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4 國際新聞 ■責任編輯：孔惠萍 ■版面設計：黃力敬 2014年11月21日（星期五）

伊朗核問題達成全面協議的期限下周一屆滿，目前各國正
在奧地利維也納進行最後一輪談判，但雙方均沒讓步跡象，
英美均不表樂觀，令伊朗核危機重燃的風險加劇。美國國務卿
克里強調，達成協議的責任在伊朗，伊朗必須讓步，向全世界
證明有意推進和平。伊朗總統魯哈尼則指出，若美國等參與談判
的6個國家不提出「過分要求」，仍可能達成協議。
去年11月，伊朗與美國、英國、法國、中國、俄羅斯及德國在

日內瓦達成臨時協議，伊朗由今年1月20日至7月20日暫停部分敏
感的核計劃，包括銷毀濃度20%、足以製造核武的濃縮鈾，以及暫
停興建位於阿拉克的重水反應堆，換取西方撤銷部分經濟制裁，6
國及伊朗其間繼續尋找解決核問題方案，不過雙方就其他關鍵議
題，如限制伊朗濃縮鈾計劃、解除對伊制裁時間等存有分歧，令談
判限期延至本月24日。

克里：無意延期
美國副國安顧問布林肯表示，協議很難達成，但並非沒可
能，「視乎伊朗是否願意採取必須步伐，說服美國及其他5國
相信伊朗核計劃純屬和平目的。」英國外相夏文達不感樂
觀，但表示若有足夠進展，或可再次延期，令談判不致破
裂。不過，克里昨在巴黎啟程往維也納前表示，與會國
家未有討論延長限期。

美國武器管制協會分析師達文波特表示，雙方其
實有意達成協議，目前仍有足夠時間，關鍵是雙
方是否願意讓步，令談判更具彈性。歐洲對外
關係委員會則認為，若全面協議無法達
成，或會達成諒解備忘錄，為具體細

節敲定時間。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

社/《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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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事前未有公開有關
政策細節，不過華府官員透

露，估計美國境內將有多達500萬非法移
民受惠，包括一些子女是美國公民或合法居民的非

法移民，他們將獲准暫時留在美國，毋須即時遣返，並可合法
工作，但不會得到醫療或食物券等聯邦福利。外界普遍預料奧巴馬今次政
策不會觸及有關取得公民資格方面，以免引起保守派太大反彈。

共和黨商停運彈劾報復
奧巴馬較早前發表錄影講話，形容美國社會同意移民制度有缺陷，華府卻長時間任由問
題惡化，但強調仍會繼續與國會合作，希望找出一個兩黨同意、可以解決整個問題的綜合方
案。他會在發表電視講話後，前往拉斯維加斯出席活動，屆時將簽署有關行政命令。
共和黨猛烈批評奧巴馬單方面行動，眾議院議長博納直斥奧巴馬的越權行為猶如「皇

帝」，警告此舉將摧毀奧巴馬與國會在多項不同議題上的合作機會。共和黨內部對如何應對
此事出現分歧，過去一周積極嘗試凝聚共識，部分保守派黨員提出再次要脅迫使聯邦政府停
運，據報一名眾議員更考慮對奧巴馬提出彈劾。
民主黨多名資深黨員則輪流為奧巴馬辯護，稱共和黨對移民問題無所作為，才迫使奧

巴馬行動。不過一些來自較保守州份的民主黨議員，亦對奧巴馬單方面行動提出質疑，
認為由國會領導立法更為理想，擔憂華府未來黨爭會進一步惡化。

移民問題分歧 近半國民表反對
美國非法移民問題存在已久，但社會對如何處理存在分歧。《華爾街日報》與美

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聯合民調顯示，48%受訪者反對奧巴馬單方面行動，支持的佔
38%。 ■美聯社/法新社/《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

美國共和黨在本月初

的中期選舉重奪國會控制

權，令民主黨籍的奧巴馬淪為「跛

腳鴨」總統，但他強調不會就此屈服，更

會不惜動用行政命令，繞過國會施政。奧巴馬

定於美東時間昨晚8時(香港時間今早9時)發表電視講話，

運用總統權力，單方面改革移民制度。此舉招來共和

黨猛烈抨擊，直斥奧巴馬猶如

「皇帝」，民主黨亦擔

憂此舉只會令黨爭

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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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皮尤研究中心數字顯示，去年3月美國境內約有1,130萬名非法移
民，佔勞動人口5.1%。最高峰時期是2007年，人數達1,220萬，佔當時全
國總人口4%。據估計，全美約7%中小學生的父母，最少1人為非法移民，
這些學生有79%是在美國出生。

墨西哥人佔最多
鄰國墨西哥是美國非法移民的主要來源，2012年有590萬人，佔總數超

過一半。加州、得州、佛羅里達州、紐約州、新澤西州和伊利諾伊州的非

法移民人數，佔全國總數6成。內華達州8%人口估計是非法移民。
美國社會對非法移民問題看法分歧，有人認為寬容對待是美國立國精
神；有人則稱非法入境在先，奧巴馬特赦即是違法。美國的非法移民中，
一半已在美居住達到或超過13年。
奧巴馬在2012年宣布「特赦」措施，向合資格年輕非法移民發出工作許

可，部分條件包括當時未年滿31歲、16歲前抵美、在美住滿5年、沒犯罪
紀錄、取得大學文憑或同等學歷等，估計有120萬人合資格。

■法新社/皮尤研究中心

烏克蘭時任總統亞努科維奇去年11月
中斷與歐盟的合作協議談判，觸發首都基
輔爆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成為扣動一連
串連鎖事件、觸發烏克蘭危機的扳機。今
天是示威一周年，基輔從
全國各地抽調警力
加強保安。
烏總統波羅申科上周簽
署法令，宣布全國今天將慶祝
「尊嚴與自由日」。基輔市長辦公
室表示，預計將有反對基輔政府政策的
志願軍團前來遊行，當局會加
強保安。警方會設置路障，

截查車輛。

貪腐仍嚴重 臨債務違約危機
反政府示威者由最初佔領獨立廣場和
靜坐，演變成與警方連串血腥衝突，
造成多人死傷。有曾經參與去年
11月21日示威的市民稱，
從沒想過當晚會成為改
變國家命運的分水嶺，
又稱不為此後悔，如
果讓他們再選擇一次
還會再去。不過他
們也承認，一年前

希望消滅的貪腐現象至今依然嚴重。
烏克蘭局勢過去一年劇烈動盪，更嚴

重衝擊經濟。以美元計價、2017年7月到
期的烏克蘭國債孳債率上周三飆升至破紀
錄的17.95厘，差不多是其他新興市場平

均借貸成本的4倍。
有分析認為，

烏克蘭在
未來 5 年

出現債務違約
的 機 會 高 達

60%。■法新社/塔斯
社/BuzzFeed網站

美國一名可疑男子前日走到白
宮外圍東面，主動向密勤局保安
人員稱，艾奧瓦州有人指示他將
一架車輛駛向白宮。他其後帶領
保安人員到國家廣場停泊車輛的
位置，讓他們搜查車輛，結果搜
出一支獵槍、數十發子彈和一把

6吋長的刀。該男子其後被警方
以非法藏有未登記槍械罪名拘
捕，據悉他名為凱費姆，41歲，
來自艾奧瓦州。
白宮近日接連發生保安事

故，密勤局被質疑未能有效保
護總統及其家人。今年9月一

名持刀退伍軍人翻過圍牆，闖
入白宮建築物深處才被特工截
停。國土安全部檢討報告稱，
當時值班保安以為前門草叢可
阻擋入侵，同時亦驚訝大樓大
門未有鎖上，令入侵者如入無
人之境。 ■美聯社/路透社

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昨日凌晨發生
槍擊案，一名槍手闖入校內24小時開放
的圖書館開槍，造成至少3人受傷。槍
手其後向趕至的警員開槍，警方還火擊
斃他，犯案動機未明。
事發於當地時間約凌晨1時，一名當
時身處圖書館的研究生稱聽到槍聲後，
圖書館1樓整層在幾秒鐘之內陷入混
亂，情況嚇人。當時身處宿舍的一年級
生埃爾南德斯稱聽到連續槍聲，懷疑槍
手使用自動步槍，另有人稱聽到至少4
響槍聲。警方其後封鎖現場，學生要留
在圖書館或宿舍，到大約凌晨3時解
封。

■《今日美國報》/法新社/美聯社

美國總統奧巴馬即將公布的移
民政策改革方案，預料將以2012
年的「年輕來美延遲行動」(DA-
CA)計劃為基礎，當時他向合資格
年輕非法移民批出居留和工作許
可，這些人被稱為「追夢者」
(dreamer)。外界預料，今次措施
可能會擴闊至一些此前因超齡等
不符合資格的人，但預料「追夢
者」的父母仍然不在保障範圍之

內。
厄瓜多爾出生、34歲的邁阿密
居民帕切科2012年因為較規定大
一歲，未能成為首批「追夢
者」，只能看着弟妹受惠。他坦
言當時感到心灰意冷，但現在充
滿希望，深信新措施將能夠惠及
自己。
來自羅馬尼亞、22歲的吉卡在
洛杉磯一所大學讀書，他當年成
為了「追夢者」，生活從此改
變，首次可以用自己的名字購買
手提電話和兼職。不過吉卡的母
親並未符合資格，要繼續做黑市
勞工。

主宰數百萬人命運
奧巴馬的移民改革主宰美國數

百萬非法移民的命運，備受關
注。有移民律師表示，近日不斷
接到詢問電話，大多是問自己是
否合資格。另有非法移民擔心，
此前他們違反遣返令、交通規則
等會否影響資格。■《紐約時
報》/《華爾街日報》

「追夢者」興奮 父母不受惠

非法移民逾千萬 美國社會難題

烏反政府示威一周年 基輔加強保安 男子白宮外被捕 搜出刀槍彈藥

佛州大學爆槍擊3傷

■■警方擊斃槍手後在屍體旁蒐證警方擊斃槍手後在屍體旁蒐證。。美聯社美聯社■■去年示威者由最初佔領獨立廣場去年示威者由最初佔領獨立廣場，，演變成與警方血腥衝突演變成與警方血腥衝突，，造成多人死傷造成多人死傷。。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非法移民在白宮外促請奧巴馬改革移民政策
非法移民在白宮外促請奧巴馬改革移民政策。。美聯社美聯社

準備好放寬準備好放寬

■■美國的非法移美國的非法移
民中墨西哥人佔民中墨西哥人佔
最多最多。。圖為美墨圖為美墨
邊境邊境。。 法新社法新社

■生於厄瓜多爾的帕切科2012年
未合資格成「追夢者」，但深信
今次可受惠。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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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籍參議員民主黨籍參議員里德里德
愁黨爭加劇愁黨爭加劇

美國總統美國總統奧巴馬奧巴馬

設計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