開支攀升。該機構預計，
以色列較高的赤字水平還將持續。
國際三大評級機構均就以色列信
用評級發出警告。其中穆迪今年2月
宣布將以色列主權信用評級從
「A1」下調至「A2」，評價前景展
望「負面」。去年10月25日，標普
將以色列的評級展望下調至「負
面」。惠譽則將以色列信用評級列
入負面觀察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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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拜登政府擬繼
續加碼對以色列軍援。《華爾街日報》周
五（4月19日）披露，拜登政府計劃向以
色列提供價值超過10億美元（約78.3億港
元）的新武器，包括坦克彈藥、軍用戰術
車和迫擊炮彈。該項軍售需要得到國會批
准，預計需時數月或數年交付。國際事務
專家強調，美國加碼對以軍援是無條件軍
事支持以色列的訊號。
報道指出，擬議的最新一批對以軍援

包括價值7億美元（約55億港元）的120

毫米坦克彈藥、約5億美元（約39億港
元）的軍用戰術車，以及價值近 1億美
元（約 7.83 億港元）的 120 毫米迫擊炮
彈。相關軍援旨在「加強以色列長期防
禦能力」，補充以色列在加沙軍事行動
中消耗的庫存。

專家：用於加沙軍事行動
美國自去年10月以來，已向以色列提
供數以萬計各類炸彈、精確制導武器和防
空設備，但今次擬議軍援是全新內容。軍

事專家分析，以軍的坦克炮彈和迫擊炮彈
是加沙軍事行動使用的武器，並非用於防
禦伊朗導彈和無人機襲擊，如果以色列向
黎巴嫩真主黨發起軍事行動，需要用到坦
克，但今次軍援需重新取得國會授權，拜
登政府或面臨較大阻力。
前國務院官員、現任非牟利組織「國際
危機組織」高級顧問菲紐坎警告，「新一
批軍援意味拜登政府仍無條件軍事支持以
色列，美國尚未利用其在軍援方面影響
力，約束以色列的行為。」

美擬加碼逾78億元對以軍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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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流傳影片顯示，伊斯法罕上空出
現疑似防空炮閃光。 網上圖片

◆網上另有影片顯示，疑伊朗一處目
標遭以色列空襲擊中冒煙。 網上圖片

美未就以軍侵人權採行動惹質疑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國務院下月將發
布報告，表明美方對以色列在加沙軍事
行動是否遵守人道主義國際法的取態。
《衛報》周四（4月18日）引述調查新
聞網站 ProPublica 報告稱，依照美國
《萊希法案》規定，如果以軍被證實侵
犯人權，美國政府應禁止軍援以色列，
然而國務院內部小組「以色列《萊希法
案》相關審查組織」（ILVF），卻並未
就以軍侵權報告採取行動，引來質疑。

審查寬鬆屢屢拖延
《萊希法案》（Leahy Law）於1997

年提出，法案禁止美國政府向「實施酷
刑等嚴重侵犯人權行為」的外國軍事單
位提供軍援。報道指出，ILVF對以色
列的審查非常寬鬆，該小組甚至在審查
以軍侵犯人權相關指控時「必須徵求以
方意見」。有國務院前官員抱怨，ILVF
審查屢屢拖延，居然得出「沒有任何以
軍部隊達到《萊希法案》中、應當受到

制裁程度」的建議。
報道還稱，美國總統拜登政府去年8
月，在國務院設立名為「回應平民受傷害
事件指引」（CHIRG）特別小組，聲稱用於
監督「美國供應的武器在全球造成平民傷
亡情況」。然而CHIRG小組只有6名兼職
員工，無法應對繁重工作，幾乎形同虛
設。
非牟利組織「人權觀察」美國分部主
任耶格爾指出，全球多間慈善機構和人
權組織，都向美國展示了以軍違反國際
法、侵犯人權的明確證據，「美國國務
院總是引用我們對其它國家和地區研究
的結論，但我們提交以色列相關證據
時，他們卻極力迴避。」
前國務院官員保羅因不滿美國偏袒以
色列的外交政策辭職，他批評稱，美方
對以方侵犯人權作法不管不顧，「這形
成一種有罪不罰的文化，以軍士兵可以
隨意採取（侵犯人權）的行動，無須擔
心任何後果。」◆伊朗民眾在德黑蘭參加反以示威。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