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國 際 新 聞
東南亞版

◆責任編輯：何芷晴 2023年10月21日（星期六）

美一票否決安理會巴以人道主義決議 中方表示震驚失望
香港文匯報訊 聯合國安理會周三（10月18日）第

二次就關於巴以局勢人道主義的決議草案進行投票。
美國作為常任理事國投下反對票，結果以一票否決，
決議再次未能獲得通過。
這項由巴西起草的決議草案，內容包括譴責一切針

對平民的暴力以及恐怖主義行為，呼籲根據國際人道
主義法保護所有醫護人員和醫療設施等。俄羅斯首先
要求對巴西提出的決議草案，提出停火及譴責對加沙

無差別攻擊兩項修正。

美辯稱草案未提以自衛權
安理會成員對俄提出的修正案進行逐一投票，但兩

段落均未能獲得多數投票，其中美國是唯一兩次反對
的成員。隨後安理會再對決議草案整體進行投票。
中國等12國投票贊成，美國1票反對，其他兩國棄
權。由於美國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因此決議未能通

過。
多國均對投票結果感到失望。
美國辯稱，此次決議草案中沒有提到以色列擁有自

衛權。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在投票後的解釋性發言中

表示，對決議草案未獲通過表示震驚和失望。
張軍稱，部分國家希望利用巴西提出的決議草案為

基礎，要求多一點時間尋求共識，在過去40多個小時

裏，他們對巴西草案既沒有發表意見，也沒有表示反
對。「這讓我們期待他們能支持草案，但最終的表決
結果令人難以置信。」
張軍稱，考慮到加沙地面形勢正迅速惡化，17日發
生的空襲醫院事件導致數百平民死亡，安理會需迅速
採取行動。中方強烈譴責空襲醫院的行為，敦促以色
列切實履行國際人道法義務。中方呼籲立即停火保護
平民，避免更大的人道災難。

230萬人臨存亡危機 拜登所謂斡旋未見成效

埃僅允20輛人道物資貨車進入加沙

香港文匯報訊 在人口稠密的加沙地帶，被劃定的撤離區及
以軍發出的警告，並沒有保證平民的安全，南部炮火依然頻頻
炸響。卡塔爾半島電視台在社媒發布駐加沙記者賽義德的視
頻，拍攝了自己和家人從加沙南部返回北部家裏的畫面，稱像
她們這樣已成功逃離戰區卻又折返回家的加沙家庭愈來愈多，
原因是南部被以軍連日轟炸，大家意識到「加沙已無安全之
所」，逃到哪裏都是徒勞無功。面對鏡頭，賽義德苦澀地說
道，既然橫豎都是死，「至少我們也想在家裏有尊嚴地死
去。」
以軍上周五要求加沙北部110萬居民在24小時內向南撤離，

賽義德及其家人隨後驅車逃往加沙南部城市汗尤尼斯。不到一
天時間，汗尤尼斯和拉法這兩個被以軍指定的南部撤離城市，
就已擠滿逃難民眾。然而他們並沒有從以色列持續的轟炸中得
到喘息機會。
鑒於轟炸無處不在，賽義德和家人決定返回北部的加沙城。

她表示汗尤尼斯和拉法一天內便有200多人死亡，大多數是按
以軍指示撤離的人員，「轟炸從未停止，他們只會變本加厲。
我們看到數百個家庭也因為南部被猛烈轟炸，而決定搬回加沙
城。在汗尤尼斯，我們沒有水電也沒有網絡。我知道在加沙城
也沒水電和網絡，但至少我們還有家。」

香港文匯報訊 巴以衝突持續十多天，美國政府因支援以色
列、漠視加沙地區巴人的人道主義危機。引起民間和部分政府官
員不滿。數百名猶太裔示威者周三（10月18日）湧入國會大
樓，呼籲巴以停火，約300人被警方拘捕。同日一名負責武器交
易的美國國務院資深官員，因不滿總統拜登政府軍援以色列，決

定辭職。
《紐約時報》報道，來自美國兩個猶太人組織的約400名示
威者，周三在國會大樓內的圓形大廳抗議，高舉寫着「立即停
火」和「不以我們的名義」等標語，要求拜登政府敦促以色列
和哈馬斯停火，猶太教士帶領示威者誦讀禱文。示威者霍爾茨
曼說，在加沙地帶針對平民的暴力愈演愈烈，她感到非常擔
憂，她的祖母從納粹大屠殺中倖存，她被教導要為全人類的生
命而戰，「哪裏沒有正義，我就為哪裏發聲。」示威獲得部分
國會民主黨人支持，他們稱以色列轟炸加沙一家醫院，犯下戰
爭罪。

不滿拜登援以 美國務院官員辭職
美國國務院政治軍事事務局的國會和公共事務負責人保

羅，周三因不滿拜登政府在巴以問題上的態度而宣布辭職。
事件在國務院內引起哄動，許多同僚紛紛對他表示支持。保
羅受訪時表示，「美國提供軍事援助的行為，毫無疑問是為
以色列在加沙地帶的所作所為開綠燈，置平民傷亡於不顧。
大多數巴人並非哈馬斯，巴人正遭受巨大苦難。」

香港文匯報訊 加沙地帶的阿赫利阿拉
伯醫院周二（10月17日）遭空襲，約500
名平民遇難，美國總統拜登稱恐怖分子要
對事件負責。他周三稱恐怖分子「得學會
準確射擊」（Gotta learn how to shoot
straight），被指為嘲諷哈馬斯，這番言論
在社媒上引發爭議，有網民狠批拜登冷漠
無情。
《紐約郵報》報道，拜登結束以色列訪
問行程返美，途中在德國拉姆施泰因空軍
基地對記者說，「我並不是說哈馬斯故意
這樣做。還是那句老話：得學會準確射
擊。哈馬斯已不是第一次發射性能欠佳的
武器了。我不知道細節，但美國國防部和
情報人員均表示，以色列不可能這樣
做。」

拜登的言論引來許多網民批評，一名美
國網民稱「作為一個美國人，我感到非常
羞愧」；有網民批評拜登「言論冷漠無
情，令人難以忍受」，更有網民要求拜登
下台，呼籲美國選民選出一個「不會犯
罪、精神正常的美國總統」。

美撐巴示威者高呼停火「佔領」國會300人被捕 加沙醫院遭空襲
拜登嘲「哈馬斯得學會準確射擊」

以軍連日轟炸南部 數百撤離家庭向北折返

◆巴民防部隊成員在加沙南部汗
尤尼斯的廢墟中搜索生還者。

法新社

OHCHR發言人拉維表示：「為加沙地
帶避難平民提供的避難所不

足，食物正迅速耗盡，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機會接
觸到水、衞生用品、藥物和其他必需品。」聯合國
世界糧食計劃署稱，加沙地帶的商店食品庫存只能
維持4至5天，呼籲讓救援物資安全進入加沙。聯合
國巴勒斯坦難民救濟機構也發聲明稱，加沙地帶所
有醫院的燃料儲備只能維持24小時，形容醫療設施
的燃料供應迫在眉睫。

部分醫療設備隨時熄機
在加沙的醫療設施中，許多因炮擊重傷的傷者正
接受治療。在電力供應被切斷下，只能通過燃料驅
動發電機供電。然而一旦燃料耗盡，人工呼吸機和
血液透析等也將停止。包括在孵化器中的新生嬰兒

在內，若醫院內的電力供應不能維持，將有更多
患者生命危在旦夕，因此目前的人道主義危機實

際已達臨界點。巴勒斯坦紅新月會形容，加沙的衞
生情況是「災難性」。
拜登周三表示，他與埃及總統塞西在一個多小時

的通話中達成共識，埃及同意開放拉法口岸，允許
20輛運送人道主義援助物資的貨車從埃及進入加沙
地帶，由於拉法口岸周邊道路需維修，貨車料於周
五啟程。
但拜登強調，開放拉法口岸只為運送援助物資，不
是為了疏散人員。他還警告稱，若哈馬斯截獲物資，
援助將立即停止，「因為我們不會向哈馬斯提供任何
人道主義援助。」
埃及總統辦公室發聲明說，塞西和拜登討論了加沙
人道主義局勢和促進實施援助的方法，兩國官員正在
與聯合國監督下的國際人道主義組織合作，協調運送
物資。

估計目前有多達200輛運載援助物資的貨車滯留
拉法口岸。以色列總理辦公室稱，將容許有限數量
的人道物資包括水、食物和藥物，從埃及運到加沙
地帶，但要確保這些物資只提供給加沙南部的平
民，強調在哈馬斯釋放所有人質前，不允許任何物
資從以方控制區進入加沙地帶。

半島電視台批拜登欠道德常識
分析人士認為，通過埃及運往加沙的物資，根本

不能解決當地民眾面臨的生存危機。
卡塔爾半島電視台高級政治分析師比沙拉直言，

對加沙地帶230萬居民來說，20輛貨車的物資無異
於杯水車薪。「美國總統可以乘坐13小時的專機，
以便給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一個擁抱，卻只願意
給230萬人提供20輛貨車的物資。為什麼美國總統
不向無辜民眾提供更多人道主義援助？你不需要國
際人道法，你只需要有道德和常識。」

香港文匯報訊 巴以新一輪衝突已造成雙方逾

5,000人死亡，其中巴勒斯坦衞生部門表示，巴

方已有 3,785 人死亡，當中包括逾 1,500 名兒

童。聯合國人權高級代表辦公室（OHCHR）警

告，面對以色列的報復性空襲和全面封鎖，加沙

地帶的人道主義危機已達臨界點。在美國總統拜

登斡旋下，埃及終同意開放拉法口岸，讓人道物

資運到加沙，但首階段僅放行20輛貨車，對加

沙嚴峻的人道危機而言如杯水車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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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衝突短短十餘
天已造成近 5,000 人喪
生，面對人命不斷損
失，停火止戰已是刻

不容緩，然而美國一面倒撐盟友
以色列，更在聯合國安理會一票
否決巴以局勢人道主義決議草
案，完全違背國際人道準則。事
實上，美國過往曾多次否決批評
以色列的安理會決議，正是由於
美國一再盲目包庇盟友，令安理
會無法在事關和平與安全的重大
問題上採取行動，徹底暴露其虛
偽和雙重標準。

巴以爆發衝突以來，美國不斷為
以色列撐腰，除派航母戰鬥群到東
地中海以示支援，更「默許」以軍
肆意空襲加沙平民。在國際外交場
合，美方為保自身利益，也毫不掩
飾地力撐以色列。俄羅斯周一曾提
出一份巴以局勢人道主義草案，在
美國及其盟友英國和日本等投反對
票下未能通過。

之 後 發 生 加 沙 一 家 醫 院 遭 轟
炸、造成約500人死亡的慘劇，觸
及國際人道主義法保護所有醫護
人員和醫療設施免受襲擊的底
線。全球各地要求停火的呼聲高
漲，巴西再提出有關決議草案，
內容包括譴責一切針對平民的暴
力以及恐怖主義行為，敦促各方
遵守國際法，保障加沙地區人道
主義援助等，最終有 12 國贊成及
兩國棄權，就是因為美國一票反
對，令草案未能通過。

過去50年來，美國否決了至少53
項批評以色列的安理會決議，單在
2002 年至 2018 年，美國便曾 10 次

「一票反對」阻止聯合國介入巴以
衝突。新一輪巴以衝突愈演愈烈，
美國依然對人命漠不關心，無視加
沙地區存在的嚴重人道主義危機，
仍一味盲撐以色列，未有秉持聯合
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根本無意尋找
解決方案。美國的態度等同鼓勵以
色列對巴勒斯坦人使用過度武力，
肆意狂轟濫炸。

美國長年包庇自己的盟友，視
真正的國際法準則如無物，無助
解決巴勒斯坦問題，中東地區達
致和平道阻且長。

◆以軍續轟炸加沙地帶，民眾合力抬走一名受傷女孩。 法新社

◆加沙大批居民在以
軍空襲中受傷，在醫
院接受治療。 美聯社

◆示威者闖入國會大樓抗議，要求巴以停火。 美聯社
◆加沙阿赫利阿拉伯醫院遭轟炸後，大量
屍體放置在另一醫院內。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