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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保參院 拜登未至全跛
內華達州些微優勢取勝 料失眾院施政舉步維艱

疑不滿阿聯酋減產石油 美政治報復不聽話盟友

美國得克薩斯州達拉斯市12日舉
行航空展，兩架二戰時期戰機在飛
行表演期間高速相撞，爆出巨大火
球。消防部門表示地面無人受傷，
兩機上合共6人證實全部罹難。
現場片段可見，事發時一架B-17
轟炸機在飛行期間，被一架由左方
飛至的P-63戰鬥機撞上，兩機機身
後半部撞毀，殘骸墮地並發生猛烈
爆炸，冒出巨大火球及濃煙。保護
二戰軍機組織「空軍紀念協會」主
席柯茲表示，B-17通常有4至5名
機組人員，P-63則是單座位戰機。
據悉這兩款二戰古董戰機現存只有
數十架。
現場是距離達拉斯市中心約16公

里的機場，當時正值退伍軍人節長
周末假期，舉行紀念二戰的航空
展，展出多架二戰時期軍機，並由
退伍機師等富經驗的人士駕駛這些
飛機進行飛行表演。
當時現場估計約有4,000至6,000
人，不少人目擊事件後驚慌尖叫，
其中一名目擊者蒙托亞表示，「我
感到十分震驚，所有人都非常緊
張，一些人更當場哭泣。」航空展
原定一連三日舉行，事發後主辦單
位宣布13日最後一天的活動取消，
並表示會為目睹墜機事故的急救人
員及觀眾提供心理輔導服務。聯邦
航空管理局和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
已接手調查事故。 ◆綜合報道

美二戰古董機相撞爆炸6死

好萊塢著名導演史提芬史匹堡改編自真
人真事、湯漢斯主演的電影《機場客運
站》主角原型人物、伊朗難民納賽里曾留
宿於法國巴黎戴高樂機場18年，他最近返
回該機場露宿，12日於二號客運大樓心臟
病發身亡，終年76歲。

納賽里1977年因抗議伊朗國王入獄，最
後被驅逐出境。他獲聯合國難民署簽發難
民證，但其後被盜，1988年起以戴高樂機
場客運大樓為家，與機場員工成為朋友。
納賽里2006年因病入院，之後轉到巴黎庇
護所生活，最近才返回機場。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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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客運站》原型人物
留宿法機場18年難民猝死

◆◆P-P-6363戰鬥機戰鬥機 ◆◆B-B-1717轟炸機轟炸機
據土耳其媒體報道，位於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

坦布爾市中心的著名步行街「伊斯蒂克拉爾大
街」，13日發生猛烈爆炸，市政府表示造成至少
6人死亡及53人受傷，暫時未知爆炸原因。總統
埃爾多安譴責事件為「邪惡的炸彈恐怖襲擊」。
事發於當地時間下午約4時20分（北京時間晚上

約9時20分），警方表示，已從鄰近警局派出大批
警員前往現場調查，多輛救護車和消防車亦抵達進
行救援。土耳其紅新月會稱，已緊急安排血液運往
醫院，協助搶救傷者。現場片段顯示傳出巨大爆炸
聲，部分商店玻璃窗被震碎，不少人慌忙走避。
「伊斯蒂克拉爾大街」是旅遊熱點，一向吸引

不少遊客遊覽，並設有大量商店和餐廳，事發後
步行街已暫時關閉。據土國國營媒體報道，當局
已指派5名檢察官調查此案。 ◆綜合報道

拉丁裔的馬斯托與拉克索爾特得
票一直咬緊，但12日克拉克

縣點算的逾2.2萬張郵寄選票，馬斯
托取得當中1.4萬票，成為奠定勝局
的關鍵。目前只餘下佐治亞州參院
議席需於下月6日進行決選，但即
使共和黨候選人在佐治亞州勝出、
兩黨在參院各佔50席，但當參院表
決只需簡單多數通過的法案時，副
總統哈里斯作為參院議長，可於表
決陷入僵局時投下決定性一票。

「感覺很好 期待接下來幾年」
正在東南亞訪問的拜登，12日

向馬斯托和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
默表示祝賀，拜登同時表示，他
對這一結果「感到滿意」，民主
黨將把注意力集中在尚未有結果
的佐治亞州參議院席位上，還聲
稱自己「感覺很好，期待接下來
的幾年」。

共和黨差7席拿下眾院
至於眾議院選舉，目前民主黨

獲得204席，共和黨則獲得211個
席位，距離成為多數黨所需的218
席只差7席，估計大有機會拿下眾
院，但多數優勢將少於選前預
測。
參議院與眾議院擁有相同的立

法權利，但參院可決定總統提名
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及政府主
要人事任命。民主黨保住參院可
平衡眾院握於共和黨的掣肘，對
拜登算是一層保護，確保政局不
致淪於看共和黨臉色。當國會需
通過維持聯邦政府運作的經費法
案時，參院民主黨將可為行政部
門護航，只是若共和黨拿到眾
院，肯定會以威脅讓政府關門及
潛在災難性債務違約，作為與民
主黨討價還價的籌碼。◆綜合報道

在今屆美國中期選舉中爭

持激烈的參議院改選，終於

得出結果。在內華達州角

逐連任的民主黨參議員

馬斯托，以 48.8%對

48.1%的些微得票率優勢，擊敗共和黨候選人拉克索特爾，

令民主黨在參院全部100席中佔據50席，保住參院控制

權。分析認為民主黨雖然驚險保住參院，但眾議院極可能

落入共和黨手上，總統拜登政府提出的法案勢在眾院受到

阻撓，即使不至於完全變成「跛腳鴨」，但餘下兩年任期

在施政上將更舉步維艱。

共和黨在今屆中期選舉成績未如
理想，不但在眾議院的優勢少於預
期，更無法奪得參議院控制權。美
聯社早前委託芝加哥大學全國民意
公共事務研究中心進行民調，顯示
獨立選民支持民主黨的人數較多，
令民主黨取得優勢。
調查發現，雖然此前預計獨立選

民因擔心美國經濟問題，會傾向投
票給共和黨候選人，但是從全國範
圍來看，獨立選民投票給民主黨候
選人的比例，較投給共和黨候選人
高出4個百分點。在參院席位競爭
激烈的一些州份，投票給民主黨人
的獨立選民比例，更遠高於投票給

共和黨人的比例，在賓夕法尼亞、
佐治亞和亞利桑那州，分別高出18
個、28個和30個百分點。
民調同時顯示，不少獨立選民未

有投票給共和黨候選人，與不滿前
總統特朗普有關，多達35%獨立選
民表示自己投票旨在表態反對特朗
普。58歲的亞利桑那州選民基爾弗
表示，他在前年大選支持特朗普，
但現時對特朗普的「選舉舞弊論」
已感到厭倦，寧願在今次中期選舉
改投民主黨。65歲的退休人士勒普
拉則稱，「我只是在兩個惡魔間選
一個相對溫和的，最終將選票投給
民主黨。」 ◆綜合報道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今屆中期選
舉，支持多名共和黨候選人角逐各
州份的州務卿席位，他們均認同特
朗普在前年總統大選後提出的「選
舉舞弊論」，因此被稱為「選舉否
認者」，然而當中只有一人在「深
紅」的印第安納州勝出，在一眾關
鍵搖擺州份則全軍盡墨，對於特朗
普陣營而言是一次重大打擊，反映
選民並不認同「舞弊論」。
隨着內華達州民主黨候選人阿吉

拉爾12日擊敗共和黨候選人馬錢
特，當選內華達州州務卿，「選舉
否認者」在關鍵州份的州務卿選舉

全數落敗。由於馬錢特選前發起一
批極右候選人組成「美國優先」陣
營，因此被視為「選舉否認者」代
表人物，他的落敗對謀求在2024
年捲土重來的特朗普打擊最大。他
在選前一再聲稱特朗普勝出前年大
選，還表示一旦自己當選，特朗普
將可於2024年再次入主白宮。
另據當日公布一項最新民調顯

示，成功連任的佛羅里達州共和黨
籍州長德桑蒂斯若參加2024年總統
大選，在共和黨黨內初選中已領先
特朗普7個百分點，顯示特朗普在共
和黨內的民望已下降。 ◆綜合報道

獨立選民厭倦「舞弊論」寧投民主黨

「選舉否認者」幾全敗 特朗普失回朝籌碼

◆◆納賽里與納賽里與《《機場客運站機場客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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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離開步行街時驚魂未定民眾離開步行街時驚魂未定。。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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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東南亞訪問的拜正在東南亞訪問的拜
登登，，向當選參議員馬斯向當選參議員馬斯
托和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托和參議院民主黨領袖
舒默表示祝賀舒默表示祝賀。。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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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近年屢屢宣稱所謂「敵對」國家「干涉
美國政治」，最新一輪指控卻針對美國在中東
地區的多年盟友阿聯酋。《華盛頓郵報》12日
引用美國情報部門一份機密報告，稱阿聯酋多
年來嘗試利用各種合法或非法活動，引導美國
外交政策向對阿聯酋有利方向發展。近期中東
多個產油國包括阿聯酋在內決定減產石油，引
起美國不滿，在此背景下，難免令人質疑美國
對阿聯酋的指控是出於政治目的，試圖向「不
聽話」的盟友報復。
《華郵》報道稱，該報告由美國國家情報委員

會編寫，近期還向美國政界高層匯報。智庫「布
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曾在情報委員會任職
的里德爾稱，美國情報機構一般重點關注「外國
威脅」，「情報界通常會避開或被解讀為『研究

美國國內政治』的活動，對一個友好國家做這種
事很罕見。」

稱花費1.54億美元游說引導美外交方向
該報告內容大多集中阿聯酋在美國利用政治捐

獻和游說團體謀取利益。例如根據司法部紀錄，
阿聯酋從2016年起花費逾1.54億美元用於游
說，還向美國大學和智庫捐贈數億美元，其中多
間受資助機構撰寫的政策論文，都有助維護阿聯
酋利益。
《華郵》特別指出，阿聯酋一些「明目張膽」
的舉動包括僱用3名美國前情報和軍事官員，協
助監視阿聯酋異見人士、美國政客、記者和企業
等。美國檢方去年指控稱，3人涉嫌協助阿聯酋
入侵美國等國家的電腦，他們亦承認向阿聯酋提

供黑客技術。不過刑事指控最終以3人支付170
萬美元罰款告終。據報過去7年間，有280名退
役美軍為阿聯酋擔任軍事顧問，數目超過其他任
何國家，相關工作的報酬也相當可觀。

指沙特卡塔爾等亦圖影響美政策
羅列連串阿聯酋的「可疑行為」後，《華郵》

隨即表示，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爾、以色列等
其他數十個國家和地區政府，都涉及「在美國積
極活動、試圖影響美國政策」。報道堅稱美國國
家安全專業人士早知曉阿聯酋的行動，但國會並
未修訂遏制外國施加影響力的法案，司法部也缺
乏資源，才讓這些類似「間諜活動」愈演愈烈。
阿聯酋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重要盟友，還是美

製軍備的第3大採購國，當地現時仍有美軍駐

紮。美國近年還對阿聯酋批出一筆總值230億美
元的軍售，包括最先進的MQ-9無人機和F-35戰
機。不過近期包括阿聯酋在內的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成員國，在石油減產、對俄取態等議
題上與美國意見不一，美國政客的批評聲音也愈
來愈激烈。就在上月，卡斯滕等3名民主黨籍眾
議員還揚言阿聯酋等國家決定減產，是針對美國
的「敵對行為」，揚言要立法讓美國主動從當地
撤軍。
《華郵》報道最後亦不忘引述專家表態，暗示

當局要重視「外國干預」問題。追蹤競選財務及
游說的非牟利組織OpenSecrets外國影響力事務
專家馬索格利亞就稱，「美國確實制訂了一些規
則，但還有很多漏洞允許人們不披露工作內容，
就代表外國利益在美工作。」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