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烏克蘭北約擔憂特朗普2.0版
俄烏衝突已持續兩年多，作為烏

克蘭的重要支持者，美國此次大選結
果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烏克蘭戰爭的
走向。目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
在多個搖擺州的民調領先民主黨對手
哈里斯，北約及烏克蘭對特朗普可能
再次入主白宮憂心忡忡。

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美國一直
是烏克蘭的最大支援國，已提供了超
過610億美元的軍事武器和援助。然

而哈里斯和特朗普在烏克蘭戰爭問題
上持有截然不同的立場。特朗普多次
就美國援助烏克蘭提出異議，聲稱如
果他贏得大選，將在明年1月上任之
前結束戰爭。他還指責烏克蘭總統澤
連斯基挑起戰爭，批評澤連斯基每次
訪美都會帶着600億美元離開，諷刺
他是 「地球上最偉大的推銷員」 。他
曾表示，如果當時他是美國總統，俄
烏戰爭就不會爆發。

倫敦皇家聯合軍種研究所副總幹
事查爾莫斯稱，若特朗普勝選，美國
將很有可能切斷對烏克蘭的大部分軍
事援助， 「那麼對烏克蘭來說，這將
是一段非常坎坷的時期」 。有批評人
士擔心，特朗普勝選後，烏方可能被
迫接受停火條款，該條款可能涉及將
領土割讓給俄羅斯，並關閉烏克蘭加
入北約的大門。

北約國家也十分擔憂特朗普再次
上台。特朗普今年2月曾表示，他希
望北約成員國支付更多的國防開支，
並 「鼓勵」 俄羅斯可以對那些未履行
此項義務的北約成員國 「為所欲
為」 。他本月稱，歐洲國家在貿易和
軍事上 「搞砸」 了美國， 「這是不可
持續的，不能再這樣下去」 。特朗普
的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表示，
若特朗普勝選，他可能打算讓美國退
出北約。

（美聯社／CBS）▲烏軍地面部隊27日在野戰訓練中開火。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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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多所大學今年春季爆發校園反戰
示威活動，要求加沙停火、美國停止軍援
以色列、學校停止投資以色列相關企業。
有分析認為，高校反戰示威持續數周，顯
示出美國年輕人對總統拜登加沙政策的不
滿。

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
等多所美國知名大學在今年春天爆發抗議
活動，數千名示威者遭警方暴力逮捕。在
此期間，拜登譴責 「反猶主義示威」 和
「那些不明白巴勒斯坦人處境的人」 ，進
一步點燃示威者怒火。

哥大學生伊克巴爾因示威活動被捕兩
次，並遭停學。她表示： 「哈里斯已經非
常明確地表示，她不重視我的選票。」 她
認為，拜登政府沒有停止向以色列運送武
器，哈里斯仍在為以色列辯護，因此 「我
們有義務保留選票，以免獎勵民主黨資助
這場種族滅絕」 。

據報道，部分參加反戰示威的學生已
決定不會投票給民主黨。而包括16%的非
裔年輕人、13%的西班牙裔和14%的亞裔
在內的其他選民仍沒有決定投票給誰。由

於他們對哈里斯和特朗普在加沙問題上的
立場都感到不滿，他們可能會支持第三方
候選人。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美國青年研究所
研究表明，更多的年輕選民選擇支持第三
方，或直接放棄參與政治。專家表示，這
是由於年輕選民對美國政治的兩黨制不
滿，對民主黨和共和黨的信任度都很低，
不願意加入或認同他們。

美年輕選民反戰 對民主黨失望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新一輪衝突逾一年，未見休戰勢
頭，衝突範圍還不斷擴大。過去20多年，美國阿拉伯裔
選民一直被認為是民主黨 「鐵票」 ，但今年大選
中，由於民主黨支持以色列的暴行，密歇根州的
阿拉伯裔選民強烈不滿，可能怒而轉投綠黨
總統候選人斯坦。在選戰如此膠着的情況
下，任何微小的變量都可能影響最終結
果。另外，國際多方也在觀望美
國大選的結果，無論下一任總統
是哈里斯還是特朗普，其對
外政策勢必對俄烏戰爭、
中東衝突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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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戰火延燒 殃及民主黨票倉
美國大選結果影響兩大衝突走向

搖擺州穆斯林選民轉投第三方候選人
拜登政府自加沙戰爭以來始終堅

定支持以色列，不斷提供軍援，引發
搖擺州阿拉伯裔和穆斯林選民強烈不
滿，他們中的部分人，轉而支持美國
綠黨候選人斯坦，恐衝擊哈里斯的選
情。

阿拉伯裔選民在搖擺州構成了一
個關鍵的投票集團，僅在密歇根州就
有近40萬人。2020年大選中，拜登
在密歇根州獲得近70%的支持率，
獲得154000張選票，領先特朗普24
個百分點。隨着加沙傷亡人數的增
加，該州和其他地區的反戰人士曾發

起抗議投票運動，共獲得超過10萬
張 「未承諾」 選票，其中大部分來自
阿拉伯裔選民和穆斯林。

美國倡議組織伊斯蘭關係委員會
在8月底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
密歇根州40%的穆斯林選民支持斯
坦，18%支持特朗普，支持哈里斯
的僅有12%。在同樣擁有大量穆斯
林人口的亞利桑那州和威斯康星州，
斯坦的支持率亦領先哈里斯。2020
年大選中，拜登在這兩個州都以微弱
優勢擊敗特朗普。

美國阿拉伯民權聯盟主席阿亞德

表示，他們對美國現狀感到失望，
「我們想給民主黨機會做點什麼，但
他們什麼也沒有做。」

目前選戰進入最後階段，哈里斯
正努力與拜登割席，但由於沒有承諾
美國減少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她仍未
能贏得阿拉伯裔選民的信任。與此同
時，特朗普在密歇根州已經獲得包括
漢特拉姆克市穆斯林市長加利卜的公
開支持。漢特拉姆克市是美國唯一一
個完全由穆斯林治理的城市，超過
40%的人口是在外國出生。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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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外交成哈里斯競選負資產
CNN主持人巴什10月17日指

出，拜登任內的外交政策一直 「一團
糟」 。拜登2021年從阿富汗撤出美
軍，但撤軍行動倉促無序，導致13
名美軍和逾百名阿富汗人在喀布爾國
際機場的自殺式炸彈襲擊中死亡。

拜登始終堅持支持烏克蘭，自俄
烏衝突以來向烏軍提供了超過610億
美元的軍事援助。但拜登在烏克蘭加
入北約問題上猶豫不決，並限制烏軍
使用西方武器打擊俄羅斯
境內，引發烏克蘭和歐洲
對拜登政府的不滿情緒日
益加劇。

在中東問題上，儘管
國際社會強烈譴責以色列
在加沙製造人道主義災

難，但拜登始終明確支持以色列，一
直向以色列運送武器。拜登今年5月
提出所謂 「三階段停火倡議」 ，美國
國務卿布林肯數次到訪中東，但都未
能促成停火。《每日電訊報》指出，
這是因為拜登不願意向以總理內塔尼
亞胡施壓，而內塔尼亞胡一直無視拜
登的 「警告」 ，因為他知道這樣做不
會有任何後果。

拜登政府在處理中東問題上失分

嚴重，導致大量阿拉伯裔選民或因此
拒絕支持民主黨，影響民主黨總統候
選人哈里斯的選情。CNN白宮記者
阿爾瓦雷斯表示，儘管外交政策在選
民關注的問題中排名靠後，但仍對哈
里斯的選情 「構成風險」 。他表示，
加沙戰爭讓民主黨失去了本可能會支
持哈里斯的選民，尤其在有數十萬阿
拉伯裔選民的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
州。

當前民粹主義正在西方世界崛
起，意大利已經處於右翼政黨的統治
下，而在法國和德國等國家，極右翼
勢力也來勢洶洶。自拜登執政以來，
美國社會政治的兩極分化達到前所未
有的高度，民粹主義盛行。若特朗普
再次當選，其 「美國優先」 的民粹理
念將持續影響美國外交，加劇與世界
其他國家關係的惡化，世界和平恐更
難實現。

（《每日電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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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10月7日以來，美國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已超
過179億美元，包括武器、軍事裝備等。此外，美國
已悄悄批准了100多筆對以色列單獨軍售，總計數千
枚精確制導導彈、小直徑炸彈、鑽地彈、小型武器等。

•拜登政府8月批准了向以色列進一步銷售200億美元
的武器，包括計劃於2026年開始交付的戰術車輛和
50000個迫擊炮彈藥筒，從2027年開始交付的坦克彈
藥筒，以及從2029年開始交付的大約50架F-15戰鬥
機。

美國對烏克蘭及以色列援助情況

•自2022年2月24日俄烏戰
爭爆發以來，美國向烏克
蘭提供了超過610億美元
的軍事武器和援助，包括
艾布拉姆斯主戰坦克、防
空導彈、炮彈、集束彈
藥、海岸防禦艦以及先進
的監視和雷達系統等。

大公報整理

美國對以援助 美國對烏援助

•特朗普表示，若他贏得
大選，將在明年1月上任

之前結束戰爭。他批評拜登
政府向烏克蘭提供援助，他若
重新上台，將停止對烏克蘭的
援助。

•特朗普若勝選，將減少美國對
烏克蘭的支持，迫使基輔與莫
斯科談判達成解決方案。

•哈里斯稱 「將與烏克蘭
和我們的北約盟友堅定地
站在一起」 ，她指責俄羅斯
「犯下了危害人類罪」 ，全力支
持拜登政府對烏立場，即保持對
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將加強該國的
談判地位。

•哈里斯若勝選，未來可能延續拜
登政府對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政
策。

俄烏
衝突

特朗普哈里斯對俄烏及巴以衝突立場

•特朗普強烈支持以色列
的 「自衛權」 ，支持以色

列消滅哈馬斯，並且批評拜
登─哈里斯政府對巴以戰爭態度
軟弱且搖擺不定。他一直聲稱巴
以戰爭必須盡快結束，但並沒有
說過以色列應在什麼條件下同意
停止軍事行動，也沒有向巴勒斯
坦人提供任何支持。

•特朗普上台的話，他對以色列的
支持可能進一步深化。

•呼籲停火和釋放人質；
表達對巴勒斯坦人的同
情，呼籲向加沙提供人道主
義援助，支持 「兩國方案」 。
哈里斯還主張以色列有權自
衛，並支持消滅哈馬斯，不支
持對以色列實施武器禁運。

•哈里斯若勝選，可能會延續拜
登政府政策，將她的加沙政策
重點放在尋求停火上。

巴以
戰爭

大公報整理

哈里斯 特朗普

受訪選民

34%繼續援助

34%重新考慮

對烏援助

16%停止援助

哈里斯支持者

53%繼續援助

29%重新考慮

對烏援助

6%停止援助

特朗普支持者

21%繼續援助

41%重新考慮

對烏援助

26%停止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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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選民態度
哈里斯和特朗普支持者對加沙停火態度

哈里斯支持者

支持停火71% 反對停火12%
特朗普支持者

支持停火48% 反對停火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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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反戰
示威活動中，一名學生被逮捕。 法新社

▶以色列29日空襲加
沙北部一棟居民
樓，造成逾百人
死亡。 法新社

▶以色列空襲黎巴嫩南
部城市泰爾，炸毀建築
物和車輛。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