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首相石破茂本月初以禮
品名義，向參加聚餐且首度當選眾議員的自民
黨籍議員分發每人10萬日圓（約5,200港元）
的商品券。石破茂周五（3月14日）致歉並主
張「不構成法律問題」，但已引發在野黨批
評。

稱慰勞家人 認衰致歉
日本放送協會（NHK）和《朝日新聞》報

道，身兼自民黨總裁的石破茂周四晚向傳媒表
示，他3月3日在首相公邸與15名首度當選眾
議員的自民黨籍議員聚餐，並於餐會前向與會
議員的事務所分發每人10萬日圓的商品券。
商品券是當天餐敘前，由首相秘書親自前往各
議員事務所當面致贈。政府消息人士與出席這
場餐敘的議員表示，全員已經退還商品券。
石破茂解釋這些商品券是餐敘的伴手禮，用

意包含慰勞議員的家人。他說道：「這是我自
掏腰包準備的，不是政治活動相關捐款，在政
治資金規正法上沒有問題。且（受贈者中）沒
有人居住在我的選區，因此並未觸犯公職選舉
法，我認為在法律上站得住腳。」
石破茂被問及是否考慮辭職時，一再強調並

未觸犯法律。日本「政治資金規正法」（類似
政治獻金法）禁止個人向政治人物個人捐贈與
政治活動相關的金錢或有價證券，其中包含股
票、支票、商品券等。而政治資金規正法的條
文，禁止的是「政治活動有關的捐贈」，若不
屬於這類範疇，則不受限制，因此這次的爭議
焦點在於石破茂是以什麼目的提供商品券，是
否構成「與政治活動相關的捐贈」。
在野黨有意見認為「若有極高可能違反法

律，辭職是有可能的狀況」、「國民正因物價
高漲而苦惱之際，這種行為在道義上無法容

許」。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代表野田佳彥指
出，「從社會一般認知來看，這筆金額過高，
必須嚴格要求首相解釋」。

石破茂向15議員派5200元商品券
涉非法捐贈在野黨促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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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促烏承認俄佔地區
限制軍隊規模盡快大選

30天停火協議諸多細節待處理 或要求西方停止軍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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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陸上自衛
隊周五（3月14日）表示，長野縣
松本市的陸上自衛隊松本駐屯地
在周四發生一宗訓練事故，一名
軍官被掉落的機關槍砸中身亡。
據陸上自衛隊消息，第12旅團

突擊隊周四晚模擬從直升機垂
降，有30名隊員參與，各人從約
15米高的塔上游繩降落，用安全
帶固定長約1米、重約7公斤的
米尼米5.56mm輕機槍，槍口朝
下。其中一人正要開始降落時，
輕機槍突然脫落，擊中下面一名
負責監督的41歲軍官的左胸。該
軍官隨後被送院，經搶救無效死
亡，死因是心臟遭遇強烈撞擊的
心臟挫傷。
陸上自衛隊表示，通常情況
下，為防止機關槍滑落，隊員被
要求通過背帶斜挎等方式固定所
攜槍支。目前，陸上自衛隊已成
立事故調查委員會，對事故原因
展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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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葡萄牙宣布將在5月18日提前舉行
國會選舉，將是4年來第三次大選。
葡萄牙總統德索薩與主要政黨及國務委員會磋商後

宣布有關決定，他形容沒人希望提前大選，但這是反
對黨與政府信任衝突的結果。他又呼籲選民踴躍投

票。
葡萄牙國會在周二（3月11日）未能通過對社民黨
籍總理蒙特內格羅的信任投票，令他出任總理不足一
年便要辭職。即將在5月舉行的大選，將是葡萄牙繼
2022年及2024年後再次舉行大選。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宣布，就去年校內
發生的聲援巴勒斯坦示威，勒令部分學生退學或停學。
校方在電郵中沒有交代有多少學生遭到處分，但指

他們涉及示威期間佔領校園內漢密爾頓大樓。調查事
件的委員會根據涉事者行為嚴重程度，作出相應紀律
處分。至於早前被捕並被當局吊銷
綠卡的示威學生領袖哈利勒，透過
律師入稟法院挑戰拘留他的決定，
指他因自身言論遭當局針對，違反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言論自由
條文。
一批示威者在周四（3月13日）進
入紐約特朗普大樓，抗議當局拘捕

哈利勒，警方採取行動，拘捕98人，指他們涉及拒捕
等罪行。

逾百猶太人闖特朗普大樓抗議
據當地媒體報道，約150名猶太抗議人士進入特朗

普大樓後脫去外衣，露出寫有「停止
武裝以色列」和「勿以我們之名」等字
樣的T恤，在大堂內靜坐抗議。哈
利勒上周六被捕後，紐約市已爆發
多次要求釋放他的抗議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周五（3
月14日）未有親身出席在荷蘭海牙的國際刑事
法院（ICC）首次聆訊，他在這次簡短的聆訊中，
透過視像連結獲告知被指控的罪行，以及作為被
告的權利。杜特爾特在擔任菲律賓達沃市市長和
菲總統期間發起反毒行動。2018年2月，國際刑
事法院通知菲律賓政府，將對杜特爾特領導的打
擊毒品犯罪行動是否有違反人權的情況展開初步
調查。菲律賓已於2019年正式退出國際刑事法
院。
杜特爾特早前抵達海牙時，在社媒Facebook發
布影片稱，「我一直告訴警方和軍方，這是我的
職責，我負責。」

小馬科斯圖打擊家族政治勢力
杜特爾特家族與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家族近期
關係破裂，杜特爾特的女兒、現任菲律賓副總統
薩拉因涉嫌密謀暗殺小馬科斯，正面臨彈劾。薩
拉在荷蘭聲援父親，形容拘捕杜特爾特是「政敵
迫害」。杜特爾特家族也向菲律賓最高法院申請
緊急禁令，希望將他帶回菲律賓。
《紐約時報》指出，菲律賓並非ICC成員國，

小馬科斯雖宣稱不會與ICC合作，但強調菲律賓
是國際刑警組織成員國，不會阻攔該組織協助
ICC執法。菲律賓今年5月將舉行中期選舉，民
調落後於薩拉的小馬科斯或設法透過杜特爾特被
捕事件，打擊對方家族的政治勢力。
依照ICC規定，疑犯可以在首次聽證會上提請
法官暫時釋放、直至法官頒布正式裁決前返回海
牙。ICC的預審程序通常較長，可能持續數月才
會正式開始審理案件。

杜特爾特國際刑事法院視像聆訊 去年援巴浪潮佔領大樓 美哥大示威學生被退學

葡萄牙5月提前大選 4年來第三次

●杜特爾特透過視像獲告知被指控罪行。路透社

●抗議人士在特朗普大樓的大堂內
靜坐抗議。 路透社

普京周四與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
會晤期間表示，俄方認為停火協

議背後理念是正確的，「但有一些問
題需要討論。30天的（停火）是否意
味烏克蘭將利用這段時間，繼續強制
徵兵、獲取武器、準備動員？我認為
我們需要與美方磋商，否則烏軍將獲得撤
退、整頓和重新武裝的機會。」

烏需承諾永不加入北約
俄軍近期在庫爾斯克地區佔據上風，普京表

示，俄烏衝突前線長達1,120公里，停火監督機制
並不清晰。他認為烏克蘭較俄羅斯更需要停火，
如果停火協議生效，俄方不會允許仍在庫爾斯克
的烏軍和平撤離，可要求這些烏軍直接投降。
作為前提條件，普京呼籲烏方承認俄羅斯併入
已部分佔據的東部四州，以及南部的克里米亞半
島，要求烏方從當地撤軍，承諾烏克蘭永不加入
北約。普京還要求日後限制烏克蘭軍隊規模、保
護俄語母語者在烏基本權利，盡快舉行大選，以
取代烏現任總統澤連斯基。
普京還暗示，俄方可能會要求西方國家停止對
烏軍援，「這些問題需要仔細研究。我們會就如
何結束衝突達成共識，根據地面戰線局勢，尋求

對所有人而言都能接受的協議。」他亦
稱美俄雙方正在磋商對歐洲天然氣供
應，「如果通往歐洲的天然氣管道得
到保障，對歐洲會大有益處。」
特朗普周四在白宮會晤北約秘書長

呂特時稱，他已派出威特科夫赴俄會
談，對前景感到樂觀，「他們正在與普京

總統和其他人進行嚴肅的討論，希望他們都想結
束這個夢魘。」特朗普稱，美方已與烏方接觸，
磋商烏方為達成協議可能作出的讓步，他希望很
快能夠與普京通電話。

向特朗普傳遞「額外訊息」
克里姆林宮周五（3月14日）表示，普京透過與
威特科夫會談，向特朗普傳遞了「額外的訊息」。
克宮發言人佩斯科夫稱，「當威特科夫將這些訊息
傳達給特朗普總統，我們就會確定兩國領導人的
對話時間。」佩斯科夫與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沃
爾茲均表示，雙方對今次會談保持審慎樂觀。
澤連斯基周四晚間則稱，俄方是故意拖延達成
停火協議，「普京實際上準備拒絕協議，但他不
敢告訴特朗普，他想繼續這場戰爭。」澤連斯基
稱，臨時停火能為後續磋商提供時間，他相信憑
藉美國和歐洲能夠實現停火。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與烏克蘭早前提出為期

30天的俄烏衝突臨時停火協議，俄羅斯總統普

京周四（3月13日）表示，俄方雖支持該協議

背後和平理念，但諸多細節還有待處理。普京

列舉多項達成停火協議所需的強硬條件，強調

任何停火都必須解決衝突的根本原因。美國總

統特朗普的中東問題特使威特科夫周四赴俄磋

商，特朗普表示，他看到俄烏雙方達成臨時停

火協議的「良好跡象」。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俄羅斯總統普京提議就烏
克蘭停火協議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談，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毛寧周五（3月14日）在例行記者會上
表示，希望各方能够通過對話談判達成一個公
平、持久、有約束力並被各當事方所接受的和平
協議。
毛寧表示，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中方始終堅

持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個應該」，也就是各國
主權、領土完整都應該得到尊重，聯合國憲章宗
旨和原則都應該得到遵守，各國合理安全關切都
應該得到重視，一切有利於和平解決危機的努力
都應該得到支持。
毛寧說，我們希望各方能够通過對話談判達成

一個公平、持久、有約束力並被各當事方所接受
的和平協議。中方願意同國際社會一道，為最終
化解危機，實現持久和平繼續發揮建設性作用。
另有記者提問，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卡拉斯表示，中國將「在一旁笑着或看着」美國
與盟友之間的貿易戰並從中獲益。中方對此有何
回應？
毛寧指出，中方多次強調關稅戰、貿易戰沒有

贏家。美歐之間如何相處，中方不作評論，但是
我們反對拿中國說事。
毛寧表示，美歐都是世界重要經濟體，有責任

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而
不是轉嫁矛盾。

香港文匯報訊 七國集團（G7）外長會議周四（3月
13日）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小鎮拉馬爾拜召開。《華爾
街日報》等傳媒指出，美國大舉加徵關稅、改變應對
俄烏衝突立場，甚至威脅將加拿大吞併為「美國第51
州」，都加劇G7盟國關係的不確定性。G7外長周五
達成旨在顯示團結的聲明，「堅定支持」烏克蘭領土
完整，並警告俄羅斯應效法烏克蘭接受停火，否則可
能面臨進一步制裁。G7成員國同時呼籲恢復對加沙地
帶暢通無阻的人道援助。美國過去一直沒有批評盟友
以色列阻礙運送救援物資，今次的聲明或反映美國改

變立場。

魯比奧為「吞併加拿大」解畫
東道國加拿大表示，儘管G7與美國總統特朗普之間

存在磨擦，但外長們對發表聯合聲明達成一致，支持
美國主導的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停火的呼籲，並正在
研究俄羅斯對停火建議的回應。
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周三表示，美國加徵關稅並非針

對G7國家，而是旨在重建美國工業、保障國家安全，
「特朗普總統現時對幾乎全世界徵收進口鋼鐵和鋁製
品關稅，這不是為了懲罰其他國家，總統已明確提出
要提振美國工業實力。」
魯比奧也為特朗普的「吞併加拿大」說法解畫，表

示兩國會在保衛領空、應對俄烏衝突等議題上加強合
作，尋求共同利益，「今次並非一場關於美國如何接
管加拿大的會議。」不過加拿大外長喬利警告，她會
利用今次會議，質問美方加徵關稅的意圖，與歐洲盟
友協調應對方案。

中方：希望和平協議公平持久有約束力

G7外長會支持烏停火建議 籲加沙人道援助恢復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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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或要求西方停止對俄或要求西方停止對
烏軍援烏軍援。。圖為烏軍展示圖為烏軍展示
美國提供的武器並表示美國提供的武器並表示
感謝感謝。。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