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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演說希望教會能「貼近那些受苦的人們」

特朗普擬另立新規 限制AI芯片出口



▲配置英偉達最新人工智能芯片的組件3月在加州
亮相。 路透社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彭博社報
道：美國商務部發言人7日表示，美國總統
特朗普計劃取消拜登任內對先進人工智能
（AI）芯片出口的限制，另以新規取代。

該發言人稱，拜登政府的AI法規過於複
雜和官僚，會阻礙美國的創新， 「我們將用
一個更簡單的規則來取代它」 ，但未有透露
何時公布新規則。

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不會強制執
行這項原定於5月15日生效的規定，但美國
商務部在制定新規的同時，將繼續嚴格執行
芯片出口限制。特朗普政府官員考慮放棄原
來的 「分級許可制度」 ，取而代之的是以政
府間協議建立 「雙邊許可制度」 。也就是
說，芯片管制有可能最終淪為特朗普的貿易

談判工具。
今年1月，就在拜登卸任前一周，他發

布了一項名為《人工智能擴散出口管制框
架》的規定。該規定為用於驅動處理AI計算
數據中心的芯片建立了 「三級許可制度」 ，
以限制其他國家和地區獲取先進AI芯片的數
量。第一級包括澳洲、加拿大等18個美國盟
友，可以不受限制獲得芯片；第二級約120
個國家，可獲得的芯片數量受限；至於第三
級的國家，則被禁止購買芯片。

這一規定一發布就遭到英偉達和甲骨文
等美國科企的批評。英偉達公司CEO黃仁勳
6日表示，中國AI市場規模可能在未來兩到
三年內達到約500億美元，錯失它將是 「巨
大的損失」 。

本港時間9日凌晨1時10分左右，梵蒂岡宣布，來自美國的樞機主教羅伯特．普雷
沃斯特當選第267任天主教教皇，稱為利奧十四世。他是史上首位來自美國的教皇。當
天稍早時，西斯汀教堂屋頂上的煙囱冒出白煙，象徵133名樞機主教選出新教皇，全世
界14億天主教徒有了一位新領袖。利奧十四世當天登上聖伯多祿大教堂的陽台，他以
「願你們平安」 為開場白，稱人們需要永遠處於和平之中，希望教會能 「貼近那些受
苦的人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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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利奧十四世是自1900年以
來，第五位在秘密會議兩天內選出的教皇。當
地時間8日晚7時許（本港時間9日凌晨1時
許），執事級首席樞機、法國人曼貝蒂在陽台
上宣布 「我們有教皇了（Habemus Papem）！」
並介紹新教皇的名號 「利奧十四世」 。新教皇
隨後首次向全世界發表講話，並頒賜他的第一
個宗座降福── 「降福羅馬城和全世界（Urbi
et Orbi）」 。

長期在秘魯工作
現年69歲、出生於芝加哥的普雷沃斯特被

認為是 「妥協候選人」 。他長年在秘魯傳教與
服務，對擁有最多天主教徒的拉美地區十分熟
悉。美媒稱，他2014年被派往秘魯奇克拉約教
區擔任主教，直到2023年才被調往羅馬，出任
掌管全球主教任命事務的梵蒂岡主教部部長，
手握大權。

與方濟各一樣，普雷沃斯特致力於幫助窮
人和移民。他曾表示，主教不應該是 「坐在自
己王國裏的小王子」 ，而應該保持謙卑。2022
年，他幫助方濟各推動了最重要的教會改革措
施之一：任命3名女性為負責審查主教提名的委
員會成員。在秘魯擔任主教期間，他反對一項
將性別議題加入學校課程的政府計劃，並表示
性別意識形態 「令人困惑」 。

四輪投票即冒白煙
來自五大洲的133位樞機7日開始舉行秘密

會議，選舉新一任教皇，但當天的首輪選舉未
有結果，西斯汀教堂煙囱在當天晚上9時許（本
港時間8日凌晨3時許）冒出黑煙。當地時間8
日，133位樞機主教開始第二日的秘密會議，但
在上午11時50分左右西斯汀教堂煙囱再度冒出
黑煙，標誌着上午兩輪投票都沒有結果。

樞機團稍事休息後，於當地時間下午5時30

分（本港時間8日晚11時30分）開始下午的兩輪
投票，就在眾人以為第二天選舉也沒有結果
時，樞機們在秘密會議的第4輪選舉後，選出新
教皇。

據報道，煙囱開始冒出白煙時，聖伯多祿
廣場的人群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來自
世界各地民眾在廣場上揮舞着代表自己國家的
國旗。人們歡呼雀躍，有些人則向天祈禱。與
此同時，當選者離開西斯汀教堂，前往毗鄰的
更衣室，俗稱 「哭泣室」 ，在教皇禮儀長的協
助下，他脫下樞機紅袍，穿上事先準備好的三
套教皇白袍中的一套，靜默祈禱片刻。

來自哥倫比亞的帕雷德斯和他的家人肩披
國旗起舞。他們一家原計劃今年12月份前往羅
馬，希望能見到已故教皇方濟各。帕雷德斯
說： 「但後來方濟各生病突然去世了。但我們
還是跨越大西洋來到這裏，見證了這一不可思
議的歷史時刻。」 帕雷德斯敬佩方濟各，作為
一名離婚的教徒，他感到自己受到了教會的歡
迎。 「我希望我們現在能有一個類似的人」 。

【大公報訊】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媒爆料稱，美國
正在加強對格陵蘭島的間諜活動，讓中央情報局（CIA）等機
構參與總統特朗普 「接管」 該島的計劃。丹麥外交大臣拉斯穆
森7日表示，這一消息令人擔憂，他將召見美國駐丹麥代理大
使討論此事。

《華爾街日報》6日援引兩名知情人士爆料稱，美國國家
情報總監加巴德手下的幾名高級官員上周要求情報機構負責人
加強對格陵蘭島的情報收集工作，篩選出格陵蘭島和丹麥境內
支持美國 「接管」 該島的人。收到該指令的包括CIA、美國國
防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局，這些機構可通過監視衛星、通訊攔截
和派遣間諜等手段完成任務。加巴德指責《華爾街日報》 「協
助深層政府，通過政治化和洩露機密信息來削弱總統權力」 。

特朗普屢次揚言要奪取格陵蘭島控制權，還稱不排除動用
「軍事或經濟脅迫手段」 ，引起丹麥和格陵蘭島當局強烈反
對。拉斯穆森7日強調： 「盟友之間不應該進行間諜活動。」
他表示，目前無法確認報道內容的真實性，但美方也未對相關
報道作出有力否認，這進一步加劇了他的擔憂。因此，他將召
見美國駐丹麥代理大使。格陵蘭島自治議會外交與安全政策委
員會主席靈厄表示，應考慮是否關閉美國駐格陵蘭島首府努克
的領事館。

美加強對格陵蘭島間諜活動
丹麥擬召見美外交官

▲美國駐丹麥大使館附近上月爆發反美示威，抗議特朗普 「奪
取」 格陵蘭島的計劃。 路透社





美謀插手加沙過渡政府 中東勢反對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路透社報

道：路透社援引5名知情人士透露，美以正在
討論建立一個由美國官員領導的加沙過渡政
府，直至當地實現非軍事化並穩定下來，選
出一個能夠運作的巴勒斯坦政府。

據悉，這個過渡政府將吸收巴勒斯坦技
術官僚，但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
斯）和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都將被排除在
外。知情人士稱，過渡政府還會邀請其他國
家參與，但未透露具體是哪些國家。

知情人士將上述計劃與2003年美國入侵
伊拉克後建立的 「聯盟臨時管理當局」
（CPA）進行比較。CPA被很多伊拉克人視
為佔領方，最終因無力應對反抗運動，於
2004年將權力交還伊拉克臨時政府。兩名知
情人士表示，若美國在加沙被視為佔領國，

建立過渡政府的計劃將引發中東各方強烈反
對。相關討論處於初步階段，暫無明確的時
間表。但特朗普上任以來多次提出由美國

「接管」 加沙，並將當地民眾驅逐至埃及和
約旦等地，受到國際社會強烈譴責。

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於13日至16日訪問中
東。他7日在白宮發表聲明稱，美國已就加沙
問題參與多輪磋商，涉及釋放被扣押人員和
停火事宜，可能在未來24小時內公布相關進
展。以色列防長7日稱，以軍將擴大在加沙的
軍事行動，目的是 「全面控制加沙」 。有分
析認為，以方在加沙的戰略重點從 「突襲」
轉向 「佔領」 ，並且可能在特朗普訪問中東
期間爭取美國的支持。

西班牙、冰島、愛爾蘭、盧森堡、挪威
和斯洛文尼亞六國外長7日發表聯合聲明，堅
決反對任何改變加沙人口組成或領土的行
為，並批評以色列的計劃 「標誌着戰爭新的
危險升級」 。

▲以軍8日持續轟炸加沙地帶，加劇當地人道
主義危機。 路透社

【大公報訊】據路透社報道：外界關注，新
教皇是否追隨已故教皇方濟各的腳步，還是改變
主意，或者在兩者之間找到某種妥協。輿論普遍
認為，無論誰當選新任教皇，都將面臨諸多挑
戰。迫在眉睫的議題包含梵蒂岡持續擴大的財政
缺口、許多西方國家的天主教信徒減少，教堂出
席率持續下滑，以及愈加複雜的國際形勢等。

梵蒂岡的財政赤字是方濟各生前最苦惱的問
題之一。今年2月，在方濟各入院治療的3天前，
他下令設立新的高層級委員會，以鼓勵外界捐
款。教廷目前預算吃緊，且面臨神職人員退休基
金負債日益沉重的問題。路透社此前披露，梵蒂
岡自2022年以來就未公布完整預算報告，但
2024年年中核准的最後一份報告可見高達8300
萬歐元（約7.3億港元）的財政缺口。梵蒂岡
2022年估計，退休基金缺口總額已增至6億3100
萬歐元，教廷尚未更新這個數據，但預料這個數
字已大幅攀升。

此外，許多歐洲國家的天主教堂持續流失信
徒。德國主教會議今年稍早時通報，德國2024年
僅任命29位新神父，寫下歷史新低，同年約有
32.1萬名信徒離開教會。另外，俄烏衝突、巴以
戰事、特朗普政府發起關稅戰等國際大事，也考
驗着新教皇應對動盪政治形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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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選出新教皇 名號利奧十四世

生 平
1955年出生於美國芝加哥，早期在

芝加哥的聖奧古斯丁修道會工作，後來到
秘魯服務了20年，並獲得秘魯國籍。他曾
訪問全球各地的教會，會說西班牙語和意
大利語。2023年，已故教皇方濟各任命
普雷沃斯特為主教部部長及宗座拉丁美洲
委員會主席。

立 場
與方濟各一樣，普雷沃斯特致力於幫

助窮人和移民。他曾表示，主教不應該是
「坐在自己王國裏的小王子」 ，而應該保
持謙卑。

2022年，他幫助方濟各推動了最重
要的教會改革措施之一：任命3名女性為
負責審查主教提名的委員會成員。

在秘魯擔任主教期間，他反對一項將
性別議題加入學校課程的政府計劃，並表
示性別意識形態 「令人困惑」 。

來源：美聯社、紐約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