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度障礙

● 美國總統選舉採取「贏者全取」制度，對第三政黨並不友善。
有學者表示美國缺乏多黨制或讓第三政黨運作條件，政黨必須贏
得多數才能有所作為。

● 新政黨要在各州有聯邦候選人，須遵守各州獲取選票的不同規
定。各州與聯邦選舉委員會對新政黨註冊有不同要求，也有自己
門檻，例如居住條件、選民聯署等。

民意有限

● 美國兩黨體制之外的政黨長期存在，但在全國層面吸引力有
限。上次有非共和或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贏得選舉人票已是1968
年，當時獨立黨候選人華萊士贏得南方5州的選舉人票。

規模與策略

● 新政黨要投入明年中期選舉，需聚焦關鍵選區，左右國會整
體，但馬斯克尚未點名具體目標選區。

● 有學者認為，馬斯克反對「大而美」法案立場，不足以構成一
套長期政黨戰略。加上他旗下企業與聯邦政府簽訂大量合約，或
削弱其訴求力量。

潛在分歧

● 新政黨政綱構想類似「中間派」主張，但學者對馬斯克能否組
成具凝聚力的群體存疑。即使民眾對現有政黨失望，但不代表馬
斯克擁有真正基本盤。

政治盟友

● 馬斯克退出聯邦政府、與特朗普及國會共和黨人決裂，在共和
黨內的影響力正在減弱。儘管他財力雄厚，但建立新政黨需「瞓
身選民」，不是錢能買到。

馬斯克耐性

● 學者懷疑馬斯克能否忍受讓候選人取得選舉資格的繁瑣程序、
且最終仍會落選的現實。馬斯克篩選候選人的方法存疑，若他讓
太多人參選，最後或讓自己難堪。

20252025年年77月月77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5年7月7日（星期一）

2025年7月7日（星期一）

●責任編輯：俞康敏國 際 新 聞A19

歡迎反饋。國際新聞部電郵：wwpinternational@tkww.com.hk

香港文匯報訊 馬斯克宣布成立「美國黨」引起各界討論。在他
正式作出宣布前，有民調顯示40%美國人支持馬斯克建立新政黨，
其中男性共和黨受訪者最踴躍，支持度達到約56%。
數據分析公司Quantus Insights於上周四（7月3日）公布的民調結
果顯示，40%受訪者考慮支持馬斯克成立「美國黨」，38%受訪者表
示不太可能支持，另有22%受訪者表示不確定。男性共和黨受訪者
最踴躍支持建立第三黨的倡議，其中22.5%的人表示「非常可能」支
持，約33.8%人表示「可能」支持；相反，男性民主黨受訪者最不支
持這倡議，其中36.1%稱「決不可能」支持，約18.4%表示「不可
能」支持。
不過Quantus Insights提到，「建立第三黨」這一想法通常在民調
中表現良好，因此「40%受訪者支持」的結果可能會比實際支持
高。

民調：40%美國人支持新政黨

香港文匯報訊 以色列總理辦公
室上周六（7月5日）晚發聲明稱，
決定周日派代表團前往卡塔爾首都
多哈，與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
就加沙停火進行間接談判。哈馬斯
曾於上周五表示，已準備好立即展
開談判。

「雙方有合作空間」
據《以色列時報》報道，以總理

辦公室的聲明稱，已收到哈馬斯對
加沙停火提案的回應和修改意見，
這些意見對以色列而言「無法接
受」。但以方評估局勢後，仍同意
接受停火談判的邀請，決定周日派

代表團前往多哈，在停火提案的基
礎上進行間接談判。
參與調解的消息人士透露，哈馬
斯方面提出3項修改意見，包括在停
火協議中明確指出，永久停火談判
將繼續進行直至達成最終協議；全
面恢復由聯合國主導的加沙援助機
制；以色列國防軍撤回到3月份停火
協議破裂前的陣地。 以色列高級官
員稱，由於來自調解方卡塔爾和美
國的壓力，哈馬斯已就停火條件放
寬要求，「雙方有合作空間」。
以總理內塔尼亞胡周日啟程赴美國
首都華盛頓，將於周一與美國總統特
朗普會晤。兩國媒體稱，以色列和美

國對伊朗的襲擊及加沙停火協議，料
將成為兩人會談的重點議題。
另據巴勒斯坦通訊社報道，以軍
上周六襲擊加沙多地，造成至少62
名巴人死亡。在加沙南部拉法地區
一處援助物資分發點附近，以軍襲
擊造成至少9死、逾40傷。

以派團赴卡塔爾 與哈馬斯重啟停火談判

香港文匯報訊 伊朗國營電視台
播出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上周六（7月
5日）晚出席宗教活動的片段，是他
自以色列和伊朗上月爆發為期12日
的衝突以來，首次公開露面。
哈梅內伊到位於首都德黑蘭的一
座清真寺，出席伊斯蘭教聖日阿舒
拉節的儀式。他向信徒致意並接受
群眾歡呼，多名官員亦有出席，現
場保安嚴密。

以色列6月13日凌晨對伊朗發動
大規模襲擊，雙方隨後持續空戰12
天。衝突期間，以色列多次發出針
對哈梅內伊的人身威脅。有報道指
出哈梅內伊在此期間一直處於安全
地點。哈梅內伊曾在衝突期間發表
全國講話，但出於安全考慮，講話
為預先錄製。他當時表明，儘管美
國總統特朗普敦促伊朗投降，伊朗
仍不會屈服。

哈梅內伊出席宗教活動 伊以衝突後首露面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得州克爾縣的洪災，已增至至少59人死亡，其中
包括15名兒童。當局仍在全力搜尋失蹤者，當中包括27名參加夏令營期
間被洪水捲走的女童。得州州長阿博特宣布當地進入災難狀態。

夏令營女童仍失蹤
該營地位於瓜達盧佩河旁，在暴雨後遭洪水重創，許多營帳與建築物被沖

毀，多名女童失蹤。洪水退卻後，營地滿目瘡痍，河床上有多架損毀車輛。
得州緊急事務管理局局長奇德表示，當局正動用船艇、地面及空中搜救
隊伍，全線搜尋瓜達盧佩河沿岸，截至上周六（7月5日）下午，已有約
850人獲救或成功撤離。當局仍未掌握失蹤總人數，並呼籲受災地區居民與
遊客報平安。據報一名女子在洪水中漂流數小時後爬在樹上，最終獲救。
阿博特指出，州政府將動用一切資源搜救，直至尋獲所有失蹤人士為
止，他又簽署災難狀態令。「災難狀態令將確保所有縣，稍後或有更多縣
需要加入，將獲得得州所能提供的一切資源，且是無限量支援。」阿博特
又稱，國土安全部與內政部已承諾參與搜救及提供一切所需資源。美國總
統特朗普稱，會跟同屬共和黨的阿博特一同應對災情。國土安全部長諾姆
則表示將前往營地視察。
得州官員指責國家氣象局（NWS）未有就大量急降雨作出預警，有美

媒早前曾報道，人手本已不足的NWS，今年被政府效率部（DOGE）削
減預算和人手，已被裁減約600名員工，在氣象學家嚴重短缺的情況下，
只能提供「品質降級」的預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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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於上周五美國國慶日，簽署「大而美」法案生效。在法案
於國會艱難闖關時，馬斯克多次批評法案瘋狂且有破壞性，尤

其不滿法案大幅推高聯邦財赤。馬斯克上周六在自家社媒X上，宣
布成立美國黨參加明年中期選舉，「今天美國黨成立了，為了將自
由還給你們。」

聚焦兩院搖擺席位
馬斯克較早前披露，美國黨初期聚焦約兩、三個參議院席位，以

及8至10個眾議院選區，試圖透過這些競爭激烈的搖擺席位，成為
國會的決定性力量。馬斯克認為現時國會兩院席位分布接近，這種
精準策略可以影響重大立法，真正代表民意。
被問及為何對特朗普由愛轉恨時，馬斯克直言，「特朗普將（前
總統）拜登時期已處於瘋狂水平的2萬億美元（約15.7萬億港元）財
赤，擴大到2.5萬億美元（約19.6萬億港元），這將令國家破產。」
他也強調，自己會力撐那些反對該法案的共和黨議員。有網民問
到，美國黨會否「減少財赤、用人工智能（AI）或機械人對軍隊進
行現代化改造、支持科技發展、減少對包括能源在內領域的監
管」，馬斯克表示認同。
《華爾街日報》指出，馬斯克及其顧問尚未向聯邦選舉委員會遞
交註冊文件。不過聯邦選舉委員會規定，除非新政黨的籌款或開支
超出特定門檻，否則無需向委員會正式註冊。憑藉馬斯克的財力，
新政黨也不會受資金短缺制約。在馬斯克的社會影響力下，美國黨
可嘗試充當攪局者，在選情膠着的搖擺選區，甚至可能影響席位最
終花落誰家。

共和黨人憂分散選戰資源
美媒《國會山報》報道，部分共和黨人認為馬斯克的威脅若成
真，或在中期選舉選情對共和黨不利之際，再分散共和黨的選戰資
源。共和黨長期金主比恩表示，他承認馬斯克對「大而美」法案的
看法有道理，但他更擔心美國黨的出現，會迫使共和黨將資金和人
力分散在各大選區，「我希望馬斯克不要這樣做，初選階段的爭執
通常沒用，只會加強對手的力量。」
也有共和黨人稱，特朗普在共和黨內影響力巨大，黨內會齊心協

力打擊阻礙特朗普議程的頑固分子，他們即使有馬斯克撐腰也無法
勝選。共和黨大金主萊文稱，除非馬斯克能找到一批真正有號召力
的候選人為美國黨背書，否則他將毫無勝算。

宣稱「還人民自由」 攪局搶兩黨選票

馬斯克創「美國黨」劍指明年中期選舉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富豪馬斯克上周六（7月5日）兌現

諾言，宣布成立「美國黨」（The America Party），藉此

反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的「大而美」減稅法案。馬斯克

宣稱成立新黨派旨在還人民自由，針對支持法案的共和黨

議員發起中期選舉初選狙擊。《華爾街日報》等美媒分

析，馬斯克將美國黨的策略集中在少數搖擺選區的關鍵席

位，試圖攪局搶走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選票。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成小智 多倫多報道）加拿大總理卡
尼極力爭取在7月21日前，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達成貿易協議，但
特朗普上周五（7月4日）簽署旨在扼殺美國未來清潔能源發展計
劃的「大而美」法案，標誌着美、加兩國在應對氣候危機方面朝
着同一方向前進的協作關係告終，直接對加拿大的環保和能源政
策產生影響。

危及加建造業175萬職位
特朗普力推的「大而美」法案，涵蓋大幅削減發展清潔能源基

礎設施建設及取消電動車免稅方案，將會阻礙北美洲未來10年的
環保和能源發展。卑詩大學氣候和能源政策教授霍伯格表示，
「大而美」法案打斷了美加在加強氣候政策和清潔能源轉型方面
所取得的進程。能源專家指出，美國前總統拜登在任內通過的環
保免稅項目於今年終止，將會造成嚴重後果，可能導致美國建造
業失去超過100萬個職位。加拿大建造業亦因此受到拖累，將會
危及175萬個建造業職位。
環保能源分析師表示，北美洲有大量預期在未來1年動工的太
陽能和風能項目，將會因「大而美」法案而無法動工。他們批評
特朗普一面倒支持石油、煤炭和天然氣產業，最終可能導致美國
氣候危機惡化。「大而美」法案取消新電動車及二手電動車購買
者的免稅優惠，不但抑制美國人購買電動車的意欲，還影響加拿
大車商減少生產電動車。加拿大全球事務研究所副所長卡爾南表
示，美國取消購買電動車免稅待遇，對加拿大構建一體化電動汽
車供應鏈的構想不利。
卡尼推動加拿大成為「能源超級大國」，但與特朗普不同的是，

卡尼政府對建造能源基礎設施採取「全面」發展的方針，而非美國
僅僅關注化石燃料。根據加拿大新通過的「國家建設項目」，聯邦
政府決定同時推進傳統能源、環保能源和再生能源發展項目，將會
吸引來自外國的投資，尤其是力推環保意念的外資人工智能公司，
對加拿大擁有豐厚的水力發電資源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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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是加拿大的重要水力發電資源。 成小智攝

「美國黨」面臨6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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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克宣布成立「美國黨」參加明年中期選
舉。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