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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國第一夫人打女模 要求享南非外交豁免權
涉嫌在南非傷人的津巴布韋第一夫人格雷
絲，原定前日在當地出庭應訊，但她最終未
有現身。

總統丈夫赴南非處理
本身計劃周末到南非比勒陀利亞出席南部
非洲發展共同體峰會的津巴布韋總統穆加

貝，提前在昨日抵達南非，親自處理事件。
南非警方昨證實格雷絲仍留在南非，她要求
享有外交豁免權。
格雷絲被指日前闖入兒子在一間酒店舉行

的派對中，用拖板襲擊出席的20歲模特兒恩
格斯，令對方額頭留下疤痕。
南非當局仍未落案起訴格雷絲，當局表示

正化驗案中的拖板，以研究是否提出起訴。
南非傳媒指，格雷絲原本是到當地治療腳
患，屬私人理由到訪，因此未有以外交護照
入境，換言之她不會享有外交豁免權。南非
警方消息透露，他們希望小心處理事件，避
免演變成外交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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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自貿談判「美國優先」成阻礙
特朗普博政績 企硬減對墨5000億逆差

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昨日就更新《北美自

由貿易協定》(NAFTA)展開首輪談判，美國總

統特朗普上台前後多番批評NAFTA是美國歷來

簽署最差的貿易協議，並將美國製造業衰退及

職位流失歸咎NAFTA，一度揚言要廢除協定。

鑑於特朗普近期在外交內政上接連受挫，分析

擔心他為了能夠拿來吹噓的政績，可能採取更

強硬的「美國優先」姿態，令談判不歡而散。

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多次承諾要重振美國製造業，上任
之初便宣佈退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議」

(TPP)，亦一度打算退出NAFTA，但最終在外界壓力下，
改為重新協商條款。首輪談判在華盛頓一間酒店舉行，由
美國貿易代表萊蒂澤、加拿大外長弗里蘭和墨西哥經濟部
長瓜哈爾多主持，預料持續至本周日，三方將闡述各自立
場並作初步協調，次輪談判則於下月5日在墨西哥城舉行。
萊蒂澤在談判正式開始前，展示強硬立場，表明協定必
須作出重大修改，以削減美國貿赤。瓜哈爾多則稱，重新
談判並非撕毀此前的工作，而是尋找方法改善協議。

誇大對美職位流失影響
自1994年NAFTA生效以來，美加墨三國之間的貿易
額，從2,900億美元(約2.27萬億港元)增至1.1萬億美元(約
8.6萬億港元)，但批評者認為協定導致美國製造業流失
500萬個職位，特朗普也曾形容協議「對加拿大非常好，
對墨西哥也很好」，唯獨「對美國很差」。不過分析指，
特朗普的說法誇張失實，無視中國經濟崛起和製造業自動
化快速發展等因素導致職位流失。
曾參與NAFTA談判的前加拿大駐美大使伯尼說，當年

三國均具有政治承諾，希望達成協議，但今時不同往日，
「特朗普要如何才認為是談判成功？這是最大變數。」前
總統奧巴馬時代的美國副貿易代表霍利曼也說，今次談判
最大障礙，是特朗普堅持減少美國對墨西哥的640億美元
(約5,006億港元)貿易逆差，三國未必能有共識。

美促廢反傾銷處理 加或退出
另一爭議焦點是協定第19章，條款規定簽約國必須透

過雙邊平台處理反傾銷及反補貼爭議，特朗普政府認為這
條款往往不利美國，應該廢除。弗里蘭則揚言，一但美國
堅持廢除第19章，加拿大可能退出談判。
談判展開前，美國商界呼籲各方不要損害現有北美經濟
鏈。微軟和思科等科技企業則要求，新協定應避免限制雲
端儲存並取消科技產品關稅。 ■路透社/法新社

特朗普「打倒昨日的我」：
弗州衝突雙方有責

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一發表聲明，點名譴責引發
弗吉尼亞州暴力衝突的白人至上主義者，但事隔
一日特朗普隨即「打倒昨日的我」。他前日回到
紐約大本營時，重申上周六首次回應事件時的立
場，指弗州衝突「雙方都有責任」。這番言論立
即獲美國3K黨前領袖杜克讚好，民主黨則形容
特朗普「錯得離譜」。

雕像被毀 「下周輪到華盛頓？」
特朗普原本在紐約特朗普大廈公佈基建計劃，

但傳媒不斷就弗州衝突窮追猛打，他於是極不耐
煩地答道：「其中一方(右翼示威者)很壞，另一方
(左翼示威者)也很暴力。沒人敢說這番話，但我現
在就要說。」他更借用個別極右網站的說法，將
反對自己和反法西斯主義的左翼示威者稱為「另
類左翼」。

被問到為何遲至周一才譴責
3K黨和白人至上主義者，特朗
普表示不希望在未掌握所有真相
前就發表「倉促聲明」。特朗普
表示，雖然有些人在集會上滋
事，但也有很多人「無
辜且合法地抗議」
當局拆除內戰時
期邦聯將領羅伯
特．李的雕像。
弗州衝突後，

美國多地均有邦
聯人物雕像遭
到毀壞，特朗

普憤怒地說：「我很好奇，下
周輪到華盛頓(美國開國總統)
嗎？再下周換成傑佛遜(美國第
3位總統)嗎？我們要拆除華盛頓
雕像嗎？還是傑佛遜的？」
特朗普新一輪回應激起左翼

陣營怒火，多名民主黨人批
評特朗普「無私顯見私」。
就在特朗普舉行記者會後不
久，代表1,250萬工人的美國
勞聯產聯主席特拉姆卡，便辭
任特朗普的製造業委員會抗
議。 ■路透社/法新社

英國鐵路的
票價將於明
年1月加價
3.6%，是
5 年來最
大加幅，
激起國民
不滿，有
聲音要求政

府檢討現時的
加價機制。政府

則表示，由於鐵路系統需進行
大規模升級，加價是無可避
免。

今次加價對往返倫敦的市民
影響最大，加價後的季票價格
平均達4,065英鎊(約 4.1 萬港
元)，較現時貴 146 英鎊 (約
1,472港元)。

無參考CPI 受質疑
英國鐵路車費加幅與通脹掛

鈎，參考數據是零售物價指數
(RPI)，換句話說，由於今年7
月的RPI是3.6%，因此票價亦
平均調升3.6%。然而，7月的
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僅為
2.6%，部分人質疑，就連國家

統計局也是參考CPI 計算通
脹，為何政府要參考數值較高
的RPI加價。另外，其他公共
事業也打算改制，水務部門就
決定2020年起改為參考CPI。
英國廣播公司指，政府以通
脹掛鈎機制規管票價，無非是
防止鐵路公司為謀利大幅加
價，但政府為了讓納稅人承擔
更多鐵路開支，執意參考RPI
加票價，到頭來亦令乘客面對
昂貴的車費。

■《泰晤士報》/
英國《金融時報》

近年難民主要經由地中海偷渡往
歐洲，但在有關國家的政府加強堵
截後，許多「蛇頭」改由黑海路
線，偷運難民入歐。土耳其近期截
獲69名伊拉克難民，來自保加利
亞和塞浦路斯的人口販子企圖帶他
們從土耳其出發，經黑海進入羅馬
尼亞海岸。
以往難民大多經地中海，由土耳

其偷渡到希臘，又或從利比亞進入
意大利，但在當局嚴厲打擊下，循
此路線的難民大幅減少。相反，由
北非經地中海西部進入西班牙，以
及由海陸兩路經保加利亞和羅馬尼
亞偷渡的難民則急升。
今年抵達西班牙的難民人數急升

4倍。羅馬尼亞今年上半年已截獲
2,500名非法入境難民，較去年同
期升近5倍，警告黑海可能會成為
下一個主要偷渡途徑。保加利亞海
軍參謀長佩內夫指出，目前難民主
要從土耳其經陸路進入保加利亞，
但當局在愛琴海加強堵截後，預料
有更多人循海路偷渡入保國。

■《泰晤士報》

南北戰爭人物近日成為美國輿論焦點，早前多
尊南軍雕像遭塗污，想不到連廢除奴隸制的前總
統林肯也被波及。管理員前日發現位於華盛
頓的林肯紀念堂被人噴上塗鴉，隱若可見是一
句咒罵法律的粗口。警方已就事件展開調
查，呼籲市民提供線索。
國家公園管理局稱，前日凌晨發現紀念
堂一根石柱被噴上紅色塗鴉，字跡難以
辨認，事件在twitter引起熱議，部分
網民認為訊息咒罵的是「伊斯蘭」(is-
lam)，而不是「法律」(law)，有人戲
稱要疑犯回到案發現場寫清楚，網民才
知道要聲討哪一個政治派系。
管理局已隨即使用溫和的清潔劑洗
去塗鴉，相信需時一至兩星期才能
完全清去痕跡。這已並非林肯紀念堂
首次遭人塗鴉破壞，今年2月，多座位
於華盛頓的重要紀念建築物亦曾遭人用
筆塗污，包括林肯紀念堂及二戰紀念
碑。 ■法新社/路透社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提出多項大計，但無論
是推翻奧巴馬醫保抑或稅制改革方案，均在國會遭到
重重阻礙，號稱規模達1萬億美元(約7.8萬億港元)的基
建大計，成為他近日唯一依靠。為了推動基建，特朗
普前日簽署行政命令，要求行政部門加快環評審核，
以盡快啟動道路、橋樑、輸油管和鐵路等基建計劃。
行政命令規定，聯邦政府部門必須將基建項目的環

評時間，限制在平均兩年。他批評目前一項普通的高
速公路建設，往往要花數以億計美元及17年時間進
行環評，「我們以往擁有全球最好的基建，如今卻變
得像第三世界國家。」
特朗普又簽署命令，推翻前總統奧巴馬設立的防洪

標準。奧巴馬當時下令，所有獲聯邦資助的基建項目
均要考慮到海平面因素，特朗普認為有關規定誇大了
氣候變化造成的海平面上升風險，阻礙基建動工，有
必要廢除。
特朗普至今仍未提出明確的基建方案，除了民主黨

外，部分共和黨人亦反對特朗普的計劃，原因是擔心
無法籌措足夠資金。 ■美聯社/路透社

簽行政命令
限環評時間加速基建

林肯紀念堂塗鴉噴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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