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發火箭遭拒 SpaceX起訴加州監管機構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華爾

街日報》報道：當地時間15日，美國億
萬富豪馬斯克旗下的美國太空探索技術
公司（SpaceX）起訴加州監管機構，
指控該機構成員因政治偏見，拒絕其在
該州增加火箭發射次數的請求。加州是
民主黨票倉，而馬斯克近期一躍成為共
和黨大金主。

加州海岸委員會10日駁回美國太空
部隊的請求，拒絕將SpaceX在加州范
登堡太空軍基地每年發射火箭的上限從

36次增至50次。該機構成員紐瑟姆提到
馬斯克在社交媒體上發布關於總統選舉
的帖子，並批評他散布關於颶風 「海倫
妮」 的虛假信息。15日，SpaceX入稟
加州中區法院，指控加州海岸委員會越
權，侵犯了受美國憲法修正案保護的
「言論自由和正當程序權利」 。

美媒指出，過去幾十年，加州一直
是民主黨票倉，馬斯克與當地政府長期
不和，且今年公開支持共和黨。加州海
岸委員會只負責監督該州海岸線的開發

和環境保護，其決定並
不 代 表 最 終 結 果 。
SpaceX是美國聯邦政
府承包商，軍方官員表
示其在加州發射火箭被
視為聯邦機構活動。負
責管理范登堡基地的太
空部隊指揮官舒梅克上
校表示： 「我們正在評
估10日的結果。」

以軍殺死哈馬斯領導人辛瓦爾
【大公報訊】綜合半島電視台、

《紐約時報》報道：以色列國防軍17日
發表聲明說，以軍正在核實巴勒斯坦伊
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領導人葉海亞
．辛瓦爾是否已被殺死。據悉，以軍正
在對一具屍體進行DNA檢測，初步檢測
結果顯示死者就是辛瓦爾。以媒援引以
高級官員稱，辛瓦爾已死。以軍指控辛
瓦爾策劃了哈馬斯去年10月7日對以色列
的襲擊。

以官員稱，以軍16日在加沙地帶南
部打死3名武裝人員，其中一人疑為辛瓦
爾。以防長加蘭特在社交媒體上傳打了
紅叉的3張圖片，其中兩張圖片為已身亡

的哈馬斯軍事部門首領穆罕默德．戴
夫和黎巴嫩真主黨領導人納斯魯
拉，中間一張圖片無人物頭像。據

悉，以軍將可能是辛瓦爾的屍體送往以
色列的一間實驗室進行DNA檢測，還將
比對指紋和牙科紀錄。辛瓦爾曾被以方
關押，因此以方掌握他的DNA信息。沙

特媒體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稱，初步檢測
結果顯示死者就是辛瓦爾。

辛瓦爾1962年出生在加沙南部汗尤
尼斯難民營，1988年因涉嫌殺害兩名以

色列士兵被以方關押，
2011年獲釋。2017年，
他成為哈馬斯在加沙的
領導人。今年8月，辛瓦
爾接替遭以方暗殺的哈
尼亞，出任哈馬斯政治
局領導人。過去一年，
他一直藏身加沙地道，
躲避以軍追捕。

【大公報訊】16日的採訪在
關鍵搖擺州賓夕法尼亞舉行，僅
持續約半小時，但火藥味十足。
拜爾頻繁向哈里斯施壓，還現場
播放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的
競選廣告，要求哈里斯回應。美
媒指出，拜爾努力引導話題偏離
哈里斯的 「舒適區」 。哈里斯則
展現出攻擊性，與拜爾發生激烈
爭執，頻繁互相打斷發言。採訪
開始不到20秒，拜爾便第一次打
斷了哈里斯的回答，哈里斯立即
表示不滿。拜爾事後披露，採訪
時間安排得很緊張，最後房間裏
有4名工作人員對他揮手，提醒他
結束採訪。

特朗普競選團隊發言人萊維
特稱，哈里斯的表現堪比 「車禍
現場」 ，她再次拒絕為美國人面
臨的問題擔責，也無法正面回答
任何一個問題。萊維特批評哈里
斯的競選活動 「完全建立在關於
特朗普的謊言上」 ， 「她無法承
受霍士新聞採訪造成的壓力，肯
定也無法承受擔任美國總統的壓
力」 。

與拜登任期劃清界限
拜爾反覆詢問哈里斯是否願

意向被非法移民謀殺的多位女子
的家屬道歉。特朗普經常在競選
活動中提到這些案例，批評民主
黨的移民政策導致悲劇發生。哈
里斯回答說，她無法想像受害家
庭感受到的痛苦，但迴避了問題
本身，並試圖將焦點轉移到特朗
普阻撓一項兩黨邊境安全法案
上。拜爾還要求哈里斯說明拜登
政府將多少非法移民放進美國。
「給我一個數字。你認為是100
萬，還是300萬？」 哈里斯同樣沒
有正面回答。

被問及與現任總統拜登之間
有何不同時，哈里斯給出迄今為
止最明確的答覆。哈里斯表示，
若贏得大選，自己的總統任期不

會是拜登的延續， 「我代表新一
代領導人」 。她補充說，將用不
同方式應對住房、小型企業發展
等問題。《紐時》認為，拜爾咄
咄逼人的提問策略發揮了作用，
哈里斯的回答可能導致其與現政
府疏遠。

CNN則認為，哈里斯和霍士
新聞都實現了自己的目的。在七
大搖擺州選情難以預測、特朗普
又拒絕再次參加辯論的情況下，
哈里斯為大選創造了一個新的轉
折點。

共和黨此前一直批評哈里斯
不敢接受 「對抗式」 的採訪，但
哈里斯此次主動踏入保守派媒體
的 「虎穴」 ，並且展現出好鬥的
一面。她還將特朗普的極端言論
放到聚光燈下，包括特朗普聲稱
將政治對手稱為 「內部敵人」 並
要求出動美軍應對。

特朗普迴避西裔選民提問
16日，特朗普也走出 「舒適

區」 ，在佛州參加環球電視網的
節目，接受西班牙裔選民關於
2021年1月6日美國國會暴亂、氣
候變化、墮胎權和 「海地移民吃
貓狗」 謠言的尖銳提問。特朗普
保持住了冷靜，沒有像面對媒體
類似提問時一樣展現出敵意，但
他也沒有正面回答問題。

西裔選民對搖擺州選情有重
要影響，尤其是亞利桑那州和內
華達州。13日公布的一項民調顯
示，56%的西裔選民支持哈里
斯，37%支持特朗普。56歲的岡
薩雷斯對特朗普說，自己是共和
黨人，但對美國國會暴亂和特朗
普政府對新冠疫情的應對感到不
滿。 「我想要給你一個重新贏回
選票的機會。」 但特朗普沒有抓
住這個機會，反而再次否認自己
煽動暴亂，並堅稱當天前往國會
大廈的人 「和平且愛國」 。

（綜合報道）

現場火藥味十足
•美媒稱，哈里斯並不是在接受霍士新聞主
持人拜爾採訪，而是與其激烈辯論。拜爾
圍繞非法移民、變性手術等議題向哈里斯
提出一系列咄咄逼人的問題，且兩人頻繁
互相打斷對方發言。採訪開始不到20秒，
拜爾便第一次打斷哈里斯的回答。

哈里斯與拜登 「割席」
•當被問到她的政府將與拜登政府有什麼區
別時，哈里斯給出迄今為止最明確的答
覆。哈里斯表示，若贏得大選，自己的總
統任期不會是拜登的延續， 「我代表新一
代領導人」 。

哈里斯仍迴避關鍵問題
•在移民等關鍵議題上，哈里斯仍拒絕直接
回答部分問題。拜爾要求她說明拜登政府
讓多少非法移民進入美國時，她試圖將重
點轉移到 「美國移民系統急需修復」 上。

來源：紐約時報、CNN

哈里斯採訪看點

當地時間16日，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副總
統哈里斯首次接受保守派媒體霍士新聞的專訪。美
媒稱，哈里斯與霍士新聞主持人拜爾圍繞非法移民
等議題發生激烈爭執，兩人頻繁打斷對方發言，比
起採訪更像是一場辯論。有分析指出，哈里斯接受
此次採訪是一場豪賭，旨在回應共和黨對她迴避採
訪的批評，同時爭取保守派和獨立選民
支持。共和黨則希望放大哈里斯的
缺點。特朗普競選團隊稱，哈里斯
拒絕直接回答問題，表現如 「車禍

現場」 般慘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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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右）16日接受霍士新聞
專訪。 網絡圖片

▶哈里斯16
日在採訪中展
現出強硬姿態。

美聯社

▶特朗普陣
營批評哈里斯拒
絕 正 面 回 答 問
題。 美聯社

霍士專訪變激烈辯論 特朗普陣營：車禍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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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媒稱，哈馬斯領導
人辛瓦爾已被以軍殺
死。 資料圖片

美國大選進
入最後的衝刺階
段，離11月5日

的正式投票日只有兩個多星期。兩黨總
統候選人均加快了拉票節奏及輿論爭奪
的力度，雙方你來我往，也將人身攻擊
提到新高度。

特朗普指責哈里斯無能、愚蠢，只
有他這樣的 「聰明人」 才能堪當大任。
哈里斯則宣稱特朗普 「精神狀況越來越
不穩定」 ，且具有法西斯主義傾向，對
美國民主構成了極大威脅。哈里斯不時
搬出特朗普前高級幕僚的現身說法，
「認為其不適合重返白宮」 。但特朗普
自帶 「天選之子」 的光環，將重返白宮
視為上帝的旨意，否則巴特勒鎮的槍聲
早就把他送上了天堂。

留給哈里斯的時間已經不多。與往
屆大選相比較，10月份的這個時段應有
最後一場總統候選人的電視辯論，或對
猶豫不決的選民起到一錘定音的作用。
儘管一些美國主流媒體邀請特朗普與哈

里斯再來一次辯論，但特朗普團隊堅持
不給哈里斯這樣的機會，讓哈里斯十分
無奈。

據統計，全美近40個州開始提前投
票，截至10月16日，全美已有721多萬
人完成了今年大選投票。多家民調顯
示，哈里斯在全國範圍內稍微領先於特
朗普，但在決定大選勝負的七大關鍵搖
擺州，雙方之間打得不可開交，從最近
兩周的情況來看，特朗普的支持率有所
回升，在搖擺州的民調支持率略佔上
風。如果考慮到民調一直有低估特朗普
支持率的歷史紀錄，那麼在民調拉不開
差距的情況下，勝利的指針很有可能倒
向特朗普。

哈里斯陣營心急如焚，甚至出現了
一定程度的恐慌。奧巴馬親往賓夕法尼
亞州拉票，向黑人男性選民直接喊話：
希望他們摒棄對女性的偏見，把寶貴的
一票投給哈里斯。哈里斯也一改 「藏
拙」 的策略，不再沉湎於友好媒體的採
訪，而是主動深入 「虎穴」 和 「敵

區」 ，爭取拿不定主意的保守派選民的
支持。10月16日，哈里斯接受了傳統右
翼媒體──霍士新聞的採訪，可以說是
走出舒適區的冒險之舉。

這次採訪雖然只有短短的半個小
時，但主持人拜爾不是省油的燈，專挑
尖銳問題讓哈里斯難堪。雙方之間相互
打斷、搶話，各不相讓，硬生生地把一
次採訪變成了一場論戰，哈里斯充分展
示了她作為檢察官的強硬一面。這場火
藥味濃厚的採訪，大部分時間圍繞着非
法移民問題展開，哈里斯將責任推給特
朗普，強調正是因為特朗普阻撓，才讓
兩黨《移民法案》束之高閣。她認為，
根本的問題還是美國支離破碎的移民制
度造成的。哈里斯自辯道，她三年多來
並非一事無成，而是一直在清理特朗普
給國家留下的分裂遺毒。特朗普團隊當
然免不了貶損這次採訪，認為哈里斯易
怒、避責、沒有能力抗壓，自然也勝任
不了白宮的大任。《紐約時報》評價
稱， 「這次採訪展示了哈里斯好鬥的一

面」 。綜觀這次採訪整個過程，令筆者
印象最深的是，哈里斯的能量被主持人
徹底激發出來，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哈
里斯一旦走出舒適區，特別是被不友好
的媒體逼到牆角時，仍有不少潛力可
挖；哈里斯團隊一定後悔，之前過於小心
謹慎了，沒能早點讓哈里斯放飛自我。

以哈里斯接受右翼保守媒體霍士採
訪為標誌，美國大選的最後角逐將更加
白熱化。有了這場唇槍舌劍的採訪，哈
里斯的心魔已被破除，自信心必將進一
步上升，未來這18天裏，將是哈里斯個
人政治能量的全面釋放期，只是這個時
間點來得晚了一些。

在某種意義上說，美國這次大選與
2020年一樣，仍是民主黨及共和黨傳統
建制派結成的政治聯盟與特朗普勢力之
間的角逐。雖然全球反民粹主義浪潮方
興未艾，國際大氣候總體對特朗普重返
白宮有利，然而當傳統建制派處在絕望
環境中時，他們仍會聯合起來，法國今
年7月國會議會的選舉就是一例，法國各

類左派在最後時刻組織起來，對抗勒龐領
導的國民聯盟，並贏得了第二輪選舉的勝
利，這一幕會不會也在美國重演，很大程
度上取決於哈里斯的最後衝刺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選即將進入尾
聲之際，哈里斯選擇與拜登切割，強調
自己作為新一代領導人，一定會把自己
的經歷、閱歷、工作經驗以及新鮮的思
想帶入白宮。她強烈暗示，特朗普的認
知能力大大下降，但名字卻印在選票
上，這對美國是個危險因素。此前由於
拜登存在着同樣的問題，民主黨投鼠忌
器，這張牌打得並不好。

對於民主黨來說，2024年的美國大
選是死馬當活馬醫。哈里斯目前還擁有
資金優勢，她在短短的三個月內募集了
10億美元，說明反特朗普的力量仍在蓄
勢待發、伺機反撲。當然2016年希拉里
也擁有資金的優勢，但最後還是輸給了
特朗普。未來的兩個多星期，美國大選
依然充滿變數，現在就斷言哈里斯必輸
無疑還為時尚早。

哈里斯能否逆風翻盤 考驗其衝刺能力
公評世界
周德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