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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新加坡總理黃循財周日（8月18日）發表任
內首個國慶群眾大會演說。黃循財表示，新加坡本質是一個亞
洲社會，需要保持文化兼容並蓄，新一屆政府會支持培養年輕
世代雙語能力，強調學習中文的重要性，尤其鼓勵華人社區青
少年練習使用中文。他亦稱當今地緣政治局勢，中美競爭加劇
是最大擔憂，當局會保持大膽審慎，確保新加坡在變化的地緣
政治格局中發展。
黃循財先後用馬來語、中文和英文演說。在中文部分，黃循

財先感謝開國總理李光耀
和前總理李顯龍等前輩
對新加坡的貢獻，強
調自力更生、堅韌
不拔是新加坡建國
世代標誌。
黃循財也稱，

新加坡政府與民眾
之間的互相信任至
關重要，必須維護

這種寶貴的關係。
新加坡經濟近年受到全

球通脹浪潮衝擊。黃循財稱，地緣政治衝突和供應鏈中斷都推
高全球通脹，政府無法控制外部因素，但會透過補貼等形式為
民眾紓困。政府會支持中小型企業發展，包括簡化審批監管流
程、鼓勵企業學習數碼技術擴展海外業務、主動培訓員工技能
等。

望培養更多精通中文人才
黃循財也稱，新加坡結合東西方文化，幫助國家多年來保持

競爭力。他回憶自己求學時不諳中文，依靠死記硬背在普通教
育文憑考試（O-level、即新加坡中學會考）的中文考試獲得最
高「A1」等級成績。在工作期間，黃循財接觸更多熟練掌握中
文的新加坡人才，他表示當局會致力支持華人社區發展，並希
望培養更多精通中文的人才，讓新加坡「不但有精英，還有精
華」。
在地緣政治領域，黃循財指中美競爭局勢加劇，「美國大選

無論哪名候選人當選，很明顯美國對中國的態度都在變得更強
硬。同時中國確信，美國正在設法遏制中國的崛起。」黃循財
認為，中美競爭局勢也會影響國際貿易、國家安全和跨國合
作，「作為完全依賴貿易和穩定國際環境的小國，新加坡勢必
受影響。」

星總理黃循財首次發表國慶演說
看重中文支持華人社區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隨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退出自民黨總裁
選舉，黨內有意問鼎首相位的競爭漸趨白熱化，已有逾10人有
意角逐總裁。
據數名自民黨內相關人士透露，現任內閣官房長官林芳正、
數碼大臣河野太郎及自民黨前幹事長石破茂，已確定近日將宣
布參選總裁。林芳正屬於已決定解散的黨內派閥「岸田派」成
員，在岸田派會長岸田文雄宣布不競選連任總裁後，派閥內已
出現希望林芳正作為岸田後繼人選參選的聲浪。預計林芳正可
取得參選所必要的20名國會議員推薦人。

黨內各派「催票」
河野在黨內屬「麻生派」，已獲麻生派會長麻生太郎同意參
選，推薦人將以麻生派成員為主。河野為尋求進一步擴大支
持，已透過電話催票。石破茂則與身邊人士說，在確保足夠推
薦人方面已有眉目，表明將宣布參選的意願。此外，受黨內青
壯派與年輕議員支持的前經濟安全保障大臣小林鷹之，最快周
一（8月19日）舉行記者會正式宣布參選。小林已獲得足夠推
薦人數，正評估宣布參選後要展開的活動等。
換上「政策集團」外衣的「茂木派」內，目前包括會長、現

任自民黨幹事長茂木敏充及前官房長官加藤勝信都有意出選。
隸屬岸田派的外相上川陽子上周六已跟岸田表明參選想法；43
歲的前環境大臣小泉進次郎跟小林鷹之都被視為「世代交替」
的可能人選，雖然小泉目前動向未明，但黨內不少人期待他出
選。還有包括經濟安全保障大臣高市早苗、經濟產業大臣齋藤
健及前總務大臣野田聖子，也都朝參選進行準備。
《日本經濟新聞》報道，這次總裁選舉罕見已有逾10人有意

參選，接下來各方勢力將針對參選所需的20名推薦人展開爭奪
戰。

香港文匯報訊 社媒X平台與巴西
大法官就X的權利與責任進行激烈法
律論戰後，擁有X的美國富豪馬斯克
上周六（8月17日）宣布，將結束X
在巴西的營運業務，不過巴西用戶仍
能使用相關服務。
法新社報道，X平台宣布結束巴西

業務，顯然將馬斯克與巴西最高法院
大法官莫賴斯持續進行的法律論戰推
向高潮，莫賴斯指自己正試圖對抗危
險的惡意虛假信息在網絡散播。X全
球政府事務部門上周六發文表示，如
果不遵從莫賴斯的內容審查命令，他
「威脅拘捕我們在巴西的法律代
表」，該部門稱為保護員工安全，關
閉X在巴西的營運辦公室屬必要，而
「責任完全歸於莫賴斯」。
莫賴斯先前命令關閉多個涉嫌散播

惡意虛假信息的Twitter（X 前身）賬
號，包括巴西前極右總統博爾索納羅
支持者的賬號，他曾強調「言論自由
不代表捍衛專制的自由」。馬斯克與
其他批評者則認為莫賴斯是在箝制言
論自由。馬斯克上周六在X發文說，
由於莫賴斯的要求會讓X違反巴西、
阿根廷、美國法律及國際法，X別無
選擇，只能結束在巴西的營運業務。

馬斯克不敵巴西大法官
X結束當地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周日（8月18日）抵達以色列，將與
以總理內塔尼亞胡會面，試圖斡旋加
沙停火，但哈馬斯對停火談判潑冷
水，指美國和以色列稱談判「接近達
成協議」是錯覺。
在卡塔爾舉行的新一輪加沙停火談
判上周五結束後，協助斡旋的卡塔
爾、美國和埃及發聲明稱談判具建設
性，美國總統拜登更表示對談判接近
達成協議感到樂觀，以總理辦公室亦
發聲明，對達成釋放人質協議的可能
性表示審慎樂觀。不過哈馬斯官員否
認談判取得進展，指聲稱談判接近達
成協議是錯覺，批評斡旋方「販賣幻
想」，又批評內塔尼亞胡是和談主要
阻礙，指他根本不想達成停火，談判
只是拖延時間，以便繼續在加沙進行
種族清洗。
以色列國防部上周六發布以軍在加
沙執行任務的片段，以軍坦克配合部

隊清剿加沙多個疑是哈馬斯成員匿藏
的據點，指行動擊殺多名武裝分子。

巴商一家18口空襲亡
以軍又空襲加沙中部城市代爾巴拉
赫及扎維達，多幢建築物中彈，一名
經營食品批發生意的巴勒斯坦商人，
其一家18口在空襲中死亡，包括11
名年齡介乎2至22歲的子女。而在代
爾巴拉赫一個難民營，大批巴人再次
收拾細軟，逃避以軍空襲，街上到處
都是逃難的人。

美稱加沙停火協議「接近達成」
哈馬斯潑冷水：錯覺

日自民黨總裁選舉陷混戰 逾10人爭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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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國會下議院上周五以319票支持、145票反
對和27票棄權，大比數通過執政聯盟唯一提名

候選人佩通坦出任總理，接替早前被憲法法院裁定
任命閣員做法違憲、遭解職的賽塔。佩通坦周日早
上與獲特赦結束假釋的父親他信擁抱，隨後在為泰
黨總部跪拜泰王肖像，正式接受任命御令。

續研數碼銀包計劃
37歲的佩通坦成為泰國史上最年輕總理，亦是第

二位女總理，也是繼父親他信和姑姐英拉後，他信
家族第三位總理。佩通坦接受御准後致辭，承諾會
以開放態度與國會議員共事，她會兼聽各方意見，
令泰國成為「機遇之國」。至於組閣事宜，佩通坦
表示會在未來一至兩周內宣布內閣成員名單。
《曼谷時報》指出，佩通坦此前從未擔任過任何
公職，她領導的為泰黨自去年大選以來，民調持續
下滑。尤其前總理賽塔主要經濟政策、價值5,000億
泰銖（約1,125億港元）的「數碼銀包計劃」至今仍
未兌現。佩通坦表示，新政府不會放棄數碼銀包計
劃，但會研究並聽取其他建議，確保計劃不會帶來
過多財政負擔。她也表示會延續賽塔的所有政策，
包括打擊毒品氾濫、改善醫保政策、加強數碼基建
等。

強調獨立施政目標
被問及會否向父親尋求執政建議，佩通坦表示，
他信的建議固然重要，但她有自己的施政目標，詳
細的施政規劃會在下月遞交下議院，「我是一個獨
立的人，有我自己的事務和規劃，我希望能夠與所
有人合作，包括我的父親。」
他信亦表示，自己不會在佩通坦的新內閣中擔任
公職，「她可以隨時打電話給我，就任何問題尋求
我的建議，但籌組內閣是總理的責任。」至於是否
擔心女兒與自己和英拉一樣遭遇政變、陷入困境，
他信則表示「這不可能發生」。

香港文匯報訊 泰國前總理他信的幼女、

為泰黨黨魁佩通坦周日（8月18日）獲泰王

哇集拉隆功御准，正式出任泰國總理。佩通

坦致辭時承諾，她會聆聽各方意見，帶領泰

國邁向穩定。外界關注缺乏從政經驗的佩通

坦上任後，需應對泰國政局動盪、經濟疲弱

等挑戰。佩通坦就泰國與中國的雙邊關係

稱，泰中兩國長期保持深厚友好關係。每當

她有機會與中國領導人會晤，總是能受到禮

遇，期待泰國能與中國有更多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發表評論指出，泰國新總
理佩通坦上任後，首要任務是推動泰國經濟復甦，
但預料將面臨一連串政治挑戰。
對於新政府部長職位分配，自豪泰黨黨魁阿努廷
表示，執政聯盟一致認為，每個人都將繼續擔任目
前角色。輿論也普遍認為，由於政權目前仍掌握在
為泰黨領導的執政聯盟手中，此次總理更迭不會對
目前的政策產生太大影響。
一直以來，他信在泰國都是頗具影響力和爭議性

的政治人物之一，他和妹妹英拉都曾出任總理，同
樣因政變下台，隨後長期流亡海外。去年大選後，
為泰黨和保守派政黨達成「和解」，他信結束15年
流亡重返泰國。他信回國當天，賽塔當選總理。泰
國《民族報》認為，賽塔就任總理不到一年就被解
職，成為他信陣營中第4位被憲法法院裁定解職的
泰國總理，這顯示他信陣營與保守派的分歧仍然存
在。

政治不確定性或阻經濟復甦
身為他信的女兒，佩通坦必然會面臨外界對於他

信如何影響她執政的疑問。 《民族報》認為，佩
通坦之前沒有從政經驗，當選總理後將受到很大關
注，承受不少壓力，如何平衡各方利益也是她要面

臨的一大挑戰。
泰國媒體分析，雖然為泰黨在此次總理更迭中安
全過關，但泰國各政治派別紛爭已久、矛盾複雜，
預計未來數年的泰國政壇仍將「雷雨不斷」。
目前泰國經濟受到家庭債務水平高、出口疲弱和
消費低迷的衝擊，政局動盪也使得外國投資者的信
心受打擊。世界銀行7月將泰國今年經濟增長預期
從2.8%下調至2.4%。泰國近期政局不穩也為經濟
帶來負面影響，賽塔遭解職後泰國股市一度大跌。
分析家認為，泰國政治不確定性可能會進一步打
擊商業和消費者信心，延緩泰國經濟復甦的進程。
因此，新總理能否迅速穩定政治局勢並實施有效的
經濟政策，將決定泰國未來經濟走向。

平衡泰各方利益成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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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爾索納羅的支持者在集會上戴馬
斯克面具。 網上圖片

◆加沙拉法的巴人房屋被以軍摧毀。
法新社

◆◆佩通坦在為泰黨總部跪拜泰王肖佩通坦在為泰黨總部跪拜泰王肖
像像，，正式接受任命御令正式接受任命御令。。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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