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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郵華郵》》質疑拜登質疑拜登
「「國內仍受挑戰國內仍受挑戰 何談外銷民主何談外銷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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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議
會議員華萊
士近日在歐洲
議會安全和國
防委員會會議
上，痛批美國的

霸權主義，他表示，美國
高昂的軍費開支以及侵略
性的政策，給全球帶來無盡
的毀滅和苦難。
華萊士說， 「巨額的軍費

開支、發動入侵他國的戰爭、
無數次的轟炸、顛覆他國政權、

造成數以百萬計的人死亡，還有對恐怖主
義的支持，這些都是我們的盟友美國幹

的。」他指出，美國2020年軍費開支佔全球的39%，美
國軍艦還進入中國的南海，無數的美國軍事基地環繞中

國，「大家要注意到，在墨西哥灣，那裏可沒有中國的軍艦，在過去的幾十
年裏，中國也沒有轟炸過任何國家。如果你研究一下中國的軍費走向，你們應該

同意中國的立場是防守的，而不是進攻的。」
華萊士還稱，美國某些政客對中國

的不理智攻擊，正說明美國擔心失去
在全球範圍內的金融霸權與軍事霸權
地位。
66歲的華萊士於2019年當選歐洲議
會議員，曾多次發文稱讚中國在扶
貧、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取得的成
就，以及抨擊美國的霸權主義，呼籲
歐洲國家在外交上保持自主，不要被
美國牽着鼻子走。 ●綜合報道

德國《時代》周報前日在網站刊
登專欄作者約爾格．勞的文章，認
為北約將中國視作威脅是毫無依
據，指出西方民主面臨的危機來自
內部。
文章稱，北約在上周峰會發表的

公報，一定程度上就是美國總統拜
登這次訪歐之行所關注的議題清
單，包括前所未有地10次點名抨
擊中國，還宣稱中國「持續擴大的
影響力」，正為西方聯盟敲響警
鐘。

美拉北約落水 歐默許違心
事實上，這是在美國施壓下對中

國使用強硬措辭，而歐洲儘管不情
願，還是接受了。約爾格．勞認
為，這至少意味着美歐之間不再有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時期那樣的分
歧，不過他認為北約也許需要一個
新對手，但盯上中國並不合適，
「歐美對此存在分歧，歐洲希望把
中國納入國際體系，美國則選擇對
抗，現在又把北約拉進來。」

中西衝突非意識對決
約爾格．勞指出，將中國與西方
的許多現實衝突，歸納為意識形態
層面的「對決」是錯誤的，拜登在
做的就是這件事，他一逮到機會就
宣稱，西方民主正面臨中國構成的
「生死存亡威脅」，但北約也不是
由「完美無缺的民主國家」構成，
單是保衛東歐盟友就有許多要做，
這也是為何波蘭及波羅的海國家都
反對北約瞄準中國。
約爾格．勞最後提到，人們認為
西方民主政體受到中國崛起的威脅
是一種幻覺，對西方來說，最大
的威脅不是來自中國模式的競
爭，西方民主的危機源於內部
而不是外部，涉及政治與社
會的極化，自己造成的制
度性衰落，這些問題
只能通過內部解
決。
●綜合報道

美國總統拜登上周與俄羅斯總統
普京會晤，其間拜登警告俄羅斯不
可再干預別國選舉，並反問「如果
全世界都判斷美國直接干預別國選
舉，且人盡皆知，情況又會如
何？」本身是烏克蘭難民的美國作
家戈林金前日便在全國廣播公司
（NBC）撰文，指出美國在過往數
十年來，確實曾多次干預外國選
舉，提醒繼續否認歷史事實對美國
沒有好處，反而只會在美國宣揚民
主和人權之時，打擊美國的信譽。
文章提到早在1953年，中央情
報局（CIA）便在伊朗策劃政變，
推翻民選總理摩薩，但此後控制國
內政局的巴列維不得民心，繼而觸
發1979年的伊朗革命。1973年，
美國推翻智利民選總統阿連德，轉
而扶植獨裁但親美的皮諾切特成立

軍政府，在他統治下造成數千智利
人失蹤及被虐待。
戈林金又提到，有時美國民眾本
身亦會否認官員插手他國事務的舉
動，如烏克蘭在2013至2014年爆
發示威，反對親俄總理亞努科維
奇，美國參議員麥凱恩和時任助理
國務卿努蘭一度加入示威，向民眾
承諾美國「與示威者同在」；部分
美國人或未必視這舉動為「干涉內
政」，但只要換位思考，想像有俄
羅斯官員參與反封城示威，效果便
截然不同。
戈林金直指，沒有人會支持干涉

別國內政，而且美國插手往往只釀
成災難性後果，造成大量民眾受苦
甚至死亡。他提醒沒有國家可以在
粉飾自身過往歷史的同時，依然有
理有據地談論民主。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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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屢干預別國選舉
烏克蘭 烏克蘭2004年總統選舉期間，美國等西方國家插手干預，聲稱得票最多的親俄羅斯候選人亞

努科維奇，藉「舞弊」擊敗反對派候選人尤先科，更暗中煽動民眾示威罷工，發動「橙色革命」。最

終尤先科在美國扶植下，翌年當選總統。

阿富汗 阿富汗於2009年舉行大選，美國透過傳媒宣稱掌握大量「選舉舞弊」證據，試圖阻止時

任總統卡爾扎伊連任但不果。卡爾扎伊連任後，曾直指美國企圖公然推翻他，時任

美國防長蓋茨亦在回憶錄中稱，美國在阿富汗發動「笨拙且失敗的政變」。

委內瑞拉 2019年，委內瑞拉反對派領袖瓜伊多自行宣稱就任「臨時總統」，美國等西

方國家迅速承認，更嚴厲制裁總統馬杜羅政府，令委國經濟嚴重下滑。總

統拜登就任後，國務卿布林肯續稱瓜伊多為「臨時總統」，聲稱美國

將與盟國施壓，讓委國政權「和平過渡」。

拜登在與歐洲盟友會面時，多次提到要讓民主戰勝專制，喬治敦大學歷史學家
卡津指出，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政治影響力猶在，社會分化勢必阻礙總統施

政，況且目前仍有部分美國人質疑拜登當選的合法性，甚至不惜訴諸暴力。在今次歐洲
之行期間，拜登並非沒有觸及特朗普或1月6日國會暴動等議題，但他往往只強調過往4
年是「特例」，或索性盡量迴避話題。

組織「制華聯盟」失敗 顯美歐合作局限
拜登此行雖非毫無成果，但同時亦凸顯美歐合作的局限，例如七國集團（G7）承諾捐出10億

劑新冠疫苗，聯合國等國際組織隨即批評只是杯水車薪；在對華取態上，拜登亦未能成功說服G7
或北約跟隨美國，批評中國的貿易及軍事活動。
歐洲的疑慮相信與美國在民主方面的表現有關，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引述歐洲外交官員提

到，歐洲政界已意識到，民粹主義隨時可能在美國或其他國家崛起，「在美國大選發生的事，同樣會在我
們的民主制度發生」，例如英國脫歐、法國的「黃背心」示威便是例子；考慮到美國在下屆大選後，政治環境
可能會再徹底改變，歐洲必須訂立「不能逆轉」的制度或政策。

「欲成民主領袖 須建國內信譽」
曾在前美國總統奧巴馬政府任職國務院官員的巴克分析，美歐在現有政治環境下要如何互動，仍然充滿疑問。他解釋

說，拜登政府已經認識到，美歐雙方對中國不會採取相同政策，未知數在於若歐洲決定加強與中國的經濟聯繫，白宮會如
何自處。
在上周美俄峰會前夕，俄羅斯總統普京接受媒體訪問時，便提到美國國會暴動，以此質疑美國的民主制度。風險諮詢公司歐亞

集團總裁布雷默認為，如果美國期望在海外成為「民主的道德領袖」，就必須在國內重建信譽。《華盛頓郵報》亦在前日的報道
中，形容拜登在國內面臨挑戰，要對外推銷民主將陷入困境。 ●綜合報道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公布一項民調結果，顯示僅得
17%受訪者同意美國的民主制度值得其他國家學習，大多
數人均認為去年大選紛爭和今年國會暴動等負面事件，已
重創美國的民主形象。
調查訪問來自16個國家和地區的民眾，57%受訪者認

為美國民主近年已不再是「好榜樣」；另有23%的人認為
美國民主由始至終都不是典範，當中大部分都是18歲至
29歲的年輕人。調查還指出，約67%受訪者認為華府作出
外交決策時，不會或甚少考慮其他國家民眾的利益，而只
有不足一半受訪者認為美國政治制度運作良好。

●綜合報道

美國總統拜登上周結束8日訪歐之行，完成向
歐洲盟友宣傳「美國回來了」的任務，但長遠
而言美歐雙方是否可以重建互信仍有待觀察。
雖然拜登在行程中多次強調民主國家合作
的重要性，但美國國內社會仍然撕裂，還
有相當一部分人深信「選舉舞弊」論，
難保在下一次大選，民粹主義不會再
次佔上風，令歐洲國家決定不能再
倚賴美國，《華盛頓郵報》等美
國媒體均質疑今次歐洲之
行的成效，形容拜登在國
內仍面臨極大挑戰，美
式民主無法獲得信
任，更遑論能對
外推銷民
主。

美拒承認歷史
插手干預屢成災

多地民調
僅17%人認同美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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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評論北約只是勉強美媒評論北約只是勉強
跟隨美國步伐跟隨美國步伐。。 美聯社美聯社

●●美媒認為拜登避談國內問題美媒認為拜登避談國內問題，，難以難以
成為成為「「民主領袖民主領袖」。」。 美聯社美聯社

●2017年
波蘭民眾
舉起美國
國旗，手
持 寫 有
「歡迎特
朗 普 到
訪」的標
語。
網上圖片

●美國干涉他國導致
多場災難。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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