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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優先」動搖安保承諾前秘書長促歐覺醒

美獨斷獨行騎劫北約

盟友 更大自主權

美國總統拜登由競選至今一直強調，要向世界展示「美國回來了」，一洗前朝政府「美國

優先」的作風，不過在過去幾個月的阿富汗撤軍問題上，拜登一直沒有徵詢北約盟友意見，

一眾北約成員國亦不滿拜登事前單方面獨斷獨行，為一己之私綑綁整個北約，事後則不願合

作處理混亂局勢，不少歐洲盟友的官員更開始反思，日後應否繼續全盤信任美國會持守「保

障盟友安全」的承諾，認為是時候在國防事務上尋求更大自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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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籲歐面對現實
減少對美依賴

●●歐洲認為應在國防事務歐洲認為應在國防事務
上尋求更大自主上尋求更大自主。。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轉型為
泛歐洲軍事組織
●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歐洲

中心的非常駐研究員基廷提出，

要讓北約日後可平衡美國及歐洲

雙方利益，其中一種做法是讓北

約變成歐洲專屬軍事組織，即排

除非歐洲成員國，包括美國、加

拿大及土耳其。

北約出路

喀布爾落入塔利班控制後，幾乎所有參與北約在
阿富汗行動的成員國領袖，都開腔批評美國撤

軍的決定。其中德國總理默克爾公開形容阿富汗現時
的局勢「可怕」，知情人士透露她更曾私下直言，拜
登執意撤軍是基於「國內政治因素」。

製混亂苦況 削弱歐地位
法國總統馬克龍則指，「歐洲不能獨力承擔目前局
勢所帶來的後果」；英國國防大臣華禮仕更是聲淚俱
下，感嘆「犧牲20年卻有這種結果」；拉脫維亞防長
帕布里克斯批評，美國「這樣撤軍只帶來混亂，混亂
便令更多人受苦」，最終令歐洲的國際地位被削弱。
報道亦引述西班牙執政聯盟政黨「我們可以黨」一名
官員說，今次事件證明歐洲是時候尋求更大自主，並
採取更符合歐洲利益的國防政策。
美國在2001年遭遇「911」恐襲後，北約首度引用
公約第5條，即北約任何一個成員國被攻擊時，視之
為全體成員國受攻擊，並以此動員全體成員國對阿富
汗發動戰爭。
20年之後，美國今年初卻在沒有徵詢盟友意見下，
單方面決定全面撤出阿富汗。由於在阿富汗的北約聯
軍以美軍為主軸，在沒有美軍牽頭下，其他成員國根
本無法繼續軍事行動，唯有跟隨美國撤出。對於這個
結果，不少歐洲和北約官員都認為北約是被美國「綁
架」。
英國資深外交官兼首任國家安全顧問里基茨指出，
現在的北約已經完全被美國的單方面決定騎劫，「先
是（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決定與塔利班展開撤軍談

判，然後是拜登定下撤軍時間表。」北約秘書長斯托
爾滕貝格18日接受美國媒體訪問時，亦直言「美國決
策為北約決策劃定了框架」；默克爾也說，歐洲國家
在撤軍問題上基本上是唯美國馬首是瞻，德國或歐洲
部隊根本不可能在阿富汗有獨立角色。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知情官員報道，拜登政府雖
然會徵詢盟友意見，不過在阿富汗問題上更像是「先
斬後奏」，向盟友報告已成事實的情況，該官員形
容，歐洲國家對此有過詳細討論，美方雖然有聆聽，
但「拜登已經作出政治決定」。

拜登拒溝通 盟友失望
在阿富汗局勢陷入混亂後，拜登亦被批拒絕與盟友
溝通，他本人是在塔利班進入喀布爾後整整48小時，
才分別在周二及18日致電英國首相約翰遜和默克爾；
相反，默克爾至今已先後與英國、法國、意大利、巴
基斯坦、卡塔爾及聯合國難民署的官員聯絡，商討如
何應對危機。
智庫歐亞集團主席布雷默批評，拜登政府無論對美
國人或對國際盟友都缺乏溝通，尤其是外界一直期待
拜登政府會重返多邊主義外交，美方這次決定讓與美
國聯手作戰長達20年的盟友非常失望。布雷默直斥：
「你絕不應這樣對待盟友。」部分聲音則認為北約其
他成員國是時候認清一點，即美國對北約盟友的安
全保障承諾實際有時間限制。在「911」時期擔任北
約秘書長的羅伯遜直指，歐洲國家應醒覺，未來需
要為國防做更多工作，因為美國這個「國際警察」
並非必然隨傳隨到。

阿富汗戰爭由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聯軍發動，撤軍時卻恍如只
有美國單方面作決定，其他北約成員國跟隨，令北約本身的
存在價值亦備受質疑。幾十年來，討論改革北約在歐洲政壇
一直是個禁忌，但專家認為歐洲各國是時候面對現有北約
模式難以持續的現實，探討如何在國防事務上減少對美
國的依賴。
撤軍阿富汗的亂局暴露一大問題，就是北約中的
歐洲成員國極度倚賴美國。英國國防大臣華禮仕
透露，他曾勸說北約盟友不要完全撤出阿富汗，
以確保局勢穩定，但只要美軍離開，特別是失去
位於喀布爾以南巴格拉姆空軍基地的空中支
援，其他部隊便無力作戰。
事實是，北約內部軍事實力嚴重失衡，很多
歐洲國家國防開支均未達北約訂下的佔國內
生產總值（GDP）2%目標，無法獨力應付國
防威脅，同時波羅的海三國亦非常需要美國
來抵禦俄羅斯的威脅。

馬克龍籲戰略自主
北約向來是歐洲國防支柱，以致區內國家
從來不願多談北約的問題，在德國、英國
和東歐等地甚至被視為禁忌。然而近年開
始有歐洲國家探討減少對美國的倚賴，法
國總統馬克龍便提出加強歐洲國防力量，
呼籲歐洲追求「戰略自主」，甚至曾發表
北約「腦死」論。向來對於脫離北約較為
抗拒的英國政界，目睹本周阿富汗局勢後
亦出現反思聲音，華禮仕便說自己早已警
告，順應美國批准撤軍的做法是「錯誤」。
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歐洲中心的非常
駐研究員基廷指出，北約本身的存在理由，
是讓歐洲將一部分國防開支轉移到美國納稅
人身上，特別是在面臨來自俄羅斯的威脅
時，可仰賴美國保護；不過經歷過往4年特朗
普反覆無常的作風，再到近日拜登無法履行
「美國回來了」的承諾，歐洲亦不可能再全盤
倚靠美國。
基廷呼籲歐洲各國好好討論北約的去向，不

要再反射性地反對馬克龍有關北約「腦死」的說
法，認為最終出路縱使不是完全解散北約，也可
以是將北約變成歐洲或歐盟專屬組織，從而降低美
國對歐洲軍事決策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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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北約
●最極端的做法就是完全解散北

約，基廷認為解散北約雖然等

同浪費過往數十年來西方世界

打造「全球最強軍事聯盟」的

心血，但阿富汗亂局已經曝露

北約「敗絮其中」的事實，即

使不解散，亦應完全改革北約

的本質。

轉型為
歐盟旗下軍事組織
●另一做法是將北約變成歐盟、或

歐盟加上英國的直屬軍事組織，

用作制衡美國的領導地位。

這幾天，阿富汗的局勢牽動人心，然
而處於輿論漩渦的，卻是另外一個國
家——美國，因為倉促撤軍，造成一片
混亂。
而在美國國內，因為撤軍的樣子太過
狼狽，美國參眾兩院已經有提案彈劾拜
登的呼聲。
潰敗不要緊，嘴要硬。
這兩天，美國從總統到國務卿，一眾
政客，一邊在國內頻繁開發佈會辯解，
一邊四處跟各國通電話「公關」。
世界，期待真正負責任的聲音。
8月16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應約
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通電話，雙方再
次重申，中俄是真正彼此信得過、靠得
住、壓不垮的戰略合作夥伴。
王毅表示，阿富汗局勢出現劇變，前
政權不戰而垮，塔利班宣佈取得勝利。
國際輿論普遍認為，這一結局有其內在
邏輯和必然性，標誌着軍事干預、強權
政治不得人心，終將失敗。
說的是誰，不言自明。
8月16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應

約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
其中重點，面對國際輿論，美國應該
認認真真反省了。
美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用「夜以繼
日」形容國務卿布林肯在過去一周的工
作——與17個國家及組織通話。
通話的對象，有美國的盟友，也有阿
富汗的鄰國。討論的主題，都是阿富汗
問題。
美國，似乎又擺出一副能主導阿富汗
局勢的姿態。只不過，這副姿態，更像
是皇帝的新裝。
過去4天，英國《衛報》至少發了5篇
文章，指責美國錯漏百出的阿富汗政
策。就連《紐約時報》都表示，美國應
該從自由民主燈塔的夢中醒來。
鋪天蓋地的國際輿論，都在提醒着美
國的失敗。布林肯的海外持續公關，能
感動的，可能只有自己。
加拿大和德國，雖然各接了兩通電
話，卻連一份通稿都沒有。德國總統施
泰因邁爾用「可恥的」來抨擊阿富汗民
眾從美國運輸機墜落的絕望景象。

新西蘭前總理克拉克也在接受新西蘭
媒體採訪時直言，阿富汗反映了以美國
為首的西方國家最大的政策失敗。
還有不少北約盟友都對美國的阿富汗
政策頗有微詞。
當然，布林肯頂着被羞辱的壓力，不
只是為了公關，更重要的是求助。
譚主梳理了十幾通電話的通話內容，
「安全地把人從喀布爾撤出來」幾乎是
通話裡都會出現的關鍵句。
布林肯與王毅的通話，同樣談及了這
一問題。不一樣的是，四處求助撤離的
美國，還跟中國商量了更長遠的問題。
布林肯表示，塔利班應表明與極端主
義一刀兩斷，選擇有序權力轉移和成立
包容性政府，期待中方也能為此發揮重
要作用。
這也呼應了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通
話中給布林肯提的建議，要解決阿富汗
長遠局勢問題，需要和中國進行磋商。
美國，在阿富汗政策上，也在向中國
的理念靠近。
通話中，布林肯提到，美認可阿富汗

未來應由阿人民決定。這話，跟中國一
直倡導的「阿人主導、阿人所有」是一
致的。
只不過，布林肯此時的立場轉變顯得
有些滑稽。
在中國外交學院教授李海東看來：
「民主自由這些話，美國張口就來，但
實際行動中卻蔑視主權、踐踏自由。美
國在阿富汗待了20年，才突然明白『阿
人治阿』的重要性，只能說以一種非常
反諷的方式，承認自己對阿富汗內政高
強度干預的失敗。」
美國四處着急忙慌地喊話、公關，正
是為了掩蓋這種失敗。這種拙劣表現，
在拜登最近的演講中達到了極致。
就在王毅與布林肯通話後一天不到的
時間裡，拜登圍繞阿富汗問題發表了全
國電視演說。譚主看完了整篇演講稿，
從字裡行間讀出七個字：我沒錯，你們
錯了。
錯的是前任總統——拜登說，要是按
照前總統立下的撤軍協議，自己只有三
個月的履約時間，這麼短的時間顯然不

夠。
錯的是阿富汗自己——拜登指責，是

阿富汗領導人放棄了，逃出了國，是阿
富汗政府軍潰敗了，甚至有時是不戰而
敗。一切，都怪阿富汗政府自己爛泥扶
不上牆。
詭辯術，有點離譜。
通篇的演講，近900字，對於近日發

生在喀布爾機場極其混亂的美軍撤離卻
只留下了39個字的空間，800多字都在
挽尊。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美國，就沒有

反思一下自己嗎？為了徹底「甩鍋」，
演講中，拜登倒是說了句大實話——美
國的目標一直都不是幫助阿富汗重建。
20年過去，阿富汗民眾的生活境況，

不但沒有絲毫改善，反而愈發惡劣。
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
美國，任憑三寸不爛之舌再如何粉飾

欺騙，怕也是一頭鑽進了自己設計的謊
言，落得舉世皆諷，仍渾然不省。
然欺人者，終是自欺之甚。

●央視新聞客戶端 玉淵譚天

顏面掃地 看美國如何把潰敗描成一朵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