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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封殺華為 谷歌做幫兇
海外新機將無法使用Gmail、YouTube 外交部：支持華企依法維權

講好大灣區故事 傳媒大舞台展現新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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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就美國總統特
朗普近日稱「中方破壞協議」，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陸慷昨日在北京的例行記者會上說，美方可能
一直有一份自己奢望的「協議」，但肯定不是中
方同意過的協議。
有記者提問，據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17日

表示，美國和中國實際上已經有一份協議，但中
方破壞了協議。請問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我不知道美方所說的『協議』是什麼。」陸

慷回應表示，美方可能一直有一份自己奢望的
「協議」，但肯定不是中方同意過的協議。

陸慷指出，中美11輪經貿磋商未能達成協
議，根本原因在於美方試圖通過極限施壓實
現不合理的利益索求。這從一開始就行不
通。在要挾未果，引發美國國內外廣泛質疑
和市場動盪的情況下，美方又想混淆視聽轉
嫁責任，這也是徒勞的。中方在過去11輪談
判中表現出的誠意和建設性態度國際社會有
目共睹。
「我願再次重申，中美經貿磋商只能沿着相互

尊重、平等互利的正確軌道前行，才有成功的希
望。」陸慷強調。

中方：美施壓要挾阻磋商

■■華為新機華為新機GoogleGoogle應用受限應用受限，，
其歐洲業務可能受到重創其歐洲業務可能受到重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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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香港傳媒百花齊放，生命力勃發；也有
不少人認為，在新媒體、自媒體衝擊下，「傳媒難
撈」，紙媒更被視為「夕陽行業」。身為傳媒業的
一分子，自明對此特別關心。首屆粵港澳大灣區媒
體峰會日前剛結束，一位出席峰會的資深行家，向
自明談了與會的感受，讓人看清傳媒業的生命力。
這位行家向自明說：「眾所周知，粵港澳大灣區是
習主席『三個親自』的國家戰略，重要性不言而喻。
這次峰會以『一流灣區、媒體擔當－媒連粵港澳，融
通大灣區』為主題，峰會雖已落幕，但對大灣區媒體
間的互學互鑒、互融互通來說，卻是新的開始。」

助脫「政治偽命題」困局
近年，由於香港與內地在經

濟發展速度上此消彼長，曾被視為內地通往世界唯
一橋樑的香港，難免萌發被逐漸邊緣化的失落感。
這種「優勢趨弱、反被超越」的心理落差，或多或
少地存在於很多行業中，傳媒業亦不例外。
行家指出，「不可否認，香港媒體業高度發達，

從技術上而言，互聯網興起之後，香港媒體起步較
早，可惜發展緩慢，對新媒體建設普遍缺乏長遠而
明確的規劃，不少媒體網站的開發技術和設計理
念，相對比較陳舊，帶有明顯的傳統紙媒時代的印
記；從內容上而言，近年在香港社會泛政治化的陰
影下，不少媒體版面充斥似是而非的政治議題，結
果不僅撕裂社會，離間人心，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受
眾閱讀的審美疲勞，從而陷入『選題越來越單一、
路子越走越窄』的困局。」
行家表示，「從這一角度看，投入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熱潮，不僅為香港的金融、物流、旅遊等行業
提供了難能可貴的契機，對於亟待轉型的香港傳媒
業來說，亦可謂敞開了一扇大門，提供了一片施展

拳腳的廣闊天地。」

關注創科民生顯價值
的確，中央政府着力打造的粵港澳大灣區，已成
為全球關注的焦點。大灣區萌芽、發展、壯大的過
程，就是一個亟待挖掘的「新聞富礦」，向世界解
讀和宣示大灣區的新形象，媒體大有可為。
首先，創新發展是貫穿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的

一條主線。香港如何利用這一平台，集聚國際創新
資源，優化創新制度環境，提升科技成果轉化能
力，建設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和新興產業重要策源
地，值得媒體予以持續關注。
其次，建設宜居宜業宜遊的大灣區優質生活圈，涉
及民眾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推動教育和人才資
源自由流動、實現大灣區旅遊資源共享、便利在粵港
澳居民享受各種國民待遇……這些港澳民眾熱切關心
的話題，顯然是大灣區報道出彩的新選題。
再次，大灣區需要大融合。對於「一個國家、兩

種制度、三個關稅區」的世界最大灣區而言，只有
實現互融互通，才能發揮「9+2大於11」的良好效
應。媒體具有溝通有無、增進互信的天然功能，未
來完全可以承擔起橋樑和紐帶的責任，在推動灣區
融合上展現、充實自身價值。

謀定「伴港搶搭蘇州艇」
行家總結，「天下之事，成於謀而功於行。與其

食老本、等運到，擔憂被邊緣化而自怨自艾，不如
抓住機遇，積極有為，在新舞台展現新風采。所謂
『蘇州過後無艇
搭』，對於傳媒
業，乃至整個
香港而言，無
不如是。」

陸慷表示，中方注意到有關谷歌公
司已經暫停對華為公司涉及軟硬

件轉讓業務並且暫停向華為提供有關
服務的說法，將正式確認此事，並進
一步積極關注事態進展。

內地用戶不受影響
華為公司昨日就此事向媒體發出聲明稱，華為有能力繼續發展和使

用安卓生態；華為和榮耀品牌的產品，包括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其
產品和服務在中國市場不受影響。華為設備使用的操作系統安卓
（Android）公司則在Twitter上回應稱，在遵守美國政府全部要求的
前提下向用戶保證，現有華為設備上，如谷歌應用商店（Google
Play Store）等服務將繼續運行。

現用戶仍可更新Android
華為的一位程序員對香港文匯報表示，目前Google事件不會對華

為舊有手機更新系統產生影響。不過，所有的安卓系統都是基於
Google程序開發。未開源部分是Google基於商業授權協議提供的
GMS（Google Mobile Service）。雖然華為可以繼續使用開源系統繼
續開發新的安卓系統，但其海外的手機將無法使用谷歌的服務，比如
YouTube，Gmail客戶端和服務。

華為季報：海外市場佔四成
根據華為第一季度的報告，目前華為手機在海外市場的出貨量佔據

總出貨量約四成，因此華為的第二大市場歐洲業務可能受到重創。
CCS Insight研究副總裁布拉伯(Geoff Blaber)表示:「擁有這些應用程
序對於智能手機製造商在歐洲等地區保持競爭力至關重要。」

美企被爆設逾10「後門」
另有媒體在外交部記者會上詢問，據德國媒體報道，經多年審查，
英國、德國及歐盟方面均未發現華為產品存在明顯「後門」，但美國
思科公司（Cisco Systems ）卻經常被發現安全漏洞，自2013年起已
有10起「後門」事件。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我們其實特別想聽聽美方對此有何評論，」陸慷說，「當然，國
際社會可能也沒抱太大希望。因為自『棱鏡門』事件以來，美方對於
國際上指控它非法從事網絡攻擊、竊密的事實依據，一直都是三緘其
口。」他補充：「歐洲方面調查結論證明了華為的清白，也暴露

了美國動用國家力量打壓他國企業的不正當性。」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周琳周琳 北京報道

北京報道））

在列入在列入「「交易黑名單
交易黑名單」」後後，，特朗普政府又

特朗普政府又

祭出新招技術封鎖華為

祭出新招技術封鎖華為。。路透社援引消息

路透社援引消息

人士說法
人士說法，，稱稱Google

Google（（谷歌谷歌））已停止跟
已停止跟

中國華為技術公司的部分合作業務

中國華為技術公司的部分合作業務，，其中其中

涉及軟硬件產品和技術服務的轉移

涉及軟硬件產品和技術服務的轉移，，華為華為

新一代新一代Android
Android手機將無法使用

手機將無法使用Gmail
Gmail、、

YouTube
YouTube等應用程式

等應用程式。。此舉引發華為海

此舉引發華為海

外用戶關注
外用戶關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

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支持中國企業

中方支持中國企業

拿起法律武器捍衛自己的正當權利

拿起法律武器捍衛自己的正當權利。。

新華社昨日援引分
析人士觀點，Google
此舉可能促使華為開
發不包含Google應用

和服務的基於安卓的操作系統，甚
至開發全新的操作系統，從而建立
起自己的軟件應用生態並向全球推
廣。華為副總裁余承東曾表示，我
們已經準備好了自己的操作系統，
一旦發生了不能夠再使用這些（來
自Google和微軟的）操作系統的情
況，我們就會作好啟動B計劃的準
備。

料暫難取代Android
記者採訪深圳通信學會秘書長李

銀松，他透露，目前華為自主研發
的操作系統「鴻蒙」要完全替代安
卓恐怕有些難度。

「做系統容易，做生態難。」
只有用戶要適應、所有國產手機
都要預裝、所有軟件員據此研發
App，整個系統才能順暢。「所有
事 都 是 兩 面 性 的 。 」 李 銀 松 強
調，這一事件，讓中國研發人員

靜下心來思考自主研發，脫離外
國技術依賴。

專家：華科企須「斷奶」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

研究員梅新育對香港文匯報指出，
美國的這兩次「核武器」般的行為
讓外國企業膽寒，嚴重透支自己的
國家信用。

世界經濟史上，從未有一間商業

公司受過如此打壓。華為、中興等
華企佔全球通信市場份額約48%，
今天美國絞殺華為「儆猴」，霸權
之心昭著。

梅新育指出，圍繞華為的這場較
量，若華為能熬過去，中國電信將
贏得主導地位，「我們能提供一套
美國控制外的基礎系統方案。」

■綜合香港文匯報
記者何花、周琳報道

或推自研系統「鴻蒙」應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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