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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揚言封殺TikTok和微信，不但
與美方一直提出的全球開放網絡理念背道而馳，亦
令專家擔憂華府可能變本加厲，甚至建立「網絡防
火牆」，進一步限制網民的自由，加劇互聯網碎片
化問題，使之變成「分裂網」(splinternet)。

「民族主義式發爛渣」
特朗普禁絕中國程式的動機，一直被指與國家

安全無關，純粹是他尋求連任的政治盤算。有專
家批評華府的舉動草率，多倫多大學政治學教授
德爾伯特形容，華府行徑如同民族主義式的「發
爛渣」(temper tantrum)。
佐治亞理工學院教授兼「網絡治理計劃」創辦
人米勒指出，特朗普的措施是試圖將互聯網分裂
成中美陣營，並將中國拒於資訊經濟之門外，這
亦代表美方要建立「網絡防火牆」，同時配合美
方在全球實施經濟制裁。米勒認為，美方可能玩
火自焚，令矽谷科企身受其害，原因在於全球不
少民族主義政府可照辦煮碗，同樣指控蘋果公
司、Google、facebook(fb)和twitter等美國科企竊
取個人資料，從而肆無忌憚地封鎖這些科企的社
交程式。
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數據和網絡空間政策
主任西格爾表示，美國一直提倡自由開放的互聯
網，現時舉動如同改為支持「網絡主權」，令開
放度本已每況愈下的網絡世界，陷入更困難的處
境。倡議網上自由的非牟利組織「Access Now」
亦批評特朗普的政策如同網絡審查，日漸將互聯
網推向「分裂網」深淵，使之更缺乏網絡安全和
進一步充斥民族主義。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電腦安全專家韋弗則稱，
全面封殺並非最佳解決辦法，而是應推出更好的
政策和溝通方式，例如與美國商界溝通風險何
在、設定政府系統以避開風險。 ■綜合報道

分裂網絡「玩火」
或掀美程式封殺潮

美國《華爾街日報》前日發表評論
文章，指出中美角力過往已不時出
現，但兩國本着共同經濟利益，仍會
致力化解分歧，然而美國總統特朗普
上台後，肆意發動貿易戰，近期更大
力打壓中國科企，令雙方關係急劇惡

化。即使美國商界勸喻華府改變敵對
態度，特朗普政府官員不但充耳不
聞，甚至警告美國企業若為中國說好
話，將被列為外國代理人。《華爾街
日報》認為，這反映中美關係進入對
抗階段，商界再難扮演調解人角色。

中美關係過往曾
出現重大危機，例
如1999年美軍轟炸
中國駐前南斯拉夫
使館事件中，美企
在緩和雙方關係方
面發揮重要作用，
而中方領導人亦決
定繼續與美方磋商
中國加入世貿事
宜。然而特朗普上

台後，不但減少中美官員交流，甚至
不願聽取商界就中美關係提出的意
見。對於華府近期加強打壓中國，美
國商界正為中方作出更強力反制措施
作準備，美國商會執行副主席布里蘭
特坦言，擔心美國企業和全球經濟受
到牽連。
雖然美國前副總統拜登的選情向

好，有望在11月大選中擊敗特朗普，
但民主黨內要求對華採取強硬立場的
呼聲日漸增加，支持與中國展開戰略
性競爭，反映即使拜登入主白宮，中
美關係亦難以大幅改善。美國喬治華
盛頓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教授沈大
偉認為，中美之間的「新冷戰」已經
開打，關鍵之處在於如何避免讓冷戰
演變成熱戰。 ■綜合報道

《華爾街》：商界再難扮演「中間人」

美國國家反情報與安全中心總監伊凡尼納前日罕有發
表聲明，指俄羅斯、中國和伊朗均會試圖干預今年的美
國大選，而俄方已嘗試打擊民主黨候選人拜登。伊凡尼
納同時稱，由於中方認為特朗普「難以預測」，故希望
他敗選。不過，伊凡尼納並沒有提出任何證據。
伊凡尼納指出，伊朗利用社交平台散布假資訊，試圖

分化美國、打擊特朗普選情，至於俄羅斯一直認為拜登
持反俄立場，故使用一系列方法抹黑他，是中俄伊三國
中最致力干預大選的國家。
對於情報機關指控中方可能干預大選，特朗普表示認

同，形容「如果拜登是總統，中國將掌控我們的國
家。」然而當談及俄方打壓拜登選情的指控時，特朗普
則不相信情報機關的評估，稱從來沒有一位美國領袖像
他這樣對俄國強硬，故俄方不會希望自己連任，形容
「我才不理會其他人怎樣說」。
特朗普同時強調，俄羅斯、中國和伊朗均希望他輸掉

大選，並指大選面臨的最大威脅，是來自郵寄投票的漏
洞。 ■綜合報道

據韓聯社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在新澤西舉
行的記者會上表示，如果他於11月的美國大選中再
次獲勝，他將「非常迅速」地與朝鮮達成協議。
特朗普稱，美國政府目前以讓步換取朝方棄

核的努力正陷於停滯，但一旦他成功連任，自
己將很快與朝鮮及伊朗方面達成協議，「朝鮮
現在發生了什麼事嗎？沒有！如果不是我在
2016年贏得大選，我們的國家或許已跟朝鮮開
戰。我們與朝方有着切實的關係，這是前任政

府從未建立過的關係。」

朝多次拒絕與美對話
美國副國務卿、朝鮮政策特別代表比根曾於上月

初訪問韓國，外界一度傳言比根此行旨在推進美朝
第三次領導人會談。不過就在比根開始訪韓行程當
天，朝鮮外務省美國局局長權正根發表談話，再次
明確表示朝鮮無意與美國坐在一起對話。
朝鮮官方媒體朝中社此前也援引朝鮮外務省第

一副外相崔善姬的發言，否定11月美國大選前舉
行美朝首腦會談的說法，稱美國只是將美朝對話
視為處理政治危機的工具，故此沒有必要對話。
崔善姬表示，朝鮮絕不會因其他國家的國內政治
日程等外部變數，來調整本國政策，明確表明不
會為了特朗普連任重返談判桌。
有分析人士指出，到目前為止，朝鮮半島
局勢由緊張轉為較平和，但有關朝核問題的
談判陷入僵局，半島前景並不明朗，而半島
局勢的發展，主要取決於美國對朝政策的未
來走向。 ■綜合報道

特朗普為連任又打「朝鮮牌」 美反情報主管臆測：
中俄伊圖干預大選

特朗普聲稱，TikTok和微信等應用程式收集
美國國民個人資訊等數據，有利中國從事

間諜活動。不過《紐約時報》報道指，中情局經
調查後，向白宮直指雖然中國情報機構有可能利
用TikTok，取得手機用戶的資料，但沒證據顯示
中方這樣做。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電腦安全教授韋弗指
出，中國政府理論上可透過微信和TikTok，取
得用戶資料，但這跟facebook(fb)等美國社交平
台沒有分別，「美國政府亦可取得一切fb收集
的訊息。」他表明只要用戶做好防範，便不會
有特別安全風險。

安全專家：僅理論風險
美國前國家情報副總監戈頓強調，網絡資訊往
往互相關聯，即使在最好情況下，不少美國數據
也會流經中國網絡。流動設備安全公司Lookout
安全情報研究總監海貝森也指出，中國政府並不
能讀取TikTok美國用戶的數據。而翻看特朗普
簽發的行政命令，其內文亦只是從理論上，闡釋
TikTok和微信的風險。
《紐約時報》形容，TikTok本來只是「家長
管教子女」的議題，白宮內部本來亦沒有討論涉
及TikTok的情報問題。一些矽谷科企中人估
計，特朗普或是因6月舉行造勢大會時，有人在
TikTok發起假扮支持者搶票，但最終「走數」導
致場館觀眾疏落一事深感不忿，因此報復。

智庫：未細想華反彈後果
特朗普政府近期持續渲染中國科企對美國國家
安全的「威脅」，國務卿蓬佩奧更揚言要建立
「清潔網絡」，企圖封殺中國科企染指美國互聯
網服務。專家憂慮此舉令其他國家今後亦可以收
集國民數據為由，封殺Google和 fb等美企在當
地的活動。
《紐約時報》分析稱，利用國家安全威脅爭取
政治利益的手段屢見不鮮。前總統肯尼迪1960
年競逐總統時，便強調美國與前蘇聯存在導彈差
距；前總統布什執政期間，亦以伊拉克擁有大殺
傷力武器為由揮軍伊拉克。
民主黨參議員沃納直言，TikTok本身不是問
題所在，形容「一個允許你
製作有趣短片的應用程式，
並不在嚴重威脅之列。」韋
弗甚至形容，封殺TikTok更
像是政治行為，多於國家安
全考慮。
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數
據和網絡空間政策主任西格爾
表示，特朗普有意在大選前，
塑造對中國的強硬形象，甚至號召對中國進行反
擊。但他強調華府思路並不清晰，「禁令並非提
高美國網絡安全的必要措施，他們也未有預判中
國任何進一步行動。」

「阻斷親人交流想法可怕」
專家們還警告，特朗普封殺應用程式，將損害
許多華裔美國人及與中國合作的美國企業利益，
其中韋弗形容，封殺微信等同阻斷美國人與中國
親友交流，無疑是「可怕的主意」。

■綜合報道

美國總統特朗普日

前簽署行政命令，將在

45天內禁止美國企業與中

國科企字節跳動及騰訊交

易。不過美媒引述中央情報局

(CIA)消息指，中情局根本不認為

字節跳動旗下的TikTok或騰訊旗

下的微信，對美國國家安全構

成重大威脅，網絡安全專家

質疑，「封殺令」只是特

朗普展示強硬姿態的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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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將有口實封殺美國的應用程式多地將有口實封殺美國的應用程式。。 法新社法新社

■■美商界擔心企業和全球經濟受到牽連美商界擔心企業和全球經濟受到牽連。。 美聯社美聯社

■■朝方多次重申拒絕與美談判朝方多次重申拒絕與美談判。。 美聯社美聯社

■■特朗普利用特朗普利用TikTik--
TokTok與微信打與微信打「「反華反華
牌牌」」拉票拉票。。 ((設計圖片設計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