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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精心布局 埃及倒退20年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BBC

報道：西方大國為誘導埃及走上有利於
西方的發展道路，想方設法使埃及保持
弱勢和依附狀態，積極推動埃及 「民主
化」 。前總統穆巴拉克2011年被推翻
後，外匯和財政收入持續減少。分析稱

，埃及政治變局使該國社會倒退至少
15至20年。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就通
過 「美國國際開發署」 （USAID）等
非政府組織，斥巨資扶持當地的研究機
構，傳播 「民主化」 理論。據統計，

2011年3月至6月，
埃及境內非政府組
織共接受了1.75億
美元的援助，是此
前美國援助總額的
近3倍。2011年3月
15日，時任美國國
務卿希拉里訪問埃

及，專程參觀了開羅解放廣場，以示對
埃及 「民主運動」 的支持。

2011年埃及民眾發起抗議時，打
出的口號是 「麵包、自由和公正」 。謀
求改善民生環境是最主要訴求之一。然
而，埃及劇變後，經濟路線依然如故，
加上政權更替引發的安全動盪，原本脆
弱的埃及經濟雪上加霜，許多經濟指標
甚至趕不上劇變前的水平。與此同時，
通貨膨脹卻在不斷加劇，開羅一些居民
區的麵包、小扁豆、大米等，價格大漲
8成，令中下層民眾苦不堪言。

持續的動盪使越來越多的埃及人開
始懷念穆巴拉克時期，充分認識到 「秩
序是個好東西」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
埃及軍方強行罷黜穆爾西政府，重新回
到威權政體狀態，回到 「沒有穆巴拉克
的穆巴拉克時代」 。

◀2013年1月，一個
女孩騎着毛驢經過開
羅街頭 資料圖片

特朗普妄議港事 中方堅定還擊
【大公報訊】綜合新華社、《紐約時

報》、《聯合早報》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
21日稱，如果中國推行 「港區國安法」 ，
美國將作出強烈回應。對此，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趙立堅22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說，
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
預。

趙立堅指出，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發
展的基本前提。放眼世界，沒有任何國家允
許在其本國領土從事分裂國家等危害國家安
全的活動。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的問題純屬中國

內政，任何外國無權干預。
趙立堅強調，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 「
一國兩制」 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
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

此外，外媒對全國人大將制定 「港區
國安法」 也格外關注。英國廣播公司稱該草
案強調，中國堅決反對任何外國和境外勢力
以任何方式干預香港事務，防範、制止和懲
治外國和境外勢力利用香港進行的分裂、顛
覆、滲透、破壞活動。

《紐約時報》報道稱，中國全國人大

將審議一項修訂新法律和執法機制的計劃，
以便在香港保護國家安全。聲明沒有提供細
節，但表明新法將給中國中央政府更多法律
依據，對去年香港發生的大規模示威活動做
出直接回應。

《洛杉磯時報》發表評論文章稱，中
國制定 「港區國安法」 是對美國在香港問題
上發出 「清晰信息」 ，中國不會讓步。

《聯合早報》採訪的專家認為， 「中
美兩國近來摩擦頻繁，戰線不斷延伸，本次
立法也傳達出一個信息：中國政府不會容忍
香港成為中美較量的棋子和新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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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外
交政策》網站、新華社、
CNN、《華爾街日報》報
道：作為全球國安立法最
為嚴苛的國家，美國迄今
為止有超過20部國家安全
法 「護體 」 ，嚴防別國勢
力插手本國事務。二戰以
後，美國瞄準一些在國安
方面漏洞多的國家和地區
，通過各種民間組織搞滲
透，發動 「顏色革命 」 ，
或是由中央情報局（CIA）
直接策劃顛覆行動、操縱
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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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漏洞多 多國落入美民主陷阱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網站早前證
實，1953至1973年這20年間，美國至
少推翻了伊朗、剛果、智利等7個外國
政府，CIA是其中重要的幕後黑手。
2013年3月，美媒爆出CIA一直在向符
合條件的敘利亞反對派提供情報，以助
其推翻敘總統巴沙爾的政權。CIA還與
西方國家的間諜機構一起，為敘反對派
士兵提供武器，訓練他們巷道作戰以及
反間諜活動的能力。

敘利亞的 「顏色革命」 被美國一手
推動，演變為內戰，多年內戰共造成47
萬人死亡，190萬人受傷，1250萬人流
離失所。CNN稱，在敘南部與約旦交界
的沙漠地帶，目前滯留了數萬名敘利亞
難民，生活非常悲慘。一名逃到克羅地
亞邊境的敘利亞青年哀嘆： 「看看伊拉
克和利比亞，那麼多人戰死，最後換來
了什麼？並沒有因為推翻了所謂的獨裁
政權而過上幸福生活。」

烏克蘭為美改親北約國安法
烏克蘭是爆發美式 「顏色革命」 最

為典型的國家之一。2004年10月，烏克
蘭進行總統大選，美國大力支持親美的
反對派候選人尤先科。在尤先科得票率
不敵時任總理亞努科維奇後，CIA發動
了鋪天蓋地的宣傳攻勢，首次大規模利
用手機和互聯網，煽動大批烏克蘭年輕
人包圍總統府，並與警察發生衝突。迫
於國內的示威抗議運動，烏最高法院宣
布大選結果無效，尤先科在重選中獲勝
。他一上台就表示將把烏克蘭加入歐盟
作為國家工作的優先方向，並積極鞏固
西方價值觀。

2010年2月，亞努科維奇奪回政權
，美國隨後再次在烏發動 「顏色革命」
。這一輪 「顏色革命」 暴力程度不斷升
級，最終發展為流血事件，首都基輔市
中心化為一片焦土。持續了十餘年的兩
輪 「顏色革命」 對烏克蘭造成了巨大破

壞，東部內戰持續，經濟大幅衰退，人
均GDP在2018年淪為全歐洲最窮國。當
時抱着美好願望上街的青年在激情過後
，最終發現自己不過是西方和國內反對
派用於顛覆政權的工具。

在美國的一手操控下，2016年6月
烏克蘭最高議會通過一項修正案，規定
加入北約是烏克蘭外交政策目標，烏克
蘭還應該在2020年前確保本國武裝力量
與北約國家武裝力量完全相匹配。2018
年7月，時任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簽署
「國家安全法」 。該法律規定，國家安

全主要利益之一是加入歐盟和北約。而
美國國務院第一時間對此表示歡迎，其
他國家和地區則不以為然。

美趁疫情對委「以壓促變」
美國 「民主黑手」 的最新目標是委

內瑞拉。2019年初，委內瑞拉議會議長
、反對黨領袖瓜伊多自封臨時總統。瓜
伊多曾接受過CIA旗下美國國家民主基
金會（NED）的培訓。美國、加拿大等
國立即表示支持。瓜伊多去年5月接受
CNN訪問時，暗示邀請美國來推翻馬杜
羅政府，是最終選項之一。

今年4月，美國欲借疫情和國際油
價下跌之機加快推翻委政府進程，以 「
禁毒」 為名加強在委領海邊界附近的海
空部署，形成了事實上的海上封鎖，企
圖 「以壓促變」 ，實現推翻馬杜羅政府
和建立親美政權的目的；同時特朗普政
府也企圖通過這次軍事行動，轉移因應
對疫情不力面臨的輿論壓力。

顏色革命釀惡果 社會民不聊生

民主不能當飯吃突青年投奔伊斯蘭國
【大公報訊】綜合《衛報》、路透

社、BBC報道：作為 「阿拉伯之春」 發
源地及當中唯一一個號稱實現民主轉型
的國家，突尼斯在9年後依舊找不到根

本解決當年引發革命的經濟危
機的靈丹妙藥。許多突尼斯

人，尤其是年輕人，已對
選舉喪失了信心。

他們因為麵包走

上街頭，但9年過後，麵包價格更高，
失業率不斷攀升，恐襲的陰影始終籠罩
在全國上空。突尼斯民眾嘆息，民主不
能當飯吃。

沒有工作、掙扎着撫養三個孩子的
賈瓦德不無諷刺地說， 「民主對我來說
什麼也不是，難道可以靠它吃喝嗎？」
許多人都和賈瓦德一樣，對民主政治感
到幻滅， 「非洲晴雨表」 民調組織

2018年指出，只有46%的突尼斯人認
為民主是政府治理的最佳形式，而在
2013年該數字在7成以上。

與此同時，沒有工作、對政治失望
的突尼斯年輕人變得越來越激進，據估
計約3萬人試圖或已成功走上敘利亞及
伊拉克戰場，投奔 「伊斯蘭國」 （ISIS
）等恐怖組織。另外，由於鄰國
利比亞常年內戰，許多利比亞的
戰士也將突尼斯當成運送武
器的中轉站，並在該國招募
新戰士。這些原因導致恐襲
時有發生，居民人心惶
惶，有 「歐洲後花園」
美譽的突尼斯，旅遊
業也因此大受影響。

◀2018年4月，一名婦女在
突尼斯埃塔達門市的垃圾桶
裏翻找食物 資料圖片

◀◀20152015年年33月月，，一名敘一名敘
利亞婦女和她的孩子走利亞婦女和她的孩子走
在科巴尼破敗的街道在科巴尼破敗的街道
上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