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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要求來自英國的入境旅客登機前出示陰
性檢測證明。 美聯社

共
和
黨
變
口
風

反
對
定
罪
特
朗
普

要
求
紓
困
案
「
縮
水
」

美國眾議院昨日正式向參議院提交針對前總

統特朗普的彈劾條款，為參院在下月8日展開

彈劾審訊鋪路。儘管國會暴動後，不少共和黨

人都與特朗普割席，但隨着拜登上台，政治風

向轉變，近日愈來愈多共和黨人公開反對將特

朗普定罪，要求拜登縮減 1.9 萬億美元（約

14.7萬億港元）的抗疫紓困方案，這讓倡議兩

黨合作的拜登面臨就職以來首場重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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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共和兩黨現時在參院各佔50議席，由於參院需要2/3議員支
持才能將特朗普定罪，意味至少需要17名共和黨人倒戈。唯

一在特朗普首次彈劾中支持定罪的共和黨參議員羅姆尼前日表示，
他相信在特朗普卸任後展開彈劾程序合理合法，希望參院能快速完
成彈劾程序，不過並未明確表示會否支持定罪。

「彈劾卸任總統愚蠢」
自從上周就職禮以來，愈來愈多參院共和黨人明確表示反對定
罪，甚至反對展開彈劾審訊，他們宣稱彈劾卸任總統會加劇分裂。
參議員魯比奧便揚言，彈劾特朗普非常「愚蠢」，只會「適得其
反」。參議員柯頓也聲稱，彈劾離任總統是「怪異的舉動」。共
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麥克丹尼爾據報也反對彈劾。參院少數黨
領袖麥康奈爾近日雖公開批評特朗普「煽暴」，至今卻仍
未表明投票意向。

跨黨合作恐成泡影
兩黨分歧加劇，也讓紓困法案面臨壓力。白宮希望

爭取在2月8日彈劾審訊程序開始前，通過紓困方案，
但民主黨人至少需要爭取10名共和黨人支持，才能透
過正常審議程序，以絕對多數支持通過紓困法案。雖然

民主黨可以採取「預算協議程序」，靠掌握關鍵一票的副總
統哈里斯，以簡單多數方式通過涉及預算和稅收的方案，不過

此舉便會違反拜登跨黨派合作的承諾，勢必受到各方批評。
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迪斯前日與包括8名共和黨及8名民主黨
參議員會面，試圖調解雙方分歧，不過並不順利。屬黨內中間派的
共和黨參議員科林斯表示，現有方案未能專注滿足弱勢群體最迫
切的需求，另一參議員朗德思也認為，民主黨人應撤回將最低
工資從時薪7.25美元升至15美元（約56.2港元至116.2港元）
的條款。保守派民主黨參議員曼欽更說，方案金額巨大，他有
保留。
在彈劾案面前，拜登則迫切希望完成各項施政目標，避免被

特朗普搶去風頭。民主黨籍參議員杜爾賓會後便表示，拜登希望
專注控制疫情，避免美國經濟遭受進一步衝擊。白宮幕僚長克萊

恩也強調，參院在兩黨合作下迅速通過多個白宮幕僚提名，正是兩
黨合作的積極訊號，顯然希望兩黨盡快達成共識，為紓困方案鋪
路。 ●綜合報道

美國總統拜登昨日簽署行政命令，推出競選時承諾的
「買美國貨」計劃，要求聯邦政府增加採購美國製產
品。「買美國貨」計劃受各國關注，與美國有緊密貿易
關係的國家擔心，計劃可能破壞拜登與貿易夥伴重修關
係的承諾，更可能違反世貿規定。
行政命令將收緊聯邦政府採購規定，包括提高國內產
品的採購比例，並減少政府部門採購外國貨的渠道。拜
登在競選時提出推動總值4,000億美元（約3.1萬億港
元）的聯邦政府採購美國貨計劃，刺激對美國產品和服
務的需求，發展潔淨能源技術和基建。
前總統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發展成與多個貿
易夥伴的關稅戰，而拜登的「買美國貨」與「美國優
先」本質差別不大。各國將密切關注拜登的行政命令，
是否會阻礙海外企業進入美國市場。
前總統奧巴馬2009年亦曾推出「買美國貨」政策，
當時已被指違反世貿規定，前美國貿易代表署官員格里
爾表示，拜登的政策可能與奧巴馬的相似，但會嘗試在
貿易規定框架內實施。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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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昨日下令收緊疫情入境
禁令，從本周六起禁止近期曾到訪南非
的海外旅客入境美國，遏制變種病毒擴
散。拜登亦撤銷前總統特朗普卸任前頒
布的行政命令，恢復對巴西、英國、愛
爾蘭及其餘歐盟國家海外旅客的入境限
制。
南非變種病毒「501Y.V2」傳染力較普
通病毒增加約50%，目前已擴散至全球
至少20個國家。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CDC）副主任舒哈特前日表示，當局
將把南非加入入境限制名單，從而保護
美國民眾安全，減少變種病毒擴散導致
美國疫情惡化的風險。

戴罩令覆蓋海陸空
拜登抗疫方案重點之一，是建議在公

共場合戴口罩，CDC主任瓦倫斯基昨日
亦頒布新規，要求所有飛機、渡輪、貨
車、地鐵、巴士、的士及其他公共交通
工具乘客，必須全程佩戴口罩，兩歲以
下嬰幼兒除外。
CDC日前頒布的另一項新規則在今日

生效。所有旅客飛抵美國前，必須出示3
日之內呈陰性的病毒檢測結果，或出示康
復證明文件，否則會被拒絕登機。CDC
也建議旅客抵埗後自我隔離7日，並在入
境3至5日內再次接受檢測。 ●綜合報道

美禁南非入境
恢復限制多國旅客

美國總統拜登前日與法國總統馬克
龍通電話，經歷上任總統特朗普在任
內不斷破壞與歐盟及北約盟友關係，
拜登承諾鞏固美法雙邊關係，兩人亦
同意就氣候變化、疫情等問題加強合
作。
特朗普在任期間，馬克龍曾試過與

他搞好關係，包括邀請對方出席巴士
底日閱兵儀式，但隨着特朗普大推
「美國優先」，處處與歐盟作對，雙
方關係亦隨之惡化。
拜登則一直承諾修復與傳統盟友

關係，白宮在聲明中提到，拜登於

通話中形容法國為美國「最古老的
盟友」，強調承諾透過與北約及歐
盟合作，鞏固跨大西洋關係。雙方
同意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新冠疫
情、復甦全球經濟等挑戰，亦談及
在中國、中東、俄羅斯、 西非等議
題上合作。
愛麗舍宮的聲明特別提到，雙方願

意在伊朗核問題上聯手，並強調兩國
需在世界衞生組織內合作，以確保疫
苗可分發至較落後國家。馬克龍幕僚
透露，兩人交談約1小時，全程使用英
語。 ●綜合報道

拜登與馬克龍通電話
合作應對氣候變化

巴西各地在周末兩日間持續有示威，抗
議總統博爾索納羅抗疫不力，要求國會對
他提出彈劾，示威者包括部分在2018年
大選投給博爾索納羅的選民。
示威最初由左翼組織發起，部分一向支

持博爾索納羅的右翼組織亦於前日加入。
在里約熱內盧和聖保羅等10多個城市，
示威者高叫「趕走博爾索納羅」的口號，
沿途汽車不斷響號聲援。

昔日「因政策有趣」投錯票
一名66歲示威者表示，她當年投票給

博爾索納羅，是因為覺得他提出的政策
「有趣」，但如今疫情卻非常恐怖。她特
別關注北部城市瑪瑙斯的情況，當地由於
確診人數激增，醫療系統崩潰，患者不但
要輪候入深切治療室，更未必有氧氣可
吸，需要從黑市購買，「我去年已經（對
博爾索納羅）失望，現在看到瑪瑙斯，更
覺得政府必須下台。」
最新民調顯示，博爾索納羅支持度從上

月的37%，下跌至31%，不支持度則升至
40%。不過專家認為博爾索納羅被彈劾的
機會不大，因為國會內仍有不少他的支持

者，然而若有愈來愈多博爾索納羅的選民
轉為反對他，將對他2022年競逐連任造
成影響。 ●美聯社/路透社

博爾索納羅抗疫失敗 粉絲反面促彈劾

澳洲政府昨日宣布，將斥資10億
澳元（約60億港元）研發新的海軍
武器裝備，包括長程導彈和魚雷。
路透社報道形容，這是澳洲在印太
區域緊張局勢加劇之際，大規模國
防升級的一環，澳洲《時代報》則
將矛頭指向中國，聲稱「中國在印
太地區日益強硬」，「助長了區內
軍備競賽」。
澳洲政府表示，計劃為海軍艦艇

配備射程超過370公里的先進長程反
艦導彈、增程型地對空導彈、射程

1,500公里的海陸打擊導彈、先進輕
型魚雷，希望透過加強海陸打擊能
力，「展現並維持海洋控制權」。
澳洲防長雷諾茲說，海軍的新裝

備「將提供強大、可靠的威懾
力」，確保區域穩定與安全。
澳洲國防部上月宣布，根據與美國

達成的新協議，澳洲將開始測試速度
至少為5倍音速的高超音速導彈，以
研發下一代武器原型。高超音速導彈
將由澳洲空軍現有戰機攜帶，並可安
裝在無人機上。 ●綜合報道

澳斥60億研發海軍武器 外媒炒作中國威脅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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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計劃為艦艇配備新武器。 路透社

●●示威者用紅色掌印象徵巴西逾示威者用紅色掌印象徵巴西逾2020萬萬
疫歿者疫歿者。。 美聯社美聯社

●拜登要求聯邦政府增加採購美國製產品。 網上圖片

▶▶ 拜登的抗疫紓困案拜登的抗疫紓困案
可能受彈劾案影響可能受彈劾案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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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比奧認為，彈劾
特朗普只會「適得其
反」。 網上圖片

◀ 柯頓表示，彈
劾離任總統是
「 怪 異 的 舉
動」。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