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特約記者 成小智 多倫多報
道）加拿大安大略省周四（2月27日）省選原本不
受國際關注，但保守黨省長福特憑着打響對抗美國
總統特朗普的名堂，令他創下連續第3次以壓倒性
姿態勝出省選組建多數黨政府的歷史。福特善於把
握特朗普壓逼加拿大的契機，把自己化身為在貿易
戰迫近眉睫下的強大對抗特朗普領袖。
福特是一名機會主義者，既不固守意識形態，也
不帶有黨派色彩。自從總理杜魯多在1月初辭職
後，他看準國會休會以及聯邦執政自由黨要直至3
月初才會選出接替杜魯多的人選，正好給予他「攝
位」良機，即使作為看守總理的杜魯多馬不停蹄抗
衡特朗普，福特仍有空隙在反特朗普聲中以「加拿
大隊長」的「品牌」贏得政治本錢，乘機宣布提前

省選。他成為美國電視新聞的常客，不斷反對特朗
普徵收關稅，但卻隻字不提本身在施政上的缺失。
出身自政治世家的福特最為人熟悉的，莫過於他

率先戴着「加拿大不是用來出售」（Canada Is
Not For Sale）的喼帽受訪或出席公眾場合。政治
公關顧問德洛里表示，福特的「加拿大隊長」品牌
體現了他的領導才能，並指他能夠道出美國狂徵關
稅對安大略省以至整個國家的影響。福特1月宣布
提前省選時表示，對抗特朗普將是未來4年的一場
長期戰鬥，他更在競選期間兩度前往美國首都華盛
頓造勢，試圖游說美國傳媒反對特朗普對加拿大徵
收關稅，把自己定位為加拿大的代言人。
福特是政壇上的「變色龍」，他曾於去年大力支
持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宮，但在特朗普當選後表明對

加拿大徵收高關稅時，他立即轉為譴責特朗普，避
免遭到民眾責罵。安大略省是加拿大最大省份，—
直高度依賴與美國的貿易，形成福特重視與美國的
緊密關係，當遇上特朗普針對加拿大徵重稅時，他
最早作出強硬反應，包括限制對美國供應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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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北京2月28日電 2月28日
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會見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紹
伊古。
習近平指出，中俄是山水相連的友

好鄰邦，更是百煉成鋼的真心朋友。
今年我同普京總統已兩次交流，對中
俄關係發展作出頂層設計，就一系列
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溝通。今年
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蘇聯偉大衛國
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
年，也是聯合國成立80周年。在這

樣一個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的年份，中
俄關係將迎來一系列重要議程。雙方
各層級要保持密切溝通，全面落實我
同普京總統達成的共識，弘揚永久睦
鄰友好、全面戰略協作、互利合作共
贏的新時代中俄關係精神內核，不斷
深化戰略協作和務實合作，助力兩國
共同發展振興。雙方要繼續加強在國
際和地區事務中的協調，充分發揮金
磚國家和上海合作組織作用，鞏固全
球南方團結合作大方向。
紹伊古轉達普京總統對習近平主席

的親切問候，表示普京總統高度珍
視同習近平主席的真摯友誼和密切
聯繫。俄中關係處於前所未有的高
水平，不針對任何第三方。俄中組
合在世界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樹立
了大國關係典範。俄中始終相互信
任、平等對話，兩國戰略合作符合
雙方共同利益。俄方將切實落實兩
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堅定不移
加強對華合作。中方一直積極推動
烏克蘭危機和平解決，俄方對此深
表讚賞。

王毅同紹伊古進行戰略溝通
中新社北京2月28日電 2025年2

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
央外辦主任王毅在北京會見俄羅斯聯
邦安全會議秘書紹伊古。
雙方就烏克蘭危機問題深入交換意

見。紹伊古介紹了俄美接觸最新情況
和俄方立場考慮，表示俄方致力於消除
烏克蘭危機產生的根源，尋求達成永
久、公平、可持續的和平方案。王毅表
示中方將繼續為勸和促談發揮建設性

作用，推動烏克蘭危機的政治解決。
雙方同意適時舉行新一輪中俄戰略

安全磋商。雙方還就亞太、中東、阿
富汗等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
換了意見。

●2月28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俄羅斯聯邦安全
會議秘書紹伊古。 新華社

習近平晤紹伊古「中俄是百煉成鋼真心朋友」

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由於特朗

普政府暫停所謂「對外援助」，導致一

些長期接受美國資助的非牟利組織「挖掘中國商業和社會

趨勢數據」的行動受到影響。報道內文詳細揭露了這些組

織是如何打着「收集數據」的幌子，幹着干涉中國內政、

破壞中國穩定、在國際社會上抹黑中國的勾當，同時揭露

了被稱為「第二中情局」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NED）是如何在幕後支持和操縱這些勾當。儘管NED

的劣行在國際社會早已是人所共知，但被美國主流媒體如

此詳細報道還是第一次，難怪有美國網民看了報道後高呼

「這筆預算刪得對了」。

長久以來，美國很多非牟利組織都親自或透過在中國的

代理人，在中國從事收集各種數據的勾當，這些數據會提

供給美國國會及政府、私人企業，甚至是聯合國等國際機

構，一方面供政府官員或企業高層作為擬定針對中國策略

時的依據，另一方面就用來在國際社會上抹黑中國。

而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道，這些組織絕大部分資金

其實都來自NED或其他美國政府「白手套」的資助，換

言之，這些所謂非牟利組織的數據收集行動，實際上就是

美國政府透過白手套進行的間諜勾當。

在中國和世界各地，NED早已是臭名昭著，中國外交

部早於2022年就曾發布《關於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一

些事實清單》，用大量詳實的資料揭露NED的真面目，

包括策動「顏色革命」、勾結當地政治團體、資助分裂勢

力、炮製虛假信息等。NED的惡行早已引發國際社會不

滿，俄羅斯2015年就將NED列為「不受歡迎組織」，全

面禁止該組織在俄羅斯境內活動，印度也在 2016 年將

NED列入「違規資助非政府組織」的觀察名單。

不過一直以來，美國民眾對於NED的所知都不多，即

使美國個別媒體偶有報道NED的真實面目，但都沒有引

起太大關注，大多數美國民眾自然也對NED在中國從事

的非法勾當不會有太多了解。

因此《華爾街日報》報道一出，不少美國網民都大為驚

訝。在報道底下的評論區，不少美國網民表示此前完全不

知道原來美國政府一直透過 NED 這種白手套在中國搞

事，有評論便直言「這些非政府組織單純就是美國政治宣

傳生產機器」。同時也有評論指出，報道揭露了美國所謂

「對外援助」原來不是用來幫助最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

而是被用來做一些本來應該是中情局或美國商務部負責的

工作，認為叫停「對外援助」是正確決定。

美國長期透過所謂「對外援助」來幹着危害別國主權、

顛覆別國合法政府、扶植親美傀儡勢力的勾當，早已為國

際社會所唾棄，如今美國民眾也終於透過相關報道知道美

國政府和它的白手套的真面目，可說是特朗普政府的一大

「德政」。

伴隨「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等機構被閂
水喉，失去資金來源的非牟利組織接連浮面，其

從事的勾當五花八門。報道描述，一間組織專門收集
「中國公共異議數據」，亦有組織聲稱正在研究所謂
「強迫勞動」。還有組織在追蹤「中國當局壓制言論和
宗教自由的證據」，宣稱這些充斥虛假和抹黑描述的
資料，有助「研究中國經濟健康和社會穩定狀況」。

培訓反華拉美記者
總部位於華盛頓的非牟利組織「自由之家」抱怨，
該組織被迫暫停「中國輿論異議監測器」運作。這個
監測器2022年啟動，表面是追蹤中國新聞報道和社媒
動向，實則暗中炒作「中國社會動盪不安」的輿論。
位於紐約的「中國勞工觀察組織」，專門研究子虛烏
有的「中國強迫少數民族從事勞動」，以此向美國政
府邀功，為美國當局制裁中企炮製藉口。如今該組織
卻訴苦稱，其今年100萬美元（約778萬港元）預算被
削減90%。

美國政府操縱的非牟利組織還將黑手伸向境外。華
盛頓智庫大西洋理事會抱怨資金斷纜時，披露該組織
一個針對中國的項目已被叫停。這個項目竟是該組織
暗中培訓拉丁美洲國家記者，要求他們「匯報中國在
拉丁美洲地區的影響力行動」。

資料添油加醋 國會報告引用
報道翻查美國政府資料庫證實，這些非牟利組織確

實常年接受美當局大筆資助，它們添油加醋提供的資
料，則成為美國打壓中國政策的依據。國會眾議院臭
名昭著的「中國委員會」在報告中，多次引用相關組
織的發現。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儘管這些組織自詡工作內容意
義重大，卻在面對傳媒時支支吾吾。有組織成員承
認，他們其實很害怕組織依賴美國資助、為虎作倀的
行為被公之於眾。也有組織稱，他們在中國有大量獨
立記者和活躍人士等代理人，擔憂報道會令代理人身
份曝光。

匯眼天下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大批非牟利組織常年在美政府資助下，設法干涉中國內政。不料總統特朗

普上台後暫停對外援助，大批興風作浪的非牟利組織也失去資金，在《華爾街日報》周四（2月

27日）的報道中紛紛叫苦。報道毫不掩飾稱，這些組織確實旨在「挖掘中國商業和社會趨勢數

據」，美國當局也常年指使相關組織，隨時設法埋下破壞中國社會穩定的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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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揆訪美會特朗普 援烏資金問題現分歧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美方威脅對中國輸美
產品再加徵10%關稅，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
人周五（2月28日）稱，希望美方不要一錯
再錯，盡快回到通過平等對話妥善解決分歧
的正確軌道。
美方周四威脅將於3月4日起以芬太尼為由

對中國輸美產品再加徵10%關稅。 對此，商
務部新聞發言人周五在答記者問時表示，中
方多次表明，單邊關稅違反世貿組織規則，
破壞多邊貿易體制。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發言人表示，中國是世界上禁毒政策最嚴
格、執行最徹底的國家之一，積極與包括美
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開展禁毒國際合作。美方
卻始終無視客觀事實，此前以芬太尼等為由
對中國加徵10%關稅，這次又威脅再次加徵
關稅。這種行為純屬「甩鍋推責」，無益於解
決自身問題，還會加劇美國企業和消費者負
擔，並破壞全球產業鏈穩定。
發言人稱，中方希望美方不要一錯再錯，
盡快回到通過平等對話妥善解決分歧的正確
軌道。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將採取一切
必要反制措施，捍衛自身合法權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亦在當天的例行記者會
上指出，美方借芬太尼問題執意搞關稅施壓
訛詐，一意孤行、恩將仇報，不可能解決自
身關切，只會適得其反，對雙方在禁毒領域
的對話與合作造成嚴重衝擊。施壓、脅迫和
威脅不是同中國打交道的正確方式，相互尊
重是基本前提。中方敦促美方糾正錯誤做
法，回到通過平等磋商解決各自關切的正確
軌道。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特朗普周四（2月 27
日）在白宮會晤到訪的英國首相斯塔默。特朗普表
示，美國與烏克蘭之間的礦產協議，就是基輔對抗
俄羅斯所需的安全保障，特朗普亦拒絕承諾美國會
軍事支持日後要派駐烏克蘭的維和部隊。
據《烏克蘭真理報》周四報道，烏克蘭總理什梅
加爾已授權第一副總理、經濟部長斯維里堅科或外
交部長瑟比加代表烏政府簽署「關於設立烏克蘭重
建投資基金規則與條件的協議」（即美烏礦產協
議）。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周五將訪問美國並同美
國總統特朗普會談。

特朗普與斯塔默圍繞英國等歐洲國家能否收回援
助烏克蘭資金的問題發生分歧，斯塔默公開反駁特
朗普，稱英國對烏援助的一大部分是「饋贈」，不
會收回。
在雙方閉門會談開始前會見記者時，特朗普針對

近日在美俄談判和美烏礦產協議等問題上他與澤連
斯基發生的口角說，兩人彼此「生了一點小氣」，
因為美國也想像歐洲國家那樣從對烏援助中得到點
什麼。特朗普抱怨說，「你知道，他們（歐洲國
家）能透過給（烏克蘭）錢收回他們的錢，我們的
錢卻收不回來」。

斯塔默接過特朗普的話說：「我們也不會全部收
回我們的（援烏資金）。我的意思是，（對烏援助
的）一大部分是饋贈，是送出去的。有一些是貸
款，但事實上主要是饋贈。」

英王兩邀國事訪問 美國第一人
斯塔默訪問白宮時，向特朗普遞上英王查爾斯三
世的信函，邀請他到英國國事訪問，而特朗普亦公開
接受邀請，成美國首位總統兩次獲英國君主邀請國
事訪問英國。特朗普第一次獲邀是在2019年，由當時
仍在世的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邀請。

反特朗普當生招牌「加拿大隊長」連任安省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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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批非牟利組織常年在美政府美國大批非牟利組織常年在美政府
資助下資助下，，設法抹黑中國設法抹黑中國。。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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