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際
fb

美國聯邦
政府在加州洛

杉磯大肆搜捕非法移民引發的抗議活動9日仍未
平息，紐約、波士頓乃至共和黨大本營得州首府
奧斯汀也爆發抗議活動。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向
洛杉磯增派2000名國民警衛隊人員，以及700名
海軍陸戰隊士兵。加州州政府9日入稟法院，指
控特朗普政府繞過州政府派兵的做法越權，且涉
嫌違憲。聯合國呼籲美國各級政府緩和當前局
勢，防止局勢進一步 「軍事化」 。

【大公報訊】美國北方司令部9日表示，約700名海
軍陸戰隊士兵已完成動員，將與同樣被派往洛杉磯的
2100名國民警衛隊人員合作，以 「保護聯邦人員和財
產」 。美國國防部官員同日證實，將根據特朗普的命令
增派2000名國民警衛隊人員前往洛杉磯，意味着派往洛
杉磯的總兵力將達到近5000人。五角大樓稱，向洛杉磯
部署海軍陸戰隊和國民警衛隊預計將花費1.34億美元
（約10.5億港元）。截至當地時間9日晚，國民警衛隊
在大洛杉磯地區的兵力已達到1700人。加州州長紐森和
洛杉磯市市長巴斯均質疑特朗普別有用心。

特朗普7日援引鮮少使用的《美國武裝部隊法典》
第10卷第12406條，將加州國民警衛隊暫時收歸聯邦指
揮，以便繞過州政府將其部署至洛杉磯。加州州政府9
日正式起訴特朗普和美國防長海格塞斯，指控他們未經
州長請求將加州國民警衛隊聯邦化，逾越聯邦政府的權
限，且有違美國憲法第十修正案。紐森表示，他將提起
新的訴訟，以阻止特朗普部署海軍陸戰隊。

美國上一次為平息內亂而部署海軍陸戰隊是在
1992年洛杉磯暴亂期間。時任美國總統老布什收到加州
州長請求後採取行動，派遣國民警衛隊和海軍陸戰隊。
老布什援引了《叛亂法》，讓美軍得以參與國內執法，
但特朗普此次並未援引這項法律。

美媒記者遭橡膠子彈「爆頭」
洛杉磯示威者8日與國民警衛隊發生衝突，當地緊

張氣氛持續升級。9日，上千人在洛杉磯市中心聯邦機
構建築區聚集，抗議特朗普政府搜捕非法移民和派兵進
駐洛杉磯。據美媒報道，在6日至今的抗議活動中，洛
杉磯至少150人被捕。

聯邦執法人員9日繼續在加州南部搜捕非法移民，
在距離洛杉磯市約50公里的奧蘭治縣聖安娜市與當地社
區居民爆發衝突。數百人在聖安娜市中心舉行抗議活
動，要求釋放被捕人員。執法人員發射催淚彈和橡膠子
彈，還使用了胡椒噴霧。示威者用煙花和石塊還擊。聖
安娜市議會成員洛佩斯指責聯邦執法人員 「先動手」 。
紐約、波士頓、華盛頓等地亦爆發抗議活動，甚至連共
和黨掌控的得州首府奧斯汀也有數百人走上街頭聲援洛
杉磯。抗議活動預計將蔓延至全美更多城市。

《紐約郵報》攝影記者坎漢姆8日在洛杉磯報道抗
議活動時，一名加州公路巡警突然從約90米外向其開
槍。坎漢姆剛好拍下了橡膠子彈擊中自己頭部的恐怖瞬
間。他因頸部扭傷和疼痛入院治療，額頭上也留下一塊
巨大的瘀傷。澳洲記者托馬西亦被橡膠子彈擊中腿部。
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10日表示，這一幕很可怕，澳方已
向美方提出交涉。

國土安全部長稱示威者有「報酬」
美國副總統萬斯、白宮副幕僚長米勒等政客轉發抗

議現場出現墨西哥國旗的照片，並聲稱這是非法移民
「入侵」 美國和掀起 「叛亂」 的證據。美國國土安全部
長諾姆稱，洛杉磯的抗議活動 「十分專業」 ，有人向示
威者提供 「報酬」 ，但並未提供任何證據。美媒則表
示，在洛杉磯生活着大量墨西哥裔美國人，他們揮舞墨
西哥國旗是在聲援聯邦執法人員搜捕的對象。

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期間，英國、加拿大、德
國、法國等西方
國家跟隨美國上
躥下跳，污衊香
港警察 「使用過
量武力」 。諷刺
的是，當美國政
府大張旗鼓出動
軍隊鎮壓抗議活
動時，這些所謂
「民主國家」 截
至發稿時間仍集
體噤聲。

（綜合報道）

A20 國際 2025年6月11日 星期三

電郵：tkpgj@takungpao.com.hk 傳真：2572 5593 責任編輯：王可嘉 美術編輯：邱斌玲

【大公報訊】綜合NBC、CNN報道：知情
人士9日爆料稱，美國國防部長海格塞斯的辦公
室已亂成一團，國防部幕僚長與多個資深顧問
職位空缺，但白宮找不到資歷足夠且願意為海
格塞斯工作的人選。本周，海格塞斯將出席一
系列國會聽證會，就 「群聊門」 醜聞、向洛杉
磯派兵等接受議員質詢，民主黨料發動猛烈攻
勢。

NBC援引前任和現任官員及知情人士透
露，國防部幕僚長向來被視為具有高度聲望的
職位，通常會吸引多人角逐，但對於在海格塞
斯手下擔任國防部幕僚長，目前為止至少有3人

被徵詢意見時予以謝絕。
今年3月海格塞斯被揭在Signal聊天軟件群

聊中透露敏感軍事信息，此後醜聞不斷發酵。
在五角大樓調查洩密風險的過程中，海格塞斯
的幕僚長卡斯帕離職，國防部高級顧問考德威
爾等多人被解僱。由於海格塞斯爭議纏身，白
宮於5月取消其對考德威爾等人調查的監督權。
知情人士稱，這是白宮對海格塞斯領導力失去
信心的跡象。

不過，近日海格塞斯在向洛杉磯派兵一事
上堅定支持美國總統特朗普，似乎依然受器
重。9日，海格塞斯出席國會眾議院聽證會，民

主黨籍眾議員麥科勒姆對派兵提出質疑。但海
格塞斯並未正面回答，而是開始攻擊加州州長
紐森、洛杉磯市市長巴斯等民主黨官員。

多人謝絕五角大樓高級職位 美防長辦公室大亂

【大公報訊】據《華爾街日報》報道：過
去四十多年來，得州一直是共和黨的鐵票倉。民
主黨大金主喬治．索羅斯支持的團體9日推出耗
資數百萬美元的 「藍色得州」 （Blue Texas）
計劃，目標是讓得州逐步 「翻藍」 ，在2026年
中期選舉中提高民主黨候選人在該州的支持率，
並到2032年將得州變成 「戰場州」 。

由索羅斯資助的得州多數派政治行動委員
會9日與得州民主黨和一些縣級黨派共同發起
「藍色得州」 計劃，將在中期選舉前組織數萬名
志願者、招募候選人並提高民主黨支持者的投票
率。身為華爾街資本大鱷的索羅斯過去已投入數

百萬美元試圖讓得州由紅變藍，2024年向得州
多數派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210萬美元，今年4
月又捐了100萬美元。

得州在過去三次總統選舉中均支持現任美
國總統特朗普。自1994年以來，民主黨從未贏
得任何一場得州全州範圍的選舉，而最近一位在
得州勝出的民主黨籍聯邦參議員還要追溯到
1988年的本特森。不過，在過去二十多年裏，
得州西班牙裔人口增加，讓民主黨看到希望。美
媒指出，得州人口結構變化還未達到能改變權力
平衡的程度，短時間內讓得州 「翻藍」 並不容
易，但民主黨別無選擇。

索羅斯支持團體擬出資「翻藍」得州

▲得州首府奧斯汀9日爆發抗議特朗普移民政策
的示威。 路透社



洛杉磯示威

▲《紐約郵報》攝影記者坎漢姆被
橡膠子彈擊中額頭。 網絡圖片

【大公報訊】據NBC報道：洛杉磯騷亂持
續，億萬富豪投資人、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
創辦人 「鱷王」 達里奧9日在社交媒體發
文指出，美國正處於財政惡化導致國內
衝突的前夕，最終甚至可能走向 「內
戰」 。

達里奧在2021年出版的書籍《變化
中的世界秩序》中研究世界秩序變化周
期模型。他9日表示，美國正處於變化周
期的第5階段，財政惡化、貧富差距急遽
拉大、社會矛盾尖銳。根據他的理論，
若無法妥善處理這些問題，國家將失去
在共同的政治框架內調解爭端的能力，
公開衝突便會隨之而來，很可能進入第6
階段，即爆發 「內戰」 。

達里奧指出，洛杉磯騷亂凸顯美國社會嚴
重分裂，顯示美國已進入第5階段，並向災難性

的第6階段邁進。不過他補充說， 「內戰」 是指
國內秩序瓦解，並不一定意味着人們會互相殘

殺。他強調，要避免 「內戰」 ，美國就必
須推動真正有效、全民受益的改革，實現
更公平的財富與機會分配；美國領導人需
要團結全社會，而不是激化矛盾對立。

美國總統特朗普顯然不能滿足達里奧
的要求。他與加州州長紐森矛盾升級，互
相指責對方要打 「內戰」 。特朗普9日還聲
稱，他支持逮捕紐森等民主黨官員。紐森9
日在社交媒體上喊話特朗普，稱 「是時候
長大了」 。

◀一名示威者9日在洛杉磯被逮捕。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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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暴警察9日在洛杉
磯與示威者對峙。

法新社

為應對洛杉磯反對
抓捕非法移民的抗議活
動，特朗普7日發布總
統備忘錄，指示五角大
樓在必要時動用國民警
衛隊和正規武裝部隊的
其他成員。美軍北方司
令部9日說，約700名海
軍陸戰隊士兵已完成動
員，將與2100名國民
警衛隊人員一同在洛杉
磯執行任務。五角大樓
9日晚表示，將增派
2000名國民警衛隊人
員。

Q：目前已出動
多少兵力？

特朗普派兵
Q& A

加州州政府9日入
稟法院，指控特朗普和
防長海格塞斯未經州長
請求將加州國民警衛隊
聯邦化的命令逾越聯邦
政府權限，有違美國憲
法第十修正案。

Q：加州
如何反擊？

來源：華爾街日報、BBC

▶警方9日在市中心用
催淚彈驅趕示威者。

法新社

1878年《地方保安法》禁止美軍（包
括國民警衛隊）參與國內執法，除非總統
動用《叛亂法》。不過，特朗普目前尚未
宣布動用《叛亂法》，而是援引了鮮少使
用的《美國武裝部隊法典》第10卷第
12406條，將加州國民警衛隊暫時收歸聯
邦指揮。部署至洛杉磯的國民警衛隊和海
軍陸戰隊的任務是保護移民與海關執法局
（ICE）等聯邦機構人員，協助他們履行職
責，而非直接參與執法。

特朗普此舉是否合法存在巨大爭議。
有分析認為，他是在 「測試合法性的界
限」 。

Q：是否符合美國法律？
▲加州國民警衛隊人員9日出現在洛杉磯。 路透社

特朗普增兵洛城 加州興訟指違憲
700海軍陸戰隊出動 緊張氣氛持續升級

橋水創辦人警告：美國瀕臨「內戰」邊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