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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華裔警淪衝突代罪羊
傳為港移民後代 誤殺黑人罪成恐囚15年

法院上月25日起審理案件，傳召20多名證人上庭，由
12人組成的陪審團討論17小時後一致裁定梁彼得罪

名成立，4月14日判刑。案情指，前年11月20日，入職
不足一年的梁彼得與另一警員蘭多在布魯克林區房屋
後樓梯巡邏，因梯間昏暗拿出佩槍戒備。其間梁彼
得聽到有響聲，手槍同時射出一發子彈，子彈接
觸牆壁後反彈，射中在一層樓下路過的格利，他
胸部中槍身亡。

開槍後與同僚爭執 阻延救人
梁彼得否認控罪，強調手指從沒接觸扳
機，自己是安全使用佩槍，沒料到會走火。
他承認開槍後沒即時報告上司，並與蘭多爭
吵，因為當時不知道子彈射中人，只擔心會
被解僱。他其後尋找彈殼，才發現格利中
槍，立即通過無線電要求支援，但因驚魂未
定，故未有出手急救。蘭多以污點證人身份作
證時，稱梁彼得意外開槍後「爆粗」高呼「發生
什麼事」，當時他們不知道子彈擊中格利，只顧
就何人上報意外開槍一事爭執。
布魯克林區檢察官湯普森指出，梁彼得聽到梯間有
聲響後，沒開燈嘗試弄清事實，卻不當使用佩槍，開槍
後又浪費時間與同僚爭執，令格利無辜死亡。助理檢察官
亞歷克西斯認為，梁彼得身為警務人員，受過專業訓練，
恐懼並非魯莽行動的藉口。他又批評兩名警員找到彈殼並
企圖隱瞞事件。

辯方誓上訴 華人︰不理解裁決
陪審團決定判梁彼得二級誤殺、二級襲擊及瀆職等5項
罪名成立，有陪審團成員坦言今次是「非常艱難」的決
定。梁彼得聞判後表現驚訝，掩面痛哭，辯護律師輕拍其
背安慰，揚言會上訴。前年多名手無寸鐵的黑人遭警員殺

害，觸發全國抗議，華裔團體認為梁彼得是在此背景下的
犧牲品。有華人直言不理解裁決，認為梁彼得並非有意殺
人。紐約市長白思豪則形容事件是悲劇，會尊重陪審團決
定，希望事件告一段落。

■《紐約時報》/《每日郵報》/《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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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警員濫用武

力事件屢次引發爭

議，紐約華裔警員

梁 彼 得 (Peter

Liang， 譯音) 前年

11月執勤時，槍殺

28 歲非裔青年格

利，紐約州高等法

院前晚裁定，梁彼

得過失殺人等五項

罪名成立，最高可判監15年。辯方指出，事件

只是意外走火，不構成罪行，將作出上訴。支持

梁彼得的團體指出，案發時正值黑人青年布朗被

殺後不久，社會反對警暴呼聲高漲，梁彼得只是

淪為布朗案的代罪羊。現年28歲的梁彼得自稱

生於紐約唐人街，據傳其家人是香港移民，梁彼

得亦能說廣東話。

梁彼得開槍經過
晚上11時11分
梁彼得及蘭多進入事發大廈
11時14分
大廈居民洛佩斯透過防盜眼，目睹死者格利的
女友巴特勒身上染血、情緒不安，於是報警
11時17分
梁彼得向洛佩斯詢問大廈位置
11時18分
再次詢問大廈位置
11時19分
梁彼得向警局報告事發地點

11時20分
報告「意外開槍」

■《紐約郵報》

紐約警察執勤期間誤殺個案相當罕見，被
定罪者更少之又少，前日梁彼得被判誤殺
罪成，多個警察團體表明不認同裁決。紐
約巡警工會對裁決表示失望，形容警員要
為一宗悲劇負上刑責，只會對全市警員
產生寒蟬效應，無助維持治安；警佐協
會則認為問題核心是紐約警察需於保安
及設備欠佳的大廈巡邏，促警方修改
有關政策。

公屋盲點多 巡樓困難危險
紐約設有逾300幢公營房屋，警

方為此設立部門，安排2,350名警員逐層巡
邏。由於公營房屋環境惡劣，梯間常有人吸毒
及飲酒，加上轉角位置盲點多，當局授權警員
取出佩槍巡邏，應付突發事件，梁彼得正是在
這情況下意外開槍。
兩名警員上周在布朗克斯區一幢公屋執勤

時，要求23歲青年查維斯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查維斯開槍擊傷兩名警員後吞槍自殺，令外界
再次關注巡邏樓宇的風險。警佐協會主席馬林
斯直指巡樓困難及危險，促請當局暫停安排警
員巡樓，再次檢討該政策。 ■《紐約時報》/
《紐約郵報》/《華爾街日報》/美國廣播公司

憂寒蟬效應 阻維持治安

格利被殺案開審後再次引起關注，他的繼父肯尼思上周
在報章撰文，剖白家人一年多以來面對的痛苦，指責梁彼
得濫用權力，破壞警民互信，促請陪審團判他有罪。法院
前日宣判梁彼得誤殺罪成後，格利的家屬都舒一口氣，母
親帕爾默稱對判決感高興，並答謝檢察部門，格利女兒的
生母巴林杰則直言「感謝神」。
肯尼思表示格利死後，一家人都非常傷心，但他無力安
慰各人，「以後再也聽不見他的聲音」，又指裁決雖不能
彌補這些創傷，但最少能為格利討回公道。他批評警察收
取公帑，有責任保障市民安全，結果卻是奪走各人的兒
子、父親及男友，梁彼得難辭其咎。肯尼思又不滿美國警
方長期對黑人及拉丁裔人執法不公，而且濫用權力。
格利多名鄰居同樣歡迎裁決，當日報警的洛佩斯認為梁
彼得身為當值警員，不應輕易感到驚慌，在欠缺合理原因
下取人性命。居於事發大廈35年的科萊特批評梁彼得沒盡
力搶救格利，形容裁決彰顯公義。

■《紐約每日新聞》

梁彼得曾於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
(TSA)短暫任職，在警察學院畢業
後，申請加入紐約交通警察隊伍，
但最後被分配到高犯罪率的東紐約
區域「行咇」。《紐約時報》報
道，紐約警局約一半的亞裔警員是
華人，反映了華人在紐約亞裔人
口中的比重愈來愈多。
《紐約時報》引述警方統計顯

示，26年前紐約只有200名亞裔
警員，去年初增至2,100名，佔紐

約警察總人數的6%。過去逾10年間，警

校畢業生中亞裔所佔比例從4%躍升至
9%。很多人是童年移民到美國，在曼哈
頓下東區長大，父母一般在餐館或製衣廠
工作。不少華人選擇成為警察，是因為希
望得到一份穩定的公務員工作。
現時紐約各區都有亞裔警官，而不只是
在少數族裔聚居的地區。相對富裕家庭移
民選擇從事法律、醫療和工程類職業，
「當差」一職不太顯眼，但紐約大學歷史
學家陳國維表示，這仍是勞動階級向上流
動的途徑，與其他工作相比毫不遜色。

■《衛報》/《紐約時報》

原想當交警 被派往高犯罪區

創傷難補 死者親屬感謝還公道

德國最大銀行德意志銀行上月底公
佈去年全年虧損68億歐元(約596億港
元)後，股價持續下瀉，德銀昨日宣佈

將回購總值48億歐元(約420億港元)的
歐元及美元計價債券，以顯示銀行財
政穩健。消息刺激德銀股價昨日一度

急升1成。
除德銀股價上升外，德國商業銀行

亦因業績理想而股價急升。此外，歐
盟統計局昨日公佈，歐元區去年第4
季經濟增長0.3%，與第3季持平，全
年增長1.5%，是2011年以來最高水
平，刺激歐股造好。英國富時100指
數昨中段報5,653點，升116點；法國
CAC指數報3,966點，升69點；德國
DAX指數報8,936點，升184點。

難民帶動需求 德維持增長0.3%
歐元區最大經濟體德國上季維持增

長0.3%，主因是逾100萬難民湧入帶
動本地需求，抵消製造業表現下滑的
影響。法國和意大利同樣按季下跌0.1
個百分點，分別錄得0.2及0.1%；西
班牙經濟增長0.8%，表現亮眼。希臘

則按季收縮0.6%，雖較第三季收縮
1.4%有所改善，但仍重陷衰退。荷蘭
國際集團(ING)德國分行首席經濟師布
熱斯基分析指，德國經濟今年受難民
危機、政局不明朗及外圍不利因素影
響，將面對更大挑戰。

油價反彈 美股早段升106點
美股方面，油價昨日從12年低位反

彈，加上美國零售銷售數據連升3個
月，帶動美股昨早段全線上升。道瓊
斯工業平均指數昨早段報15,766點，
升10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1,846
點，升17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
4,291點，升24點。

■法新社/美聯社/
英國《金融時報》/
CNBC/彭博通訊社

「佔領」美國俄勒岡州野生動物保護區聯邦政府設施
的最後4名極端民兵組織成員，前日上午走出保護區，
向守候在附近檢查站的聯邦調查局(FBI)人員自首，結束
持續41天的佔領行動。
這場鬧劇始於上月2日，內華達州居民邦迪率領約20

名民兵，持槍進佔位於俄勒岡州東部的馬盧爾國家野生
動物保護區，聲稱要長期佔據並與聯邦政府對峙，迫使
政府撤銷保護區，把土地交由地方當局管理，供當地居
民免費放牧和伐木。他們同時表示，此舉旨在聲援因在
聯邦土地上放火而入獄的俄勒岡州牧民哈蒙德父子。
上月26日，邦迪等人乘車往另一社區時遭執法人員阻
截，包括邦迪在內的5人被捕，其後部分名民兵落網或
自首，僅餘4人死守。 ■路透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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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銀回購420億債券 股價急升

■梁彼得(中)前日在
警員押送下出庭應
訊。 路透社

■■死者格利死者格利

■■梁彼得聞判後掩面痛哭梁彼得聞判後掩面痛哭。。 美聯社美聯社 ■梁彼得使用的手槍。 網上圖片

■■格利的格利的
母親母親((右右))和和
繼父繼父((中中))前前
日離開法日離開法
院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德銀宣佈回購約
420億元債券，以
顯示財政穩健。

網上圖片

■■有俄勒岡州民眾前日揮舞美有俄勒岡州民眾前日揮舞美
國旗幟國旗幟，，聲援民兵聲援民兵。。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