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特別國會今召開日特別國會今召開
石破料勉強保相位石破料勉強保相位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周一（11月11日）起召開為期4天的特別國會，首天會議選出新首相。執政自民黨與盟友公

明黨在早前的眾議院選舉中慘敗，失去過半數議席優勢。日本放送協會（NHK）指出，多個在野黨均就改革政治獻

金法案、調整稅收門檻等議題，施壓自民黨改革。即使首相石破茂有望因在野黨內鬥，勉強以少數派政府形式保住

相位，其施政也將受到極大掣肘，甚至不排除在短時間內下台。

香港文匯報訊 （特約記者 成小智 多倫多報道）加
拿大是主要石油輸出國，出口石油和天然氣成為主要
收入來源，油氣資源豐厚省份和油商利字當頭，反對
聯邦政府加速減排。環境監管機構批評加拿大是七國
集團 （G7）中唯一自1990年以來未實現任何減排的
國家，有必要加強管控油商。
聯邦環境部上周宣布針對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商的新
規定，要求生產商在未來8年內，把溫室氣體排放量
減少約三分之一。艾伯塔省政府表示強烈反對，並斥
資700萬加元（約3,913萬港元）賣廣告向聯邦政府施
壓，要求取消限額。聯邦政府認為石油和天然氣產業
是國家碳排放的主要來源，但在減排方面卻落後於其
他行業。

油氣生產為最大碳排放來源
為了大幅減少污染，聯邦政府設立針對石油和天然
氣產業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並聲稱
加拿大是全球首創這種制度。加拿大逐步實施這個制
度，其目標是到 2030 至 2032 年間把全國碳排量較
2019年減少35%。加拿大是世界4大油氣生產國之
一，油氣生產是加拿大二氧化碳污染的最大單一來
源，佔了2022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的31%。
不過，加拿大商業委員會猛烈抨擊聯邦政府的新措
施，認為會損害國家出口和經濟收益。艾伯塔省長史
密斯聲稱她將在法庭上挑戰聯邦政府的減排計劃，斥
責杜魯多政府明顯是「瘋狂仇殺」艾伯塔省。他們認
為這個制度限制石油和天然氣生產，但聯邦環境部長

吉爾伯強調政府的計劃只是針對污染，並非限制生
產。他表示，產油商若果投資於技術上可行的減碳技
術，加拿大產油量到2030至2032年可較2019年增加
16%。
聯邦能源部長威爾金森表示，石油和天然氣產業的

利潤從2019年66億加元（約369億港元）增至2022年
666億加元（約3,723億港元），而現在是石油和天然
氣產業進行再投資的時候，威爾金森認為此等企業清
楚知道他們必須削減碳排放量才能穩步發展下去。環
保組織對此計劃表示支持，並指出石油企業只有在面
臨硬性排放上限時，才會被迫投資於減少污染的技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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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指名選舉分為兩部分，
首輪若無人得票過半數，得票

前兩名者將進入次輪投票，屆時候選
人只需取得相對多數即可獲勝。分析
普遍預計今次將是日本在二戰後，第
5次需以次輪投票選出首相。石破茂
與最大在野立憲民主黨代表野田佳
彥，有望進入次輪投票，由於在野黨
勢力分散、難以集中為野田拉票，石
破有望勉強守住相位。

在野黨打「免稅牌」
NHK指出，自民黨因政治獻金醜
聞導致支持率重挫，在眾議院選舉
中，多個在野黨均以推動改革政治獻
金法案作為競選主張。自上月底眾議
院選舉結束後，野田佳彥已與多個在
野黨代表磋商，同意敦促修例、加緊

限制政客暗中獲取政治獻金的途徑，
令自民黨料面對在野黨齊齊施壓。
報道另稱，日本現時規定兼職人士
年收入若超過103萬日圓（約5.2萬港
元），需繳納利得稅。他們依照就職
企業規模不同，年收入若超過106萬
日圓（約5.4萬港元）或130萬日圓
（約6.6萬港元），便不再享有配偶
贍養補貼，還需繳納社會保險費，令
部分家庭出現薪酬增長、實際收入卻
下降的情況。部分在野黨主張將兼職
利得稅門檻提高至178萬日圓（約9
萬港元），以促進就業並提振經濟。

未達政治改革共識
石破茂周六與在野日本維新會代表
馬場伸幸會晤。石破表示，他希望雙
方出於「對日本政壇未來的考量」，

盡快達成政治改革共識。然而馬場強
調，前首相岸田文雄任內曾代表自民
黨，與在野黨達成協議，「如今石破
沒有承認我們的想法。我們與自民黨
的信任關係完全是負面的，無法積極
討論政策、法案和預算案。除非我們
的主張以某種形式得到兌現，否則我
們無法配合制訂政府預算和其他法
案。」
分析還稱，日本參議院每隔3年，
需改選半數議席，下屆選舉明年舉
行。現時參院合共248席中，自民黨
佔113席，公明黨佔27席，如果自民
黨在明年選舉前，仍無法推出提振日
本經濟的有效政策、改革政治獻金法
案，很可能無法取得過半數議席。屆
時石破內閣或成為維持不到一年的短
命內閣。

施政將受極大掣肘 不排除短時間內下台

電賀特朗普僅通話5分鐘
日媒質疑「不識抬舉」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首相石破茂計劃周
一（11月11日）若保住相位，希望本月中外
訪期間，與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會晤。日
本共同社報道，有日媒質疑特朗普勝選
後，所有與之通電話的各國領袖政要中，
石破的通話時間最短、僅約5分鐘。執政
自民黨解畫稱，石破會調整日程，盡快與
特朗普會談。
石破茂計劃本周五至周六，在秘魯出席
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下周一至周
二在巴西出席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日
媒報道，石破計劃在APEC和G20峰會間
隙，與現任美國總統拜登會晤。在兩次會
議的間隙順道訪問美國，在紐約的特朗普
大廈或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與特朗普
會晤。石破表示，美日雙方一致同意將同
盟關係提升至更高層次，「特朗普表示非
常期待見面，我也是如此。」

日本經濟新聞指出，特朗普2016年勝選
後，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搶先訪問紐
約，與特朗普會晤。日本政界普遍認為此
舉幫助雙方建立信賴關係，推動日美關係
穩定，敦促石破茂仿效。
然而日媒質疑，石破在致電祝賀特朗普
勝選時，雙方僅談話約5分鐘。自民黨政務
調查會長小野寺五典辯稱，「特朗普似乎
也想多聊一些，但他是在會議中途離席，
石破首相希望避免打擾特朗普開會。」

美加關稅或包括日產汽車
小野寺承認，特朗普提出任內大幅加徵
關稅，很可能也會針對日本生產的汽車。
他稱石破與特朗普會晤時，會盡力向特朗
普強調日本是美國的盟友，而非競爭對
手，希望減少潛在關稅政策衝擊日本經
濟。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司法部日前指控伊朗在
今屆美國大選前，「策劃暗殺共和黨總統候選
人特朗普」。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格奇周六（11
月9日）否認該指控，形容該說法是「人為編
造的劇本」，並將矛頭指向以色列。阿拉格奇
強調，就美國大選的結果，伊朗尊重美國民眾
的選擇。
美國司法部周五聲明稱，美方從51歲的阿富
汗裔疑犯沙克里處得知暗殺計劃。沙克里聲
稱，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官員9月曾指示他，
在7天內制定一項「監視並殺死特朗普」的計
劃，但他沒有照做。美國司法部稱，沙克里年
幼時移居美國，後因搶劫罪入獄14年並被驅逐
出境，當局相信他目前身在伊朗。
阿拉格奇否認該指控，「還記得伊朗總統就
職典禮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領導
人）哈尼亞在德黑蘭遇刺嗎？每個人都知道是

誰指使（指以色列）。如今又一場選舉，一個
新的劇本出於相同目的被編造：現實中沒有殺
手，編劇們被請來創作一部三流喜劇。誰能相
信一個殺手坐在伊朗，在網上與美國聯邦調查
局交談？」
路透社分析，特朗普在首個總統任期內，主

導美國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指使美軍殺
死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高級將領蘇萊曼尼，導
致美伊關系高度緊張。對於今次選舉結果，阿
拉格奇強調，伊朗的核計劃是「出於自身國防
安全考量制定。伊美雙方需要建立信任。」

「旨在令美伊關係複雜化」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也稱，暗殺說法是

「以色列和伊朗境外反對勢力的陰謀」，旨在
令美伊外交關係複雜化，強調相關指控毫無根
據。

香港文匯報訊 西班牙東部及南部地區上月底發生
大規模洪災，至少220人死亡，仍有約80人失蹤。
重災區巴倫西亞自治區周六（11月9日）爆發大規模
抗議，約13萬當地民眾抗議政府沒有及時發布暴雨

和洪災預警，痛斥當局救災遲緩，要求屬保守派的巴
倫西亞大區主席馬松辭職。
多間西班牙傳媒報道，抗議者聚集在巴倫西亞街

頭，高呼「我們沾滿了泥土，你們沾滿了鮮血」等口
號抗議，更有民眾手持橫幅，痛斥政府
作法「等同謀殺」。當地警方增派人手
試圖驅散人群，民眾則向警方投擲洪災
退去後留下的淤泥，高呼政府是「兇
手」。報道指出，西班牙政府在洪災發
生後行動遲緩，拖延數小時才發送手機
短訊警告，多個重災區受災數天後，才
獲得中央政府調派警力支援。
受災民眾卡拉恰伊哭訴，「這種遺棄

民眾的作法，與政府救災制度的疏忽不
可原諒，必須追究當局責任。」馬松則
透過當地電台表示，當局日後會追究失
職官員的責任，現時需專注於災區重建
工作。

伊朗否認策劃暗殺特朗普：以方陰謀

卡塔爾暫停為加沙停火斡旋

西班牙災區13萬人示威 抗議政府不力如同謀殺

●油商反對政府要求在8年內把碳排放量減少三分之
一。 成小智攝

●流離失所的巴童在加沙一個營地排隊領取食物。
美聯社

●示威者在巴倫西亞聚集抗議示威者在巴倫西亞聚集抗議，，譴責當局處理洪災不力譴責當局處理洪災不力。。美聯社美聯社

●●部分在野黨主張將日本兼職利得稅門檻提部分在野黨主張將日本兼職利得稅門檻提
高高，，以促進就業並提振經濟以促進就業並提振經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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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卡塔爾在哈以衝突中為雙方
談判作調解，然而路透社引述卡塔爾官員消息
稱，卡方周六（11月9日）起暫停調解，直至以色
列與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展現出重返談判的
「誠懇意願」為止。報道亦指美國總統拜登政府
施壓卡塔爾，要求其施壓在卡塔爾的部分哈馬斯
高級官員離境，不過卡方表示消息並不屬實。
卡塔爾方面表示，上月中的最新一輪談判
中，雙方仍未能達成協議，哈馬斯也拒絕了臨
時停火提議，要求以色列軍隊必須徹底撤出加
沙。卡塔爾官員稱，「我們的結論是，雙方都沒
有充分意願化解談判分歧。我們已將決定告
知以方、哈馬斯和美國政府，當雙方展現出
重返談判的真誠意願，我們會準備好重新參
與調解工作。」

強調未施壓哈馬斯高官離境
一名匿名美國官員稱，美方告訴卡塔爾，哈
馬斯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設立政治辦公室不可接
受，要求卡塔爾施壓相關哈馬斯成員出境，前
往土耳其、黎巴嫩或敘利亞等國家。不過卡塔
爾外交部發言人安薩里周六表示，相關報道不
準確，「該辦公室的目標仍是充當衝突雙方的
溝通渠道。」哈馬斯高級官員哈馬德也稱，他
們沒有收到卡塔爾要求其離境的通知。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周日承認，以方策
劃了黎巴嫩真主黨的傳呼機爆炸行動，並轟

炸殺死真主黨時任最高領袖納斯魯拉。內塔尼
亞胡聲稱，有以國內閣官員指美方不願合作，
但他選擇堅持到底。
美國總統拜登政府上月15日曾警告稱，以色
列必須在30天內改善對加沙的人道援助情況，
否則美國可能扣起軍援。下周三即是美方提出
的期限，但加沙當地救援部門稱，以軍周日再
度襲擊加沙北部，造成30人死亡，包括13名兒
童。黎巴嫩衞生部表示，以軍周日襲擊首都貝
魯特北部，造成至少20人死亡，包括3名兒
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