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綜合美國《華盛頓郵報
》、《紐約時報》及美聯社報道：美國總
統特朗普周二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
其間祝賀普京贏得總統選舉，並且討論了
包括 「軍備競賽」 失控等問題。在俄羅斯
前特工疑似在英國毒害以及 「通俄門」 陰
霾下，特朗普的舉動惹來共和黨領袖猛烈
批評，有報道指國家安全顧問團隊曾在提
示卡上用大寫的英文寫明 「不要祝賀」 ，
但被特朗普無視。

無視團隊提示 特朗普致電賀普京
稱不久的將來會面 白宮澄清：無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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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馬斯特（右一）官位恐將不保 法新社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新華社
消息：美國總統特朗普20日宣布，美國
與沙特阿拉伯已敲定價值125億美元（約
980億港元）的軍售訂單。

特朗普在與到訪的沙特王儲穆罕默
德．本．薩勒曼共同會見媒體時，出示
了展板，上面列舉了沙特將購買的美製
坦克、直升機等軍備，標題為 「對沙特
125億美元軍售已敲定」。穆罕默德回應
說，沙特的訂單將為美國創造400萬個直
接和非直接就業機會，並表示沙特計劃
對美國進行2千億美元投資。

當天，本．薩勒曼在白宮受到美國
總統特朗普熱情歡迎。在攝影機前，特
朗普與沙特王位繼承人本．薩勒曼不斷
示好，拍背、握手、燦笑樣樣來，還不
時美言幾句。不過，分析指出，美沙潛
藏着數個可能破壞蜜月期的問題。

第一，就在本．薩勒曼抵達華府時
，傳出國營石油巨頭沙特阿美（Saudi
Aramco）對於在紐約掛牌上市興趣轉淡
，這是特朗普公開游說的議題，今天卻
閃避了相關提問。

再來，沙特也對美國一項法規表達
擔憂之意。該法規准許9．11恐襲事件受
害者起訴並追究沙特政府在事件中的責
任。還有一個摩擦點是也門戰爭。沙特
率領聯盟對抗獲得伊朗撐腰的胡塞武裝
。這場破壞性的3年衝突，是身兼國防部
長的本．薩勒曼最早的試練場之一，但
卻充斥多項指控，包括殘害平民等。

不過，最棘手的議題或許是沙特的
核計劃。這項計劃號稱是以民生為中心
，但有可能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下成
為打造武器的平台。此前，特朗普政府
還被爆出正尋求向沙特出售核反應堆。

【大公報訊】據美聯社及韓聯社消
息：朝中社20日發表題為《不要以荒唐
的詭辯誤導真實》的社論打破沉默，聲
稱與美國和韓國外交融冰，是推動 「和
平攻勢」獲致的成果，駁斥是制裁將朝
鮮逼上談判桌的說法。

朝中社在20日的社論中說，即便朝
鮮因為發展核武計劃，面臨強大的國際
壓力與嚴厲的經濟制裁，平壤的主動提
議是出自於強勢地位，而非弱勢地位。

朝中社社論說： 「朝鮮民主主義人
民共和國的對話和平攻勢，是一種自信
的表現，因為我國已經取得所有想要的
目標。」

在對美朝關係近期的進展作出積極
評價的同時，朝中社社論也反駁了美日
韓三國輿論認為這一局面是 「特朗普高
強度制裁打壓戰略使然」的觀點。朝中
社批駁說，這是美日韓國內勢力 「散布

謠言，誤導大眾，混淆視聽。」
為了籌備預訂4月底登場的朝韓峰會

，韓國21日提議在本月29日與朝鮮舉行
高層會談，討論峰會日期與議程等細節
。不過，朝中社在社論中隻字未提朝鮮
領導人金正恩與韓國總統文在寅的峰會
，也未提及金正恩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
峰會，只指出與韓國產生了 「劃時代的
和解氛圍」，朝美關係也出現了 「積極
變化的勢頭」。

在韓國，總統文在寅21日表示，韓
國可以和朝鮮、美國舉行三方峰會，文
在寅於韓國總統府青瓦台一場朝韓峰會
籌備會議上說： 「在朝韓峰會之後展開
的朝鮮與美國峰會，本身就是一個歷史
性事件，取決於地理位置，事態可能會
更加戲劇化，而取決於相關進展，還可
能進一步引領出朝韓與美國間的三方峰
會。」

平壤終開腔 未提金特會

克里姆林宮官
網最先發布特朗普
和普京通電話的聲
明，提及應美方提
議，普京與特朗普

通電話。特朗普在電
話中祝賀普京贏得選舉

，並與其探討了如何發展各
領域務實合作，包括保障戰略穩定
和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問題等。雙方
強調，必須協同努力抵制軍備競賽
。普京和特朗普同意繼續發展雙邊
接觸，並研究可能舉行兩位總統會
面的問題。

白宮：奧巴馬也祝賀過
當地時間周二下午，特朗普在

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與來訪的沙特阿
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共
同會見媒體時，向傳媒證實了與普
京通電話。 「我與總統普京通電話
，並恭喜他勝利，贏得大選。」特
朗普說， 「這是一次非常積極的通
話，我可能在 『不久的將來』與普
京舉行會面，當面就軍控、軍備競
賽等問題進行討論。此外，我還將
與他討論烏克蘭問題、敘利亞問題
以及朝鮮問題等。」

俄羅斯總統普京周一以將近77%
的得票率贏得本屆總統選舉，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法國總統馬克龍
、德國總理默克爾、日本首相安倍
晉三等多國領導人也有祝賀普京勝
選，但特朗普的舉動卻惹來共和黨
內猛烈批評。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
康奈爾說總統有權致電任何人，但
俄羅斯總統選舉不可信，他自己就
未必會致電普京。

白宮新聞發言人桑德斯為特朗
普解畫，提及世界其他國家領袖祝
賀了普京，而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和
奧巴馬也曾祝賀普京。至於是否在
不久的將來會舉行 「普特會」，桑
德斯就說尚無計劃。

未提及特工中毒案
與此同時，《華盛頓郵報》報

道，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團隊在特朗
普致電普京前，寫紙卡提示他談話
要點，包括全大寫字母 「不要祝賀
」 （DO NOT CONGRATULAT
），又提示他在電話中譴責俄羅斯
最近在英國使用軍用級別的神經毒
劑謀害前特工斯克里帕爾及其女兒
，但都被無視。特朗普在電話一開
始時就祝賀普京，兩人完全沒有談
及干預選舉和中毒案這兩件「大事」。

白宮20日拒絕評論有關提示卡
的內容，但兩名熟悉特朗普簡報材
料的人員透露，他們明確將 「不要
祝賀普京」的提示寫進去了。也有
白宮資深官員強調，在與特朗普的
電話簡報中，國安顧問麥克馬斯特
沒有提及要不要賀喜的問題。所以
，外界並不清楚特朗普是否有看到
那張提示卡。

白宮威脅泄密者違法
在多家媒體報道提示卡事件之

後，白宮21日又發布聲明威脅，泄
露特朗普的簡報文件是 「可被辭退
的違規以及很可能違法」。聲明稱
， 「如果相關報道是正確的，這意
味着有人泄露了總統的簡報文件。
泄露這類信息是被辭退的違規以及
很可能違法。」

就在不久前，美國首次以干預
大選和網絡攻擊為由制裁俄羅斯，
華府也與英國就前特工中毒案，同
聲譴責莫斯科，這些都與特朗普20
日的口徑南轅北轍。美國政府對俄
羅斯的立場漸趨強硬，而特朗普本
身卻堅持對普京示好。《紐約時報
》指，雖然特朗普此前簽署了對俄
制裁令，但他堅持不與普京為敵。
一名資深官員稱，因為特朗普深信
，領導人之間的互動，是改善美俄
關係的唯一方法。

【大公報訊】據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國政府計劃
周五前針對中國公布一系列懲罰性措施提案，其中包括對至少
價值3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收關稅。與此同時，外媒引述多名
參與政策籌劃人士稱，白宮正準備大幅提高中國公司收購先進
美國科技公司或投資美國公司的難度，打擊中國貿易。

《華爾街日報》引述人士稱，白宮準備依據 「301調查」，
大幅提高中國公司收購先進美國科技公司或投資美國公司的難
度，又計劃當地時間周四（22日）公布一系列針對中國的懲罰
性措施，包括對最少300億美元中國商品徵收關稅，以對華施壓
。計劃的最終細節，包括將被徵收關稅的進口商品規模，仍未
最終確定。白宮發言人不予置評。

報道指，上述舉措的依據是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知識產權行
為為期數月的調查。調查認定，強制性技術轉讓每年給美國企
業造成的損失達300億美元。特朗普政府準備指出，中國國有企
業收購美國技術不是為了商業目的，而是用於軍事用途，以期
在全球技術主導地位的爭奪中獲得優勢。

相關人士稱，特朗普政府希望對等原則成為美中投資關係
的核心，也就是如果美國公司在投資中國時面臨限制，那麼美
國對來自中國的投資也將採取類似限制。這可能意味着，美國
將堅持讓中國公司與美國本土公司組建合資企業後才能在美國
運營，除非中國取消這些限制。

任何沒有首先經過世界貿易組織批准的加徵關稅行為都會
招致中方以及美國國內一些行業的批評。美國許多企業反對特
朗普的關稅舉措，稱此舉可能適得其反。

美擬增華企赴美投資難度不要祝賀背後
特朗普的逆反心理

【大公報訊】據美國CNN網站報道：全大寫字母寫着 「不
要祝賀」的提示卡擺在特朗普的面前，就像在一頭公牛跟前揮
舞紅布一樣。

要記着，特朗普看世界，永遠看到的是一群聰明又有格調
的人，把他拒絕在內部圈子之外。對於那些想要 「指導」特朗
普說什麼做什麼的 「精英」和建制人物，他一向是不屑一顧。
2016年的大選，正驗證了特朗普對於那些所謂 「知道更多」的
人長期以來的懷疑。他們都說特朗普沒機會，嘲笑他，但最後
特朗普用自己的方式打敗了他們。

自從特朗普上任以來，那些試圖 「管理」特朗普或把他 「
調校成」能融入傳統的人，都敗走白宮。雖然白宮公開堅稱，
特朗普與國安顧問麥克馬斯特相安無事，但有關特朗普不滿麥
克馬斯特態度居高臨下，做簡報時經常擺臉色的新聞早就傳遍
各大媒體，麥克馬斯特也被認為是下一個離職的白宮官員。

將特朗普的逆反心理，對麥克馬斯特的不信任，以及想要
美俄關係有突破這三個要素結合，特朗普想對普京說什麼就說
什麼，這就是板上釘釘的事。而那大寫加粗的 「不要祝賀」當
然就會被無視。

避談關係癥結
美沙簽980億軍售訂單

▲特朗普（右）20日在白宮會見本．薩勒曼
法新社

▲韓國總統文在寅（左二）21日在青瓦台主持會議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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