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約官網發布尹錫悅閉眼照惹爭議
【大公報訊】綜合韓國《國民日

報》、《東亞日報》報道：當地時間6
月29日，北約官網發布了一張北約秘書
長與韓國、日本、澳洲、新西蘭四國領
導人的合影，其中韓國總統尹錫悅的眼
睛是閉着的，立即引發韓國輿論不滿。
有網友稱，這是北約 「無視」 韓國的一
種表現。

「閉眼照」 風波後，韓國總統府辦
公室一名負責人表示，應韓方要求，北
約官網已換上尹錫悅表情正常的照片，
並稱此前的失誤是北約工作人員 「一時
疏忽」 造成的。但網友並不買賬，稱
「尹錫悅閉上眼睛的照片就像是大韓民
國的未來，天啊，一片漆黑」 。

赴西班牙參加北約峰會是尹錫悅上
任以來的首次外訪，然而他此行卻遭遇
諸多不順。由於芬蘭總統尼尼斯托和北
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6月28日參加的
有關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會談進行了4
個小時，兩人原計劃分別與尹錫悅的會
談都被取消。

有韓國網友批評尹錫悅 「參加和韓
國沒有任何關係的北約峰會，卻在北約
遭白眼、坐冷板櫈 」 。

此外，尹錫悅28日出席歡迎各國領
導人的晚宴，在和美國總統拜登握手
時，拜登並沒有和尹錫悅對視，而是望
着保加利亞總統拉德夫。這一畫面也引
發韓國網友熱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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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弗吉尼亞州為代表的19個州和多家
美國煤炭巨頭是本案原告。他們擔憂，一旦電
力部門被迫放棄用煤炭發電，將造成嚴重的經
濟損失，認為EPA無權在州層面限制溫室氣體
排放。

拜登氣候議程重大挫敗
6月30日，最高法院以6：3的結果宣布支

持這19個州的意見。首席大法官羅伯茨撰寫
的意見書指出，EPA根據《清潔空氣法》限制
燃煤電廠排放溫室氣體，已經越權，EPA不得
強迫各州發電廠放棄化石燃料並轉用可再生能
源。

自由派大法官卡根表示， 「最高法院從
源頭阻礙了EPA的工作」 。按目前溫室氣體排
放的速度，今年出生的嬰兒將在有生之年見到
東海岸部分地區被海洋吞噬。

和近期多項裁決類似，最高法院6名保守
派大法官和3名自由派大法官這次也是壁壘分
明，其中3名保守派大法官由美國前總統特朗
普任命。特朗普本人曾認為氣候變化是個 「騙
局」 。

CNN稱，這項裁決不僅意味着拜登政府
氣候議程的重大挫敗，也使聯邦層面減排行動
的前景受到質疑。拜登上任時承諾，到2035
年實現電力部門碳排淨零，
但至今仍沒有出台有效法規
以減少發電廠的碳排放。美
國發電廠的碳排量約佔全美
溫室氣體排放的四分
之一。

哈佛大學環境和
行政法教授弗里曼
形容這一裁決
「將保護發電廠
繼續使用煤炭發
電，向清潔

能源的轉型會更加緩慢」 。羅德島州民主黨籍
聯邦參議員懷特豪斯表示： 「拜登曾說過要領
導全球清潔能源轉型，現在美國的盟友們正懷
疑美國是否能做好自己那份。」

或徹底顛覆政府運作機制
美媒分析稱，最高法院的這一判決可能

徹底顛覆美國政府運作機制，產生的影響恐怕
比推翻 「羅訴韋德案」 更加震撼。判決意味着
強有力且影響廣泛的政策應由國會制定，而非
聯邦監管機構。在這種情況下，拜登政府要解
決電力行業碳排問題，在國會尋求立法可能是
為數不多的選擇之一。而民主黨目前在國會優
勢微弱，且黨內又有曼欽這樣與煤炭行業關係
密切的參議員，要想通過立法，難度極大。

范德堡大學法學教授漢斯指出，因為國
會經常陷入僵局，總統往往通過發布行政令而
非立法來推動施政，但現在這條路可能被堵
死。不僅是EPA，財政部、聯邦能源管理委員
會等機構的環保政策可能都將受到限制。

拜登6月30日

批評保守派大法官們正在支持 「特殊利益集
團」 ，這些利益集團發起了 「一場剝奪我們呼
吸乾淨空氣權利的長期運動」 ，又形容最高法
院的判決 「破壞極大，存心想讓國家倒退」 。

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杜加里克當天表
示，該項裁決實際上剝奪了EPA在減少二氧化
碳排放方面的權力。 「美國或任何其他主要排
放經濟體在今天做出這樣的決定，使我們更難
實現《巴黎協定》的目標。」 美國是全球第二
大二氧化碳排放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日表示，敦促
包括美方在內的發達國家，切實遵循共同但有
區別的責任原則，正視自身歷史責任，展現更
大的雄心和行動。

此外，美媒也注意到，剛剛在歐洲出席
完G7和北約峰會回國的拜登，將面臨國
內的一堆爛攤子，包括高企的通脹率、持
續惡化的疫情、墮胎權和持槍權之
爭，現在還加上減排政策的失靈，
讓其焦頭爛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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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開倒車 美減排承諾恐落空
環保局監管權受限 清潔能源轉型或放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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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
推翻紐約州一項限制
民眾在外隱蔽攜槍的
法律，該裁決勢導致
更多人在公共場合攜
帶槍支。

6月24日
推翻近半個世紀前的 「羅訴
韋德案」 判例，意味着女性墮胎
權將不再受美國憲法保護。

6月29日
擴大俄克拉何馬州政府對於印第安保留地的管轄權，可以起
訴非印第安人在保留區內對印第安人犯下的罪行。

6月30日
裁定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PA）無權在州層面限制溫室
氣體排放量，也不得要求發電廠放棄化石燃料轉用可再生
能源。 大公報整理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
Politico報道：美國最高法院6月30日
新舊交替，傑克遜接替退休的自由派
大法官布雷耶，宣誓就職美
國最高法院史上首位非裔女
性大法官。

隨着51歲的傑克遜正式
成為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目前9位大法官中有4位女
性，是歷史上女性大法官人
數最多的時候。但最高法院
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比
例仍維持在6：3。

同日，最高法院決定拒
絕受理16名醫護人員基於宗
教理由提出的 「反對疫苗強
制令」 。保守派大法官托馬

斯對此持異議，支持新冠疫苗是用流
產胎兒細胞製成的主張。

此荒謬說法早前已被各方駁斥。

和過往的其他疫苗
一樣，輝瑞和莫德納都
在研發新冠疫苗時曾使用

過胎兒細胞，但這些胎兒組織來
自幾十年前的選擇性流產；並已
經過多次複製，沒有任何原始組
織的涉入。

最高法院近日作出多項重要
裁決，包括推翻存在近半個世紀
的 「羅訴韋德案」 ，使女性墮胎
權不再受到憲法保護，引發廣泛
爭議。該判決出爐後，一項蓋洛
普民調顯示，只有25%的美國
成年人對最高法院有 「很大」 或
是 「相當大」 的信心，這一數據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1個百分
點。

美首位非裔女性大法官宣誓就職

【大公報訊】據路透社報道：
Facebook母公司Meta創辦人朱克伯格
6月30日表示，Meta已經把今年計劃
增聘工程師的人數縮減至少30%，他
同時警告經濟衰退時代恐將來臨。

朱克伯格在每周例行對員工的問
答會上表示： 「如果要我賭，我會說
這次可能是史上最嚴重的不景氣之
一。」 他說，Meta已經把2022年原本

計劃招聘1萬名新工程師的計劃，縮減
到6000至7000人。Meta在5月證實招
聘行動基本已暫停，但確切數字之前
未披露。

除了減少招聘新人，朱克伯格還
表示，Meta的部分空缺職位也不會招
人，以淘汰無法完成績效目標的員
工， 「公司大概有一大批人留不下
來。」

包括推特、Meta、Tesla等美國科
企巨頭近期均表示有意裁員或凍結招
聘。美媒指出，在全球經濟增長放
緩、通脹高企、新冠疫情和俄烏衝突
的背景下，美國科企不再是投資者眼
中的 「絕對贏家」 。

Tesla創辦人馬斯克此前聲稱，他
對全球經濟前景感到擔憂，並提出裁
員10%，意味着近萬人恐失去工作。

朱克伯格憂經濟衰退 Meta招聘大減三成

美最高法院
近期爭議裁決

▲示威者6月30日在美最高法院前抗議限制環保局
監管發電廠碳排放。 路透社

▲溫室氣體排放加劇極端天氣頻現，
圖為去年7月康涅狄格州遭遇颶風

後，發生洪災。 美聯社

▶美國科羅拉多
州一間燃煤發電
廠冒出濃煙。

美聯社

▲傑克遜（左）6月30日宣誓出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
法官。 美聯社

◀北約官網6月29日
上傳的多國領導人
合照中，韓國總統
尹錫悅閉着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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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墮胎權人士6月24日在鳳凰城示威。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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