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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約峰會當地時間10日
發布《華盛頓峰會宣

言》，無端指責中國 「挑戰
北約利益、安全、價值
觀」 ，妄稱中國 「已成為俄
羅斯對烏克蘭戰爭的決定性
支持者」 。外媒指，該宣言
是北約峰會首次對中國發出
「直接警告」 。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11日回應稱， 「北約
的黑手伸向哪裏，動盪和混
亂就出現在哪裏」 ，該宣言
渲染亞太地區緊張局勢，充
斥冷戰思維和好戰言論，涉
華內容充滿偏見、抹黑、挑
釁，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
決反對，已向北約方面提出
嚴正交涉。

中方斥北約在全球製造動盪
美歐頻向烏克蘭供武撥火 攫取地緣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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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治古尼加入民主黨倒拜大軍 美民主黨議員促彈劾保守派大法官
【大公報訊】綜合《紐約時報》、路透社報

道：美國民主黨內要求總統拜登放棄連任競選的
呼聲日益高漲。截至11日，已有10名國會民主黨
籍議員公開呼籲拜登退選。民主黨主要籌款人、
荷里活巨星佐治古尼（又譯喬治．克魯尼）10日
加入 「倒拜」 行列。他在《紐約時報》撰文，稱
「我愛拜登，但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候選人。」

剛剛在上月中旬參與主持一場大型拜登籌款
活動的佐治古尼表示，從聯邦參議員、副總統到
總統，拜登打贏過多場人生戰役，但贏不了時
間。他3周前和拜登同場出席籌款活動時已經發
現，拜登已經不再是2010年那個 「了不起的拜
登」 ，甚至不是2020年的拜登，而是人們在辯論
中看到的那個人。

佐治古尼指出，拜登無法在11月的大選中獲
勝，國會參眾兩院也會輸。 「（民主黨的）大壩
已決堤」 ，要當鴕鳥埋首沙堆祈禱奇跡出現，還
是說出真相？

拜登的長期盟友、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10日
拒絕明確表態支持拜登參選，並催促其盡快做決

定，因為 「時間不多了」 。她表示， 「是否繼續
參選應由總統決定」 。

當地時間11日下午6時30分，拜登計劃在華
府舉行個人記者會。如果拜登出現任何失誤，恐
導致 「勸退」 聲浪一發不可收拾。許多民主黨人
正焦急等待，以確定是否需要公開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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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路透社報道：美國民主黨籍
紐約州聯邦眾議員卡西奧─科特茲10日提案，要
求彈劾聯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托馬斯和阿利
托，稱他們拒絕迴避某些重大案件， 「嚴重威脅
美國法治」 。同日，眾議院通過一項共和黨人提
出的法案，要求選民在聯邦選舉登記時提供其美
國公民身份證明。特朗普也呼籲通過該法案。

托馬斯此前被爆出過去20多年中，幾
乎每年都接受共和黨金主、得州房地產大
亨克羅款待，包括乘坐克羅的私人飛機和
豪華遊艇在全球各地旅行。但托馬斯並未
在財務申報中提及收受克羅的 「禮物」 。

阿利托被揭在2021年1月6日美國國
會暴亂發生後不久，在弗吉尼亞州的住宅
外倒掛美國國旗；去年夏天，他位於新澤
西州的海濱別墅外曾出現 「向天請願」 的
旗幟。倒掛美國國旗和懸掛 「向天請願」
旗幟均被視為特朗普支持者使用的抗議符
號，與 「2020年大選舞弊」 陰謀論有
關。民主黨要求阿利托迴避涉特朗普案

件，但阿利托不予理會，並稱掛旗是妻子的決
定。

批評者指出，要求提供公民身份證明文件可
能會錯誤剝奪公民的投票權，尤其是那些無法取
得相應文件的公民。僅有5名民主黨眾議員投了贊
成票，且法案不太可能在民主黨控制的參議院通
過。

▲美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托馬斯（右）和阿利托。
網絡圖片

•北約軍隊打着 「避免人道主義
災難」 的旗號，於1999年3月至
6月對南聯盟進行了78天的轟
炸。同年5月7日，北約悍

然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造
成3名中國記者遇難、20多名中

國外交人員受傷，館舍嚴重損
毀。

•2001年，北約以 「反恐」 為
名對阿富汗發起軍事行動；
2003年，美國編造伊拉克擁有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謊言，與
英國等北約盟國聯手發動伊拉
克戰爭；2011年，美英法等北
約國家以 「保護平民」 為由空
襲利比亞。

四處
開戰

•2022年2月俄烏衝突爆
發以來，美國向烏克蘭提
供了超過536億美元的武
器和安全援助，其他北約

成員國提供了約500億美元援
助。美國將烏克蘭危機作為針
對俄羅斯的代理人戰爭，持續
加碼對俄制裁和對烏軍援，從
中持續攫取地緣政治利益，不
僅美國高價天然氣佔領歐洲市
場，美國軍火商更是大發戰爭
財。

加劇
俄烏衝突

•北約近年來加速東進亞
太。從2022年起，日本、韓
國、澳洲、新西蘭四國領導人
連續3年受邀出席北約峰會。北
約與中國周邊國家和美國盟友強
化軍事安全聯繫，配合美國實施所
謂 「印太戰略」 ，其所作所為損害
中國利益，破壞亞太地區和平穩
定。

大公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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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

美擬在德部署遠程導彈
俄斥導致局勢升級

▲美國將於2026年開始在德
國部署 「戰斧」巡航導

彈等遠程導彈。
路透社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俄新社報道：北約峰會
期間，美德兩國政府10日共同發表了將於2026年在德國部
署遠程導彈的聯合聲明。美國表示這一部署計劃將展示美國

對北約國家的安全承諾，並增強歐洲的綜合威懾能力。俄羅斯
外交部副部長里亞布科夫11日稱，俄羅斯將對此作出軍事回應。

聲明稱，美國將於2026年開始分階段在德國部署遠程火力，
這些武器將包括SM-6導彈、 「戰斧」 巡航導彈以及正在研發的高超

音速武器，其射程將遠超歐洲目前部署的任何陸基火力系統。
俄羅斯副外長里亞布科夫表示，美國計劃在德國部署遠程導彈的

目的是損害俄羅斯安全。美方此舉是導致局勢升級的一環，也是對俄方
進行恐嚇的一部分， 「俄方將分析局勢並以冷靜、專業的方式作出回
應」 。

在美國總統拜登承諾向烏克蘭提供F-16戰機一年多後，首批飛機終
於開始交付。美國、荷蘭和丹麥政府周三宣布，數十架F-16戰機正被運
往烏克蘭，並將於今年夏末投入使用。一名美國官員稱，最終向烏克蘭
提供的F-16戰機總計將達到80架。

挪威外交大臣艾德說，F-16不會 「改變遊戲規則」 ，但將讓烏克蘭
可以發動 「縱深攻擊」 。

【大公報訊】俄烏衝突是本次北約峰會的焦
點議題。北約在該份宣言中重申支持烏克蘭建立
擊敗俄羅斯的軍力，並首次明確指責所謂 「中國
對俄羅斯給予軍事支持」 ，污衊中國是 「俄羅斯
侵略烏克蘭的決定性支持者」 ，要求中國 「停止
對俄戰爭努力的一切物質和政治支持」 。

北約進一步威脅，揚言中國 「支援俄羅斯，
特別是對俄國防工業的大規模支持」 將付出代
價，因為 「不可能在不影響自身利益和聲譽的情
況下助推歐洲近代史上最大的戰爭」 。宣言中還
將所謂 「惡意網絡活動」 、 「傳播虛假信息」 等
髒水潑向中國。

北約淪美國傳聲筒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當天見記者時表

示，中國向俄羅斯提供組裝武器所需的工具、設
備、技術和微電子元件，這與直接向俄提供武器
「有差別」 ，但差別 「也不是那麼大」 。如果中
國開始提供致命性武器，那將會非常嚴重。

不過，斯托爾滕貝格否認了北約將對中國進
行制裁的說法。他指出，北約不是一個實施經濟
制裁的組織， 「這是個別成員國、歐盟和其他機
構要做的事情」 。

《紐約時報》形容，數十年來，北約一直將
中國視為 「一個遙遠的威脅」 ，直到2019年，北
約才正式提到中國是一個 「令人擔憂的問題」 ，
而且措辭相對溫和。但《華盛頓峰會宣言》對北
約來說是一次 「重大轉變」 。觀察人士認為，北
約成為了美國的傳聲筒，對中國說三道四。

事實上，俄烏衝突爆發兩年多來，美國向烏
克蘭提供了超過536億美元的武器和安全援助，其
他北約成員國提供了約500億美元援助。美國將烏
克蘭危機作為針對俄羅斯的代理人戰爭，持續加
碼對俄制裁和對烏軍援，從中持續攫取地緣政治
利益，不僅美國高價天然氣佔領歐洲市場，美國
軍火商更是大發戰爭財。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11日表示，在烏克蘭
問題上，北約鼓吹 「中國責任」 毫無道理，用心
險惡。北約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持續散布美
國捏造的虛假信息，公然抹黑中方，挑撥中歐關
係，破壞中歐合作。烏克蘭危機延宕至今，誰在
拱火澆油，誰在推波助瀾，國際社會有目共睹。
奉勸北約反思危機根源和自身行徑，認真傾聽國
際社會的正義聲音，以實際行動推動局勢緩
和，而不是嫁禍於人。

北約圖禍水東引攪亂亞太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不滿足於攪亂歐

洲，近年來頻頻插手亞太，企圖禍水東
引。從2022年起，日本、韓國、澳
洲、新西蘭4國領導人連續3年受邀出
席北約峰會，今年更首度加入聯合宣
言。斯托爾滕貝格稱，這代表北約的
改變，北約與4個所謂 「印太夥伴」
合作密切， 「認真看待中國帶來的
安全挑戰」 。根據安排，北約將同
所謂 「印太四國」 共同啟動人工智
能、網絡安全、虛假信息和 「威
懾中國」 相關項目，支持盟國同
亞太夥伴舉行更多海上演習。

針對北約與中國周邊國家和
美國盟友強化軍事安全聯繫，破
壞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的行為，中
方敦促北約摒棄冷戰思維、陣營
對抗、零和博弈的過時理念，糾正
錯誤的對華認知，停止干涉中國內
政、抹黑中國形象、干擾中歐關
係，不要在攪亂歐洲之後，又來攪
亂亞太。中方將堅定維護自身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以自身發展和對外
合作為世界和平穩定注入更多穩定性
和正能量。 （綜合報道）

▲美國民眾10日在華盛頓參加反北約示威。 美聯社

北約如何攪亂世界

◀北約近年頻頻插
手亞太事務。圖為
2021年11月，德國
海軍 「巴伐利亞」
號護衛艦停靠東京
港口。 美聯社

◀烏軍向俄軍陣地發射法國製造的 「凱撒」 自行榴彈炮。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