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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院拒引渡阿桑奇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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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佐州次輪投票
定奪參院誰屬

挑戰深紅州份 民主黨重注鄉郊「黑人帶」

美國參眾兩院明日將舉行聯席會議，確認選舉人團
投票結果，確認候任總統拜登當選。一批共和黨參議
員早前表明將在會議上挑戰選舉結果，10名參議員前
日發表跨黨派聯合聲明，當中包括4名共和黨議員，
他們指選民已作出選擇，國會必須履行責任確認選舉
結果，又批評部分共和黨人質疑大選合法性，試圖推
翻選舉結果，只會進一步削弱美國人對選舉結果的信
心。
加入聯署的4名共和黨議員，包括黨內重量級人

物、猶他州資深參議員羅姆尼，聲明呼籲國會確認去
年11月由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取得勝利的總統大選結
果，表示選民已經表態，2020年大選已塵埃落定，
進一步企圖質疑選舉結果，「與美國國民清楚表達的
意願背道而馳，只會破壞國民對早已確定選舉結果的
信心。」 ●綜合報道

在美國新冠疫情持續嚴峻下，候任美國總統拜登早
前已計劃，將本月20日的總統就職禮改為網上直播
進行，以免大量民眾聚集。總統就職委員會前日宣
布，傳統的就職禮巡遊將變成網上「全美虛擬巡
遊」，國民可通過電視直播觀看。
按照傳統，新任總統在國會宣誓後，會在民眾夾道

歡呼聲中，乘坐座駕沿賓夕法尼亞大道巡遊至白宮就
職。總統就職委員會表示，受疫情影響，為確保民眾
安全，拜登和候任副總統哈里斯以及他們的家人，會
安排「虛擬巡遊」，屆時民眾將看到拜登在全國各地
歌舞表演的背景下，前往白宮就職的虛擬影像。

●綜合報道

美國佐治亞州今日舉行的參議院次輪投票，是總
統特朗普在去年11月大選中落敗、美國步入「後特
朗普時代」以來的首場選舉，最終結果不單決定參
議院控制權，由於兩名共和黨候選人珀杜及萊夫
勒，過往一直以「特朗普忠實支持者」自居，以爭
取選民支持，他們能否連任，更是特朗普會否繼續
影響美國政壇的風向標。
在特朗普呼籲下，不少共和黨人在大選踴躍投

票，當中不少是鄉郊地區及小城鎮的選民，而在人

口結構不及佐治亞州多元的一些州份中，效果更明
顯，特朗普今屆大選在佐治亞州的得票，較他在4
年前大選多出38.5萬票，在全國取下7,400萬普選
票，是歷來第二高的數字。不過候任總統拜登成功
創下8,100萬張普選票的歷史新高，於佐治亞州得票
亦較民主黨於上屆大選多出約60萬票。
若特朗普對共和黨選民仍有巨大動員能力，令珀

杜及萊夫勒得以連任成功，特朗普未來在共和黨內
將繼續發揮影響力。相反，若民主黨成功取下這兩
個參院議席，特朗普的政治影響力減退便是不爭事
實。對共和黨而言，最糟糕情況是佐治亞首府亞特
蘭大的近郊地區選民支持民主黨、同時鄉郊地區的
投票率不及去年11月大選。
佐治亞州前共和黨副主席麥克利尼形容，共和黨

在今次選舉中、需決定未來何去何從，不論是兩位
候選人抑或已進入國會的議員，都應思考未來應否
繼續讓特朗普主導該黨。

●美聯社

佐治亞州首府亞特蘭大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
已是非裔美國人主導的城市，不過決定佐治

亞州選舉結果的，主要仍然是鄉郊地區選民，以及
首府亞特蘭大以外的保守派、白人、福音派選民，
過往佐治亞州亦從未選出非裔的州長及參議員。

拜登也靠「黑人帶」
然而隨着人口結構改變，佐治亞州逐漸出現「黑

人帶」。此名詞由20世紀初開始流行，主要形容
美國南方11個黑人聚居的州份，不過放在佐治亞
州內，則泛指中部及南部的鄉郊縣，區內約40%人
口都是黑人；剛過去的大選中，拜登於「黑人帶」
取下近70%選票，成為他在佐治亞州以些微優勢擊
敗總統特朗普的關鍵因素。
今日的次輪投票中，民主黨由紀錄片製作人奧索

夫和黑人牧師沃諾克，挑戰共和黨兩名現任參議員
珀杜和萊夫勒。

「黑人的票也是票」
民主黨在選舉造勢活動中，便經常強調黑人選票

的重要性，甚至借用種族平權運動「黑人的命也是
命」的口號，來鼓勵選民「黑人的票也是票」。亞
特蘭大市長博頓斯前日提到，必須要推高投票率、
讓大家不需要質疑議席誰屬，她指出大選雖有500
萬人投票，創下新高，卻仍有近100萬非裔選民沒
有現身，「100萬人太多了」。
在鄉郊地區拉票的策略與亞特蘭大亦不相同，該

州眾議員杜克斯提到，亞特蘭大的人口結構不斷變
化，鄉郊地區則較為固定，以佐治亞州南部為例，
區內競選模式往往倚賴以多年時間建立的人際關

係，亦即造勢活動必須涵蓋地區政治人物和社區組
織。

鄉郊動員力強 共和黨未必輸
鼓勵黑人投票的策略，似乎亦已有一定成績，根

據佐治亞州官方數據，至今已有約300萬人提早投
票，較2014年的參議院選舉總投票人數更多；政
治專家分析發現，非裔選民的選票佔其中34%，較
去年11月大選的31%高。
萊夫勒前日在造勢活動上，繼續呼籲支持者投票
及鼓勵身邊親友投票，警告如果民主黨成功取下參
院控制權，美國便恐由社會主義者接管，「每日5
個電話、自由派遠離我」。杜克斯同樣承認，共和
黨在鄉郊地區的動員力非常高。

●綜合報道

拜登擬「虛擬就職」
疫下走遍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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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共和黨議員加入聯署
促國會確認拜登當選

「後特朗普時代」首場選舉
美政壇風向標

英國法院昨日就「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的引渡案宣
判，法官以阿桑奇有自殺風險為由，拒絕將他引渡至美國受
審，但不接納阿桑奇律師所指，他是因政治動機而被美國檢
控、又或是他在美國無法得到公平審訊，美國政府表明將會
上訴。此外，阿桑奇要求保釋，正等待法院聆訊。
「維基解密」於2010年洩露50萬份美國軍方及外交機密
文件，當中詳述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軍事行動，美國為
此起訴阿桑奇共17項間諜罪及一項非法使用電腦罪，尋求
將阿桑奇引渡至美國受審。若49歲的阿桑奇在美國被定

罪，最高可被判囚 175
年。

妻聞判激動落淚
引渡案昨日在倫敦
的法院宣判，
法官巴雷
策指出，
阿桑奇
是 一
名

「情緒抑鬱、有時陷入絕望的人」，存在自殺風險，同時指
阿桑奇有智慧及決心，避開美國監獄防止囚犯自殺的措施，
基於阿桑奇的心理狀態，將他引渡至美國是不人道的做法。
阿桑奇聽判時用手抹額，他的未婚妻莫里斯則激動落淚，與
「維基解密」的主編赫拉夫思松相擁。
不過巴雷策同時指出，若阿桑奇洩露美軍文件等行為屬

實，便不再屬言論自由或新聞自由的保護範圍，此外亦沒有
證據證明，阿桑奇的案件屬政治檢控、又或他在美國無法得
到公平審訊。

支持者歡呼「邁向公義第一步」
聚集法庭外的阿桑奇支持者得悉判決後，紛紛歡呼喝彩，
並高叫「釋放阿桑奇」等口號。莫里斯指判決是「本案邁向
公義的第一步」，要求馬上還阿桑奇自由，讓他和家人相
聚。
美國關注組織「出版自由基金會」亦發表聲明，指美國檢

控阿桑奇的案件，是「對美國新聞自由數十年來的最危險威
脅」，法庭卻單純根據美國監獄環境太嚴苛，而非根據新聞
自由來作出判決。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美國亞裔選民在去年11月大選踴躍投
票，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票源，在佐治亞州
的參議院次輪投票，相信亦會發揮關鍵作
用，然而民主、共和兩黨一直未有積極爭取
亞裔支持，無疑錯失提高勝算的機會。
亞裔佔美國人口不足6%，集中居於加

州、紐約州等深藍或得州等深紅州份，故兩
黨一向並不積極向他們拉票。然而亞裔人口
近年漸增，政治取態普遍傾向左翼，加上不
滿總統特朗普防疫不力，卻抹黑中國播疫，
因此不少人在去年大選支持民主黨，近2/3
亞裔選民投票給拜登。雖然拜登挑選有南亞
裔血統的哈里斯為競選拍檔，但在至今公布
的內閣名單中，未有委任任何亞裔部長，引
起美國國會的亞裔領袖不滿。眾議院民主黨
籍華裔議員孟昭文便指出，民主黨人沒有重
視亞裔選民在去年大選對民主黨的貢獻。

●綜合報道

亞裔成重要票源
兩黨未重視

美國佐治亞州的兩個國會參議院議席，今日舉行次

輪投票，選舉結果關乎參議院控制權誰屬，更關係到

候任總統拜登未來4年可否順利施政。佐治亞州傳統上

是深紅州份，不過隨着人口結構改變，非裔

所佔比例愈來愈高，佐治亞

州在去年大選已率先染藍，

民主黨於今日次輪投票中，

再次將希望押注在被稱為

「黑人帶」的鄉郊地區上，

力促非裔選民踴躍投票。

●民主黨候選人奧索夫

●民主黨候選人沃諾克

●共和黨候選人萊夫勒

●共和黨候選人珀杜

美國新一屆國會前日正式宣誓就職。儘管
民主黨在眾議院的議席較上屆減少，令議長
佩洛西承受黨內重大壓力，但她前日仍成功
連任議長，是她第4度出任議長一職。然而
民主黨能否重奪參議院控制權仍是未知之
數，而在眾議院亦流失議席，未來若表決具
爭議的法案，或遇上更大阻力。
今年的國會履新與往屆有很大分別，全體

議員被要求佩戴口罩及保持社交距離。
在前日的議長選舉中，佩洛西獲得列席427

票中的216票，得票超過半數，成功連任，但
僅以7票之微，險勝主要對手共和黨眾院領袖
麥卡錫，有5名民主黨友沒有投票給佩洛西，
而所有共和黨議員均投票支持麥卡錫。
佩洛西在2007年至2011年及2019年至今
擔任眾院議長，是美國史上唯一一位女性眾
院議長，由於她已年屆80歲，相信今屆是

她最後一屆擔任議長。她當選
後發表演講，指新一屆國會正
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其中最
緊急是新冠疫情，表示疫情已
奪走超過35萬美國人生命，
但最終一定會戰勝疫情，在新

總統領導下，眾議
院會盡力工
作，挽救民眾
的生命和生
活。
●綜合報道

●佩洛西

●● 佩洛西在議事廳內佩洛西在議事廳內
發言發言。。 法新社法新社

●●阿桑奇被指存阿桑奇被指存
在自殺風險在自殺風險。。

美聯社美聯社

●●阿桑奇支持者在庭外歡阿桑奇支持者在庭外歡
呼喝彩呼喝彩。。 路透社路透社

●● 民眾高舉民眾高舉「「黑黑
人的命也是命人的命也是命」」
旗幟旗幟。。 彭博社彭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