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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有線新聞
網絡（CNN）周日（12 月 1 日）報
道，美國總統當選人特朗普當天
宣布，將提名富豪布洛斯（圖左）
擔任阿拉伯和中東事務高級顧
問。布洛斯是特朗普近期提名出
任要職的第2名親家，他的兒子麥
可是特朗普女兒蒂芬妮的丈夫。
特朗普在聲明中稱，布洛斯是

「商界備受尊敬的領導者」，在國
際舞台上擁有豐富的經驗，也是中
東和平的堅定支持者，並稱讚布洛
斯是「共和黨和保守派價值觀的擁

護者」，在競選活動
中發揮重要作用，幫
助他爭取阿拉伯裔美
國人的支持。
布洛斯出生於黎巴
嫩，10多歲時移居美
國得州，目前擔任家
族企業 Boulos Enter-
prises和SCOA Motors
行政總裁。路透社指

出，布洛斯的父親和祖父都是黎
巴嫩政界人士，他的岳父是黎巴
嫩基督教政黨自由愛國運動的資
助者，該黨與黎巴嫩真主黨有合
作關係。布洛斯在特朗普今年競
選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幫助特
朗普拿下搖擺州之一的密歇根
州。特朗普競選團隊成員稱，布
洛斯爭取到部分阿拉伯裔美國人
和穆斯林選民支持，這些人在
2020年大多支持現任總統拜登，
但反對拜登政府對以色列、加沙
和黎巴嫩的政策。

特朗普提名「親家」任中東事務顧問

香港文匯報訊 拜登特赦兒子亨特的決
定，引發民主黨內部出現分歧。儘管民主黨內
有些人似乎認同拜登，認為針對亨特的起訴是

出於政治動機，但也有部分黨友表示，賦予現任
總統親屬特殊待遇，創下令人不安先例。

共和黨：向美民證司法屬「兩層制」
前司法部長霍爾德表示，「從根本事實來看，沒有

一位美國司法部長會起訴此案。」然而科羅拉多州州
長波利斯在社媒X上寫道，「為人父親，我當然懂拜登想
幫兒子、赦免他的心情，但我對他將家人置於國家之上感
到失望。這是糟糕的先例，料被往後的總統濫用，且將玷
污他的名譽。」亞利桑那州眾議員斯坦頓則稱，亨特並非

受到政治迫害，而是犯了重罪，再被陪審團裁定罪成，所
以他覺得拜登在此事上理解錯誤。
共和黨參議院第三號人物巴拉索表示，拜登的特赦令向
美國民眾證明司法系統屬「兩層制」。曾與拜登共事多年
的艾奧瓦州資深共和黨參議員格拉斯利亦難掩失望之情，
稱對方多次明言不會特赦兒子，因此感到震驚。
外媒紛紛批評拜登「拋出震撼彈」，態度出現180度大逆
轉。英國《每日郵報》以「不要臉的拜登特赦罪犯兒子亨
特」為報道標題，《紐約郵報》更稱這是「跛腳鴨」拜登
卸任前的「驚人逆轉」，形容是「令人反感、虛偽的赦
免」。英國廣播公司（BBC）指出，關於美國總統赦免的
「規則」，或至少是指導如何使用的程序和既定的邊界，
已從根本上永久改變。

民主黨反應兩極 外媒批評「不要臉」

特拉華州陪審團今年6月裁定，亨特於2018年購買槍支時隱瞞吸毒，
其身為吸毒者非法擁槍的3項重罪指控均被裁定罪成，這亦是美國現

任總統子女首次被刑事定罪。美媒指出，此案原定於12月12日判刑，亨
特可能面臨最高25年監禁和罰款75萬美元（約583萬港元）。此外，亨
特今年9月承認9項聯邦稅務指控，其中包括沒有申報和繳納稅款、逃稅
以及提交虛假或欺詐性報稅表，原定12月16日判刑。
拜登、第一夫人吉爾及白宮發言人此前一直表示不會赦免亨特。今年6
月，吉爾曾聲稱「拜登和我都尊重司法系統，這是底線」。甚至在上月25
日任內最後一次感恩節特赦火雞活動上，拜登再次重申唯有一個人他不會
特赦，就是亨特。

辯稱「案情不算嚴重」
拜登今次在聲明中稱，即使看到兒子被選擇性及不公平檢控，自己都一
直履行承諾，未有干預司法部的決定，但亨特明顯受到不同的待遇，稱亨
特涉及的違法買槍和逃稅案的案情不算嚴重，過去幾乎無人會因此被刑事
檢控，「在試圖打垮亨特的同時，他們也在試圖打垮我，沒有理由相信他
們會就此罷手，我受夠了。」
拜登與首任妻子育有兩子一女，但首任妻子和女兒多年前因車禍喪生，
長子博．拜登亦於2015年因腦癌病逝，亨特成為拜登唯一在世的兒子。
拜登在聲明最後表示，「希望美國人能理解，為什麼一位父親兼總統會做
出這樣的決定。」
拜登簽署的特赦令，表明會完全和無條件特赦亨特。根據程序，特朗普
上任後亦不能撤銷，意味亨特無須就控罪而被判刑，而原定本月的兩場聆
訊或會取消，亨特之後也不會就相同控罪再被檢控。亨特回應稱，他永遠
不會認為對他的赦免是理所當然，並承諾要將接下來的日子「用於幫助那
些仍在患病和受苦的人」。

特朗普：濫用職權
特朗普在名下社媒Truth Social發文，批評拜登的做法是司法不公和濫
用職權，他又將因2021年國會暴動被起訴的人稱為「人質」，反問拜登
是否會特赦他們。
英國《衛報》評論稱，拜登的行徑表現出「發自內心的虛偽」，如此行
使權力亦似是對特朗普的認可。該報章質疑拜登的舉動究竟是作為父親的
「仁慈之舉」，又或是一種令人聯想起特朗普的虛偽政治伎倆，「又可能
兩者都是真的。」
美國《紐約時報》則指出，拜登的舉動損害司法部的公信力，或更讓特朗普
可肆無忌憚地透過司法部實現個人政治目的，而民主黨亦難以再對其抨擊。

香港文匯報訊 將於明年一月離任的美國總統拜登，此前一直

表明不會特赦違法買槍和逃稅罪成的兒子亨特，但他周日（12

月1日）突然反口，宣布特赦亨特，聲稱亨特「顯然受到不同的

對待」，將其控罪歸咎於政治攻擊，並希望公眾理解他以父親

身份作出的決定。拜登此舉隨即引發各方猛烈批評，美國總統

當選人特朗普亦在社媒發文，狠批拜登濫用司法程序。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拜登違背此前的多
次承諾，宣布赦免兒子亨特，引發廣泛爭議。然
而美國歷任總統動用赦免權協助家人和政治盟友
的做法不在少數，有時亦頗具爭議，令人憂慮總
統赦免權或淪為裙帶關係的「贖罪券」。
拜登辯稱亨特的刑事案是「由國會中多名政治
對手煽動，用以攻擊我並反對我的選舉」。他堅
稱亨特面臨起訴，僅因為他是總統的兒子。

特朗普曾赦免「親家」逃稅罪
美國憲法規定，除彈劾案件外，總統有權對違
反美國憲法的犯罪予以緩刑或赦免。前總統克林
頓曾動用赦免權，幫助因販賣毒品而入獄的同母
異父弟弟，特朗普亦曾赦免「親家」查爾斯逃稅
的罪名，以及捲入「通俄門」醜聞的親信。
《紐約時報》指出，司法部赦免律師辦公室

大多建議對已服刑的人進行特赦，但亨特尚未

被判刑，更不用說服刑。
正常赦免流程需申請人向赦免律師遞交申
請，再由後者撰寫報告並遞交白宮。然而特朗
普在第一個任期內已開先例，他
經常對未經赦免律師推薦的
人進行赦免，包括被
赦免律師拒絕或尚未
判刑的人。前赦免律
師洛夫表示，「在
特朗普之前，案件
進行到一半時就給
予赦免，幾乎是聞
所未聞。」

總統赦免權淪為「贖罪券」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CNN） 報 道 ，
美國總統拜登周一

（12月2日）抵達安哥拉首都羅安
達，展開對該國的3天訪問。這是
自2015年美國時任總統奧巴馬訪
問肯尼亞和埃塞俄比亞以來，美現
任總統首次訪問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地區，也是美總統首次訪問安哥
拉。報道稱，拜登此行旨在凸顯美
國在非洲的投資，以抗衡中國在該
地區的影響力。
拜登近年一直尋求加強與安哥拉

的關係，他於2022年在華盛頓主
持美非峰會時，曾誓言翌年要訪問
非洲，但最終沒有成行。拜登原定
今年10月訪問安哥拉，然而由於
颶風吹襲美國，行程被推遲。
報道稱，拜登此行將聚焦在「洛比

托走廊」的投資，這是一個由美歐支
持的1,287公里長的鐵路項目，將資
源豐富的剛果和岡比亞與安哥拉的

洛比托港連接起來，旨在促進關鍵
礦產從非洲內陸運輸到安哥拉西部
港口進行出口。
CNN稱，該計劃是拜登政府推動

對非洲投資努力的核心，目的是削
弱中國在該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
力。報道指中國在該地區影響力已
超過美國，在過去10年中，中國透
過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對非洲
的基礎設施投入數十億美元，同時
俄羅斯也試圖擴大在非洲的影響
力。
美官員稱，「洛比托走廊」旨在證明
公私合作有效，並為非洲其它重大基
礎設施項目提供指導。但批評人士質
疑這是一個無了期項目，無法確定能
否真正實現拜登承諾的目標。
美國戰略與國際議題研究中心非

洲計劃專家赫德森表示，儘管多名
拜登政府內閣官員曾訪問非洲，但
這無法彌補總統本人此前未訪問的
缺失，認為非洲長期被美國忽視，
美國對非承諾口惠而實不至。

訪非圖抗衡中國影響力

即將卸任的美國總統拜登食言特赦兒子亨特，甚至還一下子將
他過去十年內所有可能犯過但未被起訴或發現的罪行一筆勾消。

面對這個發展，筆者一點也不覺得驚訝，因為美國總統一樣黑，任民主黨人怎樣天天
罵特朗普這個那個，到頭來拜登還是做了同樣的事，怪只怪美國人太過有所謂的「制
度自負」，放任「特赦」這個明顯與民主制度相違背的權力，才讓掌權者徇私枉法成
為美國揮之不去的問題。

根據憲法，美國總統確實有權特赦（除彈劾案外）任何違反聯邦法律者，而歷任
總統在卸任前都會頒下長長的特赦令，因此拜登特赦兒子於法而言，是完全合法
的。然而，權力放在這裏是一回事，要怎樣運用又是另一回事，沒有一個正常人會
期望總統利用這個權力去特赦他的親屬，因此拜登此舉雖然不違法，但就是不合常
理，是對特赦權力的濫用。

不過偏偏很不巧的是，行將卸任的總統特赦親屬、親信以至利益關係者的情況，在
美國早已變成常態。遠的不說，就以戰後來說，尼克松特赦過在政商界黑白兩道都有
非常大影響力的美國最大工會領袖霍法，至於尼克松本人，他在「水門事件」中的罪
行也被以副總統身份繼任的福特特赦了；克林頓卸任前則特赦了弟弟羅傑的藏毒販毒
罪，特朗普上個任期完結前也特赦了大批親信親屬，包括白宮前首席戰略師班農，以
及他的親家翁查爾斯，如今還打算再任命查爾斯當駐法國大使。

可以說，美國總統特赦權力如今已經變成以權謀私、錢權交易以及維護裙帶關係
的遮醜布。

可笑的是，特赦這個制度雖然在很多國家都存在，但鮮有像美國一樣幾乎毫無限
制地把整個權力放在總統一個人身上，無論是國會抑或是法院，都不能否決總統的
特赦令。即使是作為美國總統特赦權力起源的英王特赦權力，亦早早就受到內閣以
至國會的限制。這反映了一件事，就是美國人對自己的民主制度太過自信，以至於
他們根本不會去或懶得去改革像特赦這種極容易被濫用的制度，但美國人從沒想
過，他們的民主制度其實早已走向崩潰邊緣。

話說回頭，拜登特赦兒子這個做法雖然不合理，感情上卻是可以理解。在拜登的角度來看，畢
竟是你們民主黨人做了一齣大龍鳳把他從總統大位上拉下來，如今他自然再也不用顧慮你們將來
是否還有道德高地去罵特朗普，此前說不特赦兒子是因為他還有總統身份和競選連任的包袱，如
今他的政治生涯已經接近結束，身為父親的立場自然更明顯。對於一個已經失去過一個兒子的
82歲老父親來說，又有什麼比起運用自己僅存權力去拯救另一個兒子更重要呢？

當然，拜登這次（在他自己看來）「合法合情」的做法，無疑會為美國總統特赦制度開了一個
極壞的先例，甚至改變了將來總統運用特赦權力的規則以至紅線，對美國民主制度的衝擊，絕對
不下於特朗普過去以至今後可能所做的事。不過這些看來拜登都已經不在乎了。

美國總統一樣黑 「制度自負」釀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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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眼天下

●美警方早前從亨特的電腦搜到照片，其吸毒擁槍證據確鑿。 網上圖片

●拜登（左）在亨
特陪同下走出馬
薩諸塞州楠塔基
特市中心一間書
店。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