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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約六次東擴 禍害全球
華府幕後操縱 大搞軍事霸權加劇世界動盪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BBC、新華社報道：俄烏衝突爆

發後，北約開始了第六次東擴，在國際社會引起抗議和警惕。

1949年，美國為對抗蘇聯，與歐洲盟友成立北約。42年後，蘇

聯解體，冷戰結束，美國主導下的北約卻秉承

過時的冷戰思維繼續搞集團對抗，把俄羅斯

「逼到牆角」，引爆俄烏衝突；還把軍事干涉

的黑手伸向東歐、中東、非洲等地區，讓多

國陷入戰亂。有分析指出，北約實際

上是美國維護霸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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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結束後，美國為與蘇聯爭霸而大
搞陣營對抗，在意識形態和軍事等領域不
斷渲染蘇聯威脅，煽動西歐各國對蘇恐
懼。1949年，美國以 「共同防禦」 名義
拉攏加拿大和部分歐洲國家成立北
約。自北約成立伊始，美國就一直牢
牢控制着北約的領導權，並利用北約
機制在西歐各國設立軍事基地，駐
紮軍隊，達到控制西歐的目的。北
約實際上起着維護美國在西歐霸權
地位的作用。

42年後，蘇聯解體，北約不
僅沒有隨着冷戰結束而偃旗息
鼓，反而不斷擴張，原因是美國
需要利用這個軍事工具來繼續把
控歐洲事務、維護美國霸權。比
利時媒體一針見血地指出： 「美
國政府自行決定並實施了一切
（軍事干涉）……而北約不過是
美國霸權的幌子。」

美國政府曾於1990年向蘇聯
方面承諾，北約 「不會東擴一
吋」 。但從1999年至2020年，北
約五次東擴，對俄羅斯呈包圍之
勢。2008年，北約承諾將來會接納
緊鄰俄羅斯的烏克蘭。近年來，美國
帶領其他北約國家加緊向烏提供軍

援，北約在俄周邊軍演規模連年擴大，俄
羅斯的安全空間不斷受到擠壓。2022
年，俄烏衝突爆發。美國凱托學會高級研
究員卡彭特指出，美國和北約應為俄烏衝
突負責， 「將一個大國主導的聯盟擴大到
另一個大國的邊界，本質上就是破壞穩定
和充滿挑釁的。」

隨着美國將中國定義為 「主要戰略競
爭對手」 ，它也在推動北約把黑手伸向亞
太。目前，北約已將澳洲、日本、韓國和
新西蘭列為在亞太地區的合作夥伴。世界
上越來越多人已經看清，美國主導下北約
的種種霸權行徑，正是加劇世界動盪的根
源。澳洲前總理基廷日前直言，北約在冷
戰後繼續存在，本就否定了更廣泛的歐洲
和平統一，如今又圖謀毒害亞洲地區。

冷戰後繼續擴張 維護美國霸權

美國打着維護 「自由、民主、人
權」 的旗號，利用北約這個工具，把軍
事干涉的黑手伸向世界各地。從南聯盟
到阿富汗，再到伊拉克、利比亞，北約
肆意發動戰爭，踐踏人權，釀成血淋淋
悲劇的例子比比皆是。

1999年3月，北約以科索沃地區存
在所謂 「種族屠殺」 為藉口，繞過聯合
國安理會，對南聯盟實施了78天的持續
轟炸，造成2000多名平民喪生、6000多
人受傷，近百萬人流離失所。同年5月，
參與北約轟炸行動的美軍用導彈襲擊了
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造成3名中國記者
犧牲，多人重傷。

此後調查顯示， 「種族屠殺」 一說
毫無證據。英媒直言，北約轟炸將科索
沃危機升級成了全面的人道主義災難。
美國及其西方盟友還慫慂科索沃獨立，
導致當地局勢長期動盪。今年4月，當地

因地方選舉不公再次發生衝突。
2001年，美國打着反恐的旗號發動

阿富汗戰爭，此後20年屢屢在軍事行動
中濫殺平民。2021年8月，美軍撤出阿
富汗前對喀布爾附近一處民宅發動無人
機襲擊，導致包括7名兒童在內的10名平
民身亡。美國得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副教
授庫珀曼說，北約干預利比亞後至少額
外造成1萬人死亡。布朗大學沃森國際和
公共事務研究所 「戰爭代價」 項目統計
顯示，從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到2019
年10月，直接死於美國入侵所導致戰火
的平民在18.4萬至20.7萬人之間。

北約還給上述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民
生造成深重災難。塞爾維亞經濟學家估
計，北約轟炸南聯盟造成的經濟損失近
300億美元。由於北約動用了集束彈和
貧鈾彈，當地民眾健康和生態環境受到
長期影響。

肆意發動戰爭 血債纍纍

鼓吹集團對抗 逆歷史潮流
北約自始就是一個由美國拉幫結夥

結成的小圈子，為的是在冷戰中搞集團
對抗。《北大西洋公約》規定，締約國
任何一方若遭到武裝攻擊，應視為對全
體締約國的攻擊。這些國家由此形成軍
事聯盟。面對來自北約的壓力，以蘇聯
為首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於1955年成立
華沙條約組織，從而在歐洲形成北約華
約兩大集團對立的局面。

如今冷戰已經結束30餘年，北約為

了證明其存在的必要性，仍在不斷鼓吹
集團對抗，圖謀在全球策動 「新冷
戰」 。審視北約戰略概念的演變，不難
看出其核心就是持續不斷地塑造新的敵
人並與之對抗。

1991年，北約羅馬峰會通過《聯盟
的新戰略概念》。由於蘇聯的威脅已經
消失，考慮到當年海灣戰爭的因素，北
約把有關應對威脅的表述寬泛化。1999
年，科索沃戰爭爆發，北約轟炸南聯

盟，其戰略概念中又添加了處理地區危機
的職能。2001年 「9．11」 恐襲事件後，
美國發動反恐戰爭，帶領其他北約國家入
侵阿富汗、伊拉克等地，北約戰略概念中
亦添加了應對恐怖主義威脅的內容。

2021年，北約拋出新的戰略概念
「北約2030年議程」 ，在將俄羅斯列為
主要對手的同時炒作 「中國威脅」 ，宣稱
要減少各成員國在威脅認知上的差異。英
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韋德指出，渲染

外部敵人的威脅，實際上是為了黏合北
約內部成員。

美國一再為烏克蘭局勢火上澆油，
促使俄烏衝突升級，目的之一就是加強
歐洲與美國的政策捆綁，這樣自然就能
消解冷戰結束後北約的 「身份危機」 。
分析人士指出，北約秉承過時的冷戰思
維和意識形態偏見，搞集團對抗，追求
「絕對安全」 ，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危
害地區與世界和平穩定。

來源：BBC

▲1949年，時任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簽署
《北大西洋公約》。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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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約發展史
1949年4月

•美國、加拿大、英國等12國在華
盛頓簽署旨在建立集體防禦的《北
大西洋公約》，北約宣告成立。冷戰
期間，北約主要針對蘇聯和華約。

•希臘、土耳其、聯邦德國和西班牙
陸續加入。

1950至1982年

•時任美國國務卿貝克向蘇聯方面
承諾北約 「絕不東擴一吋」。

1990年

•蘇聯解體後，北約並未偃旗息鼓，反
而發起所謂 「和平夥伴計劃」，開始
拉攏前蘇聯加盟共和國。

1991至1997年

•第一次東擴，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加
入。

1999年

•第二次東擴，愛沙尼亞、拉脫維
亞、立陶宛等七國加入。

2004年

•第三次東擴，阿爾巴尼亞和
克羅地亞加入。

2009年

•第四次東擴，黑山加入。

2017年

•第五次東擴，北馬其
頓加入。

2020年

•北約染指烏克蘭，俄烏衝突爆
發。瑞典和芬蘭申請入約。

20222022年年

•芬蘭正式加入，瑞典預計也將
很快加入。

20232023年年

1949年創始成員國

1950至1996年加入

1999年至2020年五次東擴

2023年4月加入

預計即將加入

瑞典瑞典

芬蘭芬蘭

俄羅斯俄羅斯

烏克蘭烏克蘭

克里米亞克里米亞

▲紐約去年2月舉行反北約和反戰示威。
資料圖片

▼ 1999
年，北約

轟 炸 南 聯
盟，給當地

民眾帶去深重
苦難。 資料圖片

▼2003年3月，美國及其盟友轟炸伊拉克首都巴
格達。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