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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法國飛機製造商空中巴士公司
行政總裁福里近日接受德國《法蘭克福匯報》訪
問，表達對當前席捲全球的「貿易戰」的擔憂，
但他沒有像部分西方政客那樣將矛頭指向中國，
而是歸咎於美國，並提醒「之前對歐洲飛機徵稅
的不是中國，而是美國」。
報道稱，福里同意全球保護主義抬頭，迫使空巴更

多地選擇「近岸外包」，作為維護供應鏈安全的措施。
目前空巴60%飛機在歐洲生產，中美各佔20%。

「得到中國認可獲巨大成功」
福里並沒有延續美西方主流敘事指責中國，相

反，他把責任歸咎於歐洲最大盟友美國，「貿易戰

正在全面展開，我想提醒大家，近年來對歐洲飛機
徵收關稅的不是中國，而是美國。」他還提到，空
巴在中國市場得到認可，並取得了巨大成功。

表述與歐盟官員相反
福里還談到在俄烏衝突與中東緊張局勢持續背

景下，歐洲的戰備議題，指出目前歐洲國家對於
美國武器過度依賴，美國在軍備方面的支出是歐
盟的5倍，而歐洲軍備支出的四分之三則用於購
買美國生產的武器。他呼籲歐洲國家增加軍費支
出，並運用自己的武裝力量維護國家利益。
美國《財富》雜誌稱，福里上述有關全球貿易

爭端的表述，與歐盟官員相反。近來歐盟跟隨美

國不斷加劇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企業施加「關
稅大棒」，最近又對中國電動車發起反補貼調
查。不過考慮到圍繞着空巴與波音的美歐貿易爭
端，福里的立場「並不令人意外」。空巴與其美
國競爭對手波音一直是美歐間長達數十年貿易爭
端的中心。美國指責歐盟10多年間一直對空巴補
貼，損害波音利益，在2019年決定對空巴徵收
10%關稅，並於2020年提升至15%。歐盟隨後
威脅對等反制，最終爭議結束。
對於波音自今年初以來發生的安全事故，福里

曾在3月發聲表達不滿。他當時表示，「我對競
爭對手出現的問題感到不滿，因這些事故對整個
航空業不利。」

空巴CEO：全球保護主義抬頭責任在美國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國會眾議院周二（6月4日）通
過法案，將對國際刑事法院（ICC）檢察官實施制裁，
以懲罰檢察官先前申請拘捕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眾院以247票支持及155票反對，通過由共和黨人

提出的「非法法院反制法案」。該法案將對「參與調
查、拘捕、拘留或起訴美國及其盟友受保護人員的任
何個人」，實施包括禁止在美國進行財產交易、阻止
和撤銷簽證等制裁措施。路透社稱，由於參院由民主
黨人控制，預計法案不會在該院通過並被總統簽署，
但能反映在國際社會對以色列在加沙軍事行動提出強
烈批評之際，美國國會對以色列的持續支持。
眾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民主黨領袖米克斯稱，制裁
ICC檢察官及其支持者對美國利益適得其反，「將
對我們產生嚴重負面影響，並破壞美國在海外的領
導地位。」共和黨人態度截然相反，眾院議長約翰
遜警告說，ICC必須受到懲罰，否則該機構將繼續
追究不認同其行為的國家領導人，包括美國。
針對美眾院通過制裁法案，國際組織「中東理解
政策計劃研究所」政策主管魯布納發聲明譴責，稱
美議員「僅為保護內塔尼亞胡免遭拘捕，便不惜損
害世界各地的人權，真是可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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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人數一過門檻即難民人數一過門檻即「「落閘落閘」」或或55年內禁足美國年內禁足美國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拜登周二美國總統拜登周二（（66月月44日日））簽署行政命令簽署行政命令，，應對應對

美墨邊境非法移民潮美墨邊境非法移民潮，，該行政命令規定過去一周內
該行政命令規定過去一周內、、日均入境非法移民日均入境非法移民

數目達到數目達到22,,500500人門檻後人門檻後，，便立即便立即「「落閘落閘」」停止受理庇護申請停止受理庇護申請、、自動拒自動拒

絕所有非法移民入境絕所有非法移民入境。。由於現時該數字遠超有關門檻
由於現時該數字遠超有關門檻，，新命令相當於即新命令相當於即

時生效時生效。。美聯社指出美聯社指出，，今次是拜登為打擊非法移民採取的最激進單邊行
今次是拜登為打擊非法移民採取的最激進單邊行

動動，，明顯試圖趕及總統大選前
明顯試圖趕及總統大選前，，減輕其移民政策不力帶來的政治負擔

減輕其移民政策不力帶來的政治負擔。。

香港文匯報訊 距離英國大選還有一個
月，首相蘇納克與在野工黨黨魁斯塔默周二
（6月4日）舉行首場電視辯論，就稅務和非法

移民等問題交鋒。民調顯示蘇納克辯論表現
略勝一籌，但分析認為難以扭轉頹勢。

兩人表現民調「五五波」
蘇納克發言時批評工黨除計劃將每人的稅
收提高2,000英鎊（約1.99萬港元）之外，就
沒有任何經濟計劃，「你們的工作、汽車、
退休金，只要你想到的，工黨都會徵稅。」
斯塔默指說法荒謬，又將英國經濟混亂歸咎
保守黨，指前首相約翰遜因醜聞下台，繼任
者特拉斯幾乎搞垮英國經濟，「這個政府已
失去控制。」

在移民問題上，被問及若將非法移民驅
逐到盧旺達的政策起不到作用，英國是否
會退出《歐洲人權公約》，蘇納克回答說，
假如不得不作出抉擇，他會選擇「保衛國
家安全」。斯塔默則主張維護公約，稱英
國應成為「國際舞台上受尊敬的一員」。
路透社稱，蘇納克和斯塔默在辯論中的發
言均沒有什麼新意，但辯論結束後的民調顯
示，約51%英國民眾認為蘇納克表現較佳，
49%的人更認同斯塔默的表現。不過蘇納克
團隊先前承認，蘇納克不太可能透過辯論扭
轉落後局面。

英大選辯論「無新意」蘇納克難扭轉頹勢

香港文匯報訊 印度選舉委員會周三（6月5
日）公布印度國會下議院選舉最終計票結果，
雖然總理莫迪領導的執政印度人民黨得票低於
預期，但由該黨主導的全國民主聯盟獲得過半
數席位，在大選中獲勝。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
寧周二在例行記者會上說，中方對此表示祝
賀，稱一個健康穩定的中印關係符合雙方共同
利益，也有利於本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發
展。中方願同印方一道努力，從兩國和兩國人
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眼大局，面向未來，推

動兩國關係朝健康穩定的軌道向前發展。
計票結果顯示，全國民主聯盟共獲得295席，

其中印度人民黨獲240席。最大反對黨國大黨奪
99席，其主導的反對黨聯盟印度國家發展包容性
聯盟獲231席。這是自2014年印度人民黨上台以
來，該黨首次未能獨自獲得多數席位。

專家：莫迪執政將受掣肘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劉
宗義認為，印度人民黨不得不與其他政黨組

成聯合政府，對莫迪執政形成多方位的掣
肘，莫迪在新一個任期中將面臨經濟、宗
教、地域問題等諸多挑戰。首先印度經濟存
在結構性問題，國內生產總值中製造業佔比
不足兩成，「有增長無就業」的問題始終困
擾印度，失業率居高不下，貧富分化嚴重。
印度複雜選擇高級研究所教授兼聯合創始人
蘇德認為，印度國內宗教矛盾愈演愈烈，印
度教民族主義盛行，嚴重擠壓宗教弱勢群體
利益，印度國內的教派矛盾或將激化。

印度執政黨聯盟勝出大選 中方表祝賀

庇護申請等逾10年
「我們不是罪犯」

美媒：對美經濟「雙面刃」衝擊勞動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CNBC新聞網站分

析稱，總統拜登限制美墨邊境庇護申請的
政策，對美國經濟可能帶來「雙面刃」影
響，雖然可讓美墨之間的供應鏈瓶頸獲得
緩解，有機會讓通脹壓力降低，但美國勞
動市場將受到衝擊。
分析認為，非法移民大量湧入引發民

怨，行政命令是拜登的政治回應，民眾對

非法移民問題的挫折感已衝擊拜登連任選
情，但邊境政策同時牽動商業貿易、勞工
僱用及消費者商品價格，所有層面都與美
國經濟情況息息相關。
疫情期間，美國就業市場大量仰賴非法移
民支撐，使美國經濟得以迅速復甦。經濟專
家表示，一旦非法移民人數減緩，就業市場
恐跟變得疲弱。曾任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

首席經濟學家的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經濟主
任提迪斯契指出，從移民改變的角度來看，
行政命令對就業增長及經濟擴張會帶來衝
擊，估計就業數字將稍微緩和，其他即時效
應還包括企業可能在開設新店時較難找到人
手。提迪斯契分析稱，2019年以來，非法移
民為美國提供200萬就業人力，美國原本就
業市場在同期內流失120萬人。

報道指出，新規要求跨過美墨邊境的日均非法移民人數跌至約
1,500人、持續至少7天後，邊境才會重新開放。依照美政府最新

數據顯示，單是今年4月，美墨邊境平均每日約有4,300名非法移民被
捕。至於對上一次日均非法移民人數跌至美政府的門檻水平，已是
2020年7月。
依照新命令，任何跨過美墨邊境、沒有明確表示擔憂返鄉的移民，
會在幾天甚至幾小時內被驅逐，他們還可能面臨多項懲罰，包括5年
內禁止進入美國，甚至遭刑事起訴等。當局現時每日透過海關及邊境
保護局（CBP）應用程式「CBP One」，提供約1,450個合法預約名
額。無人陪伴的難民兒童、面臨嚴重醫療狀況或人身安全威脅的難
民，以及人口販運受害人則可獲豁免。
拜登稱，新措施能協助美政府「控制邊境並恢復秩序」。他稱自己更
傾向透過立法採取持久行動，「但共和黨人令我別無選擇」。拜登說，
他相信「移民是美國的命脈」，聲稱「我永遠不會妖魔化移民群體」。

政策與特朗普如出一轍
不過美聯社指出，拜登今次頒布行政命令，與前總統特朗普政府如
出一轍，同樣以《移民和國籍法案》第212（f）條款的總統行政權力
為依據。該法案規定若總統認為外國人入境對美國國家利益有害，有
權暫停入境程序。特朗普任內曾利用該規定，禁止來自多個以穆斯林
為主的國家的移民和遊客入境。

美民權組織擬提訴
美國國家移民論壇主席穆雷稱，即使新命令迅速生效，考慮到CBP
人手短缺，入境的難民料不會被馬上驅逐，新規反而可能帶來混亂。
非牟利民權組織「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律師格勒恩特稱，該組織會就
新命令涉嫌侵犯人權提出訴訟。
拜登的行政命令引來民主黨內不少批評。美國國會拉丁裔核心小組
主席巴拉甘稱，她對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方針感到失望。亞利桑那州
眾議員格里哈爾瓦稱，他所在選區與墨西哥接壤，批評拜登政府「嚴
重背離他們採取『更人道、更公正方式』處理移民問題的承諾。」共
和黨人則指責新措施對保護美國邊境力度不足。

拜登為保選票拜登為保選票 頒任內最嚴邊境禁令頒任內最嚴邊境禁令

◆◆蘇納克蘇納克
（（右右））和斯塔默的辯和斯塔默的辯
論沒新意論沒新意。。 路透社路透社

◆◆國際社會強烈批國際社會強烈批
評加沙行動評加沙行動。。法新社法新社

◆◆尋求庇護的非法移民在墨西哥華雷斯城尋求庇護的非法移民在墨西哥華雷斯城
試圖穿過鐵絲網入境美國試圖穿過鐵絲網入境美國。。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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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里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
收緊對非法移民的限制，令非法移民到美
國尋求庇護變得更困難。《衛報》訪問了一
些尋求庇護人士，講述他們的辛酸經歷。
30歲的加西亞於2016年11月逃離薩爾
瓦多，抵達美國得州，多年來一直沒有身
份。在2022年，弗吉尼亞州警方將他移

交給移民和海關執法局，面臨驅逐出
境。他在尋求庇護期間被拘留近一年，

見法官也要花很長時間，不少人都因此放
棄求庇。幸好他遇到華盛頓移民權利聯盟
的律師，去年7月庇護申請終獲批准，可
以自由工作和上學，不必再擔心被捕。加
西亞說，希望立法者能明白他們不是來傷
害任何人或搶走工作，「我們不是罪犯，
我們只是辛勤工作的人。」
30歲的阿爾瓦拉多來自墨西哥，由於她

及其孩子面對死亡威脅，2013年決定逃往
美國，抵達後便開始庇護程序，結果一等
便超過 10 年，「我們的個案仍在審理
中，我失去工作，不知道如何支付房租或
食物，這令人非常沮喪。當我們獲批庇護
那天才真正擺脫困境。」
一名來自洪都拉斯的非法移民目前在美
墨邊境南側等待庇護，「我們有家庭、有
妻兒要養，我們來美國不是貪玩，我只求
一個工作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