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朗普 1 月上台後僅一
周，便簽署限制移民入

境的行政命令，但未幾被法
院叫停。特朗普不得已下在3
月再簽署「縮水版」入境禁
令，將伊拉克剔出名單，暫
停接收難民期限縮短至120
天，90天內暫時禁止蘇丹、
敘利亞、也門、伊朗、索馬里
和利比亞6國公民入境，但其
後亦被法院凍結。雖然今次最高
法院同意恢復實施部分禁令，但

針對入境禁令本身是否合法，法院
會在10月才正式審理。

「9比0裁決」涉誤導
裁決消息一出，國務院隨即宣佈

在72小時內、即最快當地時間今日
前恢復執行禁令。特朗普讚揚最高
法院「9比0裁決」是國家安全的勝
利，不過今次裁決實際屬於以法院
名義發出的「一致判決」(Per curi-
am)，並非由各個大法官署名，外界
無從得知實際判決比數，因此特朗

普的「9比0」言論有誤導之嫌。

申赴美人士多符「真實關係」
一直反對禁令的美國公民自由聯

盟(ACLU)表示，大多數申請赴美的6
國公民應該都符合「真實關係」標
準。不過國際特赦組織美國安全與
人權事務主管沙阿認為，華府可任
意闡釋何謂「真實關係」，例如一
名美國醫生願意醫治一名在難民營
受傷的兒童，這名兒童與醫生之間
是否存在「真實關係」便有爭議空
間。

各機場解讀不同 恐惹混亂
人權組織警告，未來3個多月內在

禁令執行上若有爭議，必然引起連
場訴訟，沙阿說：「移民到底能否
上機，要視乎各機場如何解讀最高
法院的決定，這令人震驚。」國際
特赦組織已要求華府部門提交指
引，指示外國機場如何研判「真實
關係」。
伊朗外長扎里夫對美國最高法院

的裁決表示遺憾；蘇丹外交部稱，
希望入境禁令不影響美國預定下月
撤銷對蘇丹經濟制裁的決定。

■《衛報》/路透社/法新社

美國最高法院前日推翻下級法院裁決，同意恢復實施總統特朗普頒佈的入境禁令部分條文，被

視為特朗普一次重大勝利。不過法院同時指出，被禁地區人士若與任何美國公民或團體有「可信

的真實關係」(a credible claim of a bona fide relationship)，可不受禁令所限，法律專家認為。9名

大法官中最少5人故意加入這項條款，阻止華府一刀切執行禁令，因此特朗普「明贏實輸」。

然而由於「真實關係」定義相當模糊，公民團體擔心華府執行禁令時，可能肆意闡釋判決

原意，揚言透過法律行動反抗，警告會掀起「訴訟之夏」。

高院豁免條款藏灰色地帶 勢掀「訴訟之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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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尤研究中心一項跨國調查顯示，
在總統特朗普領導下，美國在全球各地
的形象大幅惡化，由前總統奧巴馬卸任
前的64%暴跌至49%，當中墨西哥、
加拿大和德國等親密盟友，對美國的好
感度跌幅最大。此外，絕大多數其他國
家民眾對特朗普的領導能力沒有信心，
分數低過俄羅斯總統普京及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
特朗普上台以來高舉「美國優先」

政策，多次在外交場合得罪盟友，例如
堅持在美墨邊境興建圍牆杜絕非法移
民、退出《巴黎協定》，以及高調指責
加拿大和德國對美貿易手法不公平。特
朗普月初首次外訪，在沙特阿拉伯等中

東國家受到熱烈歡迎，但到了歐洲卻遭
到冷淡對待。
調查顯示，目前墨西哥人對美國好

感度只有30%，不足奧巴馬執政後期
66%的一半，加拿大和德國的好感度亦
雙雙下跌22個百分點，分別是43%和
35%。其他歐洲國家對美國的好感度，
亦回到前總統布什執政後期的水平。
此外，各國受訪者對特朗普有信心的

只有22%，遠低於奧巴馬的64%，亦低
過德國總理默克爾的42%。全球受訪者
中，75%形容特朗普「傲慢自大」，
65%說他「心胸狹窄」，62%認為他
「危險」，但也有55%認為他是「強大
的領袖」。 ■路透社/英國廣播公司

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在白宮與到訪
的印度總理莫迪舉行會談，雙方會後
決定進一步深化並擴展戰略夥伴關
係。莫迪在記者會上兩度「熊抱」特
朗普，特朗普亦高調讚揚莫迪是「真
正朋友」，《紐約時報》引述華府官
員透露，特朗普近日對於中國未能加
強向朝鮮施壓日益感到失望，因此故
意借今次與莫迪表現親密，向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發出訊號。
特朗普與莫迪在會面期間互戴高

帽，特朗普形容兩人都是善用社交媒
體的領袖，又讚揚印度協助美國執行
對朝鮮制裁；莫迪則讚揚特朗普擁有
豐富及成功的生意經驗，又邀請特朗
普女兒伊萬卡到印度出席企業家會
議。兩人同意在打擊恐怖主義、維護
印度洋與太平洋地區穩定、發展自由
與公平貿易等領域加強合作，特朗普
亦接受莫迪邀請，未來將對印度進行
訪問。
今次莫迪訪美收穫甚豐，其中美國

國防安全合作局前日宣佈，批准向印
度出售一架波音C-17運輸機，預計
美方稍後亦會宣佈向印度出售總值
20億美元(約156億港元)的無人機，
用於在印度洋偵察。

■《紐約時報》/美聯社

美國《時代》周刊前日公佈25名最具
影響力的網絡名人，除了美國總統特朗
普這名twitter常客外，多名演藝紅星等都
有上榜，但最特別莫過於一眾「網
紅」，包括在YouTube有1,700萬訂閱戶
的電子遊戲直播評論員Markiplier，還有

在短片製作分享程式musical.ly上爆紅的
16歲少女馬丁。最近剛捲入呼籲中國接
收難民爭議的內地女演員姚晨，則是唯
一上榜的中國人。
《時代》編輯表示，排行榜評分根據
是觀察上榜者對社交媒體的全球影響

力，以及左右新聞走向的整體能力，換
言之，這些網絡名人發文時，不只會影
響新聞走勢，甚至可以成為新聞。上榜
演藝界名人包括美國歌后Katy Perry、
Rihanna，英國真人騷女星 Kim Kar-
dashian等。 ■《時代》周刊

特朗普惹反感 美全球形象大跌

美印「親密騷」
劍指中國

「twitter總統」成《時代》網絡名人

纏擾巴西政壇長達3年的貪腐風暴，終於
蔓延至最高領導層。巴西總檢察長雅諾特
前日正式起訴總統特默受賄，是巴西歷來
首位總統在任期內因刑事罪行被起訴。最
高法院須先獲國會眾議院超過2/3議員同
意，方能展開審訊，分析相信執政聯盟議
員現時仍不會讓特默倒台。
雅諾特在起訴書中批評特默的行為
「違反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起訴
依據是爆出「黑心肉」醜聞的巴西肉
類加工企業JBS的認罪證詞，公司管
理層指控特默受賄，以協助公司解決
稅務爭議及取得國營銀行貸款。起訴
書指特默於今年4月，透過親信兼前
眾議員洛雷斯，從JBS收取50萬雷亞
爾(約118萬港元)，並指如果事件沒有
曝光，賄款或累積至3,800萬雷亞爾
(約8,991萬港元)。洛雷斯在案中亦列

為被告。

最不受歡迎總統 支持度僅7%
特默去年5月接替被彈劾下台的前總統羅

塞夫，但上任不久便爆出連串醜聞，目前
支持度僅得7%，是巴西歷來最不受歡迎的

總統。特默前日強調不會下台。
根據巴西憲法，針對總統的起訴必須先

獲眾議院2/3議員贊成，方能送交最高法院
立案審理，否則司法機構只能在特默明年
12月卸任後才能開始審理。如果眾議院授
權法院處理案件，最高法院11名大法官將

投票決定是否開庭審訊，一旦決定開
庭，特默將暫時停職180天。法院假
如無法於180天內結案，特默可以復
職，不過若法院最終裁定有罪，特默
仍會被罷免。

前財長被判囚12年
另外，巴西石油公司貪腐案的一審

法官莫羅，前日判前財長帕洛奇入獄
12年，前總統盧拉被控受賄案預計也
會在一個月內有判決。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特默涉受賄 巴西首在任總統被控

日本東京
將於下月2
日舉行都議
會選舉，首
相安倍晉三
前晚首次為
執政自民黨
的候選人站
台 。 報 道
指，由於安
倍受「加計
學園」醜聞

困擾，助選團隊部分成員不希望他參與造
勢活動，以免選情受影響。
共同社最新民調顯示，無黨派選民中超

過27.1%有意支持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帶領的「都民優先會」，僅10.6%會投票
給自民黨。另外，上屆支持自民黨的選民
中，26.9%表示會改撐「都民優先會」。
今次選舉被視為下屆國會眾議院選舉的前
哨戰，假如安倍領導的自民黨落敗，將會
重挫他的修憲野心。
安倍前晚在一間小學出席活動時稱，

當年都議會誕生出「日本新黨」，但它如
今已不復存在，似乎暗批「都民優先會」
最終也會面臨解散。分析指出，相比上屆
都議會選舉，安倍今次並不積極參與助選
活動，可能是避免與小池正面交鋒。亦有
意見認為，「加計學園」醜聞引發的風波
仍未平息，安倍為自民黨候選人助選可能
會起反效果。

■共同社

安倍助選都議會
黨友恐拖累選情

鑑於特朗普政府遲遲未推出減稅及提高聯邦
開支措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昨天宣佈
調低美國今明兩年經濟增長預測，由原先預測
的2.3%及2.5%，下調至2.1%。
IMF剛就美國經濟政策完成檢討，認為美國
勞工市場接近全民就業水平，特朗普政府推動
每年經濟增長超過3%的目標不可能達到。
IMF又指華府最新推出的預算案，不合比例地
大幅削減針對中低收入家庭的政府開支，與預
算案促進所有美國人安定繁榮的目標背道而
馳。 ■路透社

刺激政策無影
IMF下調美經濟增長預期

■被禁6國公民若與任
何美國公民或團體有「可信的
真實關係」，可不受禁令所限。

路透社

■■美入境禁令恢復執行後美入境禁令恢復執行後，，勢再度勢再度
掀起一連串示威行動掀起一連串示威行動。。 法新社法新社

■■受受「「加計學園加計學園」」醜聞困擾的醜聞困擾的
安倍為都議會選舉造勢安倍為都議會選舉造勢。。

■■莫迪在記者會上兩度莫迪在記者會上兩度
熊抱特朗普熊抱特朗普。。 美聯社美聯社

■■全球多地曾舉行反特朗普示威全球多地曾舉行反特朗普示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特默強調不會特默強調不會
下台下台。。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