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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於29日在密歇根州舉行集會，慶祝其第二個任期

滿100天。但美國媒體27日公布的最新民調結果顯示，特朗普的支持率

跌至39%，創過去80年來美國歷任總統同期最低紀錄。特朗普上任以來

簽署海量行政令，將關稅大棒砸向全世界，大規模裁撤聯邦機構和僱

員，揚言吞併他國領土，暴露美國一貫以私利為先的霸權主義底色。種

種行徑不僅導致美國社會撕裂加深、美國經濟遭到反噬，還擾亂全球秩

序。美媒直言，特朗普政府製造了史無前例的破壞和混亂。

特朗普上任百日 支持率跌至新低
關稅反噬美國經濟 內政外交全面潰敗

美國廣播公司、《華盛頓郵報》和益普索集
團聯合進行的民調顯示，僅有39%的美國民眾認
可特朗普的執政表現，較今年2月下滑6個百分
點。64%的受訪者不支持特朗普對進口商品徵收
關稅的做法，71%認為關稅將加劇通貨膨脹；

73%的受訪者認為美國經濟狀況不佳，53%認為自特朗普上任以
來經濟狀況惡化，72%擔心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可能在短期內導致
經濟衰退。

特朗普上任以來，已對進口鋼鋁產品和汽車分別加徵25%的
關稅，對東南亞太陽能產品徵收最高逾3500%的關稅，並且正在
針對半導體、藥品、關鍵礦產等進行所謂 「國家安全貿易調
查」 。本月初，他宣布對幾乎所有進口產品加徵10%的關稅，並
對中國、歐盟等主要貿易夥伴加徵高額 「對等關稅」 ，隨後又宣
布推遲徵收部分 「對等關稅」 90天。特朗普反覆無常的關稅政策
導致美股持續震蕩，美國企業無所適從，全球貿易秩序也遭受衝
擊。中國、加拿大等已採取反制措施，歐盟亦準備對美國產品徵
收報復性關稅。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2日
表示，特朗普將美國實際關稅水平推
升至一個世紀以來最高水平，這些措
施是對全球經濟的一次重大負面衝擊，
其實施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也對經濟前景造成
負面影響。IMF將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
由3.3%下調至2.8%，將美國經濟增長預期
由2.7%下調至1.8%。

前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科恩27
日指出，進口產品的分銷周期約為8
周，美國消費者將於5月底開始感受到
「對等關稅」 帶來的痛苦。

（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

亂揮關稅大棒 拖累全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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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民眾反對特朗普各項政策

移民 46% 53%

管理聯邦政府 42% 57%

維護美國民眾利益 41% 58%

經濟 39% 61%

與其他國家的關係 38% 61%

關稅 34% 64%

美股波動 31% 67%

支持特朗普的政策 不確定或未作答 不支持

轟 炸 也 門
•美軍3月15日開始對也門
胡塞武裝進行大規模空
襲。胡塞武裝稱，美軍
空襲造成大量平民傷
亡。

加拿大28日舉行聯邦眾議院選舉之際，特朗
普再次提出讓加拿大成為 「美國第51個州」 ，毫
不掩飾其擴張領土的野心。他在社交媒體發文
稱，只要加拿大成為美國 「珍愛的第51個州」 ，
就可將加拿大軍力 「免費提升至世界之巔」 ，讓

加拿大 「汽車、鋼鐵、鋁、木材、能源及其他產業規模翻兩番，
且零關稅」 。加媒指出，特朗普的關稅威脅和對加拿大主權的蔑
視已激怒加拿大選民，他們希望選出能強硬應對特朗普的領導
人。

特朗普近期還多次宣稱有意吞併巴拿馬運河區、丹麥海外自
治領地格陵蘭島，招致國際社會譴責。丹麥首相弗雷澤里克森27
日與格陵蘭島自治政府總理尼爾森共同會見記者時說，當 「強大
的力量」 的意圖對國家不利時， 「我們必須團結」 。尼爾森批評
特朗普 「缺乏尊重」 ，並強調格陵蘭島永遠不會成為 「可以買賣
的財產」 。

傳特朗普阻馬克龍參加美烏會談
特朗普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26日在梵蒂岡出席已故教宗方

濟各的葬禮期間短暫會晤，討論俄烏停火事宜。英媒爆料稱，當
時現場原本有三張椅子，法國總統馬克龍也曾現身，但特朗普疑
似將其趕走，凸顯美國與其傳統盟友的關係日趨緊張。英媒引述
讀唇專家指，特朗普對馬克龍說： 「你不應該在這裏。」 愛麗舍
宮消息人士則否認馬克龍被排除在會談外。

特朗普27日稱，為達成俄烏和平協議，澤連斯基願意 「放
棄」 克里米亞。德國防長皮斯托里烏斯同日呼籲澤連斯基不要同
意特朗普的提議，並批評美國要求烏克蘭割讓領土 「太過分」 。
俄總統普京28日宣布，在紀念衛國戰爭勝利80周年期間，即5月8
日至11日實施停火，並要求烏方也響應這一舉措。

（半島電視台）

領土擴張野心激怒盟友 美眾叛親離

發 動 關 稅 戰
•特朗普打着 「美國優先」
的旗號對鋼鋁、汽車等產
品加徵關稅，並推動針對
半導體、藥品、關鍵礦產
等的貿易調查，為加徵關
稅鋪路。本月以來，特朗
普對幾乎所有貿易夥伴徵
收 「對等關稅」的計劃擾
亂全球貿易秩序，其反覆
無常的政策引發美股動
盪、加劇美國通脹危機。

驅 逐 移 民
•特朗普上任首日便簽署行
政令，宣布南部邊境進入
緊急狀態，並要求迅速驅
逐所有非法入境者。此舉
被指不人道且涉嫌違法，
引發大規模抗議和法律訴
訟。特朗普政府被揭誤將
一名合法在美居留的男子
驅逐至薩爾瓦多，近日還
將一名有美國公民身份的
2歲兒童及其家人驅逐至
洪都拉斯。

聯 邦 政 府 大 裁 員
•特朗普讓億萬富豪馬斯克
領導 「政府效率部」
（DOGE），執行 「精簡
聯邦政府機構並削減開
支」的任務。迄今，美國
國務院、國防部、財政
部、衞生部、教育部等多
個重要機構被迫裁員，本
職工作受到嚴重干擾，美
國國際開發署（USAID）
更已陷入癱瘓，即將被正
式關閉。但財政部數據顯
示，截至3月31日，美國
政府開支較去年同期增加
10%。

對 學 術 界 宣 戰
•特朗普以打擊 「校園反猶主義」等為藉口
干預教育系統、削減科研經費，還在沒
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撤銷逾千名國
際學生簽證或合法身份。全美
逾百所大學本月聯署抗議特
朗普越權，哈佛大學已
起訴特朗普政府。

▲美國消費者擔心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推高物價，引發通脹危機。
法新社

根據美國聯邦政府公報，特朗
普上任以來已簽署137項行政令，遠超
此前任何一位總統在上任百天內簽署的數
量。美國前總統拜登在四年任期裏也只簽署了
162項行政令。特朗普通過行政令實施自己的主

要議程，包括對全球加徵關稅、大規模驅逐移民、削減聯邦政府
機構規模、退出國際組織和國際條約等。

美媒指出，特朗普試圖鏟除對總統權力的傳統限制，依靠行
政權力強推政策， 「架空」 國會與法院，此舉正在瓦解美國的三
權分立體制。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法學院院長切默林斯基說：
「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場憲政危機之中。」 美國萊斯大學學者布林
克利批評說，共和黨佔多數的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對特朗普的越權
行為保持沉默，沒有盡到職責。

法院方面則進行了更激烈的抵抗。據紐約大學法學院賴斯法
律與安全中心統計，特朗普政府在美國國內面臨211起訴訟，涉及
關稅、移民政策、教育、聯邦機構裁員等；目前已有超過100項裁
決叫停特朗普政府被認定違憲的行動。近日，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以 「協助移民逃避審查」 為由逮捕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縣
一名法官，引發軒然大波。威斯康星州州長、民主黨人埃弗斯指
責特朗普政府試圖破壞各級司法系統。 （紐約時報、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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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謀 擴 張 領 土
•特朗普揚言要吞併巴拿馬

運河區、丹麥海外領地格
陵蘭島，還要把加拿大
變成「美國第51個州」，
招致國際社會譴責。

特朗普政府被批評為 「草台班
子」 ，其防長海格塞斯等高級官員在聊
天軟件Signal上討論敏感軍事計劃，結
果因誤將記者拉進群而成為全球笑柄。
特朗普讓億萬富豪馬斯克領導 「政府效

率部」 （DOGE），向美國國務院、國防部、財政部、衞生部、
教育部等多個重要機構揮刀，要求其削支裁員，引發巨大爭議。
衞生部、教育部等機構的職能已受到嚴重干擾，美國國際開發署
（USAID）更已陷入癱瘓，即將被正式關閉。但財政部數據顯
示，DOGE攪亂聯邦政府後並未實現節省開支的目標。截至3月31
日，美國政府開支較去年同期增加10%。

特朗普驅逐移民和干預學術界的政策也引發眾怒。他以打擊
「校園反猶主義」 等為藉口削減大學和教育機構經費，還在沒有
正當理由的情況下撤銷逾千名國際學生簽證或合法身份。哈佛大
學、普林斯頓大學等逾百所美國大學22日聯署抗議特朗普的越權
行為。哈佛大學已對特朗普政府提起訴訟。

本月以來，全美已舉行至少兩輪大規模 「反特」 示威，抗議
特朗普政府的各項政策，並要求解散DOGE、開除馬斯克。馬斯
克日前稱，他將減少處理DOGE事務的時間。但美媒指出，即便
馬斯克真的離開，也不會改變DOGE的運作方式或扭轉裁員計
劃。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

DOGE大鬧政府
全美抗議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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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支持率下跌

不確定或未作答 不認可認可特朗普作為美國總統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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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華盛頓郵報

特朗普執政百日大事記

插 手 俄 烏 衝 突
•特朗普曾聲稱將在

24小時內結束俄烏
衝突，但美國的斡
旋尚未取得重大
成果。特朗普政
府近期不斷施
壓基輔，要求
烏方作出領土
讓步，並將
礦產資源交給

美方。

大公報整理

▼美國民眾高舉 「美
國沒有國王」的標
語，抗議特朗普
越權。法新社

大公報製圖

▲（左起）馬克龍、英國首相斯塔默、特朗普和澤連斯基26日在
梵蒂岡會面。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