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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飯碗不保 TikTok員工眾籌告華府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CNN

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8月6日簽署針對
TikTok及其母公司 「字節跳動」 的行政
命令後，美聯社13日披露，TikTok美
國員工正計劃就此禁令起訴特朗普政府
。TikTok發言人對此回應稱，該決定由
員工自行主導， 「我們尊重員工為尋求
正當法律程序而採取一致行動的權利
」 。

代表員工提起訴訟的互聯網政策律
師戈德溫表示，因為目前尚不清楚此禁
令是否會禁止TikTok向其在美國的大約
1500名員工發放工資，TikTok員工擔
憂該禁令會使自己的工作和薪水 「處於
危 險 之 中 」 ， 於 是 在 眾 籌 平 台
GoFundMe上發起籌款，用以聘請律

師挑戰美國政府。該項目於12日上線
，目標金額為3萬美元，截至目前已籌
集到逾1.17萬美元。戈德溫說，員工的
法律訴求將集中在僱員權利上，而不是
禁令涉及的國安理由。

此前有報道稱，TikTok將向加州南

區聯邦地區法院提起訴訟，指控特朗普
簽署行政令的舉動涉嫌違反美國憲法。
戈德溫表示，TikTok員工的訴訟將與該
公司即將進行的訴訟分開進行。

特朗普政府近來多次以國安為由，
無端打壓甚至封殺中國科技企業。繼華
為、TikTok和微信之後，有外媒預測，
阿里巴巴可能成為下個打擊對象。分析
指，這些針對中國企業的行動，標誌着
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日益增長的科技實力
的反擊急速升級，要迫使跨國企業在中
美之間做出選擇。

新加坡國立大學客座高級研究員卡
普里稱，阿里巴巴是中國的科技領軍企
業，這一點或許足以成為華盛頓發起攻
擊的理由。

僅暫停吞併 以國機關算盡
【大公報訊】綜合新華社及美國《

華爾街日報》報道：以阿達成和平協議
後，以色列會否繼續執行吞併計劃再次
成為關注焦點。雖然阿聯酋阿布扎比王
儲穆罕默德13日晚在社交媒體推特上
強調，達成和平協議將讓以色列停止 「
吞併巴勒斯坦領土」 ，但從以方表態看
，吞併計劃只是暫停，並非終止。以色
列《耶路撒冷郵報》認為，雖然目前尚不
清楚吞併計劃會「暫停」多久，但「不太可
能在今年年底之前發生任何事情」。

以色列 「暫停」 吞併計劃多長時間
這一關鍵問題，庫什納沒有作出說明。
他表示： 「相信他們（以色列）在與美
國達成共識之前不會進一步擴張領土」

。威斯康星州民主黨眾議員波坎怒斥該
協議為 「恥辱」 ，並表示 「暫停」 吞併
計劃不是什麼值得誇耀的 「歷史性成就

」 。他直言，以色列單方面決定吞併約
旦河西岸地區，無疑是違反國際法、侵
犯巴勒斯坦人權的行為。

今年4月，以色列宣布將從7月開
始在美國所謂的 「中東和平新計劃」 下
推進對約旦河谷和約旦河西岸猶太人定
居點 「實施主權」 ，所涉土地面積約佔
約旦河西岸地區的30%。這一計劃遭
到阿拉伯國家普遍反對。6月30日，以
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暗示，可能不會如
期實施吞併計劃。

在以色列國內，和平協議將令吞併
計劃暫停的消息也引起爭議。一些右翼
人士認為，內塔尼亞胡背叛了其選舉前
有關吞併計劃的承諾。

三方多輪密談 對伊朗敵意促成事
【大公報訊】據《華爾街日報》報

道：在美國的斡旋下，以色列和阿聯酋
達成和平協議，美媒稱，此次協議是
2019年至今三方多輪秘密談判的產物
，其間美國、以色列及阿聯酋領導人均
派出各自親信參與談判。特朗普選擇的
是 「駙馬爺」 庫什納，以色列駐美大使
德爾默和阿聯酋駐美大使奧特巴亦是推
動談判進程的重要人物。

在一次華沙會議之後，特朗普政府
派出伊朗問題特別代表布胡克，在美國

國務院招待了以色列和阿聯
酋的官員舉行會談，三方
開始討論潛在的協議。此
後，以方人員秘密飛往阿
布扎比開會。而阿聯酋官
員則也在偷偷摸摸地前往
以色列參與會談。

庫什納自詡特朗普政府
在中東和平問題上的 「尖兵
」 ，而他也將推動以色列與
阿拉伯世界建交當作第一要

務。庫什納曾在華盛頓與奧特巴密切接
觸，並討論多種促進以阿建交的可能性
，包括讓兩國簽署有限制的互不侵犯條
約。特朗普在13日記者會上還多次讚
女婿所做的努力。

過去兩年間，對伊朗的共同敵意拉
近了以色列與阿聯酋的聯繫，在美國的
安排下，以色列和阿聯酋秘密參加秘密
會談，在反伊核的問題上，分享信息和
協調合作。美國官員稱，特朗普決定退
出伊朗核協議是一個關鍵時刻，這進一
步孤立了德黑蘭並向區內其他國家發出
必須選邊站的信號。

因為2020年的新冠疫情，談判進
程也被迫推遲，但美國駐以色列大使弗
里德曼近幾月常在華盛頓和以色列來回
，白宮在7月21日還招待了阿聯酋代表
團。庫什納說，奧特巴六月在以色列最
高銷量報章《新消息報》用希伯來語投
書，警告以色列計劃吞併約旦河西岸對
和談可能造成的毀滅性影響之後，各方
加快了討論的節奏。

中東成總統大選籌碼 共和黨盼八月驚奇

目前距離美國總統選舉僅剩不到3
個月時間，特朗普此時促成以色列與阿
聯酋達成和平協議，有着明顯的選舉目
的。美國《華盛頓郵報》說，雖然此事
不足以兌現特朗普對中東和平的承諾，
但仍是他競選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巴勒斯坦召回駐阿大使
阿聯酋外交部13日發表聲明說，

阿聯酋阿布扎比王儲穆罕默德、以色列
總理內塔尼亞胡和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天
進行三方通話後達成協議，同意阿聯酋
與以色列實現關係全面正常化。以阿兩
國將在未來數周簽署協議，涉及投資、
旅遊、直航、安全、互設使館等。以色
列也在協議中同意，暫停吞併約旦河西
岸屬於巴勒斯坦的土地。

以色列目前在中東僅與埃及和約旦
有外交關係。此次是以色列近26年來
首次與阿拉伯國家達成和平協議。

巴勒斯坦總統府13日晚發表聲明
反對和譴責協議，宣布即時召回駐阿聯
酋大使抗議，並敦促其他阿拉伯國家 「
不要屈服於美國壓力」 。控制加沙地帶
的哈馬斯形容阿聯酋的做法是向巴人的
背後插刀，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建交，
只會鼓勵以色列進行更多侵略行為。

伊朗警惕怒斥阿聯酋捅刀
有媒體稱，和平協議看似邁出了一

步，但難以起到推動巴以問題解決的積
極作用，巴勒斯坦有被淡化和邊緣化的
趨勢，其處境將變得更困難。該協議也
引起了伊朗的警惕，伊朗外交部稱該協
議是 「阿聯酋在巴勒斯坦人民和所有穆
斯林的背後捅刀」 ，是 「戰略性愚蠢」
， 「必定會強化這個地區的抵抗軸心」
。土耳其亦譴責協議背叛巴勒斯坦人，
「永遠不會忘記也不會原諒阿聯酋的這

種虛偽行為」 。土外交部說，阿聯酋無
權代表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談判，也無

權在對巴勒斯坦至關重要的問題上作出
讓步。

事實上，以色列近年來與海灣國家
關係改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雙方
都對伊朗在中東地區影響力的增長感到
擔憂。因此，以阿達成和平協議是否會
成為它們正式聯手對抗伊朗的開端，這
一問題的答案將對今後中東局勢走向產
生重大影響。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4日表
示，中方將繼續堅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爭取恢復民族合法權利的正義事業和獨
立建國事業，將繼續為此發揮積極和建
設性作用。

美國是中東問題禍源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

研究院中東問題高級研究
員阿倫．米勒表示，以色列
與阿聯酋達成和平協議是 「
三贏一輸」 ，以阿雙方以
及美國都收穫了外交勝
利，而最大輸家是巴勒斯
坦。巴方發現，儘管以色列
不斷損害巴勒斯坦利益，但其他阿
拉伯國家卻還在與以色列走近。

美國一直是中東禍源，特朗普上任
後對中東予取予求，如今更是將區內和
平問題當做自己競選的籌碼。對於深陷
國內新冠疫情和經濟危機、且目前在各
項主流民調中都落後於拜登的特朗普來
說，促成兩國建交是一次重大的外交勝
利。這也是特朗普鞏固福音派基督徒選
民基本盤的大好機會，同時也希望吸納
主要支持民主黨的猶太裔選票。

特朗普當天在介紹協議名稱時： 「
我本來想叫它（和平協議） 『唐納德．
特朗普協議』 。不過我覺得媒體可能不
懂，所以我沒有那麼做。」 美國國家安
全事務助理奧布萊恩說，特朗普應該成
為諾貝爾和平獎大熱人選。

▼美國總統特朗普13日
在白宮宣布阿以達成協議，後排

為高級顧問庫什納（後排左一）、財長
姆努欽（後排左二）、國安助理奧布萊恩（
後排左三）等人 法新社

▲巴勒斯坦示威者14日在約旦河西岸的納布盧斯市焚燒美國總統特朗普、以色列
總理內塔尼亞胡及阿聯酋阿布扎比王儲穆罕默德的人形紙板抗議 法新社

【大公報訊】綜
合《華盛頓郵報》、CNN、路透社報
道：在美國多月斡旋下，以色列與阿聯酋13
日宣布達成和平協議，同意實現關係全面正常化。
雖然阿聯酋方面稱，該協議將讓以色列停止 「吞併巴勒
斯坦領土」 ，但以國稱只是「暫停」計劃。巴方指責該協
議對巴勒斯坦人的挑釁，宣布召回駐阿聯酋大使抗議。分析人士
指出，此協議對於促進地區和平穩定的意義有限，但對於選情不
利的特朗普來講，促成以阿達成協議可能扭轉局勢的「八月驚奇」。

巴林阿曼或效仿 沙特有保留
【大公報訊】據美國《華爾街日報

》及《紐約時報》報道：由於敏感的地
緣政治原因，一直以來以色列周邊被其
「敵人」 圍繞。以色列希望以阿聯酋為

突破口，緩和與 「溫和」 的阿拉伯國家
之間的關係。以色列媒體報道說，以阿
和平協議為以色列提供了與阿拉伯國家
實現 「真正和平」 的機會，巴林和阿曼
可能會在 「不久的將來」 效仿阿聯酋。

近年來，中東區內政治風向出現轉
變，阿拉伯世界的遜尼派認為，比起以
色列，什葉派的伊朗可能是更大的敵人
。以色列情報和特勤局（摩薩德）與海
灣國家多年來都保持秘密聯繫，而摩薩
德局長約西．科亨與阿聯酋，沙特，卡
塔爾，約旦和埃及的情報官員也經常碰
面和合作。

但這種轉變對沙特王室來說尤其敏
感，分析人士稱，沙特王儲本．薩勒曼
可能會有所行動，但不會一步到位也宣

布與以色列建立正常邦交關係。除了國
內保守派的阻力，沙特也要考慮本身在
阿拉伯世界的形象，利雅得一直在與伊
朗爭奪巴勒斯坦運動捍衛者的地位。

不過，作為阿拉伯世界最大的經濟
體和伊斯蘭聖地麥加和麥地那的所在地
，沙特近年在本．薩勒曼的領導下與以
色列的關係也有所緩和。2018年3月利
雅得悄悄地首次開放領空，允許一架客
機途經沙特阿拉伯，抵達以色列特拉維
夫市，實現赴以民航班機70年來首次
飛越沙特領空。

▲沙特王儲本．薩勒曼去年9月在沙特
吉達會晤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資料圖片

▲一名巴勒斯坦婦女11日在約旦河西岸
用棍棒驅趕阻止她蓋房子的以色列警
察 路透社

▲TikTok位於洛杉磯卡爾弗城的辦公室
外 法新社

被敵人圍繞的以色列
•1948年，以色列建國，與埃及、伊
拉克、約旦、黎巴嫩和敘利亞開戰

•1956年，以色列聯合英法襲擊埃及
，史稱 「蘇伊士運河危機」

•1967年，以色列佔領約旦河西岸，
敘利亞的戈蘭高地，埃及的加沙地帶
和西奈半島，史稱 「六日戰爭」

•1973年，埃及和敘利亞在猶太人贖
罪日突襲以色列，欲收回失去的領土
，但被擊退

•1979年，在美國的撮合下，以色列
和埃及簽署了《大衛營協議》，是以
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首個和平條約

•1978年與1982年，為阻止巴勒斯坦
激進分子越境襲擊，以色列兩次入侵
黎巴嫩

•1994年，以色列和約旦簽署《瓦迪
阿拉巴條約》，終結46年來的戰爭狀
態

•2000年至今，以色列屢次在加沙地
帶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佔領約旦河
西岸的大部分地區

來源：法新社

以阿宣布建交 特朗普邀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