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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首先由華盛頓州提出，明尼蘇達
州加入。入稟狀指，禁令歧視受影

響國家公民，同時導致華盛頓州蒙受巨大
損失，部分州政府資助大學的學生被迫滯
留海外。總部設於華盛頓州的網購巨擘亞
馬遜及旅遊網站Expedia不滿禁令損害經
營，支持州政府採取司法行動。

法官：7國公民無恐襲美國
今次聯邦法院的裁決適用於全國，因
此備受關注。羅巴特質疑聯邦政府以
「911」恐襲為由實施禁令，指其針對的
7國公民未曾在美國本土發動襲擊，合憲
的行政命令必須基於事實，而非虛構情
節。報道稱，這裁決是自特朗普簽署入境
禁令以來遭遇的「最嚴重法律打擊」，亦
意味7國公民理論上可申請美國簽證。羅
巴特又認為州政府有權控告聯邦政府，意
味民主黨主導的州份未來可透過司法程
序，挑戰特朗普各項政策。全國移民法律
中心(NILC)表示，判決證明聯邦法官認為
特朗普行政命令存在違憲問題。

特朗普轟法官 司法部申中止命令
特朗普昨在微博twitter連珠炮發，指美
國在安保問題上「已無法向誰說可以，向

誰說不」、「這次有大麻煩了！」他把矛
頭直指聯邦法官，稱「這些所謂法官的意
見，令國家無從執法，簡直荒謬」，揚言
要推翻裁決。
白宮發言人斯派塞發聲明批評裁決

「離譜」，其後刪除該字眼，但堅持上
訴。聲明稱有關行政命令旨在保護美國，
司法部會盡快申請緊急中止法官的命令。
國務院數據顯示，截至前日已暫停6萬個
簽證申請，司法部律師則稱相關數字為
10萬人。
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已知會多間航

空公司，容許受影響人士如常登機赴美。
阿聯酋航空、卡塔爾航空、法航、西班牙
國家航空及德國漢莎等宣佈，禁令範
圍內的7國旅客若持有效簽證，
可登機赴美。日本全日空亦
撤銷相關限制措施。一
名原先被拒入境的麻
省伍斯特理工學院
伊朗女學生，已順
利抵達波士頓機
場。 ■路透社/
美聯社/法新社/
《華盛頓郵報》/
《紐約時報》

美暫緩禁令 重挫特朗普
州政府入稟違憲勝訴 白宮表明上訴

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簽署極具爭議的行政命令，停收難民及禁止7

個中東和非洲穆斯林國家人士入境。華盛頓州政府入稟法院，質疑禁

令違憲，西雅圖聯邦法官羅巴特前日裁定州政府勝訴，全國暫緩執行

禁令。多間航空公司隨即安排禁令覆蓋的旅客上機赴美。華盛頓州州

長和檢察官形容裁決是一大勝利，「沒人可凌駕法律，包括美國總

統」，白宮誓言上訴到底。美國國務院昨日宣佈中止執行禁令，有關

國家的公民若持有有效簽證，現在可入境美國。

西雅圖聯邦法官頒令全美暫停實施入境
禁令，令受影響國家旅客鬆一口氣。不過
有移民律師細閱總統特朗普的行政命令，
發現「魔鬼細節」，包括要求政府部門設
立「統一篩查準則及程序」。若按字面解
釋，所有訪美人士不論來自何國，或想逗
留多久，均要面臨相同的篩查措施，普通
旅客和外交官也不例外。
不少人批評入境禁令內容草率，白宮早
前讓步，容許海外綠卡持有人入境。美國
公民及移民服務局前首席顧問萊戈姆斯基
認為，按字面意思解讀，行政命令覆蓋
範圍很廣泛，基本上等同封殺旅遊
業。
美國移民改革聯盟主席斯坦
表示，行政命令第4條寫明
「統一篩查準則及程序」是
「入境待遇評核程序」
的一部分。「入境待
遇」泛指所有向外國遊
客批出的入境許可，例
如安置難民計劃和在護
照蓋印，可以涵蓋所有想入境美國的外國
人，包括遊客和外交官。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早前向職員表
示，美方向他保證，容許在紐約聯合國總
部工作、持有特殊簽證的外國人入境美
國。不過，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上
月底向職員發出備忘錄，要求改為在匈牙
利布達佩斯的UNI-
CEF中心開會，或
者以視像會議代
替，「如非必要避
免前往美國」。

■Politico網站/
《紐約時報》

歐盟前日在馬耳他舉行非正式峰
會，各成員國領袖齊聲譴責特朗普的
反歐言論，警告歐美關係「將沒有前
途」。對於英國首相文翠珊擬擔當歐
美之間的溝通橋樑，與會領袖認為沒
有任何一個國家能代表歐洲。
法國總統奧朗德表示，無法接受特

朗普在微博twitter發表言論，對歐洲指

指點點，強調歐盟與美國份屬夥伴，
美國應展示更多尊重，若彼此無共同
立場，歐美關係將沒有前途，他又警
告特朗普不應任命曾批評歐盟的官員
出任駐歐大使。

拒英當溝通橋樑
英國首相文翠珊前日在工作午宴上，

促請歐盟各領袖「耐心及積極」與特朗
普合作，但奧朗德稱在歐美關係上，任
何一國均不可代表歐洲。立陶宛總統格
里鮑施凱泰更坦言，歐美之間無需溝通
橋樑，「我們可用twitter與特朗普溝
通」。

■《衛報》/美聯社/
路透社/法新社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與民意調查
公司ORC公佈的最新民調顯示，僅
44%受訪者滿意特朗普的表現，多達
53%民眾不滿特朗普，比率是同一調查
歷來最高，反映特朗普上任僅兩周便

大失民心。

遠遜里根布什
前總統里根1981年上任時，其支持

率為51%，僅較特朗普高出7個百分

點，但只有13%民眾不滿他的施政，
遠低於特朗普。另一前總統布什雖與
特朗普一樣，普選票較大選對手少，
但上任初期仍獲57%國民支持，反對
者僅25%。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美國國防部與F-35隱形戰機生產商
洛歇馬丁前日達成協議，同意以82億
美元(約 636億港元)購買新一批90架
F-35戰機，較之前一批減價7.3%，每
架造價9,460萬美元(約7.3億港元)，首

次低於1億美元。總統特朗普早前因
F-35造價太昂貴而批評洛歇馬丁，表
明會重新談判價格，但事實上在特朗
普介入前，雙方已就新合約價格談判
多月。

新訂購的戰機主要是空軍使用的
F-35A型號，雖然洛歇馬丁和軍方都表
示特朗普促成減價，但有媒體認為降
價原因是訂購量龐大帶來生產效益。

■法新社/《紐約時報》

特朗普早前批評德國總理默克爾的
難民政策是「災難性錯誤」，導致兩國
關係受損。德國《明鏡》周刊在昨日出
版的最新一期封面，將特朗普描繪成
一名心理變態者，用刀割去美國自由
神像首級，封面右下角以英語寫有
「AMERICA FIRST」(美國優先)，暗批
特朗普排外。周刊出版後引起廣泛爭
議，歐洲議會副議長蘭布斯多夫批評
「毫無品味」，但設計封面的古巴裔美
國人羅德里格茲堅稱無懼打壓。
封面中的特朗普左手持刀，右手拿

着不斷滴血的自由神像首級。羅德里

格茲1980年以政治難民身份由古巴流
亡美國。他批評特朗普「割掉美國民主
的首級」，形容特朗普政府帶來的風險
愈來愈大，他作為藝術家必須作出回
應。羅德里格茲續指，早已預料封面
會令外界震驚，但表明不會退縮。

德人對美信任度急跌
默克爾被視為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親密

盟友，去年11月的民調顯示，59%德國
人認為美國是可信賴的夥伴，不過最新民
調發現，德國人對美國的信任度跌至
22%，僅高於俄羅斯的21%。 ■路透社

伊朗4個月大女嬰拉沙德數周前
被診斷出患有動脈畸形，急需進
行心臟手術續命，家人打算帶她
到美國求醫，卻因特朗普上周簽
署行政命令，禁止伊朗等7個伊
斯蘭國家公民入境，以致無法成
行。紐約州長科莫前晚表示，聯
邦政府已批准拉沙德一家入境
美國，他們預計下周初赴美。
科莫發聲明稱，已爭取聯邦政

府作出豁免，准許拉沙德一家入
境，曼哈頓西奈山醫療中心願意
免費進行手術，不過拉沙德住在
俄勒岡州的親戚，決定安排拉沙
德到當地一間著名的心臟科醫院

接受手術。
拉沙德家

人的代表律師
稱，若拉沙德
在伊朗接受手
術，成功率僅
30%，但在美
國則有 97%
機會成功。伊
朗駐美國利益
代表處官員賈漢蘇贊形容，拉沙德
的故事令人心碎，批評特朗普的行
政命令可能引發人道災難。

■《衛報》/
美聯社

禁令「魔鬼細節」
篩查所有外國人

德報刊特朗普割自由神像首級

伊朗病危女嬰獲豁免入境

特朗普對7個穆斯林國家實施入境禁令，
引起多國民眾不滿，印尼、菲律賓和澳洲昨
日均有民眾示威，示威者高舉「不要圍牆，
不要禁令」、「對特朗普感到憤怒」等標
語，更有人焚燒特朗普肖像，要求國際社會
協助阻止禁令。
數十名學生和人權分子在雅加達的美國大

使館外示威，要求印尼政府和國際社會協助
阻止特朗普的禁令。示威發起人科曼表示，
印尼雖不在禁令範圍內，但國內有1.4萬名
難民等候前往第三國定居，禁令使他們難以

進入美國。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
的美國使館外，有示威者焚燒特
朗普肖像，過程大致和平。

澳洲數千人促關難民中心
澳洲各地有數千人示威，譴責特朗普的

入境禁令，並要求澳洲政府關閉在瑙魯和
巴布亞新幾內亞馬努斯島的難民覊留中心。

■美聯社/路透社

東南亞爆反禁令示威

歐盟警告「歐美沒前途」

2周創美總統最高不滿率

F-35妥協減價 首低於億美元

■■F-F-3535隱形戰機隱形戰機

■■美國連日上演反禁令示美國連日上演反禁令示
威威，，裁決對示威人士來說是裁決對示威人士來說是
一大勝利一大勝利。。 路透社路透社

■■德國德國《《明明
鏡鏡》》周刊封面周刊封面
引起廣泛爭引起廣泛爭
議議。。 路透社路透社

■■菲律賓示威人士焚燒特朗普肖像菲律賓示威人士焚燒特朗普肖像。。美聯社美聯社

■■拉沙德急需進行拉沙德急需進行
心臟手術續命心臟手術續命。。

■■有伊朗籍人士獲准登機返美有伊朗籍人士獲准登機返美，，與親人團聚與親人團聚。。 法新社法新社

■特朗普
在總統專機
上接受記者
訪問。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