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拜登14日反對日本製鐵公司收購美國鋼
鐵公司。圖為美國鋼鐵公司位於賓夕法尼
亞州的一間工廠。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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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媒體日前炒作 「香港擬禁用社交媒體」 的不實信息抹黑香港《維護
國家安全條例》，但事實上泛化國家安全概念、粗暴打壓社交平台、

破壞營商環境的不是香港，而是美國。美國眾議院上周以所謂 「國家安
全」 為藉口通過一項法案，強迫中國字節跳動公司剝離旗下短視頻社交平
台TikTok，否則該程式在美國將被強制下架。美國對TikTok的強取豪奪，
將其雙標本質暴露無遺。

▲美國政府長期向Facebook等社媒索要大量用戶數
據。圖為英國民眾2018年抗議Facebook未能保護用
戶隱私。 資料圖片

【大公報訊】據路透社報道：美
國毫無根據地指控TikTok向中國政府
提供美國用戶的數據，可謂是 「賊喊
捉賊」 。億萬富豪馬斯克收
購美國大型社交平台Twitter
（現改名X）後披露，美國政
府能夠讀取該平台用戶的私
訊。Facebook母公司Meta
亦被曝光將歐盟用戶的個人
數據傳輸至美國，因此被罰
款12億歐元。

馬斯克去年接受霍士新
聞採訪時爆料稱，美國政府
可以任意閱覽Twitter用戶私
訊。美國網友憤怒地表示，
這與 「棱鏡門」 醜聞一樣惡
劣 。 美 國 國 家 安 全 局

（NSA）前僱員斯諾登2013年曝光
美國監控全球網絡的 「棱鏡計劃」 ，
指出美國從2007年開始，要求雅

虎、谷歌、微軟等大型科企交出用戶
數據，甚至監聽包括德國前總理默克
爾在內的多國政要。

去年5月，愛爾蘭數據保
護委員會認定，Facebook母
公司Meta向美國傳輸大量歐
盟用戶個人數據，但未能充分
保護這些數據的安全，違反了
歐盟數據保護條例。Meta被
處 以 12 億 歐 元 的 罰 款 。
Facebook近年開始公布各國
政府索取用戶數據的次數，美
國一直高居榜首。最新數據顯
示，去年上半年，美國政府索
要了7.4萬次數據，為全球最
多，而Facebook同意了美國
政府約88%的請求。

美國打壓外企 盟友亦不放過
【大公報訊】據《華爾街日報》報

道：不僅是中國企業，任何挑戰美國在軍
事和經濟等領域霸權地位的企業和國家都
會遭到美國打壓，即便是美國的 「親密盟
友」 也不例外。14日，美國總統拜登發表
聲明，反對日本製鐵公司收購美國鋼鐵公
司。美媒表示，美國的保護主義傾向讓盟
友失望。

日本製鐵公司去年12月宣布計劃收購
總部位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美國鋼鐵公
司。拜登14日稱： 「保持由美國的鋼鐵工
人來驅動的強大的美國鋼鐵公司至關重
要。」 美媒指出，拜登將恢復美國製造業
視為尋求連任的核心議程，但這種做法對
美國的營商環境造成負面影響。

2018年，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曾以維
護國家安全為由，對歐盟等地的鋼鐵和鋁

產品加徵關稅。此前，美國還曾採取 「長
臂管轄」 等手段 「肢解」 法國製造業代表
企業阿爾斯通，最終導致其主營電力業務
被競爭對手美國通用電氣公司收購。近
日，特朗普和拜登均發表保護主義言論，
令美國的盟友感到失望。

華府賊喊捉賊 肆意收集社媒數據

汽 車
•白宮2月29日聲稱，美國
商務部將對中國製造聯網
汽車開展國家安全風險審
查，以 「確保這些車輛收集
的關於駕駛和乘客的敏感數
據和美國基建信息等不會回傳
中國」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
人回應指，美方打着國家安全旗
號，意圖設置非關稅壁壘，是典
型的保護主義做法，會擾亂和扭
曲全球汽車
產業鏈供
應鏈。

起 重 機
•去年3月，美媒披露，美國
安全部門和軍方官員將美
國港口使用的中國製造起重
機比作 「特洛伊木馬」 ，認
為其中裝有複雜的傳感器，
能竊取美國數據。今年2
月，美國總統拜登簽署行政
令，要求未來5年在美國國內
生產起重機，更換全美各地
港口的中國起重機。

5G 設 備
•美國近年污衊華為等中國科企
的設備存在所謂 「後門」 、構
成國安威脅，並以此為藉口將
華為列入出口管制 「實體名
單」 ，還鼓動盟友禁用華為5G
設備。

▼美國TikTok用
戶13日在國會大廈

附近示威。
美聯社

【大公報訊】路透社18日援
引知情人士爆料稱，美國司法部、
聯邦調查局（FBI）和國家情報總
監辦公室的高級官員於當地時間
19日至20日在參議院舉行閉門簡
報會，以說服參議員支持強制字節
跳動剝離TikTok的法案。一名參議
院委員會助理告訴路透社，簡報會
內容將包括所謂 「外國對手」 通過
TikTok等渠道獲取美國民眾的敏感
信息、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等。彭博社稱，美國司法部副部長
摩納哥主導相關行動，她與其他國
安官員一直在幕後與主要議員合
作，推動針對TikTok的法案。

美國眾議院13日通過一項跨
黨派法案，要求字節跳動在165天
內將TikTok出售給讓美國政府滿意
的買家，否則TikTok將被禁止在美
國的應用商店和網絡託管平台上
架。該法案還需在參議院通過並由
美國總統拜登簽署。拜登已公開表
明願意簽署該法案，但美媒此前報
道稱，參議院可能將花費更多時間
進行討論。

TikTok反駁無理指控
針對美國官員在國會的 「秘密

行動」 ，TikTok發表聲明說，其掌
握的用戶信息是公司為提供在線服
務而收集的常規信息，並不是所謂
的 「大量敏感信息」 。聲明強調：
「與某些競爭對手不同，TikTok不

要求用戶披露真實姓名，不詢問用
戶等級就業或關係情況，也不要求
美國用戶披露精確的地理位置信
息。」

TikTok表示，其推薦內容的算
法存儲在由美國合作夥伴甲骨文公
司維護的雲服務器上，包括中美在
內的任何政府都不會影響TikTok的
算法。這是TikTok投入15億美元在
美國推出的 「得克薩斯計劃」 的一
部分，旨在打消美國政府的疑慮，
但美國政客依然不斷無理打壓
TikTok。美方此舉不僅受到中方強
烈譴責，也令美國商界和民眾感
到不安。

《華爾街日報》表示，近
期美國政府針對TikTok等外企
的強硬舉措表明，美國如今
更具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色
彩，這可能會讓外國投資者
和公司感受到寒意。報道還
指出，強制出售或封殺TikTok
的法案將引發多個法律問題，
包括涉嫌侵犯美國憲法第一修
正案規定的言論自由權等。

美歇斯底里打壓外企
美國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動用

國家力量打壓和制裁外國企
業，已經到了歇斯底里的地
步。今年2月29日，白宮宣稱將
對中國製造聯網汽車開展國家
安全風險審查，以 「確保這些
車輛收集的關於駕駛和乘客的
敏感數據和美國基建信息等不
會回傳中國」 。中國商務部新
聞發言人回應指，美方打着國
家安全旗號，意圖設置非關稅
壁壘，是典型的保護主義做
法，會擾亂和扭曲全球汽車
產業鏈供應鏈。

去年3月，美媒披
露，美國安全部門和軍
方官員將美國港口使用
的中國製造起重機比作
「特洛伊木馬」 ，認

為其中裝有複雜的傳
感器，能竊取美國數
據。今年2月，美國
總統拜登簽署行政
令，要求未來5年在
美國國內生產起重
機，更換全美各地
港口的中國起重
機。有分析指，美
國如此濫用 「國
家安全」 ，濫施
保護主義，無疑
是全球發展和
安 全 的 「 毒
藥」 。
（綜合報道）

美國用法律之名行強盜之實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

道：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TikTok剝
離法案，用法律之名行強盜之實。
19日，北京多位專家對大公報表
示，TikTok事件背後的本質是
一種 「強買強賣」 的強盜邏
輯。至於 「TikTok危害國家
安全」 的指責，更是完全站
不住腳。

商務部研究院學位
委員會委員白明表示，
美國宣稱的所謂 「國
家安全」 理由，就是
一種莫須有的說
辭，因為時至今
日美方也沒有拿
出任何TikTok
威脅美國國家
安全的實質
性證據。其
實，這背

後的本質是一種 「強買強賣」 的
強盜邏輯，只要是好東西就要
「拿來主義」 ，至於市場規律、
公眾需求等等，統統都被拋到一
邊。

事實上，對TikTok的責難可
以追溯至特朗普執政時期，拜登
政府近期的再度發難可以視作一
種 「炒冷飯」 行為。在白明看
來，拜登政府之所以選擇這個時
間對TikTok 「開刀」 ，無疑有美國
兩黨 「大選因素」 作祟。 「2月的
時候，拜登競選團隊入駐TikTok，
為自己拉選票。這種典型的雙標
操作，也證明了美國對TikTok危害
國家安全的指責完全站不住
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
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表示，中美
關係的基礎已經遭到特朗普和拜
登兩任政府嚴重破壞，至今依然
有許多中國實體在受到美方不公
平的制裁，甚至美方還在繼續強
化對中國科技企業的制裁力度。
「美國一方面強調 『不尋求脫
鈎』 ，另一方面又提出 『去風
險』 的說辭，包括現在步步進逼
對TikTok下手，都表露出美國對華
態度的複雜狀態。」 王湘穗說，
從TikTok事件可以判斷，當前中
美關係仍未進入正常的 「回升」
階段，問題的關鍵在於美國應
該拿出實質性動作，解除對中
國高科技企業的制裁與限
制，防止兩國關係 「自由落
體式」 下滑。

▶美國共和黨眾議
員加拉格爾（前排
左二）帶頭推動針
對 TikTok 的 新 法
案。 法新社

社 交 軟 件
•美國毫無根據地

指控TikTok、微信等
中國社交軟件收集美國用

戶數據、威脅美國國家安
全，2020年

起屢次試
圖強迫中

國科企字
節跳動出
售 TikTok
在 美 業
務。2020年
8月，時任美
國總統特朗普
簽署行政令，
禁止美國個人或
實體與微信及其
中國母公司進行任
何交易。美國微信用戶對該

禁令提起訴訟，2021年成功
將其推翻。

大公報整理

美泛化國安 強搶TikTok凸顯雙標
華府自損營商環境 外企感到寒意

美以國安為藉口

打 壓 中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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