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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紐約前日起恢復餐廳室內堂食，是防疫措施實施半年以來首次，

不過紐約疫情近日有回升趨勢，較半個月前增加逾五成，重開堂食恐令

疫情進一步惡化。放寬堂食限制適逢中秋節前夕，皇后區法拉盛華埠的

中式餐廳食客均大為期待，紛紛前往老字號餐廳「一解鄉愁」。

紐約堂食解封 華人中秋解鄉愁
撤半年禁令 疫情反彈恐加速

英脫歐協議反口 歐盟展法律行動

孟晚舟引渡案 法庭暫未斷定美方誤導 德擬收緊審查 變相禁華為參建5G
英國《金融時報》昨日報道，德國政府

計劃在未來數周內提交資訊科技安全法
案，加強對電訊設備供應商進行技術和政
治審查，變相令中國電訊設備商華為難以
參與德國5G網絡建設。華為強調公司已
與德國安全部門合作，目前沒有任何合理
理由限制其進入德國市場，拒絕就消息置
評。
報道引述德國國會議員透露，新法案不

會明文禁止華為參與5G網絡建設，但會
要求對電訊設備供應商進行兩階段審核，
包括對獨立零件進行技術檢查，以及對製
造商可信賴程度的政治評估。德國執政聯
盟成員社民黨外交政策發言人施密特表
示，德國將採取法律手段，將華為等「不
值得信賴的供應商」排除在德國5G網絡
建設之外。

路透社則引述消息稱，德國政府原則上
同意將對供應商的審查範圍擴大，並由一
直對華為持懷疑態度的情報部門及網絡安
全部門負責。

美施壓 默克爾或妥協
德國是華為最重要的海外市場之一。總

理默克爾今年初曾明確表態，不支持直接
封殺華為，但建議加強對所有供應商的國
家安全要求。
分析指出，美國自去年起便以減少共享

情報等事由作要挾，嚴厲施壓德國禁用華
為。德國政府和在野黨派對華為態度也趨
於強硬，或最終讓默克爾選擇妥協。據報
德國3大電訊商已逐步停止在核心網絡設
備上使用華為設備。

■綜合報道

中國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引渡案的最
新一輪聆訊，前日在加拿大卑詩省高等
法院結束。對於美方是否在指控中誤導
了加方，以及法庭是否接受印證這一說
法的額外證據，主審法官並未當庭作出
任何結論。
本輪聆訊自9月28日開始，持續了兩
天半，孟晚舟本人全程到庭。她的律師
在庭上指出，美方濫用其與加拿大之間
的引渡協議的特權，試圖以一套錯誤的
「事實」實現對孟的引渡。
控方律師認為辯方試圖將目前的訴訟
變成一場「審判」。辯方律師反駁了這
一說法，並建議法庭就此展開更詳細的
聆訊，以證明美方通過遺漏案件關鍵部
分的手法來誤導法庭。

辯方認為，美方向加方提供的案件記
錄中指控的行為與事實真相之間存在明
顯差異，且是實質性的錯誤陳述。案件
記錄在整體上曲解了2013年孟晚舟與香
港滙豐銀行方面晤談時，展示的Power-
Point的核心內容，而該PowerPoint是目
前美方指控孟晚舟的唯一證據。辯方認
為，該 PowerPoint 解釋了華為與星通
(Skycom)公司的關係及業務合規性，但控
方有意遺漏了核心內容並作錯誤陳述，
構成誤導。

10月底再審 討論被拘過程
孟晚舟引渡案下一次開庭聆訊已排期

在10月底，屆時法庭將討論2018年12月
1日加執法人員在溫哥華國際機場對孟的

拘押過程是否存在程序濫用。孟方律師
團隊早前已向法庭提出，當時邊境服務
局人員在無律師在場的情況下對孟晚舟
進行了約3個小時問詢，沒收其電子設
備、獲取其密碼，並將密碼交給了皇家
騎警。加方隨後向美方提供了孟的電子
設備的相關訊息。 ■綜合報道

英國用以規範脫歐過渡期後國內4個地區市場運作的《內
部市場法案》前日在下議院通過，由於法案違反脫歐協議及
國際法，歐盟昨日隨即採取反制措施，向英國展開法律行
動，倘英國不讓步，案件最終或需交由歐洲法院處理，英國
可能面臨巨額罰款。

限英一個月內回覆
《內部市場法案》用作規管明年1月1日脫歐過渡期結束

後的英國內部市場，英方形容法案是一旦英歐談判破裂下的
「安全網」，不過部分條文被指違反脫歐協議中的北愛爾蘭
條款，違反國際法，歐盟亦指會令北愛爾蘭硬邊界重臨，危
及《受難日協議》。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昨日表示，早前已經向英國提

出，在9月底之前將《內部市場法案》中有問題的部分移

除，死線在前日已經到期，由於倫敦方面並未讓步，故歐委
會決定展開「侵權」(infringement)程序，亦即針對觸犯歐盟
法例的歐盟以外國家展開法律程序，英國將有1個月時間，
回覆歐委會的正式投訴信。
馮德萊恩解釋，法案違反脫歐協議中的第5條，亦即英歐

雙方均應「真誠合作」以履行協議內容；她同時強調，歐
盟承諾繼續履行脫歐協議。
案件最終可以上訴至歐洲法院，不過「侵

權」其實是歐盟內常見程序，以英國為
例，今次已經是歐盟針對倫敦的第84
次同類行動。英國政府發言人回應
指，會在適當時候回覆信件，同時再強
調英國已「清晰列出」制定《內部市場法
案》的理據。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馮德萊恩稱馮德萊恩稱，，歐盟承諾繼續履行脫歐協議歐盟承諾繼續履行脫歐協議。。 美聯社美聯社

■■孟晚舟出席最新一輪聆訊孟晚舟出席最新一輪聆訊。。 法新社法新社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前日在聯合國大會上，呼籲全球各
國提供350億美元(約2,712億港元)，資助聯合國「加速開發

新冠治療工具」(ACT)項目。另一項協助全
球採購疫苗的「新冠疫苗實施計劃」(CO-
VAX)，亦缺少約50億美元(約388億港
元)。
ACT項目預定向全球生產並提供20億
劑疫苗、2.45億份治療藥物和5億劑病毒
檢測試劑，供應中低收入國家，預計總支
出約380億美元(約2,945億港元)，但至今
僅收取約30億美元(約233億港元)。
古特雷斯表示目前疫情持續嚴峻，聯
合國需要取得資源，把握購買和生產疫

苗的機會，並建立庫存，讓各國可在疫苗面世時充分利
用。古特雷斯形容，合作加強檢測、治療和研發疫苗符合
各國利益，亦有利經濟。

德追加9億 英泵水倍增
德國總理默克爾近日宣布，將在6.75億歐元(約61億港

元)基礎上，追加1億歐元(約9.1億港元)資助該項目，英國
也承諾把資助金額加倍，合共提供最多5億英鎊(約50億
港元)。
目前已有全球2/3國家加入COVAX項目，計劃向全球

20%人口提供疫苗。參與計劃的全球疫苗與免疫聯盟(GA-
VI)文件披露，該計劃仍需約4億美元(約31億港元)資助，
否則將難以跟藥廠簽署購買疫苗協議。 ■美聯社/法新社

美國紐約市在前日重開食肆堂食，是當地疫情
爆發以來首次，不過經歷半年在戶外進食或買外
賣的日子，不少顧客對在室內用餐仍表現謹慎，
紐約市長白思豪亦表明，他本人仍會選擇在室外
進食。

市長：我仍戶外進食
紐約目前的氣溫仍適合逗留室外，重開堂食首
日，在街上可見不少食客選擇在戶外落座，如光
顧曼哈頓華埠粥麵店的陳女士表示，已經記不清
上一次在餐廳室內進食是何時，她認為紐約人口
密度太高，難以安全在室內進食，她亦「不習
慣」與陌生人在室內共處。

布朗克斯一間百年意式餐廳的老闆德爾菲諾提
到，周末共有數十人訂座，不過只有2組客人要
求室內座位；白思豪雖然鼓勵民眾支持餐廳生
意，不過直指「我本人仍選擇在戶外進食」，在
可行情況下會繼續此習慣。
部分餐廳老闆亦顯得謹慎，如科恩在紐約經營

兩間餐廳，她一方面擔心花費人力物力配合防疫
要求後，顧客亦未必會在室內進食，另一方面她
父親染上新冠肺炎逝世，為安全起見，其中一間
餐廳會繼續提供外賣，另一間則繼續停業。
紐約州政府表示會評估在重開堂食後的感染率

及其他數據，期望在11月1日將室內堂食最高入
座率增加至50%。 ■綜合報道

紐約市前日新增451宗新冠確診個案，並錄得
最少9宗死亡病例，全市累計逾24萬人確

診、最少2.3萬人病逝。紐約市上月初時單日新
增病例大致維持在200多宗，但過往7日的平均
病例已增至423宗，較14日前的平均數上升
51%，周二更錄得522宗確診，反映疫情有惡化
趨勢。

入座率限25% 需量體溫
不過紐約仍按原定計劃，昨日起恢復室內餐廳

堂食，是6個月來首次，不過食肆仍需遵守防疫
措施，包括入座率最高只可達25%，另外亦要為
所有顧客量體溫等。
餐廳及食客都對生活逐漸回復正常感到高興，
但在開業107年的生蠔吧Grand Central Oyster
Bar，負責開生蠔的員工在停業期間已找到其他工
作，用以製作龍蝦卷的熱狗麵包亦沒有供貨，不
過在區內任職律師的波波克仍樂於在餐廳內用
餐，稱「我們要贏回紐約的精神」。

料難回本 老闆仍鬆一口氣
曼哈頓法式餐廳的老闆瓜里諾則提到，即使配

合室外座位，但由於室內入座率限制在25%以
下，預計餐廳仍難以恢復盈利。此外餐廳過往倚
賴附近劇院的熟客，戲劇表演未恢復亦對餐廳有
影響，不過他仍形容感到「鬆一口氣」。
紐約皇后區法拉盛有不少中式餐廳，重開堂食

適逢中秋前夕，酒樓亦紛紛作好準備迎客。君豪
大酒樓營業總監鄭師堅提到，重開堂食後有50%
至60%員工復工，目前酒樓室內及戶外合共可容
納300多人，但每張餐桌只可坐4人。鄭師堅又
稱若天氣變冷，戶外可加設帳篷及暖氣，堂食客
人則需留下姓名及聯絡電話，作防疫之用。

家中支柱 侍應樂見有工返
酒樓侍應陳魯一表示，他原本是家中經濟支

柱，疫情令他們一家只能依靠失業救濟金度日。
隨着餐廳重開，陳魯一周二也回到酒樓上班，他
坦言非常高興。
從中國移居紐約的楊莉表示，她半年來都沒有

在飲早茶，得知重開堂食，即相約友人「品嚐家
鄉味道」，又提到餐廳每桌都有洗手液、且服務
員都戴好口罩，對堂食感到安心。

■綜合報道

習慣「外賣生活」
紐約人抗拒室內位 聯國急籌2700億 助研疫苗

■■紐約餐廳自半年以來首紐約餐廳自半年以來首
次恢復室內堂食次恢復室內堂食。。 美聯社美聯社

■■民眾進入餐廳時需量民眾進入餐廳時需量
度體溫度體溫。。 彭博社彭博社

■■顧客排隊購買食物時顧客排隊購買食物時，，

左右有隔板分開左右有隔板分開。。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