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百萬新疆人在押 
          震驚國際社會

聯合國調查機構 2017年估

計，上百萬維族等少數族裔被關入

再教育集中營。國際調查記者聯

盟 11月 24日公布中國政府內部

文件，披露了利用大數據和人工

智慧拘捕維族人和新疆集中營內

「洗腦」的細節，與《紐約時報》此

前披露的兩批總計長達 427頁北

京內部「新疆文件」一道，震驚國

際社會。至 12月 4日，美國參眾

兩院均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2019

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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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A事件 
       北京高開低走

10月 5日，NBA休斯頓火箭

總經理莫雷推特貼圖：「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挺自由，撐香港）」。隨後北京全

方位封殺NBA和火箭隊，中共央

視、騰訊等平臺宣布暫停轉播NBA

賽事，中方很多合作商寧可高額損

失也聲稱停止與NBA合作。隨後，

官方突然降溫。騰訊不足一週，悄

悄恢復了部分NBA賽事直播，令

抵制NBA賽事的小粉紅、五毛們

等進退維谷，處境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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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馬雲退休 
      阿里巴巴回香港上市

9月 10日，馬雲交出中國最

大電商平臺的權杖——正式卸任阿

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一年前同

一天，支付寶已與中國銀聯就支

付清算業務達成協議。兩大支付

巨頭——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均被中

國央行轄下的清算組織收編。阿

里巴巴集團香港上市股票 11月 26

日首日掛牌交易。《金融時報》認

為，阿里巴巴選在香港上市，北京

既要吸引科技巨頭回國，又要表明

香港一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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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北京對香港作為 
       逆轉臺灣紅藍綠形勢

習近平 2019年初措辭強硬的

《告臺灣同胞書》，推出「一國兩

制」方案，臺灣泛紅抬頭，曾到大

陸受到中共中央和地方領導人款待

的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支持

率一度遠超現總統蔡英文。香港持

續 10個月的暴力鎮壓，以及年底

王立強案披露的臺灣紅色勢力滲

透，令臺灣朝野的政治心態變色。

綜合民調顯示，自賴清德宣布配合

參選後，蔡英文的支持率一路上漲

到 50%左右。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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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網紅與蔡英文   
       拍片被大陸封殺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分別與臺

灣年輕網紅「波特王」和鍾明軒合

作拍片。與「波特王」2019年 12

月 14日的影片兩天創下 600萬次

閱流量。波特王因此被其大陸新媒

體合作商封殺。鍾明軒此前也因不

願刪除咖啡杯上中華民國國旗的視

頻與大陸公司解約。鍾明軒影片中

建議蔡英文批評中國政府時，要講

「中共」，而非「中國」：「他們的

人民，很多人其實也不喜歡他們的

政府。」

5       反送中運動 
       慘烈持續半年

港府 2月提出的《逃犯條例》修

訂草案，引發香港各界反對，3月

開始 2019年示威超過 800多場，

兩場超過百萬人。港警及大批大陸

軍警暴力鎮壓，使用了約萬枚催淚

彈和 4800多發橡膠子彈，並多次

實彈射擊示威者，六千多人被捕，

兩女子因警察射擊導致失明，多位

港民離奇死亡。香港民主派 11月

24日在區議會選舉贏得絕大多數議

席。美國 11月 27日簽署《香港人

權與民主法案》。

2        王立強投誠 
       震盪臺灣朝野

11月 23日澳洲主流媒體報

導，中國特工王立強向澳洲國安部

投誠，並透露中共對臺灣、香港滲

透與收買，包括銅鑼灣綁架案，操

控臺灣大選，金援韓國瑜，逼退民

進黨等，臺灣朝野震盪。媒體爆料

隔天，王立強上司、中國創新、中

國趨勢董事會主席向心與妻子企圖

逃離臺灣時，在臺灣機場被攔截，

接受調查。一些政界人士表態與中

共撇清關係。蔡英文支持率從劣勢

上升至絕對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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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川普12月31
日晚表示，他將在今年

1月15日親自簽署第一
階段的美中貿易協議。

       人民幣匯率跌破7 
       貶值趨勢加劇

8月 5日，美元兌換人民幣匯

率 10多年來首次跌破 1：7的重

大心理門檻。美國財政部隨後指責

中國操縱匯率，將招致嚴重後果。

人民幣貶值趨勢已形成，央行行長

易綱聲稱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但

8月 6日又在香港干預離岸人民幣

匯率。人民幣貶值導致進口糧食等

物資成本更高，當前糧食危機加

重。中國南方洪災、北方乾旱，又

逢「糧食殺手」秋行軍蟲襲擊，大

片地區糧食絕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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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局十八次學習 
       誕生「區塊鏈」
中共中央政治局 10月 24日

就區塊鏈技術發展現狀和趨勢進行

第十八次集體學習。習近平表示，

區塊鏈技術應用已延伸到數字金

融、物聯網、智能製造、供應鏈管

理、數字資產交易等多個領域，要

加快推動區塊鏈技術和產業創新發

展。官媒隨後的報導鋪天蓋地。一

向只談政治的中共政治局十八次集

體學習後竟然誕生了許多讓高科技

名詞，令外界技術專家和學者，不

明所以，妄加猜測。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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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貿易戰波折 
     習先反悔後妥協

中美貿易戰曾因 2018年底習

近平做出多項承諾達成和解意向，

延緩了美方對中方制裁。 2019年

5月和解協議簽署前，中方推翻停

止竊取知識產權和商業機密、強制

技術轉讓和貨幣操縱等多項承諾，

協議流產。美提高對中貿易處罰。

中國經濟增速跌至 30年最低，大

量企業倒閉，豬肉和農產品緊缺。

中方 12月再次妥協，「秘密條款」

獲川普首肯，2020年 1月或簽署

第一階段經貿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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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港臺大事紀

川普將簽署貿易協議
貿易協議簽定不是結束  而是美中新冷戰的開始

川普在 12月 31日晚發推文

表示，他會親自參加貿易協議的簽

署儀式。簽署儀式將在白宮舉行，

中方的高級代表也將出席。他也透

露：「稍後時間，我將前往北京，

啟動第二階段的貿易談判。」

此前，《南華早報》12月 30日

報導，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將在

2020年 1月 4日赴美代表中國簽

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不過，白宮

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

在受福克斯新聞詢問時，拒絕證實

《南華早報》的報導，並說目前正等

待第一階段協議的翻譯文本出爐。

他說只有從川普總統或美國貿

易代表萊特希澤口中說出，才是真

實的消息。

納瓦羅也向 CNBC表示，這

份協議的意義重大，並對協議簽署

表示樂觀。他說，現在只是在等待

86頁協議的中文版本完成。

作為對華鷹派人物，納瓦羅一

直協助川普應對中共各種不公平的

貿易行為。納瓦羅對第一階段協議

內容感到滿意。他透露，這份協議

還包括了 5月談判破裂前，協議

草案的條款，例如關於知識產權盜

竊。當時談判破裂時，中方不接受

這部分內容。

此外，也有分析認為，美中

初步協議中有一個重大漏洞，那就

是，協議沒有觸及中國政府對產業

的大規模補貼，而這曾是川普總統

發動貿易戰的緣由之一。產業補貼

曾是美中談判的一大難題。白宮貿

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曾經說，國

家對產業的補貼是「七大罪惡」之

一，必須在美中兩國之間建立正常

貿易聯繫之前予以糾正。停止對

產業的補貼，特別是對「中國製造

2025」中對先進製造業的補貼曾是

美國八大要求之一。

美中在 12月 13日宣布達成第

一階段貿易協議後，雙方約略公布

的協議內容，涵蓋知識產權、技術

轉讓、食品和農產品、金融服務、

匯率和透明度、擴大貿易、雙邊評

估和爭端解決（執行機制）等。第

一階段貿易協議的達成，也讓開打

超過一年半的貿易戰宣告暫時休戰。

雖然美中雙方在 2020年 1月

將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但是，

各界普遍認為這標誌著美中新冷戰

的開始。此前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

澤的表態更加意味深長。

萊特希澤接受 CBS政論節目

「面對全國」（Face the Nation）採

訪時強調，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成

功關鍵將取決於北京當局的決策。

萊特希澤說：「總的來講，這

一協議是否能全部生效將取決於在

中方是由誰來做主，而不是美方。」

他補充說：「如果強硬派做決策，

我們會得到一種結果，若是改革派

做決策，那麼我們將得到另一種結

果，而這是我們所希望的。」

 白宮貿易顧問彼得 ·納瓦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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