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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與塔利班停戰一周 有望達和議

美國一名匿名官員本月中旬曾透露，
美國與塔利班已達成非常具體的協議，作
為雙方本月29日簽署和平協議前的 「第一
階段協議」 ，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國防部長
埃斯珀近日也曾表露與塔利班停火的意向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21日證實，美方與塔
利班正展開 「全面談判」 ，表示雙方旨在
通過政治手段結束阿富汗戰爭，是 「實現
最終和平的重要一步」 ，他同時呼籲塔利
班方面 「抓住機會」 。

蓬佩奧未提及和平協議的具體內容，
但有塔利班人士指，協議將涵蓋在阿富汗
全國實現停火、國內各方舉行談判、塔利
班承諾不再包庇恐怖分子以及美軍從阿撤
離的時間表。美媒預計，屆時美國在阿富
汗駐軍規模將從目前的1.2至1.3萬人降至
8600人，僅留下一支反恐部隊。協議簽
署儀式將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傳特朗
普將親自與塔利班代表簽署協議，作為外
交政策上一大勝利助其競選連任。

停火生效後現零星襲擊
此前，塔利班副領導人哈卡尼2月20

日罕見地在《紐約時報》發表署名文章，
稱儘管塔利班 「離完全信任美國還相距甚
遠」 ，但塔利班方面會 「完全遵守」 達成
的協議。塔利班承諾將不在城市和公路上
發動襲擊，也不會針對美軍基地或阿安全
部隊的總部；同時，北約駐阿富汗聯軍和
阿富汗安全部隊也不會展開針對塔利班的
軍事行動。

停火協議在22日凌晨生效之後，阿富
汗老百姓上街慶祝，但在阿富汗北部的巴

爾赫省，塔利班攻擊了該省首府馬扎里沙
里夫附近的一個軍營司令部，造成2名阿
富汗士兵身亡。阿富汗南部的烏魯茲甘省
（Uruzgan）也通報發生另一起攻擊。

阿國內部和談前途未卜
美國與塔利班從2018年開始在多哈

進行談判，但和談去年一度破裂。去年9
月，美國駐阿富汗特別代表哈利勒扎德耗
時一年與塔利班進行九輪談判後，達成16
個月分階段撤軍協議，條件是塔利班不再
包庇恐怖分子。特朗普本打算接受這一協
議，還準備大張旗鼓在「9．11」紀念日邀請
塔利班訪問大衛營，最終在共和黨及國
內強烈反對聲浪中作罷，並借一名美軍
在塔利班襲擊中喪生為由，宣布和談「已
死」。

參與相關談判的官員表示，在美方與
塔利班簽署協議之後，將開啟阿富汗內部
政治問題的和談。塔利班日前稱，將在與
阿富汗政府的談判桌上作出妥協，例如保
障女性在受教育、工作等方面的平等權利
。但談判將如何進行、誰將參與等問題仍
有待解決。

阿富汗總統甘尼剛剛宣布在去年12月
的大選中獲得連任，他一直希望能與塔利
班直接談判達成全面停火協議，但塔利班
指責甘尼政府是美國的傀儡，拒絕與其談
判。《衛報》分析，暫時停火不代表塔利
班願意與阿富汗政府談判。美國撤軍可能
會破壞當地軍事平衡，令塔利班勢力相對
強大。如果該組織對和平不感興趣，阿富
汗平民或會遭殃。

【大公報訊】綜合《紐約時報》、路透社、《衛報》報道：美
國與阿富汗塔利班組織達成初步協議，進入為期一周的 「減少暴力
活動」 階段，為正式簽署和平協議鋪路，以結束長達18年的阿富汗
戰爭。這項暫時停火協議從22日凌晨起生效。美國表示，如果衝突
各方能夠保持克制，雙方將在29日當日簽署和議。屆時數千名美軍
將撤出阿富汗，並開啟阿政府與塔利班之間的全面和談。

最快29號簽字 駐阿美軍或降至8600人

美軍死亡數
2001年 12人
2002年 49人
2003年 48人
2004年 52人

2005年 99人
2006年 98人
2007年 117人
2008年 155人

2009年 317人
2010年 498人
2011年 415人
2012年 310人

2013年 128人
2014年 55人
2015年 22人
2016年 13人

2017年 15人
2018年 14人
2019年 20人
2020年 4人*

俄否認插手今年美國大選
【大公報訊】綜合《華盛頓郵報

》、法新社報道：美國情報部門日前
稱俄羅斯正干預民主黨黨內初選和美
國2020年大選，支持總統特朗普及民
主黨參選人桑德斯。俄羅斯21日否認
插手美國政治。桑德斯警告俄方 「遠
離」 美國大選，特朗普則斥此事是民
主黨人的陰謀。

桑德斯21日證實，美國情報官員
一個月前曾向他透露，指俄羅斯試圖
干預今年總統大選，甚至助自己競選
，但沒有透露簡報具體內容。他在聲
明中澄清，自己與特朗普不同， 「沒
有把俄羅斯總統普京當作好朋友」 ，

並大罵普京是個惡棍和獨裁者，不僅
在俄摧毀民主、打壓政敵，還試圖通
過互聯網分裂美國、破壞民主制度。

不過，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
夫表示，指控俄羅斯插手美國大選並
非事實。他預計，這些謠言將隨着美
國大選臨近成倍增加。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俄羅斯
同樣被指插手助特朗普上台，引發 「
通俄門」 調查。特朗普周五在推特上
抨擊相關說法是民主黨的抹黑伎倆，
他當天下午在內華達州的競選集會上
繼續指責民主黨人試圖 「毒害美國民
主」 、散布謠言。

英國出走鬧錢荒歐盟預算峰會陷僵局 加原住民堵鐵路兩周 特魯多擬清場
【大公報訊】綜合報道：加拿大

計劃在卑詩省建天然氣管道，引發原
住民大規模示威堵路，多條關鍵鐵路
被堵逾兩周。總理特魯多21日作出強
硬表態： 「（抗議者）必須服從禁令
，清除路障」 。

加拿大計劃興建連接卑詩省東北
部至太平洋海岸的液態天然氣管道，
穿過省內原住民Wet'suwet'en族人
傳統領地，引發示威。此外，安大略
、魁北克等省都有人架設路障堵塞鐵
路，示威聲浪蔓延至全國各地。

加拿大列車服務公司Via Rail本
周表示，由於堵路令加國東部部分鐵

軌無法使用，公司將暫時解僱1000名
員工。特魯多批評示威者的行為損害
經濟，導致部分工人失業。據加拿大
製造和出口商貿組織數據顯示，堵路
造成每天4.25億加元（約25億港元）
商品損失。

特魯多周五下午召開記者會表示
，聯邦政府永遠不會關閉對話大門。
政府已經嘗試了所有努力，但與示威
者的對話未取得成果。他說，所有人
都在關注局勢發展，國民和政府一直
保持耐心，但已經兩周了。特魯多口
風強硬，要求立即拆除路障。

不過，就在特魯多作出強硬表態

後不到一個小時，Wet'suwet'en世
襲酋長伍斯就拒絕了拆除路障的要求
。他稱堵路造成的少少不便，無法與
對該部族領地被 「入侵」 相提並論。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新華社報
道：歐盟20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特別
峰會，討論未來7年財政預算。但這場馬
拉松式峰會周五晚在僵局中落幕，27個成
員國未能達成共識。這是英國脫歐後，歐
盟首次舉行峰會。

此次峰會原定只有20日一天的會期，
但由於各成員國無法達成一致，會議拖延
至21日才結束。德國總理默克爾會後對記
者表示，27個成員國 「分歧仍太多，無法
達成協議」 。目前尚未確定何時再次開會
，但她指，各國必須回到這項議題。

會議分為兩大陣營，一邊是由富裕的
奧地利、丹麥、荷蘭和瑞典組成的 「節儉

四國」 ，他們要求刪減預算，以反映英國
已脫歐的現狀，避免自己承受更重負擔。

另一邊是歐盟預算的 「淨受惠國」 。
包括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臘、波
蘭，及匈牙利在內的16國希望獲得更多資
金，彌補英國留下750億歐元缺口。

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表示，圍繞預
算的談判總是很艱難，尤其是英國離開後
留下巨大資金缺口，需要更多時間協商。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則警告，時間非
常緊迫。 「如果今年內達不成一致，有可
能未來7年就沒有預算，沒有資金來支持
『伊拉斯謨計劃』 、科研活動、區域發展
和邊境管控等」 。

▲反對興建液化天然氣管道的加拿大
民眾19日在艾伯塔省堵塞鐵路 美聯社

▲美國總統特朗普去年11月訪問美軍
駐阿富汗基地，與阿總理甘尼（右）
握手

美聯社

來源來源：：法新社法新社

*截止至2020年2月22日

公評世界
周德武

特朗普頻換國家情報總監的背後
「通俄門」 一直是特朗普的心病，也

是奧巴馬留給特朗普的重要政治遺產，讓
其四年執政一直籠罩在合法性的陰影之中
。對特朗普的彈劾由頭也因 「通俄門」 而
起，最後 「通烏門」 成了眾議院的鐵證，
不能不說是陰差陽錯。

彈劾案的餘波仍在發酵，特朗普正對
彈劾調查期間表現不好的官員清理出戶。
就在輿論質疑總統做法不妥的時候，新的
「通俄門」 問題再次浮出水面，讓特朗普

氣不打一處來，於是他又一次展開了對情
報界的大洗牌，而情報總監馬奎爾被解職
則是最新一步。

特朗普與情報界關係不睦是公開的秘
密。尤其是情報部門堅持認定 「俄干預了
美大選」 ，讓特朗普一上任就與之結下了
樑子。而上屆大選投票日前一天，網絡小
報刊登了所謂2013年特朗普赴俄羅斯出席
環球小姐選美活動的調查報告，一些細節
被描得繪聲繪色。這種無法證實的小道消
息，被特朗普認定是中情局背後所為，有
意跟自己過不去。2017年1月，中情局局長
布坎南離任時警告特朗普， 「隨性行事無
法捍衛國家安全利益」 「不能低估俄羅斯
的安全威脅」 等等。

在過去的三年多裏，除了國家安全事

務助理頻繁更換之外，國家情報總監（911
事件後設置的一個機構，統領美國16家情
報單位）一職也是高危崗位。2017年3月科
茨接任此職之後，與特朗普在俄羅斯、朝
鮮、伊朗問題上產生了嚴重分歧。特朗普
曾希望科茨公開駁斥 「通俄門」 ，但一向
反俄的他就是不願鬆口。特朗普先後炒掉
負責反情報工作的聯邦調查局長科米和代
理局長麥凱布，並逼走司法部長塞申斯。

2019年8月國家情報總監科茨與副手戈
登同一天辭職後，特朗普提名得州共和黨
眾議員拉特克利夫出任，但在聽證過程中
出了差錯。有人認為其 「情報工作經歷單
薄，簡歷存在誇大之處，加以媒體對其誹
謗」 ，於是被迫提名國家反恐中心主任馬
奎爾擔任此職。

2020年的大選正全面鋪開。雖說共和
黨候選人的提名沒有任何懸念，但特朗普
也不可能高枕無憂。尤其是民主黨人布蒂
吉格在艾奧瓦州拔得頭籌，增加了美國大
選的一絲懸念。特朗普一邊對民主黨初選
及辯論 「坐山觀虎鬥」 ，一邊時不時利用
他們的差錯為自己撈分。前不久，他對 「
小個子」 （身高1.72米）的紐約富翁挖苦道
，下次辯論賽最好找塊小板櫈墊着。而前
兩天拉斯維加斯的民主黨辯論，彭博遭到

黨內大佬的 「群毆」 ，特朗普（身高1.9米
）更是幸災樂禍。

特朗普十分看重連任，上任之初就成
立了競選連任探索委員會。但橫亙在特朗
普面前的三座大山也是他必須設法翻越的
。一是佩洛西領導的、由民主黨控制的眾
議院。二是美國主流媒體的敵意。除了霍
士新聞（FOX）之外，對特朗普作正面報
道的真是鳳毛麟角，以致特朗普罵這些媒
體只知道製造 「假新聞」 。不過，具有諷
刺意味的是，在參院判定特朗普無罪的第
二天，《華盛頓郵報》以 「無罪」 的大標
題報道了這一歷史性案件，特朗普在全世
界面前，展示了華盛頓郵報的頭版標題，
可見特朗普嘴上罵着華盛頓郵報，但內心
對這些主流媒體還是特別在乎。而第三座
大山無疑是美國情報界了。2月13日美國情
報官員的機密簡報則成為特朗普與情報界
發生衝突的最新一例。特朗普為此大發雷
霆，並把馬奎爾叫到辦公室訓斥一番。總
統擔心民主黨情報委員會主席希夫會將俄
羅斯干預美國2020年大選情報當作攻擊他

的武器。
特朗普迅速任命了自己的忠實盟友、

駐德大使格雷內爾接替馬奎爾一職。這名
同性戀者在情報方面經驗為零，因此在參
議院能否順利通過仍存在不確定性。德國
舉雙手歡送這位大使，尤其是格雷內爾威
脅對參與俄羅斯輸歐天然氣管道（北溪-2
項目）的德國公司予以制裁後，他與德國
政要的關係急劇惡化。

據《紐約時報》報道，在民主黨初選中
領先的桑德斯也得到了情報部門的相關簡
報，稱俄羅斯為了讓特朗普繼續連任，正設
法幫助民主黨內實力最弱的人選勝出，這
樣特朗普將會輕易戰勝對手。把桑德斯看
成是軟柿子當然讓這個老頭不高興。但大
選就是這麼殘酷，肯定有不少共和黨人也
在暗助桑德斯成為民主黨的正式提名人。

桑德斯在美國被貼上了 「共產黨人」
和 「社會主義者」 的標籤。他自己也毫不
隱諱自己是一位 「民主社會主義者」 。目
前桑德斯在兩個州取得了不錯的戰績。一
些人認為，對桑德斯 「社會主義」 理念的
認同， 「不過是無知的年輕人在趕時髦罷
了」 。但不管怎麼說，這股社會思潮泛起
說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在迅速退化，在
重大危機面前逐漸失去了社會適應力和變

革力，在積累各種矛盾的同時，很難為其
困境找到出路或答案。

布蒂吉格的崛起無疑是2020年美國大
選的亮點。他早早亮出了自己外交綱領。
由於布來自美國中西部，對中國製造的衝
擊感受更強烈一些，其 「經濟民族主義」
的色彩顯然更濃。在對華政策方面，他稱
中國是 「技術威權主義」 國家，對中國擺
出一副鷹派姿態， 「中國不僅僅是競爭者
，在許多方面甚至是對手」 。他贊成通過「
有序而非混亂的方式」來改變中國的行為，
「僅僅用關稅來戳中國的眼睛，然後看他

們的反應，是一個真正的戰略錯誤」 。
以桑德斯代表的激進派與布蒂吉格代

表的年輕溫和派之間的較量在很大程度上
影響着民主黨政治版圖的重構及演變方向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今年大選不是特
朗普有多麼強，而是民主黨實在太弱。在
民主黨後繼乏人的大背景下，2020年挑戰
特朗普的難度越來越大。2月21日華盛頓郵
報發表評論文章稱， 「如果一個明智而溫
和的民主黨人不太可能從混亂中脫穎而出
，那麼美國的盟友和對手將會為另一個不
穩定的四年做好準備」 ， 「而世界也正在
適應特朗普版的美國並準備與之相處更長
的時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