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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選舉官員聯署 反駁舞弊指控
【大公報訊】綜合CNN

、BBC、《國會山報》報道
：美國總統特朗普拒絕認輸
，近期不斷散播大選舞弊陰
謀論，美國聯邦政府官員出
來公開反駁總統的指控。美
國國土安全部轄下網絡安全
與基礎設施安全局（CISA）
12日發表聯署聲明，指本屆
大選是 「美國歷史上最安全
」 的一次選舉，又指無證據
顯示，投票系統曾刪除或丟棄、更改選票。
這是聯邦和州官員對特朗普選舉欺詐指控最
直接的反駁。

特朗普攻擊投票軟件 自稱270萬選票被刪改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美國
之音報道：美國名校哈佛大學的取錄
程序被指涉嫌歧視亞裔學生一案，聯
邦第一巡迴上訴法院12日裁定，哈佛
大學並沒有歧視亞裔，亦未違反民權
法，判決結果維持2019年波
士頓地區法院的裁決。原告
「學生公平入學」 組織（
SFFA）聲言會上訴至最高法
院。

兩名法官以2比0的裁決
駁回訴訟。法官林奇表示，
哈佛大學在招生過程中有限
度使用種族因素，以便其實
現多元化優勢。政策符合最
高法院判例的要求，不存在
錯誤。

2014年，SFFA指控哈

佛大學使用一個 「種族平衡」 系統限
制學校裏的亞裔學生人數，導致非裔
和拉丁裔學生較易獲取錄，違反《民
權法》第六章。該案於2018年底開
庭審理，2019年10月法院裁定哈佛

的招生慣例合法，雖然招生計劃 「並
不完美」 ，但學校無 「可行的種族中
立替代方案」 。

SFFA12日表示，他們對裁決感
到失望，但並沒有喪失希望，又矢言

將會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有
法律專家認為，目前最高法院
有保守傾向的大法官佔多數的
情況下，可能會終結40年來在
高等教育領域允許將種族作為
取錄因素的做法。

今年10月，美國司法部也
對耶魯大學提出類似訴訟，指
其歧視亞裔和白人學生。耶魯
大學否認歧視任何種族的申
請者，並稱不會因為 「沒有
依據的」 訴訟而改變其取錄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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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國會
山報》、AXIOS報道：美國大
選日後，特朗普與保守派傳媒
霍士新聞的關係漸趨緊張。特
朗普連續轉發12條批評霍士
的推特，又指責其忘恩負義，
與2016年大選時截然不同。
特朗普據報還有意成立一家新
傳媒來打擊霍士。

特朗普12日在推特上稱
， 「霍士新聞日間收視率已經
徹底崩潰，周末甚至更糟。雖
然我感到遺憾，但霍士已經忘
記了是什麼讓他們成功。」 特
朗普繼續抱怨， 「他們忘記了
金鵝（Golden Goose）的故
事，2016年大選和2020年大
選最大的不同是霍士新聞！」
意在諷刺霍士 「忘恩負義」 。

此前，特朗普還接連轉發

了 12 條 宣 傳 Newsmax、
Oann等其他保守派傳媒，以
取代霍士的推文。當民主黨總
統候選人拜登4日在亞利桑那
州票數大幅高於特朗普時，霍
士新聞就提前宣布拜登將贏得
該州，被特朗普及支持者批評
偏袒拜登。而白宮發言人麥肯
納尼日前質疑選舉舞弊時，霍
士迅速中斷直播，令特朗普大
感不滿。

美國AXIOS新聞網12日
報道，特朗普有意進軍傳媒業
，或採用網上串流的形式運行
以節省成本，並向支持者收取
月費。

由於眾多特粉是霍士新聞
觀眾，將對其收視率造成打擊
， 「毫無疑問，特朗普計劃搞
垮霍士新聞」 。

美國總統特朗普12日在推特上暗示，
「Dominion」 公司開發的投票系統刪掉
了屬於自己的270萬張選票，並在賓夕法
尼亞等關鍵州份將數十萬票轉給拜登。但
他沒有提供證據，推特隨後將此帖打上不
實標籤。

對此，負責全美選舉安全事務的
CISA官員隨後發表聯署聲明： 「11月3日
大選是美國史上最安全的選舉。沒有證據
顯示有任何投票系統刪除、丟棄、竄改選
票，或者以任何方式損害選票。」 聲明強
調， 「我們知道有很多毫無根據的主張及
關於選舉過程的錯誤信息，但我們可以向
你們保證，我們對選舉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賦予最大的信心。」 該局還呼籲，美國公
眾應該讓選舉官員成為管理選舉過程的可
信聲音。

國土安全兩高官疑受壓請辭
BBC指出，這一聲明標誌着特朗普未

經證實的選舉欺詐指控，遭到聯邦和州官
員最直接反擊。但他們與白宮唱反調的舉
動惹來報復。美媒12日曝出，國土安全部
兩名高級官員已經辭職，其中一人為
CISA助理局長韋爾（Bryan Ware）。他
在寫給同事的辭職信中似乎暗示其並非自
願離職，稱離開時 「充滿了悲傷」 ，且沒
想到自己會 「離開得那麼快」 。

負責處理國際事務的國土安全部助理
部長博伊德（Valerie Boyd）同樣請辭。
儘管兩人沒有透露更多關於辭職的細節，
但CNN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稱，他們是迫
於白宮的壓力才辭職的。一名匿名高級官
員告訴路透社，白宮從本周早些時候起就
向韋爾等人施壓，要求他們辭職。

近日來，政府多部門遭遇人事 「地震
」 ，繼解僱防長埃斯珀後，特朗普已打定
主意發起 「大清洗」 。
有消息人士透露，未來
可能還會有多名高官離
職，CISA局長克雷布斯（
Christoper Krebs）就曾
向朋友透露，自己可能
會被白宮解僱。克雷布
斯在CISA的事實查核網
站 「Rumor Control」 上
駁斥許多關於選舉舞弊
的假消息，甚至在推特
上批評特朗普散布錯誤
信息，惹怒特朗普。《

國會山報》指出，在美國大選還充滿爭議
的關鍵時刻，如果白宮真的把這一最高網
絡安全官員開除，必然會給國土安全部帶
來領導層真空。

亞利桑那州時隔24年「翻藍」
另一方面，在歷時9天的點票後，

CNN、《紐約時報》等媒體12
日才宣布拜登以約1.1萬票
的優勢拿下亞利桑那州，
令這個深紅州24年來首度
翻藍，進一步鞏固了民主
黨優勢。美聯社和霍士新
聞在上周已預測拜登在亞
利桑那州勝選。目前拜登
手握290張選舉人票，僅
剩北卡州和佐治亞州結果
尚未出爐。

據報道，白宮12日召
開內部會議時，不少白宮
顧問向特朗普表示難以扭
轉大選結果。特朗普稱，
若官方確認拜登勝選，他
會考慮在不久後宣布其
2024年再參選。一位顧問
告訴《紐時》， 「他（特
朗普）知道事情已經結束
了。」

而在白宮氣氛凝重之
時，不少國家領導人紛紛
對拜登當選表達祝賀。不
滿特朗普退出《巴黎協定
》的法國總統馬克龍12日
表示，有機會令 「我們的
星球再次偉大」 ，是各國
應對氣候危機的關鍵時
刻。

【大公報訊】綜合BBC
、中新社報道：英國首相府
近日人事變動頻繁，據報首
相約翰遜的顧問甘明斯（
Dominic Cummings）將在
聖誕節前辭職。甘明斯是約
翰遜最親密的盟友之一，助
約翰遜在去年選舉中大勝，
亦是英國脫歐背後的主力推
手。

政府消息人士指，甘明斯在12日下午
告知約翰遜有意辭職，將在聖誕節前離開
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透露，甘明斯如果
現在不辭職， 「很快就會被迫離開」 。但
甘明斯否認自己因受威脅辭職。

甘明斯作為英國脫歐主力推手名聲大
噪。在脫歐公投期間，甘明斯提出 「奪回
控制權」 這一口號，以英國應把每年交給

歐盟的巨額 「會費」 用來支
持本國醫療系統為賣點，得
到英「疑歐」民眾的認同。甘明
斯還幫助保守黨在2019年的
大選中獲得壓倒性勝利。

但今年5月英國封城時期
，甘明斯因違反政府抗疫指
引違規外出引發爭議，不少
人要求他下台。當時約翰遜

極力為甘明斯辯護，激起各界不滿。
甘明斯是近日第二位辭職的政府關鍵

人物。約翰遜的通訊總監凱恩（Lee
Cain）11日突然請辭。凱恩和甘明斯共事
已久。《每日郵報》稱，凱恩在辭職前
數小時才被指會獲升任為唐寧街10號的
幕僚長，但在約翰遜未婚妻西蒙茲的插
手下告吹，而西蒙茲亦為甘明斯離職的
幕後黑手。

【大公報訊】綜合《金融時報》、世界日
報報道：美國總統大選投票結束超過一周，已
有越來越多共和黨人公開支持拜登贏得大選，
呼籲特朗普應接受落敗的現實。

共和黨籍的俄亥俄州州長狄懷恩12日接受
CNN採訪時承認， 「我們必須把前副總統拜登
視為當選總統。」 而日前他回答問詢時還說，
會等到特朗普陣營的選舉訴訟告一段落，才會
祝賀拜登當選。曾擔任前總統小布什高級選舉
策略師的羅夫亦表示，沒有證據表明存在可能
推翻大選結果的舞弊行為。一旦法律程序結束
，總統 「應該領導和平交接、消除不滿情緒，
為國家團結盡自己的力量。」

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老闆、共和黨大金主
阿爾德森（Sheldon Adelson）旗下《拉斯維
加斯評論報》指出，特朗普堅持宣揚選舉舞弊
陰謀論，這種言論對狂熱特粉沒有好處，因為
這些說辭 「根本就是空穴來風」 。社論寫道，
高達1億5000萬民眾參與的選舉系統，難免會
有問題，但肆意透過龐大的陰謀論說詞，指稱
選舉舞弊， 「是對理智與邏輯的侮辱」 。

另外，在特朗普陣營的拖延下，拜登過渡
團隊仍無法完成交接，亦未能獲得涉及國家安
全情報的總統每日簡報。多名資深共和黨人12
日表態，即使他們還未準備好承認拜登是贏家
，拜登仍有權聽取簡報以確保政府運作連續性
，包括此前撐特朗普拒認輸的司法委員會主席
格雷厄姆在內。

傳英脫歐軍師聖誕前將離職 美上訴法院維持原判 哈佛收生未歧視亞裔

▲英國首相顧問甘明斯
擬年底離職 法新社

自比金鵝
特朗普轟霍士忘恩負義

▲特朗普的支持者6日在賓夕法尼亞一處票站外示威 法新社

籲
特
面
對
現
實

共
和
黨
人
紛
倒
戈

★

★

★

★

★

★

★

★

★

★

★

★

★

★

★

★▲佐治亞州一個縣選舉委員會8日核對選
票 法新社

▲加州選舉工作人員對郵寄選票進行分類
法新社

▲特朗普支持者4日在霍士新聞大樓外示威 法新社

▲示威者2018年在波士頓抗議哈佛大學錄取程序歧視
亞裔 彭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