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正式宣布，提名聯邦第

7巡迴上訴法院法官巴雷特擔任最高法院大法

官，填補早前逝世的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的

空缺。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將於10月12日召開

確認提名聽證會，預料參院最快於10月底表

決。特朗普提名屬保守派的巴雷特，除可刺激

保守派選民投票意慾，有利自己的選情，亦會

進一步拉闊最高法院內的保守派與自由派的差

距，令大法官提名成為大選前另一場黨派及意

識形態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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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提名巴雷特
謀10月底完成表決

下月12日聽證會「超速奪席」換人心

已故美國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畢生
捍衛女性權益，支持性別平等，獲總統特朗普提
名出任大法官的巴雷特，卻曾多次在裁決中展示
保守派立場，她身為虔誠天主教徒，一直堅決反
對墮胎。有女權組織憂慮，保守派佔絕對優勢的
最高法院，或推翻1973年最高法院承認婦女墮
胎權的重要案例，削弱女性權益，而女性對抗職
場性騷擾和性別歧視，將面對更大困難。
巴雷特擔任芝加哥聯邦第7巡迴上訴法院法官

期間，曾3次就墮胎相關案件表決，其中兩次傾
向限制女性墮胎。女權組織「計劃生育行動基金
會」估計，最高法院若裁定墮胎非法，美國逾
2,500萬名處於生育年齡的女性，或無法獲得安
全、合法的墮胎方式，可能因懷孕而失去工作、
懷孕期間亦面對健康風險，少數族裔和貧困女性
或因無力支付到外國墮胎的費用，所受影響更
大。
前總統奧巴馬任內推出的《可負擔醫保法

案》，要求所有私人醫保計劃涵蓋避孕費用，特
朗普早已表示，希望法官能表決推翻該法案，最
高法院去年便裁定，多數非政府機構都可基於宗
教或道德理由，反對《可負擔醫保法案》有關避
孕的規定。布法羅大學法律教授芬利強調，若最
高法院裁定徹底廢除該法案，將危及許多女性的
節育機會，形容若金斯伯格遺下的大部分「法律
遺產」都被另一名女性推翻，將是一個悲劇。

■綜合報道

美國聯邦第7巡迴上訴法院法官巴雷特獲總統
特朗普提名為最高法院大法官，頓時受到全國注
目。巴雷特在4年前只是印第安納州一名鮮為人
知的大學法律系教授。她於2017年獲提名出任
第7巡迴上訴法院法官時，面對參議員的質詢冷
靜應對，令特朗普留下深刻印象，加上其保守派
立場，成為她今次獲特朗普挑選出任大法官的主
要原因。
事實上，美國保守派過去數十年來，一直尋求

重塑最高法院的政治傾向。據美聯社引述5名知
情人士稱，已故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亞在2016

逝世後，保守派人士希望能由另一保守派法官接
任，由於參院確定由下屆總統提名人選，促使更
多保守派選民投票支持特朗普，最終使特朗普成
功入主白宮。

受特朗普盟友稱頌
特朗普上任後，白宮加快任命更多聯邦法官，

白宮顧問麥加恩、保守派組織聯邦黨人學會成員
利奧等律師，均着手列出填補逾百個聯邦法官空
缺的提名人選名單。巴雷特在2016年於印第安
納聖母大學擔任法律教授，在校友麥加恩推薦

下，巴雷特2017年獲提名為第7巡迴上訴法院法
官。當年參議院舉行聽證會時，民主黨議員質疑
巴雷特的天主教信仰，但巴雷特冷靜應對，結果
引起特朗普注意，同年巴雷特已被特朗普列入最
高法院大法官提名名單，但特朗普最終提名卡瓦
諾。
擔任上訴法院法官期間，巴雷特多次在墮胎、

槍管等議題展示堅定的保守派立場，如曾經兩次
要求重審與墮胎權相關的案件，而斯卡利亞的遺
孀莫琳及霍士電視台主持漢尼蒂等特朗普的盟
友，亦讚賞巴雷特的工作。 ■美聯社

因病辭職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近日
在卸任後首個專訪中透露，他在2016年
11月與尚未就任美國總統的特朗普首度會
談時，曾向對方談及中國軍事崛起的背景
下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安倍認為，特朗普
上台後對華政策的表現，證明他的話有
效。
安倍於2016年11月17日前往美國，拜

會當時贏得大選但尚未就職的特朗普，雙
方會談時間從原定約45分鐘延長到約90
分鐘；對10天前剛贏得大選的特朗普來
說，安倍是選後第一個會晤的外國元首。
安倍表示，特朗普當年競選時曾表示要從
遠東撤軍，並調整日美同盟，讓日本面臨
外交危機，不過安倍認為正因為他與特朗
普的一席話，讓日本直至他卸任前，都能

與美國維持穩固關係。
安倍憶述當時跟特朗普說：「你打敗權

力階層獲勝，我也是以在野黨身份完成政
黨輪替。」特朗普回道：「那我們有共通
點。」安倍認為，特朗普與過去的美國總
統截然不同，因此覺得在對方就職前先與
其會面比較好。

帶形勢圖勸說「華潛艇針對美」
安倍當時在會談中拿出中東和東亞形勢

的圖表來說服特朗普，特朗普於是問道：
「中國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又是以什麼樣
的速度增加國防經費。」安倍回答中國近
30年增加了約40倍軍費，並說特朗普對此
感到吃驚。
安倍還以中國潛艇數量為例說明自己

的看法，並說中國潛艇的目標就是美軍
第 7 艦隊，游說特朗普不要撤軍。此
後，日美提出「自由且開放的印太」構
想，並獲澳洲、印度、英國及法國等國
支持。安倍說，特朗普常跟他說「短期
來說朝鮮是問題，但中長期來看則是中
國」，這也表示他第一次跟特朗普會面
時的說明已奏效。

■綜合報道

搶先慫恿特朗普抗華
安倍專訪邀功

特朗普前日在白宮玫瑰園提名巴雷特，讚揚對方是法
律界其中一位最出色及最有天賦的人，又將巴雷特

與2016年逝世的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亞相比，指曾任職
斯卡利亞助理、跟隨斯卡利亞學習的巴雷特，會如斯卡利
亞般，依照憲法條文作出裁決。
巴雷特發言時同樣提到斯卡利亞，表示「他的司法哲學
亦是我的司法哲學」，法官的工作不是制訂政策，法官必
須堅決拋開自己心中的政治觀點，矢言會不偏不倚地履行
大法官職責。她亦向金斯伯格致敬，稱金斯伯格並非單純
打破玻璃天花，而是將玻璃天花「擊潰」。

提名聽證一般相隔8周
在金斯伯格逝世後，共和、民主兩黨隨即掀起「提名
戰」，事件亦成為大選關鍵議題，近期在特朗普的造勢集
會上，支持者亦經常高呼「填補空缺！」的口號。特朗普
前日提名巴雷特後，表明參院確認提名程序應盡快進行，
在大選前完成。他早前更表示，若大選結果出現爭議，或
需交由最高法院裁決。
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格雷厄姆前晚宣布，計劃在下月
12日展開提名聽證會，預計進行3至4日，期望參院10月
26日前可完成表決。相比之下，過往6名大法官提名人
選，參院平均在8周後才舉行聽證會。

「金斯伯格死不瞑目」
斯卡利亞在2016年2月逝世後，參議院共和黨人曾拒絕

表決時任總統奧巴馬的提名人選，稱選民應對終身制的大
法官有話語權，今次共和黨試圖「速戰速決」，惹來民主
黨不滿。而《華盛頓郵報》與美國廣播公司聯合進行的民
調亦顯示，約57%民眾反對在大選前提名大法官，支持者
只有38%。民主黨炮轟特朗普提名巴雷特，參院民主黨領
袖舒默直指，「金斯伯格大法官看到他們提名的人選，有
意推翻她的所有成果，必然會在墓穴內輾轉反側」，另外
亦批評在大選前表決提名，等同「不道德地篡奪權力」。

料在位數十年 影響深遠
48歲的巴雷特若獲參院正式通過提名，最高法院中的保
守派及自由派法官比例便拉闊至6比3，巴雷特將成為最
高法院最年輕的大法官，在任時間亦料長達數十年，對社
會的影響力更大，美聯社形容這將是美國最高法院30年
來意識形態上最劇烈的轉變。 ■綜合報道

寂寂無名教授 4年直升最高層

墮胎權恐被推翻 女權大倒退

韓國軍方聯合參謀本部日前稱，在朝
鮮半島西部海域小延坪島附近執行公務
時失蹤的一名韓方漁業指導員，已遭朝
鮮軍方槍殺，韓國總統府青瓦台隨後要
求朝方公開真相並嚴懲責任人。朝鮮官
方朝中社昨日發表公報，要求韓國立即
停止以搜索遺體為由，擅自侵犯朝鮮半
島西部海域的海上軍事分界線，以防
「不愉快事件」再次發生。
朝中社公報說，朝方上周五就當前朝
韓關係中不應發生的「不愉快事件」進

行調查，並向韓方通報事件經過。但據
朝鮮人民軍海軍西海艦隊通報，自當天
以來，韓方出動大批艦艇和其他船隻進
行海上搜索，並入侵朝鮮水域，引起朝
方警惕。公報指出，朝方不介意韓方在
韓國領海進行任何搜索行動，但絕不會
對入侵朝鮮領海行為視而不見，並對此
提出嚴正警告。

韓倡聯合調查事件
朝中社還稱，朝方也計劃自行搜索遺

體，並擬訂將遺體移交韓方的方法。韓
國軍方則表示，軍方正常展開遇害公務
員搜索工作。
韓國總統文在寅昨日主持緊急安保會

議，青瓦台國家安保室第一次長徐柱錫
在會後稱，韓國提議就韓公民日前在朝
鮮海域遭槍擊身亡事件，與朝鮮展開聯
合調查，雙方應在各自海域全力展開搜
索並進行合作、交換必要訊息，同時提
議韓朝之間恢復軍事通訊聯絡熱線。

■綜合報道

韓派艇搜索遺體 朝警告勿侵海域

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昨日在雙方有主
權爭議的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納卡)地區，
爆發新一輪衝突，雙方均指責對方違反
停火協議，率先發動軍事進攻。亞美尼

亞總理帕希尼揚宣布實施戒嚴及全面軍
事動員，並指阿塞拜疆向亞美尼亞人民
宣戰。阿塞拜疆其後亦宣布在首都巴庫
實施戒嚴及宵禁。人權組織稱，衝突中
有兩名亞美尼亞平民被炸死，納卡方面
則指有16名軍人死亡。
亞美尼亞國防部發言人斯捷潘尼揚表

示，阿塞拜疆兩架武裝直升機和三架無
人機在衝突中被擊落。阿塞拜疆國防部
消息稱，亞美尼亞的12個防空導彈系統
在戰鬥中被摧毀，阿方一架武裝直升機
被擊落，機組人員倖存。雙方均表示，
目前在納卡地區的衝突仍然持續。

納卡地區位於阿塞拜疆西南部，居民
多為亞美尼亞族人。前蘇聯解體後，阿
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為爭奪納卡爆發戰
爭，亞美尼亞佔領納卡及其周邊原屬阿
塞拜疆的部分領土。1994年，阿塞拜疆
和亞美尼亞就全面停火達成協議，但兩
國一直因納卡問題處於敵對狀態，兩國
之間的武裝衝突時有發生。
俄羅斯外交部昨日呼籲雙方停火，並

啟動協商；歐盟亦敦促雙方立即恢復談
判。土耳其則矢言支持阿塞拜疆，要求
亞美尼亞停止「侵略」。

■綜合報道

與亞美尼亞爆衝突 阿塞拜疆首都戒嚴

■雙方在邊境爆發激烈衝突。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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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法官為大法官。。 美聯社美聯社

■■ 巴雷特上場恐使女巴雷特上場恐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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