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示威者號召在27日舉行 「擠滿開羅所有

廣場的百萬人遊行」 。埃及政府嚴陣以待，開

羅市中心戒備森嚴，大批安保部隊和便衣警察

部署在解放廣場附近，解放廣場的多個入口被

封鎖。解放廣場是2011年 「阿拉伯之春」 的

主要示威場所。正在紐約參加聯大的塞西27

日表示，沒有理由擔心所謂的示威，示威所得

到的關注度之所以如此之大，是因為有心之人

想要造成一種失控的局面，而這並不是真的。

「埃及是一個強大的國家」 ，塞西面帶微笑告

訴記者。

指控無證據 社交媒體發酵
此次示威由流亡海外的西班牙的埃及商人

兼演員阿里在網上發起，他自9月初起於網上

公開片段，指控塞西無視埃及數百萬民

眾活於貧困之中，反而花費大量金錢於

豪宅和酒店上，與國家經濟緊縮政策背

道而馳。儘管他沒有拿出相關證據，但

影片在埃及廣為流傳。

塞西堅決否認這些指控： 「我對埃

及人民坦蕩蕩。」 他稱阿里 「誹謗」 ，

並且提到，軍隊內部規定嚴格，對貪污

等醜聞非常敏感，不會有相關行為在軍

隊發生。阿里在17日發放視頻要求塞西

19日或之前辭職，否則民眾會於20日

上街示威。數百位年輕人在20號晚上看

完一場足球賽之後，上街抗議。 「塞西

下台」 、 「人民命令政府下台」 等短語登上當

地推特熱搜。

在首都開羅，數百名示威者聚集於解放廣

場，隨即被警方以催淚彈驅散。蘇伊士地區也

爆發了警民衝突，當地居民稱催淚彈導致的煙

霧極濃，數公里外的住宅都受到了影響。有示

威者稱有人因為橡膠子彈和實彈而受傷。

隨後幾日，再有大批示威者被捕。其中有

數百人被控涉嫌利用社交媒體傳播虛假消息、

破壞國家安全、加入被禁的恐怖組織，以及未

經許可抗議等罪名而受到調查。值得注意的是

，埃及內政部24日發表聲明說，有部分恐怖

分子正在策劃一系列針對科普特教堂、埃及主

要機構、軍事及安全部門的恐怖襲擊活動。埃

及警方當天在開羅附近與恐怖分子交火，擊斃

至少6名恐怖分子。據埃及官方《金字塔報》

報道，這6名恐怖分子隸屬於被埃及當局列入

恐怖組織名單的穆斯林兄弟會。

埃及經濟今年明顯復甦
塞西2013年得到軍方支持發動政變上台

，2018年3月以高支持率贏得連任總統大選。

塞西上台後，國家規定超過10人以上的公眾

集會須先得到政府批准，故此今次事件屬埃及

近年非常罕見的反政府示威。

《紐約時報》此前報道，不少示威者的不

滿主要集中在社會民生議題，而非完全針對塞

西本人。塞西政府2016年8月與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IMF）達成120億美元貸款協議，為期3

年。按照協議，埃及需要採取財政緊縮措施，

削減能源補貼。財政緊縮政策衝擊了

民生，物價上漲，普通民眾生活水平

下降。但是，IMF今年4月發布的一份

報告顯示，當前埃及經濟表現良好，

多項指標顯示出明顯復甦跡象。GDP

增速從2016至2017財年的4.2%升至

2017至2018財年的5.3%。同期，埃

及失業率降至個位數，為2011年以來

最低水平。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美聯社、埃及《金字塔
報》報道：埃及多個城市自9月20日起爆發罕見大規模
反政府示威，抗議者要求捲入貪污醜聞的總統塞西下台
。埃及警方以裝甲車、催淚彈、橡膠子彈甚至實彈驅散
抗議民眾。埃及內政部26日立場堅定地表示，對於任何
破壞國家穩定的企圖都會果斷迎擊，絕不手軟。截至27
日，警方已經拘捕近2000名示威者。

埃及警方實彈驅示威 拘捕2000人
流亡商人空口指控貪腐 煽動年輕人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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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朝日新聞》報道，在當地時
間25日舉行的美日首腦會談上，日本首
相安倍晉三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就締結經
貿協定達成一致，並簽署了共同協議。
經貿協議簽署後，還需要兩國國會的審
核批准，預計最快年內就能正式生效。
在與中國、歐盟的經貿談判並不十分順
利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率先和安倍政
府達成協議，這既能為明年競選連任增
添籌碼，也能夠轉移國內外輿論對這幾
天 「彈劾」 新聞的關注。與此同時，安
倍也能舒口氣，專注推動修憲議程。在
當天的首腦會談上，安倍強調簽署經貿
協議對兩國是 「雙贏」 ，恐怕指的就是
這層含義吧。

美日經貿協議正式生效後，意味着
美國農產品將以廉價的方式湧入日本市
場，這將對安倍政府造成一定的衝擊。
長久以來，日本政府將大米、牛肉和豬
肉等5種重要農產品視為 「聖域」 ，並

對外國相關農產品徵收高關稅，以此保
護本國農產品。之所以如此，主要就在
於日本農民是自民黨最主要的支持群體
之一，並且擁有強大的選票動員能力，
在選舉中發揮重要作用。然而，自TPP
、日歐EPA相繼簽署後，已經讓一部分
海外農產品得以通過低關稅甚至零關稅
的方式進入日本市場，對日本農民的利
益構成了傷害。如今根據美日經貿協定
的內容，日本進口美國牛肉的關稅將從
38.5%降至最終的9%，17%的美國蘋果
關稅和4.2%的美國豬肉關稅最終將完全
取消，日本每年將從美國進口不超過15
萬噸的小麥等。可以說，安倍政府是以
TPP成員國的關稅標準進口美國農產品
。今後，隨着日本農民的利益受損感受
愈發明顯，安倍政府以及自民黨的支持
根基也愈將受到衝擊。

美日經貿談判能在一年多的時間裏
取得成果，不可謂不快。特朗普急於建

立政績倒不難想像，畢竟目前為止美中
、美歐的經貿談判還沒有結果，但安倍
為何也急於盡早達成經貿協議呢？筆者
認為，這是為了防止美日經貿領域的矛
盾蔓延至政治外交領域，進而造成美日
同盟關係動搖。

回顧二戰後至今的美日關係史，兩
國同盟關係總體上是不斷深化發展的，
但因經貿摩擦導致美日政治外交關係受
到影響的案例也不是不存在。上世紀60
年代末70年代初，兩國在紡織品領域的
摩擦不斷升級，美國要求日本限制出口
，解決 「不平等」 的貿易問題，但日本
不積極的應對態度，引得美國方面頗為
不滿。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美國政府的
對華政策開始出現調整，特別是時任總
統尼克松1971年7月15日在未及時告知
日本政府的前提下，突然宣布將訪問中
國，不僅令日本朝野震驚，也讓日本第
一次體會到了 「越頂外交」 的尷尬滋味

。現在看來，美日紡織品摩擦與尼克松
訪華未必有直接聯繫，但當年的經貿領
域摩擦蔓延到政治外交領域則是不爭的
事實。

今時今日，美國再次對日本進行 「
越頂外交」 的可能性已不大了，不過，
特朗普動不動就對駐日美軍費用、《美
日安保條約》表達不滿，則讓安倍政府
尤為緊張，擔心美日同盟關係鬆動。當
然了，特朗普的相關言論既可以理解為
是一種談判策略，但也可以理解為是經
貿摩擦蔓延至政治外交領域的信號。因
此，安倍政府盡早與特朗普政府達成經
貿協定，也是為了消除潛在風險，確保
美日同盟關係穩固。

觀察本輪談判，安倍政府並沒有完
全接受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所有要求，而
是進行了一番博弈，但從最終的結果來
看，依然是日本讓步較多。本輪談判的
焦點其實是以大米、牛肉為代表的農產

品和汽車進出口關稅。在農產品方面，
日本以TPP成員國的關稅標準，對美國
的牛肉、豬肉等給予了優惠，但並沒有
接受零關稅進口美國大米的要求。在汽
車進出口關稅方面，雙方雖然沒有達成
最終意見，但特朗普承諾暫不對日本汽
車加徵關稅，且雙方有意朝着完全撤銷
汽車關稅的方向繼續進行談判。安倍政
府在進口美國農產品方面的讓步，換來
了繼續就汽車進出口關稅的談判，其實
也可以視為是一種勝利。

正是因最主要的美國大米、汽車進
出口關稅問題依然存在，所以也就意味
着談判並沒有完全結束，兩國之間的經
貿矛盾依然存在，目前只能說是第一回
合剛剛結束。此外，日本對美國的經貿
赤字雖有所降低，但遠未達到特朗普所
強調的 「平等」 貿易標準。因此，對安
倍政府而言， 「特朗普風險」 仍然存在
，美日經貿談判遠未結束。

遼寧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 陳洋

美產品傷日農 衝擊安倍執政根基

【大公報訊】據美聯社報道：

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26日宣布，鑒

於近期沙特石油設施遭襲事件，美

國將應沙特邀請在該國部署約200名

美軍士兵、一套 「愛國者」 導彈系

統和四套 「哨兵」 雷達。

五角大樓20日曾宣布向沙特和

阿聯酋 「適度」 增派美軍，以加強

該地區的空中防禦能力。這是美國

軍方宣布該消息後首次披露增派美

軍士兵的具體數字。埃斯珀稱，這

一部署旨在

加強沙特關

鍵軍事和民

用基礎設施的空中和導彈防禦能

力。

本月14日，沙特兩處石油設施

遭無人機襲擊並引發火災。儘管也

門胡塞武裝宣布對襲擊負責，但美

國指稱伊朗是襲擊的幕後黑手。而

伊朗方面多次予以否認。

面對伊朗，美國目前仍持續在

外交制裁和軍事層面採取雙重施壓

措施。五角大樓當天發布的聲明還

表示，埃斯珀還批准了一項預備部

署命令，額外的兩套 「愛國者」 導

彈系統和一套 「薩德」 導彈系統將

處於出發待命狀態。五角大樓稱，

這些步驟表明了美方對區域夥伴以

及中東安全與穩定的承諾。

增派200士兵 美在沙特部署愛國者導彈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報道：多家伊朗

媒體當地時間27日稱，被扣押的英國油輪 「
史丹納帝國號」 當天上午已獲釋駛離伊朗，

前往國際水域。

「史丹納帝國號」 油輪當天上午9時從伊

朗阿巴斯港出發，前往波斯灣的國際水域。

伊朗霍爾木茲甘省港口和航運組織證實了這

一消息。英國《每日郵報》稱，被扣兩個多

月後， 「史丹納帝國號」 離開伊朗，將前往

阿聯酋迪拜。船舶跟蹤數據顯示， 「史丹納

帝國號」 已將阿聯酋迪拜的拉希德港設為目

的地，以正常速度將在當天到達。但阿聯酋

方面未就此作出回應。

懸掛英國國旗、由瑞典公司運營的 「史
丹納帝國號」 油輪7月19日在霍爾木茲海峽伊

朗水域航行時被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以 「涉
嫌違反國際海事法規」 為由扣押，之後押送

至阿巴斯港。本月23日，伊朗方面表示，釋

放 「史丹納帝國號」 所需的所有法律和行政

手續均已完成。

英油輪獲釋離開伊朗 或駛往迪拜

流亡西班牙的埃及
商人兼演員阿里自9月初
起在網上發布多段影片

，指控塞西無視國內貧窮問
題及財政緊縮政策，揮霍公
帑追求虛榮。塞西否認指控
，稱軍隊與他本人都盡心為
民服務。阿里呼籲埃及群眾
20日上街示威。

埃及國內至少有8個
城市出現抗議，其中首
都開羅、亞歷山大和蘇

伊士聚集人數最多。警方施
放催淚彈驅散人群並逮捕示
威者，截至27日有近2000人
被捕。

今次示威者的主要
群體組成與2011年 「阿
拉伯之春」 中推翻前總

統穆巴拉克的群眾不同，主
要是年輕人。

2014年塞西得到軍
方支持就任總統，2018
年3月以高支持率贏得連

任，執政期間國內政局穩定
，今次是自其上台後首次爆
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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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總統塞西24日在紐約聯大會
議上講話 美聯社

◀塞西的支持者27日走上亞歷山大
市街頭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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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丹納帝國號」 27日獲釋駛離伊朗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