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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公交车上密装“窃听器”
可监听任一乘客说话，“安全理由”引争议
本报记者 张文 编译整理

本报讯 埃及最高选举
委员会主席萨米尔·阿布·马
提25日在首都开罗的新闻发
布 会 上 说 ，新 宪 法 草 案 以
63 . 8%的支持率获得通过，最
终的投票率为32 . 9%，民众参
与度明显偏低。

选举委员会因处理有关
公投违规和舞弊投诉而推迟
一天公布投票结果，此次投票
结果的合法性遭到一定质疑。

路透社报道，公投结果公
布后，开罗街头依然平静。一
些反对派团体宣布，不打算就
公投结果举行示威。一个反对
派团体的发言人哈立德·达乌
德说：“结果十分奇怪，百分点
没有改变，表明我们的控诉没
有得到重视。”

埃及民众和一些评论人
士担心，通过宪法公投，只会
使穆尔西的政治对手利用一
切公开机会反对财政紧缩措
施，对民众接受改革没有帮
助。

埃及总理希沙姆·甘迪勒
当天说，政治稳定对于吸引外
国投资者和游客很重要，有助
于填补预算赤字，振兴境况不
佳的经济。

面对充满争论的公投结
果，美国国务院25日呼吁埃及
总统穆尔西发挥“桥梁作用”，
继续推动对话，消除各政治力
量间的分歧。 (宗禾)

埃及宪法草案

公投获通过
公交系统：为提高乘客安全保障

据了解，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旧金山市、俄勒冈州尤
金市、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等
至少8个城市已经着手开展
安装工作。有了这套设备，
警方就可以听到任何一位
乘客所说的话。

在旧金山，美国国土安
全部门拨款590万美元，计
划4年内在357辆巴士和有

轨电车上安装音频监听装
置，未来还可能安装到其
他的 6 1 3 辆公共交通车辆
上。

旧金山市交通运输局
的监控设备采购文件说，这
个项目的目的是替换公交
车上已有的影像监控系统。
音频监控系统技术先进，能
够提高系统的耐用性，并提

高乘客的安全保障。
一些公交系统的官员

称，这个系统仅仅为乘客投
诉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
解决方法。阿肯色州欧扎克
区域交通执行董事乔尔·加
德纳说：“我认为，音频监控
系统是司机的救星，我们可
以通过这些音频，来驳斥一
些不实指控。”

技术专家：以安全为幌子进行监控

一些监控技术专家说，
这套音频监控系统很容易被
挪作他用。私人安全顾问阿
什肯·苏丹尼评价：“官方宣
称这套系统只是用来解决一
些琐碎的事，比如通过声音
等特征来识别乘客。但实际

上，这不幸地说明了一个趋
势：美国执法部门正打着提
高安全的幌子，来增强对普
通民众的监控力度。”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隐
私法专家安妮塔·艾伦表
示，这一举措“令人震惊”。

“增加录音设备是很敏感的
事情，令人感到不适。”华盛
顿大学法学院教授尼尔·理
查德说，“这就好比我们身
边每一个位置上都潜伏着
警察，监听我们说的每一句
话，还能回放。”

个人隐私权再遭挑战

考虑到现在已经广泛
安装的摄像头，专家担心
录音装置的安装会进一步
挑战公共场所的公民隐私
权底线——— 公交系统工作
人员与执法人员在没有搜
查令和法院授权的情况
下，就可以访问公交窃听
系统。

虽然美国政府已经在
使用其他多种高科技监控
手 段 ，譬 如 联 邦 调 查 局
(FBI)安装的声音和脸部识
别系统、国家安全局使用
的电子监控系统，但在公
交车上安装“窃听器”，可
能导致监控力度的进一步
加强，因此引发不少争议。

一些媒体甚至借用英
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著
作《1984》创作的领袖“老大
哥”形象，这位“老大哥”从
不露面，但他可以通过无
所不在的电子屏幕监视臣
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媒体称，“老大哥”正在监
听美国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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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道，美国政府正在全

国多个城市的公交车上秘

密安装“窃听器”，用于监

控乘客的谈话。批评者纷

纷对此表示担忧，认为此

举粗暴侵犯了公民的隐私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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