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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美輸出核武技術 澳民眾憂心忡忡

美英澳15日宣布建立 「AUKUS」
三邊安全夥伴關係，首個大動作就是由
美英幫助澳洲建造至少8艘核動力潛
艇。儘管三國領導人信誓旦旦稱此舉並
未違反《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澳洲
「不會尋求擁有核武器或建立民用核能
力」 ，但顯然難讓外界信服。在澳洲，
多個反核組織與不少民眾對莫里森這一
舉動相當不滿，他們擔心新的核潛艇交
易，可能讓該國數十年的反核運動化為
烏有。

澳國內無民用核工業
CNN指出，長期以來，澳洲民眾對

核安全和如何處理核廢料感到憂慮。澳
洲的反核運動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
代。人們擔心大規模開採鈾礦會造成嚴
重的環境問題，威脅周邊社區民眾的身
體健康。因此，澳洲長期仰賴豐富的煤
炭和天然氣礦藏生產能源，該國豐富的
鈾礦過往大多都是出口，而非用來發
電。澳洲國內迄今沒有興建任何核電
廠。澳洲的鄰國新西蘭至今仍堅持無核
化，水力發電提供了該國80%的電力，
同時禁止核動力軍艦或攜帶了核武器的
軍艦和飛機進入其領土、領海和領空。

因此，對於莫里森引進美國核潛艇
技術的舉動，澳洲在野黨表示難以理
解。澳洲綠黨領袖班特批評該協議將
「漂浮的切爾諾貝爾放在澳洲的城市中
心，使澳洲變得不安全。」 曾在20世紀
80年代反對核動力軍艦進入塔斯曼尼亞
的前綠黨領袖布朗抨擊政府在明知道公
眾會反對的情況下作出了這個決定，
「非常懦弱」 。

媒體分析也認為，如果真如莫里森
保證的那樣，不尋求發展包括核電站在
內的 「民用核能力」 ，澳洲可能是世界

上唯一一個計劃在沒有民用核工業的情
況下，維持一支核動力潛艇艦隊的國
家，這很奇怪。

美英澳違核不擴散承諾
另外，作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

的締約方，美英澳的此舉涉嫌違反條
約。俄羅斯駐維也納國際組織常駐代表
烏里揚諾夫表示： 「這個決定出乎意
料，也很奇怪。我試圖從戰略的角度來
評估形勢，我不明白為什麼澳洲現在需
要獲得如此敏感的技術。沒有合理的解
釋。」

烏里揚諾夫強調，從政治角度來
看， 「AUKUS」 明顯是針對中國的，
且對全球的核不擴散努力產生了影響，
呼籲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進行監督。
中國常駐維也納聯合國代表王群16日指
出，澳洲作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
無核武器締約國，引進具有戰略軍事價
值的核潛艇技術，包括周邊國家在內的
國際社會對此有理由質疑澳方恪守核不
擴散承諾的誠意。

此外，法國外長勒德里昂17日在一
份新聞公報中表示，應總統馬克龍的要
求，法國將立即召回駐美、駐澳兩位大
使。聲明稱，澳洲放棄和法國2016年達
成的潛艇協議，轉而與美英就研發核潛
艇達成 「新的夥伴關係」 協議，這一背
信棄義的行為令人不可接受，嚴重有損
夥伴國之間的關係。

《紐約時報》稱，美澳此前從未告
知法國有關核潛艇建造的新計劃，直到
美英澳正式宣布消息前數小時，法國才
從白宮一名高級官員處得知該消息。法
國駐澳大使特博表示，在美英澳醞釀該
計劃的18個月裏， 「沒有任何預告」 ，
這一舉動無異於 「背叛」 。



AUKUS撇開加拿大 或挫特魯多選情
【大公報訊】綜合《衛報》、《加

拿大郵報》報道：同為 「五眼聯盟」 成
員，加拿大不僅和新西蘭一起被排除在

新 成 立 的 美 英 澳
「AUKUS」 聯 盟 之
外，而且事前對此一無
所知，直到宣布當天才
收到通知。加拿大20日
將提前舉行大選，反對
黨保守黨領袖奧圖爾與
總理特魯多的支持率不
相上下。奧圖爾16日表
示， 「AUKUS」 的成
立證明加拿大沒有受到
盟友的認真對待， 「在
特魯多的領導下，加拿

大變得越來越無關緊要。」
加拿大政府外交、情報和國防部門

的三名官員17日表示，該國政府對美英
澳三國突然宣布成立新聯盟的消息 「感
到驚訝」 ，稱加拿大不僅沒有就此事參
與討論，而且事前毫不知情。

加媒指出，三國15日宣布成立
「AUKUS」 前不久，英國及澳洲的國防
部長才向加拿大防長薩詹通報了這一決
定，外交部長加諾則接到了澳洲外長佩
恩的電話。加拿大國內對此反響強烈，
反對黨保守黨及新民主黨人士指出，國
家在總理特魯多的領導下遭到盟友拋
棄。特魯多則辯稱， 「AUKUS」 只是美
國向澳洲出售核動力潛艇的一種方式，
而加短期內沒有發展核潛艇的計劃。

美承認空襲喀布爾殺10平民 涉犯戰爭罪
【大公報訊】據《紐約時報》報

道：美國軍方17日承認，美軍8月29日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實施的無人機襲
擊造成當地10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7
名兒童。有專家稱，這是嚴重的國家
恐怖主義行為，是戰爭罪，呼籲海牙
國際刑事法院介入調查。

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麥肯齊
17日表示，美軍當時襲擊的汽車
及死難者都不太可能與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 阿富汗分支呼羅珊
（ISIS-K）有關聯，也不會對美
軍構成直接威脅。此次襲擊是一個
「悲劇性錯誤」 ，他對此致歉，並
承擔全部責任。

8月29日，美軍對喀布爾的一
處居民區發動了無人機襲擊，聲稱
炸死了 「涉嫌準備對喀布爾機場發

動襲擊」 的ISIS-K成員。美軍參謀長
聯席會議主席米利稱，這是一場 「正
義的打擊」 。

事件發生後，《大公報》隨即向
五角大樓查詢襲擊中是否有平民傷
亡。五角大樓回覆稱 「肯定擊中了目

標」 ，對平民傷亡的可能性含糊其
辭。8月30日，中央廣播電視總台駐喀
布爾報道員對美軍空襲現場進行了獨
家回訪。當地居民稱，完全是美軍轟
炸導致附近居民死傷。

《紐約時報》9月10日發布的
調查報告表明，被美軍炸死的
「恐怖分子」 實際上是一個名叫
艾哈邁迪的阿富汗平民以及他的9
個家庭成員。艾哈邁迪是一個美
國非政府援助組織的工作人員。
被無人機導彈擊中的汽車後備箱
中裝載的只是水罐，並非炸藥。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戴兵
大使17日在安理會表示，中方敦
促有關國家對阿富汗重建負起主
要責任，提供經濟、民生和人道
主義援助。

話你知

【大公報訊】綜合CNN、美聯社、澳洲 「革新經
濟」 網站報道：美英作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締
約方，卻公然幫助非擁核國家建造核動力潛艇，外界
批評此舉是赤裸裸的核擴散行徑。與澳洲有潛艇合約
的法國全程被蒙在鼓裏，17日首次召回駐美國與澳洲
大使，表達強烈不滿。憤怒的不僅僅是法國人，澳
洲反核組織和大批民眾擔心美英澳合建核潛艇，
可能成為 「特洛伊木馬」 ，威脅澳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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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擴散核武器條約》

▲美軍8月29日對喀布爾一個社區發動無人機襲
擊，造成10名平民死亡。 美聯社

◀美軍 「弗吉
尼亞」 級快速
攻擊潛艇13日

返回珍珠港─希
卡姆聯合基地。 美聯社

•《不擴散核武器條約》1970年3月正式生效，主要內容包括：有核國家不得
向任何無核國家直接或間接轉讓核武器或核爆炸裝置，不幫助無核國家製
造核武器；無核國保證不研製、不接受和不謀求獲取核武器；停止核軍備
競賽，推動核裁軍；把和平核設施置於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國際保障之

下，並在和平使用核能方面提供技術合作。

•美、英作為上述條約的締約方和核武器國家，公然幫助澳洲這
一無核武器國家建造核動力潛艇，顯然會造成核材料和核技
術的擴散。這種核擴散行為對朝鮮半島核問題和伊朗核問題等
熱點問題的解決將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大公報整理

▲澳洲總理莫里森。 資料圖片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17日在安大略省拉票。 路透社

法怒氣難消 罕見召回駐美澳大使

「奧斯卡」 「澳卡斯」 這些聽起來
似曾相識的名字，這幾天具有了真正的
戲劇性。 「奧斯卡」 的名字家喻戶曉，
但 「澳卡斯」 大家還比較陌生，這是澳
洲 （Australia） 、 英 國 （United
Kingdom）和美國（United States）國
名首字母組成的合成物，即AUKUS的音
譯。

美英澳三國9月16日宣布組成新的安
全聯盟，取名為澳卡斯，其軍事色彩更
加濃厚，不僅分享軍事技術及情報，而
且包括網絡、量子技術等領域合作，這
是在 「五眼聯盟」 （美英澳加紐）基礎
之上又搞了一層核心小圈子，突出三個
國家作為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主體性、
同源性。雖然這紙協議隻字未提中國，
但西方輿論一致認為，這個新安全聯盟
旨在遏制中國，加劇印太地區的軍備競
賽，其濺起的冷戰沉渣讓太平洋難再太
平。

非常具有戲劇性的是，這項針對中
國的協議，反而是西方盟國——法國的
反應最為激烈。法國不僅取消了原定17
日在法國駐華盛頓大使館舉行的一場紀
念會，而且召回了駐美、駐澳大使。

事件的起因還得從5年前說起。
2016年法國在與德國、日本的競標過程
中，成功競得為澳洲建造12艘常規潛
艇，總價值高達數百億美元，被稱為
「世紀合同」 。

而這次美英澳三國簽訂 「澳卡斯」
協議，被媒體稱為印太 「小北約」 的雛
形，旨在加速武裝澳洲，以便讓美國與
澳洲在印太巡航方面實行無縫銜接，劍
指東海、南海可能的戰事。澳洲與美英
達成了價值650億美元的核潛艇協議，美
英承諾與澳洲分享核動力技術，這意味
着澳洲與法國之間此前達成的協議徹底
泡了湯，法國被美國 「從背後捅了一
刀」 ，傷害性極大，侮辱性極強，法國
作出如此強硬反應也在情理之中。

令國際社會憤怒的是，美英與澳洲
分享核技術，有可能打開全球核擴散的
「潘多拉魔盒」 。美國一邊與伊朗、朝

鮮等國叫板，聲稱這些國家有核野心，
對之進行制裁，另一邊公然將核技術出
售給澳洲，這種雙重標準談何國際公信
力和國際法的嚴肅性？澳洲本國一些政
黨、組織及個人對這紙核潛艇協議也頗
為不滿，綠黨認為這是在建 「海上切爾
諾貝爾」 ，將讓澳洲長期處於核污染的
陰影之中。作為鄰國的新西蘭也明確表
示，反對澳洲的核潛艇在新西蘭水域潛
行。

法國人的憤怒不僅在於他們丟掉了
「世紀大單」 ，在經濟上蒙受巨大損
失，更重要的是，在美印太戰略構建
中，完全忽視了法國存在。法國外長聲
稱自己是 「印太國家」 ，在印太地區有
法屬地，不僅有200萬居民，而且有
7000名駐軍。

自今年1月拜登走馬上任以來，美一
直把修復大西洋同盟作為外交政策的一
部分，稱這是加強美 「實力地位」 的倍
增器。拜登出訪的第一站就選擇歐洲，
讓傳統盟友興奮了一陣子。但好景不
常，前不久北約盟國開始抱怨美國從阿
富汗撤軍計劃沒有事前與盟友商量，對

拜登式的 「美國優先」 政策頗有微詞，
而這一次法國遭遇的巨大尷尬，直接影
響到馬克龍的政治前途。明年法國就要
大選，美國如此不拿法國當回事，當然
讓年輕氣盛的馬克龍臉上掛不住。法國
外長感嘆，拜登與特朗普的做法沒什麼
兩樣。

法國的憤怒還緣於美澳此前均沒有
與之進行任何溝通，法方只是從媒體中
提前得知了消息。不過，美、澳堅持認
為，法方一無所知是誇大之詞。澳洲總
理莫里森辯稱，早在6月下旬，他在巴黎
與馬克龍就建造常規潛艇對澳洲安全利
益的不利影響進行了探討，稱將 「基於
澳洲的安全利益作出最後的決定」 。澳
洲國防部長事後解釋稱，與英美的核潛
艇相比，法國的常規潛艇技術稍遜一
籌。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原先的澳法潛
艇協議於2022年開工，而第一艘潛艇下
水最快要到2032年，而合同全部完工則
要等到2054年，認為這樣的建造速度完
全趕不上印太地區日益緊張的局勢所
需，所以澳洲不得不作此選擇。

受到巨大刺激的歐盟究竟何去何

從？歐洲的 「戰略自主」 會否加速還是
進一步式微，這一切都存在巨大變數。
《金融時報》文章評論稱， 「這一事件
無情地讓歐盟和法國又一次領悟到自身
影響力不斷減弱的事實。」

核潛艇事件還在深度發酵。9月24
日，拜登將召集澳洲、日本、印度四國
領導人，舉行第一次 「四方安全對話」
線下峰會，而今年3月，拜登曾主持過四
方安全機制第一次線上峰會，顯示出美
國推進印太戰略的決心與意志。美國的
如意算盤是，通過 「澳卡斯」 、 「四方
安全對話」 以及更加鬆散的韓國、新加
坡、越南等外圈國家，形成對華政治、
經濟、軍事包圍，以此應對所謂21世紀
「最具威脅性的挑戰」 。但美國也私下
承認，與先前的蘇聯、日本相比，中國
是一位真正全能型選手，美國沒有把握
在與如此大塊頭國家進行較量的過程
中，一定能夠勝出，這才是美國真正的
戰略困境。 「一時強弱在於力，千秋勝
負在於理」 ，美中之間霸道與王道之爭
在印太地區隨着 「澳卡斯」 的出籠不可
避免地進入了新階段、新層次！

澳卡斯播下太平洋新動盪的種子
周
德
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