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際 新 聞A24 ●責任編輯：何幼嵐 ●版面設計：周偉志

20212021年年33月月2020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1年3月20日（星期六）

2021年3月20日（星期六）

美國總統拜登曾承諾放寬移民政策，然而
相較前總統特朗普時期，美國非法移民受到
的待遇仍未見改善，當局上月便拘捕近10萬
非法移民，人數是前年6月中以來最多。更
有數千名非法移民兒童滯留在海關和邊境保
護局（CBP）多日，與親人骨肉分離，有
關注兒童福利的律師狠批華府製造
「人道危機」。

兒童被關 不見天日
拜登就任後，大批來自中美洲的非

法移民紛紛湧到美國尋求庇護。然而
美國當局上月拘捕近10
萬名非法

移民，較1月的7.8萬人大幅增加。當局本月初更
於一日之內，在美墨邊境拘押4,500名非法移民。
而在本月初，由於衞生部庇護中心超出負荷，

逾3,700名非法移民兒童在CBP得州庇護設施滯
留介乎5日至7日，超出法律規定的3日期限。許
多兒童被迫與家人分開，相隔多天才能洗澡，甚
至被關在不見天日的地方，時刻活在驚恐中。
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批評，大量非法移民

湧入邊境，當局卻未有妥善處理，極可能引發邊
境危機。國家青年法律中心兒童福利事務主任韋
爾奇也指出，當局須盡快將非法移民兒童轉至衞
生部庇護中心，保障兒童健康安全。 ●綜合報道

非法移民骨肉分離 華府被批釀人道危機

美國婦女在日常生活中經常面對性侵和暴力威脅，性別歧視更廣泛存在，而根
據世界經濟論壇全球性別鴻溝指數估算，美國還需208年才能實現兩性平等。

政壇娛樂界屢爆性醜聞
美國反家庭暴力聯盟等組織去年的研究指出，全美81%女性曾遭到性

騷擾甚至性侵，1/3女性曾遭受親密伴侶施以暴力。女性在職場亦普遍
受欺壓，全職女性員工周薪中位數只有男性員工的81%，非裔和拉丁裔
女性的收入，更分別只有白人男性的61%和53%。
美國政壇存在性騷擾女性的歪風，例如在2017年，民主黨籍眾議員科

尼爾斯因涉嫌性騷擾女員工遭國會調查，民主黨籍參議員弗蘭肯更因性
侵證據確鑿，須公開致歉。近期備受關注的是紐約州州長科莫先後被7
名女性指控性騷擾，州議會兩名民主黨領袖均敦促他辭職，但科莫稱應
等待調查結果出爐，拒絕辭職。
不單政壇，美國其他領域的性醜聞近年亦屢見不鮮，前荷里活金牌監製

溫斯坦性侵案，以及奧運體操隊醫納薩爾性侵案等醜聞，都凸顯美國娛樂
界和體育界等領域，女性的權益普遍受漠視。 ●綜合報道

婦女飽受歧視性暴力 兩性平等料等208年

美 國
黑人長期受到種

族歧視，不滿情緒在非
裔男子弗洛伊德遇害事件後

爆發，在全國掀起種族平權示威。
美國總統拜登借勢透過這股示威潮，成功

爭取「黑人票」入主白宮，然而拜登當選後
拒絕與「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組織會面，更批
評部分示威者的要求「激進」，令人懷疑拜登
只是將黑人視為「用完即棄」的選戰工具，不會
真正推動種族平等。

「美沒可能看見種族平等」
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顯示，八成非裔成年人認為，

奴隸制度仍然影響今時今日的美國黑人地位，一半人
認為美國沒有可能看見真正的種族平等。在弗洛伊德
遇害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隨即通過決議，強烈譴責
事件。去年種族平權運動的示威者亦表示，美國種族
主義問題根深蒂固，故不得不上街發聲。
拜登去年當選總統後，雖然部分黑人對他寄予厚
望，但亦有人認為，從拜登過往政績來看，即使他上
台，也不會從根本上解決警察暴力和黑人長期貧窮

等結構性問題，揚言仍
要發起示威，爭取真正的改
變。
「黑人的命也是命」發起人之一的庫

拉斯在拜登去年當選時，曾要求會晤拜登和
副總統哈里斯，討論種族歧視問題，卻未獲回應。拜
登後來在一場討論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會議上，也拒
絕邀請「黑人的命也是命」組織，更在會上批評示威
者提出「激進」要求。「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成員當
時形容，拜登未有邀請他們出席會議，如同在黑人傷
口上灑鹽。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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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日舉行的中美高層戰略

對話中，美方對中國內政妄加

批評，卻無視美國的惡劣人權

狀況向來備受詬病，亞裔、黑

人及拉丁裔等少數族裔長期飽

受欺壓，美國當權者和一眾政

客口口聲聲重視的民主人權淪

為空談。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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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裔：

排華法案

美國國會1882年以大比數通過《排華
法案》，規定10年內不准華人入境或
入籍。法案直至1943年才正式廢除。

陳果仁謀殺案

27歲美籍華裔人士陳果仁於1982年被
兩名白人男子毆打致死，疑犯聲稱將陳
果仁認作導致美國汽車工人失業的「日
本人」，出於種族仇恨施襲。疑犯面臨
最高15年刑期，最終卻僅被判緩刑及
罰款3,000美元（約2.3萬港元）。

「911」恐襲激化仇恨

「911」恐襲後，美國針對穆斯林的仇
恨犯罪激增，眾多南亞裔人士受害。恐
襲發生4天後，印度裔錫克教徒索迪便
因被誤認為穆斯林，慘遭殺害。

非裔：

洛杉磯暴動

非裔遭受警察暴力對待事件時有發生，
較轟動的是羅德尼．金案，羅德尼．金
於1991年3月在洛杉磯因超速駕駛，
被警方追逐截停後拒捕，遭警方用警棍
暴力制服。法院翌年判決逮捕羅德尼·
金的四名白人警察無罪，引發黑人大示
威，更演變成了洛杉磯暴動。

弗洛伊德案

黑人男子弗洛伊德去年5月在明尼阿波
利斯，遭白人警員壓頸制服，導致窒息
身亡，事件觸發黑人在全美發起大規模
示威，在多地引發騷亂及嚴重警民衝
突。

拉丁裔：

關押非法移民

多年來不少來自中美洲國家的非法移
民，前往美國尋求庇護，但近年華府對
非法移民的態度愈趨強硬，前總統特朗
普更指非法移民中有不少罪犯，將他們
拒於門外。大量非法移民兒童更被當局
分隔扣押，被迫與親人骨肉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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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制止仇恨亞太裔美國人組織」統計，去年3
月至今，全美已錄得近3,800宗針對亞裔仇恨犯

罪，其中針對女性個案佔近七成，亞裔人士會被辱
罵、肢體襲擊等。

逾30年國會首評估亞裔歧視
美國眾議院前日召開聽證會，關注亞裔群體在新冠

疫情期間遭受嚴重種族歧視議題，是逾30年來首
次。多名亞裔議員在指出，美國亞裔的處境已近「臨
界點」，社會不容忽視。眾議院的聽證會是在數周前
安排，成為逾30年來國會首次評估針對亞裔的歧視
問題，除有議員發言，亦有不少專家、以韓裔美國演
員金大賢等人作證。紐約州民主黨籍華裔議員孟昭文
坦言疫情爆發後，亞裔群體處境艱難，「我們的社群
在流血、承受傷痛，在過往一年一直高聲呼救」。
會上不少專家指出，前總統特朗普等部分美國人，

將新冠稱作「中國病毒」等，加劇針對亞裔偏見，眾
院司法委員會轄下憲法、民權及自由小組主席科恩便
表示，反亞裔的偏見一直潛藏在美國內，且有一段
「長久、醜陋的歷史」，疫情更使偏見加劇。
共和黨籍的眾議員羅伊在會上一度搬出中國控制疫

情等議題，質疑聽證會目的是「監控」言論自由，馬
上引起批評，華裔議員劉雲平直指「我不是病毒」，

並解釋不論稱呼「中國病毒」的政治出發點是什麼，
結果都是傷害亞裔美國人；孟昭文也強調共和黨有談
論不同政見的自由，但絕不應攻擊美國亞裔群體。
總統拜登前日便要求白宮及各聯邦政府建築下半

旗，紀念亞特蘭大槍擊案受害人，昨日前往亞特蘭大
時亦取消原定會議，改與亞裔代表會晤。
除亞裔外，非裔、拉丁裔等少數族裔亦長期在美國
社會受歧視，去年非裔男子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員壓頸
而死，觸發席捲全國的種族平權示威，亦揭露美國自
身的人權問題。據美國國家科學院統計，當地每
1,000名非裔男子中，便有1人會在警員執法時死
亡，數字是白人的2.5倍。

聯國曾籲結構性改革
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曾在去年6月發表聲

明，對美國多年來針對非裔美國人的暴力表示關切，
敦促美國認真遵守國除公約，並進行結構性改革，結
束種族歧視。當地新聞網站MarketWatch亦批評，美
國一直習慣拿人權對別人說教，種族問題便摑了美國
一巴掌，稱「華盛頓應拋棄在人權問題假裝聖潔的雙
重標準」；民權組織「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更呼籲
聯合國將美國警察暴力對待白人，列為「侵犯人權行
為」，必要時實施制裁。 ●綜合報道

●●明尼蘇達州有團體上街明尼蘇達州有團體上街，，促促
請停止針對亞裔請停止針對亞裔。。 法新社法新社

●●美國有民眾要求保護美國有民眾要求保護
亞裔女性亞裔女性。。 法新社法新社

●●劉雲平反擊劉雲平反擊
共和黨稱共和黨稱「「我我
不是病毒不是病毒」」。。

法新社法新社

●●孟昭文強調不應攻擊孟昭文強調不應攻擊
亞裔群體亞裔群體。。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弗蘭肯性侵證據確鑿弗蘭肯性侵證據確鑿，，最最
後須公開致歉後須公開致歉。。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科尼爾斯涉嫌性騷擾女員科尼爾斯涉嫌性騷擾女員
工工，，遭國會調查遭國會調查。。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弗洛伊德遇害事件後弗洛伊德遇害事件後，，掀起全掀起全
美種族平權示威美種族平權示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