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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白宮官員周四（5月29日）
說，以色列已接受美國提出一項60天加沙臨時停
火方案。哈馬斯高級官員當晚發聲明說，哈馬斯
已收到以色列對加沙停火方案的回應，但該回應
沒有考慮巴方要求。

哈馬斯：以方未考慮加沙人民要求
白宮發言人萊維特對媒體表示，以色列已接受

由美國中東問題特使威特科夫和總統特朗普提出
的停火方案，相關討論仍在繼續，希望加沙能停
火。她同時稱，據她所知哈馬斯尚未接受該方

案。
哈馬斯高級官員納伊姆稱，哈馬斯已收到以色

列對威特科夫提議的回應，從本質上看，該回應
意味着以方延續佔領，並繼續其殺戮和飢餓政
策，以方的回應沒有考慮加沙人民的任何要求，
其中最重要的要求是停止衝突和饑荒。儘管如
此，考慮到加沙人民正遭受戰爭，哈馬斯領導層
正以負責任態度研究如何回應該提議。
美媒援引美以兩國消息人士稱，該方案包括60

天停火、哈馬斯釋放10名被扣押人員，以及送回
18名被扣押人員的遺體等內容。

美稱以接受60天加沙臨時停火方案

●最新方案包括60天停火及哈馬斯釋放10名被扣
押人員等。 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Axios新聞網站引述
消息人士透露，白宮副幕僚長米勒及國土安
全部長諾姆上周開會時，要求移民和海關執
法局（ICE）人員必須達到每天拘捕3,000
名非法移民的目標，即一年要拘捕超過100
萬人。
報道稱，米勒與諾姆開出的新目標，是特
朗普再次上台初期每日被捕人數的三倍，顯
示主管移民政策的政府部門全力落實大規模
遣返計劃。然而移民機關面臨壓力增加，因
特朗普上台4個月以來，美墨邊境非法入境
人數已驟減，如今移民局人員必須在並非邊
境地帶的全國各地社區，擴大拘捕行動。
消息人士說，長期以來擔任特朗普移民政
策顧問的米勒，早前在ICE華盛頓總部開會
時，嚴厲斥責主管官員。米勒要求ICE各地
分局主任及負責拘捕行動的特別人員，要盡
可能提高遣返人數。諾姆在會中也要求增加
拘捕人數，並要ICE高層主管提供反饋意
見。消息人士指出，米勒在會中講話的口氣
與命令，讓與會人員在會議結束後，紛紛覺
得若拘捕人數未能達標，自己飯碗恐將不
保。

紐約洛杉磯等列庇護城市
美國政府周四（5月29日）宣布將30多
個州份的縣市列為庇護城市，當中包括紐約
市、洛杉磯、芝加哥及西雅圖，指控這些管
轄區未遵守聯邦移民法，威脅要撤銷聯邦撥
款並提出起訴。庇護城市限制查問居民的移
民身份，以及限制協助聯邦官員執行移民
法，令政府更難拘捕在美國的非法移民。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特朗普周四（5月29日）
召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兩人在白宮進行特朗普
重返白宮後的首次面談。特朗普稱鮑威爾不減息
是一個「錯誤」，令美國在經濟上處於劣勢。鮑
威爾則回應稱聯儲局的決定是客觀的，不帶有任
何政治考量。
《紐約時報》報道，此次兩人會面是應特朗普

要求安排，兩人上次會面是2019年11月。根據聯
儲局在會後發表的聲明，鮑威爾和特朗普討論了
經濟增長、就業和通脹等問題，但並未討論聯儲
局之後可能會採取的貨幣政策。聲明強調，鮑威
爾表示政策路徑將完全取決於即將發布的經濟信
息，以及這些信息反映的經濟前景，聯儲局將按
照法律要求制訂貨幣政策，最大限度支持就業和

物價穩定，並將只會基於謹慎、客觀和非政治性
分析，作出這些決定。
白宮發言人萊維特回應稱，白宮及總統已看到

聯儲局的聲明，並認為其內容屬實。但她補充
說，特朗普確實說他認為鮑威爾未減息是個錯
誤，令美國在與其他國家的經濟競爭中處於劣
勢。
聯儲局於5月7日的最近一次貨幣政策會議中，

宣布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維持在4.25厘至4.5厘區
間不變，並表示局方未來數月都可能會將利率維
持在這水平。
此外，聯儲局周三公布的5月會議紀要顯示，關
稅和政策不穩定可能會加劇美國經濟前景的不確
定性，提高失業和通脹上升的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有黑
客入侵白宮幕僚長威爾斯的手機，使用人工智能
（AI）模仿威爾斯的聲音，致電參議員、州長和
商界高級行政人員。聯邦調查局（FBI）正調查事
件。
知情人士透露，近數周以來，多名參議員、州

長、頂級商界高管及其他知名人士，均收到一名
自稱威爾斯的人發來的短訊和來電。一名或多名
身份不明人士疑入侵威爾斯的私人手機，利用她
的通訊錄文件與其他高級官員取得聯繫，並自稱
是威爾斯本人。一些收件人覺得可疑，因短訊和

電話來自未知號碼，冒充者詢問是否可在另一平
台例如Telegram上繼續對話。在其中一個案件
裏，冒充者曾要求現金轉賬。
消息人士稱，威爾斯曾告訴同事，她的手機受

到黑客入侵，涉及其私人手機，而非政府配備的
手機。 白宮發言人對此表示，白宮非常重視所有
工作人員的網絡安全，事件仍在調查中。
FBI局長帕特爾發聲明稱，「FBI極重視針對總
統、其工作人員和我們的網絡安全的所有威脅，
保障我們政府官員安全通訊以完成總統使命的能
力，是首要任務。」

黑客入侵白宮幕僚長手機 AI扮聲致電政商要求轉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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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晤鮑威爾 直指不減息是「錯誤」

約3萬人出席當天的畢業禮。許多畢業生在衣服上
佩戴白花，以表達對國際學生群體的聲援。來自

中國的哈佛肯尼迪學院碩士畢業生江玉蓉在演講中，
呼籲哈佛應堅守多元化與國際化。在中國青島長大的
她回憶說，她自幼相信「這世界正在變成一個地球
村」，她也在哈佛找到全球社區共同體，但她擔心這
種世界觀正日益受到威脅。

校長致詞獲全場起立鼓掌
江玉蓉讚揚肯尼迪學院的國際多元化，該學院近
60%學生來自海外。她呼籲同儕，儘管今日美國充斥
「分裂、恐懼和衝突」，但大家仍應保持同理心。
另一名發表畢業演說的學生雷曼說，「在我們離開
時，哈佛校園已與我們入學時截然不同，哈佛正處於
全國高等教育鬥爭核心。我們的學校當然不完美，但
今天我很自豪能與畢業生、教職員工和校長站在一
起，共同堅信持續進行中的『真理工程』值得捍
衛。」
致辭的學生代表斯卡利則直接提及特朗普的政策，
表示「無論是強權或君主，都無法改變也無法否認這
個事實──多元是我們的力量」。
哈佛大學校長加伯在致詞時，並未直接談到特朗普
政府的威脅，但他提及哈佛的全球影響力，指這「正

是哈佛應有的樣子」，獲得全場起立報以熱烈掌聲。

憂政府拖延學生簽證審批
美國國土安全部上周四宣布禁止哈佛招收國際學

生，哈佛翌日起訴特朗普政府，表示這政策「公然違
憲」，獲伯勒斯發布臨時限制令，並安排周四舉行聆
訊，以聽取進一步辯論。在聆訊前不久，特朗普政府
向法院提交信函稱，不再試圖立即執行取消哈佛招收
國際生資格的決定，而是將寬限30天，要求哈佛在此
期間提供證據，說明為何政府不應兌現取消其招收國
際生資格的禁令。
伯勒斯在聆訊上表示，該信函不足以讓她相信特朗

普政府在此期間不會採取其他行動，例如拖延哈佛學
生的簽證審批。她認為政府提出的暫緩期，並未消除
法院發布禁令的必要性，因此決定無限期延長先前發
布的臨時限制令，要求在案件推進期間維持現狀，並
指示雙方律師就暫停撤銷學生簽證展開談判。伯勒斯
對特朗普政府律師說，「我不認為臨時禁制令需過於
嚴苛，我希望確保一切維持原狀。」
康奈爾大學退休移民法教授洛爾稱，這項禁令將預

示着對哈佛有利的最終判決，但他指出特朗普政府肯
定會上訴並拖延此事，而政府採取的整體立場，可能
會繼續阻止學生留在美國。

美法官護航哈佛國際生
無限期延長臨時禁制令
指特朗普暫緩措施「不可信」中國畢業生籲堅守多元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

等媒體報道，美國聯邦地區法官伯勒斯周四

（5月29日）表示，將「無限期」延長哈佛

大學獲頒的臨時禁制令，阻止總統特朗普政

府禁哈佛招收外國學生政策的命令，允許哈

佛繼續招收持簽證的國際學生。哈佛同日舉

行畢業典禮，多名畢業的國際學生發言時呼

籲校方堅定立場，挺身面對特朗普政府的攻

擊，維持學生群體多元化與國際化。

香港文匯報訊 在美國政府與哈佛大學交鋒
之際，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報道，麻省理
工學院（MIT）在經歷18個月的內部評估後，
於上周關閉其「多元、平等與包容（DEI）辦
公室」。
報道稱，MIT已解散名為「校園社群與平
等辦公室」的部門，並撤銷負責領導該部門
的「平等與包容副校長」一職。該辦公室曾
於官網上自述其任務為「維護並串聯MIT的
核心價值」。
MIT校長康布魯斯在寫給全校的聲明中宣
布此決定，表示「MIT是一間以人才為本的
學府，我們的成功仰賴於吸引來自全美乃至
全球各地的傑出人才，並確保每個人在這裏
都能感覺受到歡迎與支持，進而發揮能力並

成長茁壯」。
特朗普政府3月對包括MIT在內的逾50間

大學展開調查，檢視其研究所招生是否涉及
種族篩選。其中一個焦點是MIT與非牟利組
織PhD Project的合作計劃，該組織旨在協助
來自弱勢族群的學生攻讀商業博士學位，以
促進企業界多元化。教育部指控該計劃對參
與者的資格設限，有違反種族平等原則之
嫌。
康布魯斯是2023年底國會聽證上被傳召質
詢的3間大學校長之一，起因是自2023年10
月7日哈馬斯攻擊以色列後，美國校園內反猶
太主義騷擾和恐嚇行為增加。當時與她一同
接受質詢的賓夕法尼亞大學校長馬季爾和哈
佛大學校長蓋伊均已辭職。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特朗普重返白宮後，對國
際學生尤其中國學生的審查日益收緊。《華爾街日
報》指出，針對中國學生的行動將令美國各地大學面
臨財政收入和人才儲備的雙重打擊。
在經歷2008年金融海嘯後，美國大學財政緊張，故

此加大招收中國學生的力度，因來自中國的本科生通
常支付全額學費，是大學一項重要收入來源。《華爾
街日報》指出，美國有四分之一的國際學生來自中
國，在美國頂尖大學中這一比例尤其高，且他們畢業
後往往在美國的科學和工程領域擔任關鍵職位。不
過，許多中國學生近年已轉向其他國家，根據新東方
教育科技集團的報告，英國在過去6年是最受中國學
生歡迎的留學目的地。

STEM畢業生留美比率高
中國曾長期位列美國大學外國留學生的第一大來源
地，雖然印度的國際生數量現時超過了中國，但中國
仍是最大的本科留學生來源地，這代表中國依然是美

國教育相關服務的「最大客戶」。在2023年，中國留
學生的相關支出達143億美元（約1,121億港元），比
印度留學生的118億美元（約926億港元）高出21%，
更是另一赴美留學大國韓國相關支出的逾六倍。《華
爾街日報》還指出，教育相關服務在2023年佔美國對
全球服務出口的5%，佔美國對華服務出口的31%。
此外，在美國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

項目排名前15的大學中，除一間大學外，中國學生均
為最大的外國學生群體，並在其中6間大學中比例接
近一半。在2017年至2019年間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
STEM畢業生中，有83%的人仍在美國，遠高於平均
水平。《華爾街日報》還引述研究指出，暫停向外國
人發放簽證，會損害美國的創新能力。在1920年代，
美國國會曾引入針對特定國家的配額制度，導致進入
美國的移民數量減少80%以上。但紐約大學教授2020
年發表的研究顯示，此舉導致來到美國的外國科學家
數量減少，造成發明創造急劇下降，且影響一直持續
至1960年代。

美政府針對中國學生行動 重挫大學收入人才儲備
麻省理工關閉多元平等辦公室

●新目標是特朗普上台初期每日被捕人數的
三倍，執法人員壓力大增。 路透社

●特朗普（左）在首個總統任期曾與鮑威爾會面。
資料圖片

●威爾斯（左）稱私人手機被黑客入侵。 資料圖片

●●哈佛畢業生的四方帽上展示哈佛畢業生的四方帽上展示
支持國際學生的字句支持國際學生的字句。。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