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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經亞洲》周日（4月 21
日）報道，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計，
受日圓持續貶值衝擊，日本的名義國內生產總
值（GDP）可能在明年被印度超越，失落全球
第4大經濟體地位，較先前預測提前了一年。

日圓貶值持續衝擊
IMF在其4月份最新報告中，輕微修正以本

幣計算的兩國GDP預測，到2025年，印度的
名義GDP可能達到4.3398萬億美元（約33.9
萬億港元），日本的名義GDP為4.3103萬億
美元（約33.7萬億港元）。日圓貶值降低了以

美元計算的日本經濟，加速該國排名下滑。日
本GDP去年已被德國趕過，若再被印度超越，
全球排名將跌至第5位。
名義GDP是以當年市場價格計算的一年所生

產全部產品和勞務價值，包括貨物和服務的價
格變動在內，反映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活動
水平，較實質GDP更易受市場價格波動影響。
報道稱，日本在新興國家追趕下，其經濟大

國地位受到挑戰。近期日圓匯率大幅貶值，周
一曾跌至1美元兌154.73日圓。日本工商會會
長小林健表示，日本金融當局應考慮與其他國
家進行協調匯市干預，以支持日圓。他表示由

於日圓匯率接近34年來最低位，日本中小企業
正受到進口原物料成本上漲的困擾。雖然日圓
貶值有助海外銷售佔比較高的產業，但以內需
為主的企業卻舉步維艱。日媒還報道，日本經
濟困境不僅因受日圓貶值影響，隨着人口減少
經濟增長率下降，是日本面臨的結構性問題。
另一方面，自去年初以來，由於印度央行的

干預，盧比兌美元基本上保持不變，目前的匯
率約為1美元兌83盧比。《日經亞洲》指出，
雖然印度在疫情期間遭受經濟衰退，但近年在
人口增長的推動下實現高增長。印度央行預計
2024財年實質GDP將增長7%。

IMF預測印度GDP明年超車 日將失第四大經濟體地位

以軍炸死孕婦 女嬰剖腹出世成孤兒
連環空襲拉法致22死 包括18兒童

◆日圓貶值降低以美元計算的日本經濟，加速
GDP排名下滑。 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掩口費案周一（4月
22日）在紐約正式開審，控辯雙方分別發表開案陳詞。美
媒預料檢察部門將傳召對特朗普不利的前幕僚與朋友作
證，除了替特朗普安排向成人電影女星丹尼爾斯付款的
律師科恩外，還有《國民問詢報》前發行人佩克、前白
宮助理希克斯，原本打算向媒體爆料與特朗普一夜情緋
聞的《花花公子》女郎麥克道格爾，也可能出庭為檢方作
證。
特朗普進入法庭前向在場記者發言，形容「這是美國非
常哀傷的一天」，指案件是一次政治迫害，企圖破壞他競
逐重返白宮。

控制任何對特朗普不利新聞
案件首名被傳召證人確定為佩克，他在特朗普2016年
競選總統期間，幫助特朗普控制任何對他不利的新聞消
息。
佩克可說是此案的核心人物，因最初是他告訴科恩有
關丹尼爾斯要揭露在2006年與特朗普有婚外情的計劃。
佩克預計將詳細解釋他如何與特朗普和科恩合作，促成
與丹尼爾斯的保密協議。
據彭博社周日報道，根據一份競選財務文件，3月份特

朗普在訴訟方面花費490萬美元（約3,839萬港元），隨着
訴訟費用增加，特朗普將面臨資金短缺的局面。
特朗普一直通過其成立的「拯救美國」政治行動委員
會支付訴訟費用，該組織目前用作支付訟費的賬戶中僅
剩680萬美元（約5,328萬港元）。自去年1月以來，該組
織花費的訟費已超過6,200萬美元（約4.8億港元）。由於
資金短缺，特朗普可能尋求從捐助者獲得更多資金、要
求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承擔費用，又或自掏腰包打官司。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已明確表示，不會支付特朗普的訴訟
費。

香港文匯報訊 馬爾代夫周日（4月21日）
舉行國會選舉，初步結果顯示，總統穆伊
茲的政黨人民國家大會黨以壓倒性優勢獲
勝。
馬爾代夫國會實行比例代表制，每屆任期

5年，各行政區議員人數由當地人口數決
定。今次選舉共有368名候選人角逐93個席
位，初步統計結果顯示，人民國家大會黨贏
得68個席位，超過總席位的三分之二，成
為國會「超級多數」。立場親印度的主要反對
黨馬爾代夫民主黨則遭遇慘敗，僅贏得其參

與競選的89個席位中的10個。 該黨主席伊
斯梅爾在社媒上恭賀人民國家大會黨贏得選
舉，表示馬爾代夫民主黨的獲選議員將在未
來工作中與政府合作。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周一在例行記
者會上表示，中方祝賀馬爾代夫順利舉行
國會選舉，充分尊重馬爾代夫人民作出的
選擇，中方願同馬方一道努力，延續傳統
友誼，拓展各領域交流合作，不斷深化中
馬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系，加快打造中馬
命運共同體，更好造福兩國人民。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報道，美國、英
國和澳洲組成的安全聯盟「美英澳三邊安全
夥伴關係」（AUKUS）協議進展受阻，原因
是英澳並未在限期前獲得美國《國際武器
貿易條例》（ITAR）豁免資格，從而影響
包括協助澳洲組建核潛艇部隊在內的一系
列國防合作專案。
ITAR嚴格管制美國與他國共享高度保密

技術。根據美國總統拜登去年12月簽署的
「2024財年國防授權法案」要求，最遲要在
120天內決定英澳是否擁有「與美國相當」

的出口管制制度，以獲得ITAR貿易豁免，
這一期限已於4月20日到期。

美施壓英澳對接出口管制體系
儘管美國國務院稱，「我們完全有望在
未來120天內，根據利益相關者的意見，最
終確定新的貿易豁免。」然而外界質疑豁
免一事究竟能否達成，美國眾議院外交事
務委員會主席麥考爾說，拜登政府未能在
最初限期前給予英澳ITAR豁免，因此這是
一個「負面的認證」。美國商務部上周宣

布將縮減對兩國的出口管制要求，但也僅
限於部分國防相關物品，無法涵蓋由國務
院政軍事務局負責管理、受ITAR條例約束
的軍備。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張家棟稱，
ITAR確是妨礙美英澳三國防務合作的重要
因素。
目前由白宮來判斷英澳的出口管制是否
達到美國標準，反映美當局正將武器出口
條例作為籌碼來向英澳施壓，最終目的是
讓兩國的出口管制體系與美國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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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澳受制美武器貿易條例 AUKUS協議進展受阻

馬爾代夫國會選舉執政黨大勝

◆馬爾代夫總統穆伊茲投票後接受媒體採
訪。 法新社

美聯社報道，以軍當天兩次空襲拉法，第一次空襲炸死該名孕婦
及其丈夫和3歲女兒，第二次空襲導致17名兒童和兩名婦人死

亡。拉法目前有約150萬名難民避難，以軍近期幾乎每天都對這裏進
行空襲。網上流傳影片顯示，有死者家屬斥責以軍襲擊兒童，「這
些孩子正在睡覺，他們做了什麼？他們做錯了什麼？」

一家三口亡 3歲姊等不到妹妹
該名喪生的孕婦沙卡尼生前懷孕30周。負責手術的醫生薩拉瑪表

示，緊急剖腹產下的女嬰重1.4公斤，現時狀況穩定，健康正逐步改
善。這名女嬰和另一名嬰兒被安置在拉法一間醫院的保溫箱裏，她
的胸部貼上寫有「烈士沙卡尼的嬰兒」字樣的膠帶。沙卡尼的丈夫
和3歲女兒馬拉克一同喪命，親友表示馬拉克生前非常期待妹妹的到
來，並希望為妹妹取名羅赫（Rouh），這個字在阿拉伯文中的意思為
「勇氣」。
薩拉瑪說，女嬰將會繼續留在醫院照料3至4周，然後會處
理她的出院事宜，由她的姨母、舅父或祖父母照料，而最大
悲劇在於即使她活下來，卻一出生便變成孤兒。

以軍辯稱針對軍事場地等襲擊
以軍發言人針對拉法這場空襲造成死傷回應稱，以軍是
針對軍事場地、發射陣地和武裝人員等加沙各種武
裝分子目標展開襲擊。據加沙衞生機構統計，自
去年10月7日至今，加沙已有超過3.4萬人死於
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其中約三分之二是婦女和兒
童。
據《以色列時報》報道，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

胡周日在逾越節前發表視頻講話，稱將於軍事和
外交領域加大對哈馬斯施壓，促使其釋放剩餘人
質，他指責哈馬斯拒絕以方提出的所有人質釋放
方案。 以軍發言人哈加里同日稱，軍方已批准
戰事的下一步行動，但未交代內容，分析指這可
能是對拉法發動地面攻勢。

香港文匯報訊 以色列軍隊周日（4月21日）空襲加沙地帶

南部城市拉法，造成至少2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包括18名

兒童。醫護人員為一名被炸死的孕婦緊急剖腹，成功保住

胎兒，這名女嬰的父母和姊姊均在空襲中喪生，令她一出

世便變成孤兒。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新聞網
站Axios引述美國官方知情人
士報道，國務卿布林肯將於數
日內，宣布制裁以軍的耶胡達
營，理由是該營在約旦河西岸
「侵犯人權」。
若然落實，這將是美國首次
制裁盟友以色列軍事單位，有
關部隊將不獲美國提供武器，
並禁止該營及其成員接受任何
形式的美國軍事援助或訓練。

耶胡達營士兵涉濫暴
美國國務院於 2022 年底開
始調查耶胡達營士兵，懷疑涉
及數宗在約旦河西岸針對巴勒
斯坦平民的暴力事件，包括一
名78歲的美籍巴人男子因拒

絕士兵搜查而被捕，其間被戴
上手銬、蒙上雙眼，留在冰冷
的地上，數小時後被證實死
亡。
以色列官員稱，他們擔心這
項「前所未有的決定」，可能
會導致其他以軍部隊受到更多
制裁。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誓言
要為受制裁的以軍部隊「抗爭
到底」，以軍則表示此前並不
知曉美國計劃實施制裁。
以色列戰時內閣成員甘茨周
日（4月 21 日）與布林肯交
談，要求對方重新考慮制裁決
定；防長加蘭特和以軍參謀長
哈勒維也討論如何阻止美方實
施制裁。

傳美將首次制裁以軍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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