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3月23日
●佛羅里達州一名信奉新納

粹主義的男子用刀刺向兩人，
殺死其中一人，行兇動機為不滿
對方的種族身份和性取向。

2009年1月21日

●麻省一名白人至上主義者殺死兩
名男子和強姦一名女子，聲稱要殺
死並非白人的人士。

2010年4月20日

●得州一名男子在書店內殺
死4名女子，其間高呼

「白人力量」。

2017年8月12日
●夏洛茨維爾舉行極右集會
期間，一名白人至上主義者駕
車衝向人群，導致1死19傷。

2018年10月27日

●匹茲堡市一間猶太會堂發生槍擊
案，一名反猶太人的男子槍殺11
人。

2019年8月3日

●得州一名21歲男子闖入美
墨邊境城鎮艾爾帕索的超市
射殺22人，聲稱要防止
「拉丁裔入侵」。

「911」後

美極右恐襲激增

20年未重建信心 美不足半數人認為國家變安全

「911」恐襲促使美
國將反恐重心針對
「基地」等伊斯蘭恐
怖組織，卻忽視本土
以白人至上主義者為
主的極右勢力威脅，
導致美國極右勢力冒
起，頻繁威脅國家安
全，本土極右分子在
過去20年間發動襲擊
導致的死亡人數，甚
至較美國的伊斯蘭極
端分子殺害的人數更
多。
美國公民權利組織

「反誹謗聯盟」統計
顯示，在 2009 年至
2018年間，美國73%
極端主義襲擊致命個
案，都與極右勢力相
關。去年和前年分別
有17人及41人因極端
分子施襲遇害，當中絕大部分都是極右分子所為。

多無按恐怖主義定罪
智庫「新美國」則分析在「911」恐襲後，全美錄得的251宗極端

主義襲擊致命個案，其中極右分子發動逾30次襲擊，共殺害114
人；伊斯蘭極端分子則發動了14宗襲擊，造成107人死亡。然而極
右分子受到的法律懲罰普遍較輕。施襲者大多以仇恨或幫派暴力犯
罪起訴，無法按照恐怖主義相關法律定罪，相關案件也只由地方法
院而非聯邦法院審理。

FBI僅兩成人手應對
美國情報及執法部門對遏制本土恐怖主義的力度一直不足，單
在2019年，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反恐部門便有80%成員負責
處理國際恐怖主義威脅，只有20%人手負責應對本土恐怖主
義。司法部2010年的統計也顯示，在2005年至2009年間，
FBI約2,000名反恐部門成員中，平均只有不足330人調查
本土恐怖主義。
負責本土恐怖主義事務的FBI前探員格曼指出，除情報
機構在「911」後專注應對國際恐怖主義外，美國大企業
頻繁游說國會議員以至FBI，要求關注反資本主義及環
保組織的抗議活動，令FBI的資源緊絀，未能密切關注
本土極右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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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廣播公司（ABC）近期一項民調顯
示，只有49%的美國人認為美國現在較2001
年「911」恐襲之前更安全，比率遠低於10年
前調查顯示的64%。

愈來愈多美國人表示，「911」恐襲對美國
的負面影響更大，根據民調，86%受訪民眾認
為，「911」事件對美國產生持久影響。46%
人士更表示，「911」令美國變得更糟。

美國在「911」恐襲後展開長達20年的反恐戰，在
多地發起戰事，其間進行近10萬次空襲，導致生靈塗
炭。根據監測平民傷亡的組織Airwars估算，美軍空
襲合共導致多達4.8萬名平民死亡。
Airwars的研究報告指出，美國傳媒在談及反恐戰

成本時，往往只聚焦美軍死亡人數，甚少提及平民死
傷數目，即使提及也只是籠統地估算，僅指出「數以
千計」。Airwars認為，準確得出平民死亡人數是非
常重要，稱美軍曾發動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並在敘
利亞和伊拉克等地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以及
於索馬里、也門和巴基斯坦等地區空襲恐怖組織和武
裝分子，合共進行近10萬次空襲，造成至少22,679

名平民喪生，整體死亡人數估計或多達48,308人。
空襲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年，為爆發伊拉克戰爭的

2003年，至少5,529人死亡。Airwars指出，由於只統
計因空襲直接死亡人士，故得出較保守的估算，死亡
人數實際相信更多。美軍並無統計軍事行動下的平民
死亡總數，即使就個別戰事作出估算，例如承認在伊
拉克和敘利亞打擊「伊斯蘭國」的行動中造成1,417
名平民死亡，亦遠少於Airwars估計的至少8,300人。

反恐戰生靈塗炭 10萬次空襲殺近5萬平民

●●美國揮軍伊拉克美國揮軍伊拉克，，引引
爆當地亂局爆當地亂局。。圖為伊拉圖為伊拉
克人站在一輛焚燒的美克人站在一輛焚燒的美
軍車輛上軍車輛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美國屢次發動空襲美國屢次發動空襲，，引起多引起多
國民眾不滿國民眾不滿。。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911」恐襲發生後，時任美國總統布什下令出兵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權，並計
劃建立親美政權。美國在2002年的國家安全戰略中，
將所謂輸出民主定為「美國重要國家利益」；2006年
美軍及海軍陸戰隊手冊更直言，美軍士兵不但要成為
戰士，更要成為「國家建設者」。

「輸出民主」為私利 被批迫害
然而美國只顧自身利益，根本無意為阿富汗等國家

進行重建，貿然發動戰爭的結果，便是長年深陷戰爭
泥沼。阿富汗戰爭以推翻塔利班政權開始，卻以塔利
班捲土重來再奪政權告終。放眼美軍插手的利比亞、
伊拉克及索馬里等國家，如今無一不是戰火頻仍、國
家滿目瘡痍，人民生靈塗炭。
美國在20年反恐戰中滿手鮮血，為全球帶來苦難，前

總統奧巴馬時期的國家安全副顧問羅德斯便指出，
「911」恐襲後美國推行的外交政策，大多是在各國肆意
監控及關押，若沒有美國介入，各國完全有機會獲得更好
的生活，直言「美國最終輸出的不是民主，而是迫害。」

毀地緣政治平衡 掀更多戰爭
羅德斯更強調，美國必須推倒「911」後建立的反

恐戰爭體系，不能再武裝干涉別國，「以阿富汗為
例，自『911』以來，當地的極端分子數目不減反
增，很明顯美國的行為正製造恐怖分子。美國必須反
問自己，應怎樣做才能令阿富汗安全。」民主黨參議
員墨菲也認為，美國出兵其他國家並長期駐紮，絕非
解決恐怖主義的方法。
美國在入侵阿富汗兩年後，再發動伊拉克戰爭，令

伊拉克民眾陷入無休止的苦難。據布朗大學沃森國際
事務研究所統計，截至2019年10月，美國軍事行動
直接造成約20萬伊國平民死亡，美軍使用貧鈾彈等武
器，更導致當地大批兒童殘疾。現居紐約的伊拉克詩
人安東便相信，若沒有美國進行武裝干涉，伊拉克本
可避免更多無辜生命死亡。
部分國際關係專家也指出，如果沒有美軍入侵伊拉

克帶來的暴力和政局混亂，伊國政治秩序或不會迅速
崩潰，讓「基地」和「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有機可
乘。馬里蘭大學中東事務教授特爾哈米當年堅決反對
布什政府揮軍伊拉克，他批評華府選擇單邊主義政
策，在伊拉克窮兵黷武，最終挑起教派暴力及使極端
組織崛起，破壞中東地緣政治平衡，引發更多戰爭。
此外，伊拉克曾遭受國際制裁多年，加上美軍入侵後

戰火頻仍，完全扼殺伊拉克的發展空間，當地年輕人也
錯失與世界交流的機會。若非美國的所作所為，伊拉克
的政治、經濟及社會或有更好的前景。 ●綜合報道

美國於2001年發生震驚世界的「911」恐怖襲擊，觸發美國發動遍及全球多

地的反恐戰。在過去20年來，美國通過武裝干涉，屢屢插手他國內政及扶植親美

政權，然而不單未能消除全球極端主義威脅，反恐戰更導致大量平民無辜死亡，在各

地造成嚴重混亂，從近期美軍倉促從阿富汗撤軍引發亂局，讓塔利班再次掌權便可見一斑，

反映美國肆意干涉別國內政，只會為世界帶來無盡苦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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