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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舉動都可能對所有人造成不利影響。希爾曼在8月底時表示，無論誰在11月

的大選中勝出，加拿大都將與其保持良好合作關係，而「加拿大團隊」這一年

不斷與美國聯邦、州和地方的兩黨官員會面，已為任何可能出現的情況做好

準備。

希爾曼表示，民主黨和共和黨其實在政治議題上差異並不大。「美國

人及其政黨與我們都有非常明確的共同點—經濟增長、就業、國家安全和

能源安全。無論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他們都對這些問題感興趣。」但

她亦承認假如特朗普當選又實行他的關稅政策，「可能對加拿大構成複雜局

面」，而加拿大政府也將不可避免地進行報復，對進口加拿大的美國商品同樣

徵收關稅。 B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加拿大團隊做足準備
美 國 大 選 帶 來 的 潛 在 改 變 ， 加 拿 大

政府不敢掉以輕心，早在今年年初，總理

杜 魯 多 已 任 命 加 拿 大 駐 美 國 大 使 希 爾 曼

（Kirsten Hillman）、創新、科學和工業部

長尚帕涅（François Philippe-Champagne）和

出口促進、國際貿易和經濟發展部長伍鳳

儀（Mary Ng）組成一個被稱為「加拿大團

隊」（Team Canada）的專家小組。

加拿大團隊在這一年內馬不停蹄地走訪了美國33個州，並與50位州長中的42位，以

及其他官員會面。他們希望提醒美國人，加拿大是重要的貿易伙伴，任何危及這種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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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美國大選可謂充滿變數，特朗普（Donald Trump）7月13日險遭遇刺，9月15
日再度在自家高球俱樂部遭暗殺未遂，這一劫會否為他增添勝數？拜登（Joe Biden）在
7月21日退選，民主黨陣前易將，由賀錦麗（Kamala Harris）走馬上任總統候選人。官
司纏身的白人富男對陣亞非裔女性，二人大選前支持度旗鼓相當，無論如何，11月5日不

管哪一個勝出都會寫下歷史一頁。對加拿大人來說，我們也不只是隔岸觀火而已，加拿大和美國比鄰
而居，在經濟、移民、能源、國家安全等政策上唇齒相依，美國大選誰勝誰負，誰說加拿大人不受影
響？從今期被訪者的意見來看，影響其實早已出現。 撰文及策劃：陳筱苓

賀錦麗曾反《美墨加協議》
特朗普在今次競選造勢時，提出將對所有進口產品徵收

10%的新貿易關稅（中國入口貨品則徵收60%關稅），以及

其他保護主義措施。加拿大近80%的出口產品都是運到美國

去，10%的關稅對加拿大經濟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聯邦貿

易部長伍鳳儀早前表示，這些威脅非常嚴重，加拿大鋼鐵、鋁

和軟木企業領袖深感擔憂。

相對而言，拜登政府雖然與加拿大建立更穩定的貿易關

係，賀錦麗在2017年至2021年擔任加州參議員時也曾多次反對

特朗普加徵關稅，但她也是僅有的10位投票反對新《美墨加協

議》（USMCA）的美國參議員之一，該協議用來取代原有的

《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2020年1月在兩黨壓倒性

支持下獲得通過。USMCA將會在2026年被重新檢討，下一任

美國總統將有權要求修改或維持現狀。

前景不明電車生死難料
黃先生在多倫多從事化工材料銷售工作，向汽車零件、

建築、家居用品商供應塑膠、顏料等物料。他在接受本報訪問

時一開始就嘆道：「生意太難做了，我有些客戶做了30年，也

說要『扯白旗』（投降）結業，因為經營環境很差，生意前景

又很難掌握。我做這一行也30年了，從未試過如此艱難。」

在特朗普首次當總統時，黃先生已體驗過由NAFTA轉成

USMCA的變化：「《北美自由貿易協議》時代，我們賣貨要

提供的只是簡單的產地來源證，但到了《美墨加協議》時，就

要提供其他各種好像兒童勞工、環保等多項證明，每單生意成

本都增加了不少。加拿大製造業成本一向很高，現在更要擔心

未來美國增加關稅，令經營成本更高，前景這樣不明朗，就更

加沒有人願意投資，也不會向我們買貨。」

美國大選另一個令投資前景不明朗的因素，就是兩黨對

不同議題的差異，例如對發展電車的主張，眾所週知特朗普反

對發展電車，賀錦麗則大力支持環保，政見南轅北轍，這種情

況令安省汽車零件商左右做人難。黃先生稱這樣就影響了他的

業務：「安省供應美國很多汽車零件，假如特朗普上場，電車

是死路一條，現在大家都不知前面究竟應該生產油車、雙動能

車還是電車，汽車通常是3年轉換一次款式，現在很多新計劃

都暫時擱置，只能繼續走舊路，大家都不敢投資，我們的生意

就很難做了。」

貿易戰隨時一觸即發
此外，經濟環境不好、高利率也造成汽車需求放緩，黃

先生稱自己的業務在疫情時達到高峰，但疫情後自2023年6月

生意開始走下坡，銷售跌了一半。「美國三大車廠都有很多存

貨，汽車由疫情時需求殷切到現在賣不出，零件商沒有訂單，

那我們又怎會有生意呢？」

豐業銀行在今年4月發表的一份報告《估算美國聯邦選

舉的經濟影響》（Guesstimat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U.S. 

Federal Election）指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會導致其他國家作

出相應的提高關稅報復行動，最終會掀起全球貿易戰；而因

為美國是加拿大最大的貿易伙伴，豐業銀行估計這場貿易戰

最終會令加拿大在GDP（本地生產總值）上，比目前預測下降

3.6%，通脹率將比目前預期高出1.7%。

同樣地，《道明經濟》（TD Economics）亦在8月中發表

報告，指出加拿大經濟去年「勉強避免了技術性衰退」，並且

在2024年迄今表現出「令人驚訝的韌性」，但美國大選可能帶

來風險因素，更重要的是，自2020年以來加拿大增加了對美國

的出口額，同時減少了對中國的貿易。此消彼長之下，加拿大

更容易受到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影響。

黃先生相信美國大選，不論是誰做總統，為了迎合選

民，都會強調將生產集中在美國本土，正如拜登的“Buy 

America”（買美國貨）政策，他估計生意不易做，聲稱每天

上班壓力都很大，「現在真的很想退休」。  B  請上號角網

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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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更了解加拿大人？

賀錦麗滿地可Westmount高中畢業照。

如何保障美國人的飯碗，是大選的其中一個核心

議題，兩黨都不會忽視，與加拿大的關係只是個次要

問題，但比較兩黨，一般人估計賀錦麗和其拍檔，副

總統候選人明尼蘇達州州長沃爾茲（Tim Walz）和加拿大

關係較深。賀錦麗曾在滿地可唸中學至畢業（78年至81

年）； 而明尼蘇達州則接壤安省和緬省，加拿大也是明

尼蘇達州最大的客戶，2023 年購買約 70 億美元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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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願下屆美國總統

美國大選在即，代表共和黨的前總統特朗普捲土

重來，與代表民主黨的現總統拜登副手賀錦麗一決雌

雄，雙方劍拔弩張，誓爭總統寶座。美國為世界列強

之一，誰當選總統，都會因內外政策的制定，而如浪潮

般向外盪出，影響近鄰加拿大、墨西哥，影響歐亞、中

國……

加拿大緊貼美國，受美國政策的影響最為深遠。

從本期《號角》專題的多篇文章中，我們都可以看出，

美國對本國的影響力早已實質存在。所以，在特朗普與

賀錦麗之中，不管誰勝誰負，都會對本國的經濟、貿

易、環保以至民生，帶來微妙的變化。

雖然身為強國，但今日的美國社會，備受爭議和

詬病的課題也有不少。誠如本期專題受訪者之一、曾任

美國移民官的陳熾牧師指出，在美國主

流文化社會中，無論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出現

了「兩極化」的現象，導致群體之間的對立日益加劇，

形成了相互傷害的惡性循環。其實，美國是一個以基

督教價值而立國的國家，在美國的錢幣上，就鑄有“In 

God We Trust”（我們相信上帝）的字樣，反映一直以

來，美國人對上帝的信賴和尊崇。然而，近代不少人都

對這句話起了爭議，亦即表示有部分人心開始遠離上

帝，構成了美國社會上的一些矛盾。

陳熾牧師又指出：「選擇總統不要只看人，不要

只憑個人感覺，還要看他背後的政策是否符合基督徒的

價值觀。」這話可謂一針見血，非常重要。事實上，不

管是誰當上美國總統，當選者在就職典禮上，都會手按

《聖經》宣誓。特朗普當年出任總統時如此，賀錦麗本

屆出任副總統亦是如此。

這個神聖的傳統，由被譽為「美國國父」的第

一任總統華盛頓開始。華盛頓認為，美國的獨立是上

帝的恩典，所以，他的誓詞中還有一句：「我祈求上

帝的保佑」。從此之後，以至現時第46屆總統拜登，

手按《聖經》宣誓就職的傳統都大受重視。手按《聖

經》宣誓，不是一個外在的儀式，它的深層意義，是

代表著一個神聖而莊嚴的見證。宣誓者表明了他的心

跡─那就是在憲法之外，更會以上帝之名，信守誓

約。《聖經•箴言》8章15節說：「帝王藉我坐國位；

君王藉我定公平。」當中說出了國家元首的選出，都

是神所默許的。上帝容讓人民選出總統，但祂也同時

提醒人民：「帝王藉我坐國位」，祂才是至高無上的

統治者。   B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
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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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境內逾千萬非法移民
2017年加拿大魁省美加邊境出現大量非法入境者，截至2023

年3月止，共有95,610名非法入境者從紐約州通過一條沒有邊防

站的非正式小路 Roxham Road 進入魁省，魁省政府還一度使用

滿地可的奧運體育館來容納難民。雖然加拿大和美國在2023年

簽署了《安全第三國難民協議》（Safe Third Country Agreement, 

STCA），難民潮得以暫時遏止，但美國大選後移民政策如有任

何改變，加拿大會否再度被殃及池魚？

特朗普在競選造勢時，曾矢言在重返白宮就職首日，將會

遣返數以百萬計的無證移民。據國土安全部（DHS）統計，全

美現有約1,100萬無證移民滯留，但這個報告並未涵蓋2022年創

紀錄湧入美國的無證移民，有人估計現時境內無證移民達2,000

萬人。至於民主黨方面，拜登一直對非法移民採取較為寬鬆

的政策，好像他在美墨邊境一直執行「先捉後放」（catch and 

release）政策，容讓非法入境者在向邊境官員提交庇護申請後留

在美國，在等待出庭、辯護以及移民法庭宣判結果的漫長過程

中，可以拿到在美國工作的許可證。

美國角聲佈道團紐約事工總幹事陳熾牧師曾任芝加哥移

民局移民官主管27年，他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美國大選當然

會影響移民政策，但移民法案的成立仍然需要經過美國的立法

程序，在成為法律前，必須經過國會參議院與眾議院的通過，

然後再由總統簽字才能正式成為法案，因此移民法是不容易被

更改的。他指出：「總統有如國家的CEO，但不能自己修改法

律，他可以行使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對政策作出有彈性

的修改，卻不能違背法律。就像特朗普在美墨邊境建牆，拜登

上任後就用行政命令叫停。墨西哥人在邊境尋求政治庇護，特

加拿大邊境告示

（圖：UNH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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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墨邊境（圖：UN）

走線客的真正終極需要
陳熾牧師當年曾經是執法者，他認為非法入境並不是

正確的移民途徑，屬於違法行為；但今天他是牧者，對於每

天在紐約唐人街出現的大量無證移民，他會從《聖經》的立

場去看待他們：「我要效法耶穌基督的憐憫、寬恕和包容，

愛人如己，當別人有需要時要盡量幫忙。我們不會和他們一

起作假，有些人為了尋求政治庇護，來教會一、兩次就想拿

受洗證明，我們是不會接受的，但會對這些『走線客』（偷

渡客）提供多類型的免費服務，例如當他們在等候上庭前，

替他們循正途去申請紐約市民卡，報稅號碼，以及為他們找

基督徒律師諮詢，不讓他們被其他所謂的移民顧問欺騙。

紐約是中國走線客的首選目標，因為不懂英文也可以找到工

作；但走線客的生活不易過，很多偷渡客的生活悲慘，特別

？

朗普時代要回到墨西哥境內約見審核，拜登則讓難民不用經篩

選即時入境，他們的做法各有不同，但都不能違反移民法。我

相信大選後移民法不會有太大的實質改變，也可能只是做法不

同而已。」

驅逐出境非想像中簡單
縱使移民法不易修改，但陳牧師認為，目前美國非法移民

的問題已非常嚴峻，甚至到了一個不可收拾的局面：「非法移

民在邊境不經審核便可入境，八成人都會申請政治庇護，然後

就等排期上庭，一等可能五、六年，其實很多非法入境者來美

國的目的是打工賺錢，真正受宗教或政治迫害的不多，七成人

經法庭裁決後最終都可能得不到政治庇護，之後就以非法身份

繼續留在美國。大量非法移民佔用了醫療、食住、教育的公共

資源，也拖延了審批移民的時間，影響了其他循正途入境申請

居留的人。」

據估計現時美國境內有2,000萬沒有合法身份居留的人，

對 於 特 朗 普 聲 言 要 遣 返 無 證 移 民 ， 陳 牧 師 認 為 是 不 可 能 的

事：「86年列根總統曾經大赦無證移民，由兩會通過《1986年

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案》（1986 Immigration Reform and Control 

Act），自此之後，再沒有第二次大赦。現時無證移民超多，政

府哪會有這麼多的移民官去處理呢？驅逐一個人不是想像中那

麼簡單。」陳牧師不諱言這些無證移民，當在美國的生存環境

不理想時，也可能再北上轉到加拿大尋求政治庇護。  B  請上

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是女性，在這種處境下，角聲佈

道團就是一個宣教平台。」

角聲佈道團今年2月幫助了

一名入境美國後，發現患上晚期

肺癌的中國走線客。陳牧師為他

聯繫了可以接受無身份無保險人

士的紐約市公立醫院系統，又給

再
起

他介紹了角聲旗下的癌症協會，並打算為他募捐。「我們領他

信主、受浸，他後來決定離開美國，最後平安回到中國和家人

團聚。走線客很多時來教會的動機都很功利，但最終他們因為

這樣而接觸福音，最後信了主，找到人生真正的平安。美國不

是遍地黃金，能夠與主相遇才最重要。」B  

陳熾牧師

加 拿 大 關 注

環 保 的 傳 媒 機 構

Canada’s National 
Observer（CNO），

在7月時發表文章探

討美國大選對美加

氣候政策的潛在影

響。它指出假如賀錦

麗當選的話，她可

能會延續拜登的氣候

政策，擴展《減少通

脹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這

項法案對美加兩地都

帶來不少深遠影響。

跟隨美國製定政策
《減少通脹法案》是美國歷史上對解決氣候問題方案最廣

泛的投資，法案包括一系列針對潔淨能源的稅收減免、回扣和貸

款，預計在10年內投入 3,700 億美元，以加速美國的能源轉型。預

計到2030年，該法案將使美國的碳排放量比2005年減少40%，創造

綠色就業機會，並降低通貨膨脹。

加拿大氣候組織（Canadian Climate Institute）指出美國這項雄

心勃勃的環保計劃，出人意料地將加拿大置於一個特殊的處境，

迫使加拿大向美國看齊。如果加拿大政府不作出類似的承諾，投

資者和項目開發商可能會將業務轉向美國，從而使加拿大無法吸

引必要的私人資本，來實現經濟去碳化和2050年淨零碳目標。

輸油管計劃再復活？
美國的《減少通脹法案》，迫使杜魯多在2023年聯邦預算

中，推出了數十億元的清潔能源稅收減免政策，又向德國大眾汽

車提供130億加元的補貼，以用於大眾在加拿大安省聖托馬斯建立

電車電池工廠。

另一方面，假如特朗普再次當選，在能源政策上他主張

自行開發和提煉石油，這對加拿大向美國出口石油不無影響。

美加競逐資源達成減碳目標
環保篇

但美加基石輸油管擴建計劃（Keystone XL）又有可能死灰復燃，

當年特朗普任總統時，曾經向基石輸油管擴建計劃開綠燈，但

拜登宣誓就任當日，就因環保問題而撤銷輸油管擴建計劃許可

證，此舉令阿省政府損失了13億元，早前阿省省長就稱假如特

朗普上台，這個計劃有望再次啟動。 B  請上號角網站www.
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美國總統拜登在2022年在白宮簽署《減少通脹法案》
（圖：www.energy.gov）

顯彰公義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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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美 國 智

庫 Pew Research 

Center的數據，截

至2022年，美國約

有470萬華裔美國

人，佔亞裔美國人

總人口的19%。印

度裔美國人則有480

萬，佔亞裔美國人

總人口的20%。兩

個族裔的人口差不

多，但陳熾牧師認

為，華裔參政的熱

誠遠遠不及印裔。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資料，2022年共

有126,340個加拿大人移居

美國，對比10年前的75,752

人上升了接近70%，這些

人當中有53,311人在加國

出生；42,595人是在美國出

生回到原居地去；另外有

30,434人是外國出生的加

拿大移民。加國出生的人

口移居美國的數字較疫情

之前增加了50%。現時在

美國居留的加拿大人接近

80萬，美國也是最多加人

移居的國家，美國大選在

即，不同黨派有不同的移

民政策，身在美國的加拿

大人有何感想？

擔心大選影響工作證
陳先生2021年大學畢業後留在紐約工作，他曾經考慮用不同

簽證方法留下來，但因為程序繁複而放棄，於是改用TN非移民

類別許可證（TN nonimmigrant classification permits），這是當年在

《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中，為墨西哥和加拿大人而設

的工作許可證，為期3年，由任職公司擔保申請，可以工作，但不

能藉此申請綠卡（居留權）。

加拿大人前往美國工作使用TN工作證非常方便。陳先生解

釋：「每間公司都有聘請海外僱員的名額，外國人需要在美國工

作都要得到公司的擔保，我因為用TN申請，相對其他外國人的簽

證手續較簡單，公司人事部也較容易接受。」

然而，陳先生明白要在美國留下來並不容易，他在美國7年，

見過不少人因為簽證問題最終要離開。他的TN工作證將在明年

到期，他坦言對大選結果不無憂慮：「我有少許擔心，不知將來

誰會執政，會不會限制工作證的配額，又批核方法會不會改變，

本來我想趕在大選前續期新的工作證，但公司說現在申請時間太

早。即使我有工作證，但其實每次入境都會有點緊張，不知會否

被拒入境。」

除了擔心工作證到期的問題，陳先生也憂慮大選之後，種族

歧視和反亞裔的仇恨事再次出現。他還記得4年前大選翌日的情

景：「望出窗外真的有點恐怖，有如世界末日，很多商舖都封了

木板，關上大閘，以防有暴力事件發生，因為大家都不知道特朗

普落選後會發生甚麼事。這一次我也有同樣感受，美國的政治爭

鬥可以變得很極端，可以為了政見不同而動槍，加拿大很少會發

生這樣的事。」

申請居留加人沒優勢
對於在美國的加拿大人恐怕大選後工作證不獲續期的擔憂，

前移民官陳熾牧師認為，即使是特朗普上場，也不一定會收緊

工作名額：「特朗普歡迎高科技人才，加拿大來的人是沒有問

題的。美國三權分立，就算是總統也不能決定一切，他仍然受國

會、最高法院的牽制，不能隨便改變法律。」

移民篇

特朗普在今屆的競選政綱中，還向加拿大等盟國發出警告，要求他們增加國防開支，否則將會失去

美國的軍事支持。加拿大長期以來一直受到美國和其他盟國的批評，因為它一直未達到北約的防務開支目

標，該目標要求聯盟成員國至少將GDP的2%用於防務，2022年，加拿大的軍費開支僅佔GDP的1.29%，而

在今年4月的北約峰會上，杜魯多終於宣佈，加拿大打算在2032年前實現軍費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2%的目

標。專家估計假如特朗普上場，加拿大的軍費開支將繼續被窮追猛打。 B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增加軍費
加拿大被敦促

華人參政意識不如印裔
今年美國大選除了賀錦麗本身具有印度背景外，

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萬斯（J.D.  Vance）的太太（Usha 

Chilukuri Vance）是印度裔移民，共和黨總統提名候選

人南卡前州長海莉（Nikki Haley）和企業家拉馬斯瓦

米（Vivek Ramaswamy）都是印度裔，而據《西雅圖時

報》的報道，2020年大選時，印裔投票率達71%，是

美國亞裔中各族裔之冠。

陳牧師表示華人一向政治冷感，不太參與投票，

跟印裔美國人沒法比：「華人對政治沒有興趣，政治

勢力相當薄弱，跟印度人『冇得比』，你看萬斯的太

太、南卡前州長海莉都是印裔人，他們在政治上的熱

誠和見識都比華人強，所以如果以華裔以往的投票表

現來看，華裔選票對大選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他指華人對投票缺乏興趣，最主要是對美國欠

缺真正的感情，一切只從利益出發：「華人對入籍做

公民，也是抱着功利主義，大部分人為了工作和經濟利

益，他們入籍效忠美國，但是否真正愛美國呢？他們

關心的政治議題都集中在經濟上，對其他好像移民、

墮胎，LGBTQ + 性別取向的議題，對華人下一代基

督徒信仰價值觀等道德倫理的關注並不熱衷；另一

方面，很多人從未試過投票，也不知怎樣投票，投票

對他們來說是一件奢侈的事。」至於美國大選對華人

的影響，陳牧師認為也不大：「華人文化向來是逆來

順受，不會抗議，對參與民主的過程沒有意識，也沒

有願望。」

互害社會＋兩極化社會
陳牧師在其撰寫的一篇文章《從「互害社會」中

重建和諧：生命的更新》中指出，這種只顧眼前利益

的短視行為，其實是現代「互害社會」的一種特徵，

互害社會就是大家「在面臨困境時不是攜手互助，而

是彼此互害，這種種在視頻中不斷湧現的情景反映在

食品加工造假、行為暴戾、一觸即發的情緒崩潰、家

庭破碎離異、破記錄的犯罪。」

互害社會之外，陳牧師更提及現今美國主流文化

社會中，令人擔憂的現象就是「兩極化社會」：「這

種兩極化不僅體現在政治領域，還滲透到經濟、文化

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形成了一個相互傷害的惡性

循環。」

其中包括： 

*政治兩極化：「不同政治立場的群體之間的對立日

益加劇，彼此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和妥協空間。每個

群體都將對方視為不可調和的敵人，而非持有不同觀

點的同胞。」

*貧富兩極化：「經濟不平等的擴大進一步加劇了社

會階層之間的衝突。貧富差距的持續擴大，導致底層

群體對菁英階層的不滿情緒不斷累積，而上層群體則

往往對底層群體的訴求缺乏理解和同理心。」

*文化價值兩極化：「傳統價值觀與新興價值觀之間

的碰撞，導致不同群體之間產生了深刻的分歧。這種

分歧不僅體現在代際之間，還反映在不同背景的群體

之間，使得社會整體難以形成共識。」

投票要有屬靈分辨能力
資 訊 壟 斷 更 進 一 步 加 劇 了 這 種 兩 極 化 趨 勢 。

「社群媒體演算法和個人選擇性接收資訊的傾向，

導致人們越來越生活在資訊操控中，缺乏接觸不同

觀點的機會。」結果導致「人們越來越傾向於根據種

族、性別、宗教等身份特徵來定義自己和他人，而忽

略了人性的共通之處。這種傾向進一步加深了社會

的分裂，使得不同群體之間的對話和合作變得更加

困難。」

陳牧師相信面對美國，以及其他出現這種問題的

現代社會，解決方法是以《聖經》的核心價值來重建

和諧社會，在大選投票中，他鼓勵基督徒要有屬靈分

辨的能力：「選擇總統不要只看人，不要只憑個人感

覺，還要看他背後的政策是否符合基督徒的價值觀，

我們要祈禱求聖靈引導，讓我們看到誰更符合聖經的

標準。」

11月的大選美國華人會出來盡公民責任投票嗎？

明年加拿大大選，我們又如何？  B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欣賞時事

加號影視及本文聆聽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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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費篇

加拿大人雖然有特別工作證到美國工作，但說到申請綠卡

在美國居留，加拿大人卻沒有甚麼優勢，仍然要跟世界各地的人

一起申請，輪候批核更以出生地來決定職業移民簽證等排期的

名額，在香港出生後來成為加拿大公民的陳先生，假如要申請綠

卡，據陳牧師說會以出生地來歸類。

陳牧師解釋，加拿大人申請居留的方法和其他人沒有分別：

「TN只是暫時的工作簽證，假如申請人以後想在美國居留，透過

就業申請的話，必須申請H1B簽證，由公司擔保，H1B簽證計劃專

為從事特殊職業的外國專業人士設計，每年的配額為65,000個新簽

證，另外還有20,000個簽證專門為擁有美國碩士或更高學位的申請

者提供。然而，某些類別不受此配額限制。H1B抽籤分配；抽中

了H1B，假如公司滿意你，兩、三年後可以為你申請綠卡，但要

先經過勞工部的審核，然後發出勞工證（Labor Certification）；取

得勞工證後，僱主同時呈交I-140及I-485表格，向移民局提出為僱

員申請永久性工作職位，批准 I-140 的同時可以調整為綠卡身分。

整件事現在起碼要等5年，通常要等上6、7年。這個過程和我在40

年前申請時一樣，只是等候時間不同而已，法例仍然沒變，誰上

台執政也是一樣。」 B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
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加拿大人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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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設備爆炸
凌信（多倫多）

黎巴嫩最近發生兩宗通訊設備爆炸事件，轟動全球。9月17日，數千部由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
成員擁有的傳呼機連環爆炸，殺死至少12人，包括兩個真主黨成員和兩名兒童，超過2,750人受傷，其
中包括伊朗駐黎巴嫩大使。9月18日，黎巴嫩再次遭到通訊設備的襲擊，這次是對講機，造成至少30人死
亡，超過750人受傷。所謂一石激起千層浪，這兩次事件，確實令人擔心中東局勢一發不可收拾。

激起千層浪

現代木馬屠城記
我們不禁問，為甚麼黎巴嫩真主黨成員要使用這

些較落後的設備？道理很簡單，現代通訊技術雖然功能

強大，但同時也容易受到網路攻擊、監聽和駭客入侵。

傳呼機和對講機作為低技術手段，相對不依賴網路或複

雜的通訊基礎設施，反而可能更難被現代情報機構入侵

或監控。真主黨選擇使用傳呼機和對講機，並非因為他

們缺乏先進技術，而是基於安全、戰術、成本等多方面

的考量。

外界一直認為，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Mossad）

或許看準了真主黨這點，於是從供應鏈著手。據說摩薩

德在真主黨的通訊設備移交之前，在這些設備的電池上

放置一定分量的 PETN（一種高爆炸性材料），並在遠

處通過提高電池溫度而引爆設備。早前《華爾街日報》

報道，一些真主黨成員感到他們的傳呼機過熱，並在爆

炸發生前，除下傳呼機放置家中，才導致有兒童和無辜

平民死傷，這種手法是木馬屠城記的現代版。每個裝置

中的炸藥重量不到 20 克，被炸的傳呼機是5個月前進口

的，但不知道啟動爆炸的詳細運作。以色列由此至終沒

有承認或否認責任，但以色列一向採用特工行動，認為

比發動戰爭更有效，可以挽救無數士兵和平民的生命。

安全的頭號敵人
由以色列長期以來將黎巴嫩真主黨視為國家安全

的重大威脅。真主黨成立於1980年代初期，作為一個

什葉派穆斯林激進組織，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反對以

色列在黎巴嫩的存在。真主黨不僅參與黎巴嫩國內政

治，也與以色列在軍事上對抗，尤其是在南黎巴嫩邊

境地帶。以色列視真主黨為其領土安全的頭號敵人之

一，因為該組織多次對以色列目標發動火箭襲擊和跨

境襲擊；真主黨被以色列和某些國家列為恐怖組織，

它並得到伊朗的直接支持，特別是在軍事和經濟上。

因此，以色列政府透過各種手段削弱真主黨的實力，

包括軍事打擊、情報行動和國際制裁。

真主黨的武裝和飛彈能力對以色列北部地區構成

直接威脅，該組織擁有大量的火箭和飛彈庫，可以隨

時發動針對以色列平民和軍事目標的攻擊。真主黨也

是伊朗在中東擴張影響力的重要代理人之一。透過打

擊真主黨，以色列旨在遏制伊朗在該地區的影響力。

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也旨在阻止真主黨從伊朗和敘利亞

取得先進武器，特別是飛彈和無人機。

台灣被牽涉其中
這兩次爆炸的攻擊目標都是黎巴嫩真主黨，該組

織指控以色列要對爆炸事件負責，伊朗則批評以色列犯

下「大規模謀殺」和「恐怖主義行徑」。事件可能也是

以色列向真主黨發出的信號，表明以方「非常非常認

真」要真主黨停止11個月來對以色列北部發射火箭的行

為。自去年10月，巴勒斯坦伊斯蘭極端主義軍事團體哈

馬斯，襲擊以色列至今，與哈馬斯結盟的真主黨幾乎每

天都攻擊以色列。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業界專家觀點，認為即使

傳呼機是在歐洲或中東組裝，還是需要從台灣或中國企

業採購大部分重要零件，例如低端通訊晶片、接收器和

基礎等級的主機板。台灣雖然不太可能直接參與或涉入

中東的爆炸案，但鑒於台灣科技業在全球供應鏈的重要

性，事件對業界來說會是個巨大、關鍵的教訓；台灣科

技業以前覺得自己只是硬件廠商，跟政治無關、只做自

己的生意，但現在不一樣了。

真主黨揚言報復
鑒於以色列過去在對待真主黨和伊朗方面的強硬

政策，真主黨和伊朗會認為這些爆炸是以色列長期戰略

的一部分，從而加強兩者之間的緊密合作與共同立場。

真主黨和伊朗的報復性威脅，不僅是情緒化的反應，也

是一種戰略威懾手段。透過公開揚言報復，他們試圖向

以色列及其盟友（尤其是美國）傳遞一個信號：任何進

一步的攻擊將面臨嚴重的後果。這種威懾的邏輯是，擴

大衝突的威脅可能會迫使以色列在未來的行動中更加謹

慎，避免觸發大規模衝突或報復。因此，爆炸攻擊事件

後的報復威脅，不僅與真主黨和伊朗之間的關係有關，

也與中東更廣泛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相連。

國際社會的反應
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任何中東地區的緊張局勢

或軍事行動，都有可能成為美國政治的焦點。共和黨和

民主黨都可能會利用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來突顯自己的中

東政策，尤其是關於如何應對伊朗、黎巴嫩真主黨，以

及與伊朗相關的武裝組織的威脅。以色列的攻擊，可能

被視為一種在中東地區遏制伊朗和其代理人勢力擴張的

策略，而美國的反應也可能在競選期間加以強調，特別

是美國在該地區的安全利益和以色列的安全保障。

美國和以色列是緊密盟友，美國一直支持以色列

對真主黨的軍事行動，但同時也擔心中東地區的衝突升

級。俄羅斯和中國在中東事務中保持一定的參與，而他

們的反應可能更加複雜；俄羅斯在敘利亞與伊朗和真主

黨有合作關係，但也希望維持與以色列的穩定關係；中

國則主要關注中東的經濟和能源利益，傾向避免直接捲

入衝突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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