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話你知

20252025年年33月月22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2025年3月2日（星期日）

2025年3月2日（星期日）

●責任編輯：俞康敏國 際 新 聞A18

香港文匯報訊 （特約記者 成小智 多倫多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堅
持從3月4日起對加拿大進口徵收25%關稅產生連鎖反應，愈來愈多加
拿大機構發起抵制美國產品行動。最近，多倫多薄餅餐廳Gram's Pizza
宣布放棄使用美國產品，聲言只會採用本國或從歐洲進口的原料。
Gram's Pizza老闆兼主廚帕爾馬特爾表示，這樣轉變並不容易，而且
推高營運成本，但他認為絕對值得。他無法容忍特朗普欺凌加拿大，
竟敢口出狂言要把加拿大併入美國版圖。他最初轉用加拿大原料時遇
到一些障礙，例如在採購加拿大的低熱量汽水時遇到麻煩，蘑菇等食
材在當地採購的成本也較高。他轉用意大利的罐裝西紅柿和辣味香
腸，而麵粉則由安大略省的穀物製成。Gram's Pizza禁用美國食材可能
會流失一些顧客，但帕爾馬特爾甘願用自己的金錢抗議特朗普，如果
這能鼓勵其他人做同樣舉措，這將會集結一股強大力量。

美國蘋果無人問津
相比之下，加拿大普羅大眾較政府更早決定對美國採取報復措施，
包括抵制美國商品和拒絕前往美國旅遊。安格斯—里德研究所公布的最
新民調顯示，自從特朗普多次發出關稅恐嚇以來，80%的民眾已經增
購國貨。一些雜貨店甚至標明哪些商品是由加拿大生產商製造。安大
略省皇后大學商學院副教授Kenneth Wong對消費者作出如此強烈的自
然反應感到驚訝，並提到他去雜貨店購物時發現本土蘋果已經售罄，
而旁邊的一箱美國蘋果似乎無人問津。他認為特朗普咄咄逼人可能促
使全國各省撤除一些內部貿易障礙，減少加拿大對美國的嚴重依賴。
加拿大各地的咖啡店較早前發起小規模抗議行動，將他們的美式咖
啡易名為Canadiano（加拿大咖啡）。大多數咖啡店老闆傾向保持政
治中立，但重新命名多少顯露出其立場，而且這個趨勢已經流行起
來。

加人抵制美貨愈演愈烈 餐廳轉食材不惜捱貴貨

小米推SU7 Ultra受關注 美媒：「中國蘋果」超越蘋果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科企小米公司周四（2月27日）展示新款
豪華電動汽車SU7 Ultra，引起市場關注。《華爾街日報》與《紐
約時報》報道，常被形容作「中國蘋果公司」的小米公司，做到
蘋果未能實現的目標：成功推出暢銷電動車，衝擊美國車企。報

道認為，小米的成功凸顯中國科企將數碼科技與電動車結合的實
力，顯示中國在電動車供應鏈徹底佔據主導地位。
小米公司的首款電動車SU7問世不到一年，已銷售超過13.5

萬輛，在中國內地市場輪候時間達到半年，公司預計今年汽車產
量可達30萬輛。《華爾街》統計，美國電動車巨擘Tesla從創立
到生產規模達到30萬輛，耗時達10多年。美國成立15年的電
動貨車製造商Rivian，去年的銷售量亦只有約5萬輛。

中國電動車領先優勢擴大
與此同時，美國的福特和通用等車企多數受制於當地電動車電池

成本高昂、充電樁等設備部署不足，先後放緩電動車擴張計劃。蘋
果去年更宣布放棄研發生產電動車，取消了耗資100億美元（約778
億港元）的項目。福特汽車行政總裁法利警告，中國車企在電動車
領域優勢日漸擴大，已對美國車企構成「生存威脅」。
報道指出，中國電動車在全球市場處於起步階段，但多間汽

車製造商正搶佔歐洲和東南亞市場。車主法利去年購買一輛小
米SU7汽車將其運往美國，駕駛約6個月後，他對這輛汽車非

常滿意，「它的表現很優秀，我有些愛不釋手。」

小米手機業務利潤投入生產
《華爾街》指出，小米將數萬人的科研團隊和智能手機業務的

利潤，大規模投入電動車生產中節約成本。《紐時》也稱，小米
深入了解中國內地消費者喜好，將汽車與手機等自家電子設備
有效結合，發揮品牌優勢。
兩間傳媒都強調，小米的成功建立在中國電動車供應鏈完善的基

礎上。專注中國汽車市場的美國商務顧問鄧恩稱，「中國如今作為
汽車製造基地，在生產規模、供
應鏈、材料、監管和競爭
強度方面，可說無
與倫比。」

●●「「特粉特粉」」萊克獲任命為美萊克獲任命為美
國之音的高級顧問國之音的高級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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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在美政府內部鬧矛盾在美政府內部鬧矛盾。。圖為其辦公室圖為其辦公室。。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多倫多市長鄒至蕙讚揚Gram's Pizza全面停
用美國食材。 成小智攝

●加拿大愈來愈多咖啡店以Canadiano取代美
式咖啡。 成小智攝

●●小米工廠小米工廠有近有近700700台機械人合力台機械人合力組裝一輛車組裝一輛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美國國際媒體署
轄下機構「美國之

音」，常年充當美國政府喉舌，系
統性散播不實資訊，試圖利用輿論
抹黑中國等競爭對手國家。香港國
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實施
後，美國之音多次歪曲事實，聲稱
香港國安法會「對香港的法治制度
造成根本性破壞」。
美國之音在美政府資助下，頻頻
釋放「明槍暗箭」。史丹福大學2022
年8月一項研究發現，美國政府暗
中操縱一項疑似「親美影響力運
動」，以數百個「來源國」為美國的
虛假賬號在各間社媒運作近5年，
用多種語言散播虛假資訊，服務美
國外交政策利益。研究團隊追查發
現，這些賬號的訊息來源全是美政
府資助傳媒，當中就有美國之音。
美國之音充當美政府喉舌，甚至
會炮轟盟友。2021年，新西蘭反對
利用「五眼聯盟」這一情報平台，作
為聯署聲明施壓中國的政治工具。
儘管新西蘭是美國盟友，美國之音
仍迅速對新西蘭展開猛烈抨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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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持有《華盛頓郵報》的美國
富豪貝索斯上周三（2月26日）發布指引，要
求該報調整社論版編輯標準，僅歡迎支持「個
人自由與自由市場」的觀點，不刊登其他評
論。《華郵》前執行編輯巴倫強烈抨擊貝索斯
的做法，認為此舉是「背叛言論自由理念」。
巴倫於2012年至2021年擔任《華郵》執行編
輯，他回憶2013年貝索斯收購《華郵》之初，
幾乎不干預社論版運作，支持專欄呈現多元觀
點。如今貝索斯卻似乎「縮沙」，只希望在社
論版刊登保守派的意見，對其他各類觀點噤

聲。巴倫批評稱，貝索斯的指引態度冷漠且
「不民主」，警告內容單一的社論版一定沉
悶，「如果你想要刊登更多保守派觀點，這很
好，但為一類觀點騰出空間，不代表必須禁止
反對它的觀點。」
貝索斯在去年美國總統大選前不久，指示
《華郵》不得為候選人背書，還被指暗中要求
編輯部，避免刊登對時任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
朗普不利的報道。特朗普勝選後，貝索斯也多
次指示傳統立場傾向自由派的《華郵》，刊登
更多保守派相關社論和報道。

限制《華郵》社論觀點 貝索斯被轟背叛言論自由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特朗普將簽署
行政命令，正式確立英語為美國的官方語
言，這將是美國歷史上首次在聯邦層級確
立官方語言，可能會影響使用非英語語言
的外國移民。這一決定引發社會關注，支
持者認為這將促進國家統一，反對者則擔

憂會影響移民群體的權益。
特朗普過去曾多次公開表示，英語應該是
美國的主要語言，並批評不會說英語的無證
移民。在2015年的總統辯論上，特朗普曾批
評前佛羅里達州長杰布布什在競選活動上講
西班牙語，強調這不是講西班牙語的國家。

美首確立英語官方語言 移民恐受衝擊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特朗普揚言周二
（3月4日）起，對所有進口墨西哥商品徵
收25%關稅。《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國國
防部長海格塞斯早前警告墨方官員，如果他
們無法滿足特朗普要求嚴格控制邊境、阻止
非法移民和鴉片類藥物芬太尼湧入，美方不
排除對墨採取軍事行動。墨方官員擔憂美方
的威脅會阻礙雙方的關稅和貿易談判。
報道稱海格塞斯1月31日致電墨西哥官
員，警告墨國政府停止與販毒集團勾結，否則
美軍準備採取「單方面行動」。據報參與通話
的多名墨西哥高級軍官感到震驚且憤怒，認為
海格塞斯是在暗示美軍將進入墨國境內行動。
海格塞斯近日還強調，美方沒有排除任何針對
墨西哥的選項，包括軍事打擊。
墨西哥上周五將29名販毒集團首腦引渡
至美國，墨國總檢察長亞歷格爾茨表示，

是次引渡是應美方要求進行。消息人士
稱，墨西哥高級官員相信美墨雙方可以就
貿易和移民議題達成協議，但雙方若陷入
緊張軍事局勢，情況會更複雜。
美國財長貝森特周五還稱，墨西哥提出
配合美國，向中國徵收關稅，稅率與美國
對中國的措施看齊。貝森特聲稱這一提議
有趣，認為加拿大如果跟隨，可以為北美
建立「貿易堡壘」，呼籲加拿大跟隨。

美促墨嚴控毒品越境 威脅單方面軍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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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7 Ultra原型

●●美國之音多次抹黑香港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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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或引發寒蟬效應 多篇相關報道淡化處理

報道披露，美國全球媒體署周五（2月28日）通知美國
之音最知名記者之一赫爾曼，指他已被安排強制休

假，需等待人事調查。赫爾曼數周前曾在社媒上，引述一間
反貪腐非牟利組織的評論，批評特朗普政府削減美國對外援
助。赫爾曼證實他收到調查通知，當局稱調查是針對他的社
媒活動，「可能損害讀者對美國之音及其新聞業務客觀性和
可信度的看法。」

記者：選內閣標準忠誠第一
美國之音領導層同日還安排人事任命，常駐白宮首席記者維
達庫斯瓦拉被強制調派至其他部門。有3名美國之音員工私下
表示，數篇批評特朗普政府和特朗普本人的文章，最近數月未
能發布，或在刊登前被大幅改動，淡化了批評特朗普的措辭。
報道還質疑，美國之音的內部審查在特朗普勝選後已經啟
動。去年11月大選結束後，赫爾曼接受自家節目專訪，被問
及特朗普內閣官員選拔標準時，他宣稱「我們看到是忠誠排
在第一位，而非經驗」。據報赫爾曼很快便被要求接受美國
全球媒體署調查，承認自己做了「不當投機和分析」。
特朗普早前宣稱，他會任命電視新聞主播出身、競選參議
員落敗的共和黨人萊克領導美國之音。萊克的提名尚未在國
會過關，但她已獲任命為美國全球媒體署和美國之音的高級
顧問。萊克宣稱自己就任後，美國之音的報道不得再有她所
稱的「特朗普妄想症」，即對特朗普不利的內容。

員工指應擁「免死金牌」
特朗普的盟友、富商馬斯克多次表示，作為美政府喉舌的
美國之音和「自由歐洲電台」等傳媒浪費大筆納稅人金錢，
應當全部關閉。有美國之音員工認為，該機構理應擁有「免
死金牌」，享有不受質疑的新聞工作，抱怨他們在承受白宮
和國會共和黨人的嚴厲審查。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全球媒體署的對外廣播系統「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自詡提供「獨

立新聞來源」，然而總統特朗普上台後，這間常年充當美政府對外宣傳喉舌的機構，卻在美政府內

部鬧矛盾。《紐約時報》報道，至少一名美國之音記者因發布批評特朗普的言論，被勒令休假並接

受調查，還有記者抱怨他們批評特朗普政府的報道被淡化處理，認為此舉會引發寒蟬效應。

●●赫爾曼因批評特朗普被安排強制休假赫爾曼因批評特朗普被安排強制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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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之音」內部審查噤聲
記者批特朗普遭停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