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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分享平台TikTok成為中國及美國之間角力的中心，被華府
以國家安全為由威脅封殺。《紐約時報》的評論文章批評，Tik-
Tok風波暴露華府真正目的是「想擁有一切」，一方面希望從互聯
網獲得好處，卻要限制本國公民不能使用外國應用程式，形容美國
對華戰略短視。

「完全違背互聯網初衷」
文章指出，TikTok一事正好反映中美之間一場新競爭，就是
「美國想要得到一切」，但美國不能以為單靠禁用一款應用程式，
便足以應對與中國的競爭，而且世界各地亦只會有愈來愈多企業，

研發出美國人喜歡的應用程式。
文章形容TikTok是首次有「真正的中國應用程式」，可獲取美

國年輕人的心，但無論美國由民主黨或共和黨執政，均難以單純因
程式編碼可疑或不公開，便禁制一款外國應用程式。文章以1920
年代的禁酒令為例，直指當時禁酒令生效短短14年後便被推翻，
可見強硬禁止並不可行。
《紐時》又稱，封殺TikTok或WeChat的更大問題，是這理念完

全違背互聯網的初衷，亦即建立一個不受國界限制的全球通訊網
絡。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及公共事務學院客席教授希利形容，最初在
全球建立單一、互相連接網絡的願景，早已不復存在。 ■綜合報道

《紐時》：程式殺不盡 禁令顯短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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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分享平台TikTok與美企甲骨文及沃爾瑪

的合作計劃再添變數，甲骨文前日發表聲明，

稱字節跳動將不持有新公司任何股權，與字節

跳動一天前稱「持有新公司八成股權」的說

法，出現明顯差別。美國總統特朗普則強調，

甲骨文和沃爾瑪將擁有新公司的全面控制權。

甲骨文在前日的聲明中指出，TikTok將完全從字節跳
動分拆，形容隨着新公司「TikTok Global」成立，

甲骨文和沃爾瑪便會展開投資，TikTok Global的股份將
向各股東分發，並由美國人持有大多數股權，「字節跳動
將不會擁有TikTok Global」。
甲骨文的最新聲明論調與字節跳動此前不同，字節跳動
較早前表示，甲骨文和沃爾瑪將持有新公司20%股權，其
餘八成股份則留在字節跳動手中。

特朗普：中資須棄控制權
美國傳媒早前分析，由於字節跳動約41%股權由美國投
資者控制，故字節跳動的美國投資者亦間接持有33%新公
司股份，加上甲骨文及沃爾瑪的持股，便剛好超過一半。
暫未知甲骨文新聲明的字眼，是否與這觀點相同。
特朗普前日表示，字節跳動和中國投資者必須放棄Tik-

Tok的控制權，TikTok的交易才能繼續，強調甲骨文和沃
爾瑪對TikTok擁有控制權，「所有資料都將移至甲骨文
的雲端數據中心，並由甲骨文徹底控制」。特朗普揚言，
假如無法確保全面的安全保障，便會關閉TikTok。

華府態度反覆 TikTok恐被關閉
美國商務部上周已對TikTok營運發出禁令，僅因與甲
骨文的交易取得進展，而把禁令生效時間推遲至9月27
日。一旦談判失敗，屆時TikTok或無法再在美國運作。
《紐約時報》形容，特朗普的態度反覆，凸顯交易的不
確定因素，警告TikTok仍有可能無法消除美國政府對國
家安全問題的憂慮。現階段亦未知中國政府會否批准Tik-
Tok與甲骨文的合作方案。 ■綜合報道

影片分享平台TikTok與美企甲骨文和沃爾瑪
達成的協議中，提及三方日後成立的新公司
TikTok Global，將在美國額外提供2.5萬個職
位。然而分析人士指出，除非新公司在未來數
年的收入較目前增長高達18倍，才有望實現該
目標。
分析指出，社交平台twitter目

前擁有4,800名員工，年收入為
35億美元(約271億港元)。Tik-
Tok今年預計年收入約10億美元
(約 77.5 億港元)，目前聘用約
1,000名員工，若要將僱員人數
大幅增至2.6萬人，其年收入或
要急增至接近 190 億美元(約
1,473億港元)，這對TikTok而言
明顯是巨大挑戰。
證券公司Wedbush的技術分

析員艾夫斯表示，新公司大部分聘用的員工，
主要可能從事工程、內容審核和安全保障方面
工作。不過廣告代理商GroupM負責商業情報
的主席維瑟爾認為，TikTok若將資助的影片創
作人納入員工範圍，或有助達到2.5萬個新職位
的目標。 ■路透社

美國政府封殺影片分享平台TikTok的風波，從最初
TikTok面臨完全被禁制或出售給美國公司的極端選擇，
變成與美企甲骨文合作的軟性方案，《環球時報》社評形
容，華府的手段是「極限施壓、訛詐加上一線生機的誘
惑」，不過美方可以訛詐一間公司，卻訛詐不了中國。
社評提到，重組TikTok讓公司徹底去中國化，既可展
示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決斷力，亦可取悅參與計劃的美企，
美國的1億TikTok用戶亦不會受影響，更重要是往後再有
其他國家的高科技企業崛起，美國都可按照同一模式施
壓，將美國的科技霸權一代一代地傳承。
TikTok從被迫拆售的境地，變成與甲骨文合作，不過
特朗普亦已表明，他要求美企「完全控制TikTok」，反
映最新方案亦只是一場敲詐。社評形容TikTok與母公司
字節跳動太單薄，要獨自應對美國掠奪顯然力不從心，所
以中國政府及時站出來，限制技術出口，重挫了美國的囂
張氣焰，在特朗普強迫字節跳動放棄控制權的情況下，中
方又傳遞出反對該協議的清晰信號，強調「整個中國都不
會接受美國訛詐」。 ■綜合報道

《環時》社評︰美方訛詐不了中國 創2.5萬職位如天方夜譚

今屆聯合國大會昨日以視像會議形
式揭幕，多國首腦透過預錄影片發表
演說。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聯大開幕前
夕宣布，恢復向伊朗實施聯合國制
裁，引來各國包括其歐洲盟友批評，
預計特朗普在聯大上將進一步受到孤
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則敦促全
球避免新冷戰，不過沒有點名任何國
家。
特朗普一直誣衊中國散播新冠疫
情，他昨日在演說中，再次抹黑中國
及世界衞生組織訛稱新冠病毒不會人
傳人，指聯合國需讓中國就其行為負
責。
特朗普前日發表聲明，宣布恢復
2015年達成伊朗核協議前聯合國針對
伊朗的制裁措施，共有27個人士或實
體受影響，包括伊朗國防部、伊朗原
子能組織，以及被指與伊朗合作的委
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等。特朗普稱，他
的行動向伊朗政權及國際社會上拒絕
抵抗伊朗的人，表達出清晰訊息。
不過聯合國安理會大部分成員均已

表明反對恢復制裁伊朗，美國的歐洲
盟友亦強調，優先目標是挽救伊朗核
問題的和平方案。預計英國、法國、
德國首腦在聯大演說中，都會觸及伊
朗問題。伊朗外長扎里夫則回應指最
新制裁「毫無新意」。

古特雷斯促避免新冷戰
古特雷斯在演說中則敦促全球各國

應盡一切努力，避免引發新冷戰，警
告各國正朝危險方向前行，「若未來
兩個最大經濟體令全球分裂，我們的
世界將無法承受」。 ■綜合報道

英國廣播公司(BBC)的阿拉伯
語新聞台前日引述外洩的機密文
件指出，已入籍以色列的英超球
隊車路士班主艾巴莫域治，曾向
一個支持以色列殖民的組織捐款
達1億美元(約7.75億港元)，被指
協助擴建東耶路撒冷的猶太殖民
區，迫使當地的巴勒斯坦人離開
家園。
在俄羅斯出生的艾巴莫域治於

2018年取得以色列公民身份，

BBC獲得外洩的美國財政部機密
文件，發現4間在英屬維爾京群
島註冊、由艾巴莫域治持有或控
制的公司，向以色列的大衛城基
金會合共捐款逾1億美元，是該
組織過去15年來最大單一捐款
者。

挖地毀屋迫遷
大衛城基金會是以色列其中一

個規模最大的非牟利組織，一直

支持擴建猶太殖民區，包括贊成
在東耶路撒冷錫勒萬區興建殖民
區。他們曾指錫勒萬區下面有一
條2,000年歷史的古道，並展開
挖掘工程，導致不少阿拉伯人的
房屋受破壞而被迫遷走。此外，
大衛城基金會據報與其他支持殖
民區的組織一樣，購買大量巴勒
斯坦人的房屋，並讓以色列政府
取得巴人物業。

■綜合報道

美國媒體前日報道，美國中情局(CIA)前僱員斯諾登
同意從其售出書籍和演講所得收入中，向美國政府支付
逾500萬美元(約3,870萬港元)。

去年裁定 付款已拖數月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援引司法文件報道，此前美

國司法部因斯諾登去年9月出版自傳《永久記錄》(Per-
manent Record)，違反保密義務，而向他提出訴訟，計
劃沒收其售書的所有收入，指出若斯諾登是通過竊取政
府訊息而賺取收入，那麼他無權從在多個國家出版的書

中獲利。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德里亞市法院去年底亦裁
定，政府有權獲得售書所得收入。
據CNN稱，截至本月，斯諾登已從售書賺取420萬

美元(約3,254萬港元)。此外，據悉他曾發表演講56
次，共賺取約103萬美元(約798萬港元)。報道指出，斯
諾登和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達成協議，斯諾登同意支付
逾500萬美元，款項將被記入信託賬戶，斯諾登的律師
拉斯特伯格表示，協議並不意味華府可立即獲得這筆
錢，原因是斯諾登希望對法院有關其保密義務的裁決提
出異議。 ■綜合報道

特朗普聯大演說
再抹黑中國「瞞疫」

捐助殖民組織 車仔班主涉毀巴人家園

華府入稟斷賣書財路 傳斯諾登允付3870萬元

■甲骨文和字節跳
動的聲明有別，令
TikTok交易增添變
數。 設計圖片

■特朗普透過預錄影片發表演說。
美聯社

■艾巴莫域治前年取得以色列公
民身份。 網上圖片

■《永久記錄》去年9
月出版。 網上圖片

■TikTok目前聘用約1,000名員工，圖為在洛杉磯的辦公室。
網上圖片

■美國不少網民不滿華府封殺TikTok。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