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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郵》報道稱，該報告由美國國家情報
委員會編寫，近期還向美國政界高層

匯報。智庫「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曾在
情報委員會任職的里德爾稱，美國情報機構一般
重點關注「外國威脅」，「情報界通常會避開或
被解讀為『研究美國國內政治』的活動，對一個
友好國家做這種事很罕見。」

稱花費12億游說引導美外交方向
該報告內容大多集中阿聯酋在美國利用政治捐
獻和游說團體謀取利益。例如根據司法部紀錄，
阿聯酋從2016年起花費逾1.54億美元（約12億
港元）用於游說，還向美國大學和智庫捐贈數億
美元，其中多間受資助機構撰寫的政策論文，都
有助維護阿聯酋利益。
《華郵》特別指出，阿聯酋一些「明目張膽」

的舉動包括僱用3名美國前情報和軍事官員，協
助監視阿聯酋異見人士、美國政客、記者和企業
等。美國檢方去年指控稱，3人涉嫌協助阿聯酋
入侵美國等國家的電腦，他們亦承認向阿聯酋提
供黑客技術。不過刑事指控最終以3人支付170
萬美元（約1,332萬港元）罰款告終。據報過去
7年間，有280名退役美軍為阿聯酋擔任軍事顧
問，數目超過其他任何國家，相關工作的報酬也
相當可觀。

指沙特卡塔爾等亦圖影響美政策
羅列連串阿聯酋的「可疑行為」後，《華郵》

隨即表示，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爾、以色列等
其他數十個國家和地區政府，都涉及「在美國積
極活動、試圖影響美國政策」。報道堅稱美國國
家安全專業人士早知曉阿聯酋的行動，但國會並
未修訂遏制外國施加影響力的法案，司法部也缺
乏資源，才讓這些類似「間諜活動」愈演愈烈。
阿聯酋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重要盟友，還是美
製軍備的第3大採購國，當地現時仍有美軍駐
紮。美國近年還對阿聯酋批出一筆總值230億美
元（約1,802億港元）的軍售，包括最先進的
MQ-9無人機和F-35戰機。不過近期包括阿聯酋
在內的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成員國，在石
油減產、對俄取態等議題上與美國意見不一，美
國政客的批評聲音也愈來愈激烈。就在上月，卡
斯滕等3名民主黨籍眾議員還揚言阿聯酋等國家
決定減產，是針對美國的「敵對行為」，揚言要
立法讓美國主動從當地撤軍。
《華郵》報道最後亦不忘引述專家表態，暗示
當局要重視「外國干預」問題。追蹤競選財務及
游說的非牟利組織OpenSecrets外國影響力事務
專家馬索格利亞就稱，「美國確實制訂了一些規
則，但還有很多漏洞允許人們不披露工作內容，
就代表外國利益在美工作。」

◆綜合報道

美國近年屢屢宣稱所謂「敵對」國家

「干涉美國政治」，最新一輪指控卻針

對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多年盟友阿聯酋。

《華盛頓郵報》前日引用美國情報部門

一份機密報告，稱阿聯酋多年來嘗試利

用各種合法或非法活動，引導美國外交

政策向對阿聯酋有利方向發展。近期中

東多個產油國包括阿聯酋在內決定減產

石油，引起美國不滿，在此背景下，難

免令人質疑美國對阿聯酋的指控是出於

政治目的，試圖向「不聽話」的盟友報

復。

宣稱他國「操控美
國政治」，似乎已經
成為美國渲染「外部
威脅論」的常態。作
為綜合國力全球居首

的大國，近年卻沉迷於以「國家安
全」為由，屢屢針對他國甚至盟國提
出不實政治指控。這種「順我者昌、
逆我者亡」的心態，讓美國執意為看
不順眼的國家羅織罪名，殊不知自己
才是在謊言中愈陷愈深。

說到干涉他國內政、扶持親美勢力，
美國可謂再熟悉不過。全球多地的「顏
色革命」背後，都少不了美國援助資
金、煽動輿論、製造衝突。照理說美國
的經驗如此豐富，應對什麼「外部干
預」也該得心應手，又怎會成了美媒宣
傳的這般狼狽不堪，被「幾十個國家和

地區」暗中「操縱」多年呢？
縱觀美國多年針對他國的指控，

「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簡直信手拈
來，只是在美國眼中，這「威脅」的
定義真是靈活多變：美國暗中監聽他
國以至盟國領袖是「收集情報」，自
家數據意外洩露就是「敵對黑客所
為」；美國操縱市場濫發貨幣叫做
「保障美元地位」，產油國家未有增
產石油讓美國平抑汽油價格，大概就
成了「威脅美國安全」吧。

再看美媒細數的他國「罪狀」，諸如
政治獻金、行業游說、高薪招募，在美
國混亂的政治環境下，似乎也稱得上合
理合法。照此說來，就算真有盟友藉機
牟利，美國也是有苦難言，趕忙想起要
修補漏洞。但美國政治體系的弊病早已
根深蒂固，又怎可能靠「立法防止外部

滲透」就能藥到病除？
對美國而言，最大的威脅絕非來自

外部，而是來自美國自身。節節攀升
的軍費開支、不負責任的情報機構、
滋生貪腐的政商勾結、愈演愈烈的社
會對立，才是美國要重視解決的問
題。然而在自身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都
逐步下滑時，美國卻選擇樹立「假想
敵」，以為搬弄類似「外部干預」的
拙劣藉口，就能理所當然懲罰他國，
維護自身利益。

在當今世界，愈來愈多國家堅持獨
立自主發展，各國在互相尊重的基礎
上積極合作，才能共同取得進步。依
然深陷冷戰思維的美國稍微不合心
意，就要用不實指控打壓他國，又怎
能獲得各國尊重信任？自己的「霸主
之位」又能坐到幾時？

沉迷不實指控 美陷霸權焦慮
鍾卓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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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兩屆美國總統大選中，美國
情報官員都宣稱有「外部勢力干
預」，將矛頭指向俄羅斯和伊朗等國
家。美國國務院還一度懸紅1,000萬
美元（約7,840萬港元），揚言要收
集「俄羅斯干預美國選舉的信息」。
然而眾多選舉專家都指出，幾乎沒有
證據表明其他國家試圖操縱美國選
舉。
早在前年8月，美國參議院情報特

別委員會就發布報告，宣稱「維基解
密」網站在很可能明白會協助俄羅斯
情報部門的情況下，在選前一周公開
民主黨籍候選人希拉里的大量電郵，
最終重挫民主黨選情。前年大選臨近
時，美國情報部門更宣稱俄羅斯和伊
朗截取美國選民個人資料，從而製造
混亂，削弱民眾對選舉的信心。
美國國務院今年7月還懸紅1,000萬

美元，試圖收集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
資料，國務院形容高額懸紅旨在「確
保選舉安全完整，保護我們的選舉不

受外國干預。」
美國遲遲查不出所謂「外部干

預」選舉的證據，反而是前總統特
朗普鼓吹的「選舉舞弊論」仍在蔓
延。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

據此便表示，「干預美國選舉的不
是俄羅斯，而是特朗普。他不僅干
預美國大選，還在擾亂美國民眾的
正常生活。」

◆綜合報道

美國總統拜登早在今年9月，便宣
布延長實施「全國緊急狀態令」，應
對所謂「外國干涉美國選舉」，以確
保今屆中期選舉順利舉行，卻未有提
出任何中期選舉受到外部干預的證
據。
拜登發布題為「給眾議院長和參議

院長關於外國干涉或破壞公眾對美國
選舉信心、繼續實施國家緊急狀態」
的信件，稱依據美國《國家緊急狀態
法》有關規定，為應對外國干涉或破
壞公眾對美國選舉的信心而產生的威
脅，於2018年9月12日第13848號行
政命令宣布的國家緊急狀態，在今年

9月12日後繼續有效。
拜登還在信中表示，儘管沒有任何

證據表明有外國勢力改變美國的選舉
結果或選票，但聲稱「外國勢力歷來
都尋求利用美國自由開放的政治制
度」。

◆綜合報道

美批俄干預大選
懸紅7800萬仍無證據

拜登延長緊急狀態令應對所謂「干涉選舉」

◆◆ 阿聯酋決定減產石油阿聯酋決定減產石油，，引引
起美國不滿起美國不滿。。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阿聯酋總統穆罕默德與英國首相蘇納阿聯酋總統穆罕默德與英國首相蘇納
克克77日在氣候峰會上會晤日在氣候峰會上會晤。。 路透社路透社

◆◆ 美國一直宣稱有美國一直宣稱有
「「外部勢力干預美國外部勢力干預美國
選舉選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美國針對阿聯酋的指
美國針對阿聯酋的指

控令人質疑是出於政治目
控令人質疑是出於政治目

的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