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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龍籲歐洲戰略自主 勿淪美國附庸
主張國防工業等關鍵領域擺脫對美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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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歐近年齟齬不斷

▶沙特王儲兼首相穆罕默
德表示，自己沒興趣取悅
美國。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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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龍採訪重點

歐洲不是美國的 「附庸」 。歐洲面臨的 「巨大風
險」 是 「陷入了不屬於我們的危機，這阻礙了歐洲
建立戰略自主權」 。

在歐洲建立戰略自主權的過程中，法國將可能作為
主導，從而讓歐洲成為 「第三個超級大國」 。

在武器和能源方面，歐洲對美國的依賴加劇了，眼
下必須集中精力發展歐洲的國防工業。歐洲應減少
對美元 「域外法權」 （extraterritoriality）的依賴。

「歐洲人無法解決烏克蘭危機，我們怎麼能在台灣
問題上信誓旦旦說， 『小心，如果你做錯了什麼，
我們會出面』 ？這樣做只能加劇緊張局勢。」 在台
灣問題上成為美國的「跟班」，不符合歐洲的利益。

【大公報訊】綜合Politico、《華爾街日報》報道：法國總
統馬克龍訪華期間，接受美國媒體Politico和法國商業日報《回
聲報》採訪時表示，歐洲應該努力實現戰略自主，避免淪為美
國的 「附庸」 ，在國防、能源、人工智能等關鍵領域減少對美
國的依賴。馬克龍說，在台灣問題上，歐洲更不應淪為美國的
跟班，避免捲入中美兩國可能發生的對抗。

沙特王儲：無意取悅美國
【大公報訊】據《華爾街日報》

報道：在中東湧現和解浪潮之際，美
國中央情報局（CIA）局長伯恩斯上周
忽然訪問沙特，稱美國對沙特同伊朗
和敘利亞和解 「感到措手不及」 。另
有報道指出，沙特王儲兼首相穆罕默
德最近表示，自己 「不再有興趣取悅
美國」 。

《華爾街日報》援引知情人士
稱，伯恩斯對穆罕默德表示，美國對
沙特與伊朗和敘利亞的和解，感到措

手不及。有美國官員表示，伯恩斯此
行與沙特官員討論了情報及反恐合
作。

3月10日，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這對
中東地區 「宿敵」 同意重新建立外交
關係。4月6日，沙伊兩國外長在北京
會面並簽署聯合聲明，兩國宣布即日
起恢復外交關係。分析指，中東地區
最為棘手的對抗關係開始解凍，加速
了中東地緣政治的重新調整。

4月2日，以沙特阿拉伯為首的石

油輸出國聯盟（OPEC+）突然宣布，
從今年5月開始，每天減產約116萬桶
石油，這是沙特近半年來第二次宣布
減產石油。《華爾街日報》援引知情
人士消息稱，穆罕默德曾對同僚表
示，他 「不再有興趣取悅美國」 ，還
說他希望沙特給華府的任何東西都要
有所 「回報」 。高盛的經濟學家蘇薩
表示： 「沙特不像以往那樣，一味把
自己的經濟利益置於美國利益之
下。」

來源：Politico

▲歐洲能源危機難解，圖
為法國西南部的風力發電
廠。 法新社

歐洲盲從華府 通脹能源危機未解
【大公報訊】據半島電視台報

道：俄烏衝突發生以來，歐盟跟隨美
國腳步，對俄羅斯石油發起多輪制
裁，但卻讓嚴重依賴俄能源的歐洲遭
到反噬。意大利歐洲問題研究中心高
級能源經濟分析師弗洛羅斯預測：
「歐洲能源危機遠未結束，歐洲真正
的凜冬將在2023年冬季到來。」

2月5日，歐盟對俄新一輪石油制
裁措施正式生效，對於俄羅斯出口的
汽油、柴油、煤油等較貴產品設定每
桶100美元的價格上限，對較便宜的
石油產品如燃料油、石腦油等設定每
桶45美元的價格上限。2022年12
月，歐盟對通過海運運抵的俄羅斯原
油實施禁運，並對俄出口原油設置每
桶60美元的價格上限。

數據顯示，歐盟國家去年進口俄

柴油數量達到2.2億桶，佔總進口份
額的一半。分析指，飽受能源供應短
缺、通脹高企等困擾的歐盟，很難真
正限制甚至中斷從俄羅斯進口能源。
然而，歐盟最終達成對俄石油限價共
識，也反映了歐盟政策受美國影響較
大，許多歐盟內部的跨大西洋主義
者、親美勢力對歐盟政策制定發揮較
大影響。弗洛羅斯表示： 「美國達成
了自己的目標，但代價是歐洲付出了
更高昂的價格。」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3月2日表示，
歐盟做出的許多決定更多地反映了美
國的利益，而不是自身的利益，歐盟
在以犧牲自身利益為代價為美國服
務。歐爾班警告說，美國正在把歐洲
拖入一場無法取勝的衝突，甚至有可
能引發一場全球戰爭。

北約「腦死亡」
馬克龍2019年接受英媒訪問時表

示，北約已經 「腦死亡」 ，他敦促歐
洲在美國背棄歐洲盟友後 「清醒過
來」 。2022年3月，馬克龍在競選連
任期間召開大型記者會，當被問及會
否重新考慮他在2019年發表的 「北約
腦死亡」 言論時，馬克龍堅持了他當
時的判斷，稱自己 「不會收回」 這個
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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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脹削減法案》
美國總統拜登去年8月簽署《通脹

削減法案》，向美國本土電動汽車和
其他綠色技術相關產業提供高額補
貼，引發歐盟不滿。在年末的訪美行
程中，馬克龍在多個場合對該法案提
出批評，警告這可能導致 「西方世界
分裂」 。

大公報整理

AUKUS核潛艇
2021年9月，美國、英國、澳洲

建立AUKUS三邊安全夥伴關係，澳洲
撕毀與法國900億澳元的潛艇合約，
轉而由美英幫助其打造核動力潛艇。
法國對AUKUS 「背後捅刀」 震怒，掀
起一系列外交風波。

Politico日前在馬克龍的專機上對
其進行採訪，並於9日發布報道。馬克
龍敦促歐洲更致力於實現戰略自主
權，免讓歐洲國家在中美對抗等全球
危機中淪為美國的 「附庸」 。

馬克龍稱在歐洲建立戰略自主權
的過程中，法國將可能作為主導，從
而讓歐洲成為 「第三極」 。《回聲
報》發布的報道則指出，馬克龍稱
「戰略自主是歐洲一定要面對的戰
鬥」 。他以能源、國防、社交媒體和
人工智能等為例說： 「在這些關鍵領
域，我們不要依賴他人。」

馬克龍在採訪中提及台灣問題，
他表示： 「歐洲人無法解決烏克蘭危
機，我們怎麼能在台灣問題上信誓旦
旦說， 『小心，如果你做錯事，我們
會出面』 ？這樣做只能加劇緊張局
勢。」 馬克龍補充說： 「歐洲人需要
回答的問題是，台灣問題的危機加劇
是否符合我們的利益？答案是否定
的。如果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矛盾加
劇，我們將沒有時間或手段來提升戰
略自主權。 」

發視頻總結中國之旅
根據Politico的描述，馬克龍接受

採訪當天，穿着印有 「法國科技」 字
樣的連帽衫坐在飛機客艙裏，他強調
歐洲在武器和能源領域已經增加了對
美國的依賴性，現在歐洲必須專注於
提升自身的國防工業。他說，烏克蘭
危機加速了對防務裝備的需求。但是
歐洲的國防工業無法滿足所有需求，
這使某些國家臨時轉向美國甚至亞洲
供應商。我們要面對這個現實，必須
推動國防工業發展。

馬克龍還表示，歐洲應減少對美
元 「域外法權」 的依賴。域外法權通

常指一國（或一個國家內的單獨法
區，如自治區）對發生在境外的行為
主張其法律管轄權。美國近年來利用
美元計價佔主導地位的全球金融體
系，制裁俄羅斯、伊朗等國，迫使歐
洲公司放棄在這些國家的業務，如有
不從，就會面臨嚴重的 「二級制
裁」 。Politico指出，歐洲一些人對此
感到不滿，抱怨華府將美元 「武器
化」 。

10日，馬克龍在Twitter上發布視
頻，回顧了自己的訪華之旅，馬克龍
指這是一次以 「和平、穩定和繁榮」
為主旨的訪問。馬克龍在視頻中表
示，必須採取行動以避免世界局勢升
級，必須維護和重塑和平與穩定的國
際秩序。他又指，中法兩國有能力迎
接未來世紀的巨大挑戰。

美國媒體及政客氣急敗壞
馬克龍的表態刊出後，美國政界

人士及媒體氣急敗壞，並發表評論大
肆批評。《華爾街日報》9日發表的社
論中，稱馬克龍 「幻想自己是21世紀
的戴高樂」 ，又指如果沒有美國的武
器和情報，歐洲早就 「無力對抗俄羅
斯」 。《華爾街日報》又威脅說，馬
克龍的言論 「將破壞美國和日本在西
太平洋地區對中國的威懾，同時鼓勵
那些美國政客減少對歐洲的支援，把
力量都用來對付中國。」

美國共和黨籍參議員盧比奧9日在
Twitter發布視頻，質疑馬克龍是否代
表歐洲， 「若是的話，那有些事必須
要改變」 。盧比奧稱歐洲防禦，特別
是法國都依賴美國，包括法國派遣至
北非的軍隊，美國都提供協助，他威
脅要讓歐洲 「自己處理烏克蘭問
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