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總統特朗普應對反種族歧視示威的手

法備受朝野批評，共和黨內浮現愈來愈多不

滿聲浪，甚至質疑特朗普是否適合連任，其

中前國務卿鮑威爾直斥特朗普違憲，表明今

年大選中，他會支持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同

樣表態不支持特朗普的共和黨參議員羅姆

尼，前日更親身於首都華盛頓的示威，相信

是首名參與示威的共和黨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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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黨內訌 巨頭齊反特朗普
前美卿鮑威爾批違憲 布什傳屬「拒撐陣營」

全球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的累計人數昨日
突破700萬人，不過除了南北美洲及南亞疫
情仍然嚴重外，多地疫情近日均已有改
善，新西蘭連續超過半個月零確診後，最
後一名患者亦於昨日康復並結束隔離，全
國活躍病例總數正式歸零，當局隨即宣布
解除國內所有防疫限制，總理雅登更透露
自己聽到消息後高興得跳起來。
新西蘭在2月28日錄得首宗個案，至今
累積1,504宗，衞生部總幹事布盧姆菲爾德
形容病例清零是重要里程碑。雅登其後亦
宣布，當地從今日凌晨零時起進一步下調

疫情防控響應級別至一級，意味社交距離
和聚集人數等限制全部取消，社會和經濟
生活基本恢復正常。不過雅登強調，短時
間內大規模放寬邊境管制的可能性不大。

日豐洲環球影城重開
日本疫情亦見緩和，雖然各都道府縣仍
然錄得零星確診個案，但當地前日沒有確
診患者死亡，是3月6日以來首次。東京豐
洲市場受疫情影響暫停公眾入場3個月後，
昨日重新開放。位於大阪的日本環球影城
昨日亦有限度恢復開放，首階段僅容許持

年票並預約成功的大阪府居民入場，每項
遊樂設施等待區都劃有保持社交距離的圖
示，過山車則採取隔列入座的方式，工作
人員也呼籲遊客「避免尖叫」。

英入境須隔離兩星期
英國昨日起規定包括公民在內的入境旅

客必須自我隔離兩星期，措施引起各大航
空公司不滿。當局則解釋，新規定是因應
本土病例減少、海外輸入病例卻增加而實
施。

■綜合報道

紐新冠病患清零 再無防疫限制全球確診破700萬

鮑威爾是美國史上首位黑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
首位黑人國務卿，先後歷事布什和老布什這兩任

共和黨總統父子。鮑威爾前日接受電視訪問，狠批特朗
普危害民主，特朗普的謊言、侮辱言論，令美國在國際
社會眼中的地位愈來愈低。

不滿黨友無挺身反抗
對於特朗普揚言派兵平亂，鮑威爾斥特朗普違憲，同

時批評其他共和黨人沒有挺身反抗特朗普，讓特朗普即
使謊言連篇亦不需要負責任。鮑威爾更批評特朗普冒犯
「全世界所有人」，包括北約、世衞及聯合國等，「美
國的外交政策根本不符合我們利益，無論到何處去，都
可發現美國外交政策被鄙視」。
鮑威爾其後表明自己會投票予拜登，提到自己與拜登

共事達40年，在社會及政治議題上，他的立場與拜登
相近。鮑威爾近年較少自稱為共和黨人，過往亦曾投票
予奧巴馬、希拉里等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前軍官不滿捲入政治
愈來愈多已退役的美軍前高層對特朗普聲言出兵平亂
表示不滿，鮑威爾已經是第4名表態的參謀長聯席會議
主席，同樣曾擔任主席的鄧普西及穆倫，近日亦先後批
評特朗普此舉，破壞民眾對軍方的信任。對於如此多名
退役軍方領袖開腔批評身為三軍總司令的特朗普，不少
專家都指情況史無前例，馬里蘭大學軍事組織研究中心
創始主任西格爾指出，他研究軍事的50年間，都沒有
見過同類例子，並認為軍方被捲入政治議題中。
2005年接替鮑威爾成為首位黑人女國務卿的賴斯，
前日亦在電視訪問上敦促特朗普停止指責他人，應以團
結及同理的話語，協助國家療傷、繼續前進。
共和黨內亦出現愈來愈多具分量的人馬，表態不支持
特朗普連任，包括羅姆尼、已故參議員麥凱恩的遺孀辛
迪。據《紐約時報》引述知情人士報道，布什亦不打算
支持特朗普，布什的弟弟、前佛州州長杰布布什，則尚
未有決定。
特朗普前日在twitter回應鮑威爾的言論，批評對方
「浪得虛名」、「古板」，又稱美國被捲入多場中東戰
爭，責任在鮑威爾身上。

■綜合報道

刊參議員籲出兵文章
紐時評論版主編辭職

美國明尼蘇達州非裔男子弗洛伊德被警員壓頸死
亡，事件陸續在美國各地促成警制改革，事件起源地
明尼阿波利斯的市議會，前日承諾推動解散警隊、重
塑治安管理模式；紐約市長白思豪亦承諾削減警隊撥
款，將資金改作社會服務之用。不過專家指出，需要
從制度上改革、改變社會態度，才可能令黑人被警暴
的問題真正改善，否則只會不斷在警暴觸發示威、社
會討論改革、改革無疾而終之間輪迴。

市議會過半議員支持
明尼阿波利斯市議會13名議員中，有9名議員支持

解散警隊，議長本德前日公布，市議會承諾推動將警
隊解散，重塑保障社區安全的新模式。市議會承認過
程複雜、需要長時間，亦未提出解散計劃的細節，市
議員卡諾在twitter解釋，市議會認為明市警局根本無
從改革，需要推倒現有制度重來。不過明尼阿波利斯
市長弗雷曾表明反對解散警隊，他稱自己支持從制度
上改革，但不認同完全摒棄警隊。
弗洛伊德的死掀起示威浪潮，再掀起改革的苗頭，

不過紐黑文大學資深警務工作中心主任博伊德指出，
2012年的馬丁、2014年的布朗等被警察殺死的黑人，
與弗洛伊德一樣為社會帶來轉捩點，但更大的問題是
後續發展，他坦言，美國400年來的警隊歷史，令他
認為問題難以改變。

■綜合報道

明市議會承諾解散警隊 但無提計劃細節

持續多月的新冠疫情及反種族歧視示威重挫美國總
統特朗普的民望，亦令他的年底大選對手、民主黨候
選人拜登漁人得利。最近幾項民調均顯示，拜登的全
國支持度已經超過50%，是2016年大選中民主黨候選
人希拉里從未達到的水平。
過去一星期公布的多項真人電話民意調查結果顯

示，前副總統拜登的支持度平均達51%，美國有線新
聞網絡(CNN)的分析指出，拜登目前擁有過半選民支
持，重要性不容小覷。文章指出，希拉里在2016年總

統大選前的平均支持度從未曾接近50%，6月時的支
持度更只有42%。大量游離票的存在，亦解釋了為何
支持度與希拉里不相上下甚至落後的特朗普，能在大
選中輕易逆轉。
文章指出，當年特朗普要扭轉劣勢，只需要集中拉

攏游離票或第三政黨支持者，不必試圖奪走希拉里的
支持者。相反，在當前情況下，特朗普若要成功連
任，便必須搶走轉向拜登的選民，難度高得多。

■綜合報道

拜登支持率達50% 創希拉里未達里程碑

美國各地在周末仍然有多場反種族歧視示威，不過
與早一星期不同，這兩天的示威大部分都轉趨和平，
未再見有嚴重衝突場面。鑑於局勢稍為平息，多州相
繼將國民警衛軍撤出主要城市，紐約、費城及芝加哥
等地亦提前取消宵禁令，一度揚言出兵平亂的總統特
朗普，前日亦下令國民警衛軍撤出華盛頓。
數千名民眾前日在紐約曼哈頓參加和平抗議活動，

高喊「黑人的命也是命」和遇害黑人弗洛伊德的名
字。在曼哈頓中城示威現場，警察移除了通往特朗普
國際酒店和特朗普大廈的路障，民眾來到兩棟建築

前，高呼「沒有正義、沒有和平」。紐約前日宣布解
除宵禁。考慮到新冠疫情仍在持續，紐約州州長科莫
宣布將開設15個專門針對示威者的新冠病毒檢測點。
芝加哥的示威亦在平靜中進行，當地同日亦解除宵

禁，並恢復了市區公共交通。在洛杉磯，上萬名民眾
前日下午在荷里活大道舉行集會，反對系統性種族歧
視和警察暴力執法。西雅圖則有千人遊行，其間一名
男子駕車駛入遊行集會現場並開槍打傷一名示威者，
當場被警方拘捕。

■綜合報道

紐約示威者聚集特朗普酒店外

■■ 賴斯敦促特朗普停止賴斯敦促特朗普停止

指責他人指責他人。。 法新社法新社 ■■ 鮑威爾表明支持鮑威爾表明支持
民主黨候選人拜登民主黨候選人拜登。。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羅姆尼（左前）現身華盛頓示威。 路透社

■ 特朗普應對示威的手法備受批評。圖為加州悼
念遇害的弗洛伊德。 法新社

■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員日前拘捕示威者。 路透社

■■ 民眾在特朗普旗下酒民眾在特朗普旗下酒
店外示威店外示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西蘭取消聚集人數紐西蘭取消聚集人數
等限制等限制。。 美聯社美聯社

■■貝內特貝內特

《紐約時報》上周刊登美國
參議員科頓一篇呼籲「出兵
平亂」的文章，遭到報社
內外猛烈抨擊，負責決定
刊文的評論版主編貝內特
（見圖）前日在一片爭議
聲中黯然辭職。
科頓的文章以「出動軍隊」為

題，呼籲華府「發動勢不可擋的武力來
驅散、拘捕，最終嚇阻不法之徒」。文章刊登後引
起各方憤怒，約800名《紐時》員工聯署抗議。面

對外界批評聲浪，2016年5月起接掌評論版的貝內
特起初還為刊登文章辯護，稱決定是《紐時》承諾
容納多元意識形態的例子。
《紐時》發行人蘇茲貝格起初也支持貝內特，不
過後來改口表示文章並不符合《紐時》標準，貝內
特其後也承認自己在刊登前並未讀過文章。
蘇茲貝格在宣布貝內特辭職的聲明中，稱後者是

「才華洋溢又正直的新聞工作者」，聲明沒有提到
今次爭議，不過提到「上周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出了
很大的失誤，不是近年來第一次發生了」。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