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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是歷史悠久的憲政民主國家之一，阿連德於1970年通過民
主選舉當選總統。然而美國政府認為屬左翼的阿連德上台，將衝

擊美國在拉丁美洲的霸權利益，隨即開始密謀顛覆阿連德政權的行動。
解密文件顯示，1973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政府蓄意破壞智利經濟，並為皮
諾切特提供資金，皮諾切特隨即藉政變取締左翼政黨、解散國會，自行組建軍政
府。

軍政府施酷刑甚至處決 1500人仍失蹤
皮諾切特執政讓智利陷入混亂，大批不同政見人士被迫害，數以萬計當地民眾遭到軍政
府施加酷刑甚至處決，至今仍有近1,500人失蹤，民選政府被廢黜也引發人們擔憂政治穩定
性。許多左翼人士都指出，影響深遠的智利軍事政變，正是體現冷戰時期美國如何肆無忌
憚操縱拉丁美洲政局。
亦有阿連德執政時期親歷者反思，當時部分過於激進的政策，或許未能充分考慮智利國
情。智利左翼政黨「革命左翼運動」前成員奧南指出，阿連德政府試圖收窄貧富差距，但
實施價格管制、全面接管生產設施等手段，也導致智利通脹高企、糧食短缺，「這些都創
造了非常有利政變的氣氛」。

紀念活動分裂 反映社會分歧嚴重
政變的傷痕至今讓智利社會分歧嚴重、政局波動，經濟受阻。屬左翼的總統博里奇周一
舉行紀念活動，邀請墨西哥等多個拉丁美洲國家領袖出席，智利在野保守派則揚言要抵制
紀念儀式。
《華爾街日報》引述政治學家分析稱，博里奇希望仿傚阿連德，採用和平的「智利方

式」推動改革。然而就職一年來，博里奇所屬的左翼聯盟支離破碎，涵蓋醫保、教育和養
老金制度的改革措施也未能闖過公投，保守勢力隨時可能捲土重來。民調機構Criteria調查
發現，博里奇9月的支持率已跌至28%，讓他的施政或面臨更多掣肘。
智利政治學家曼蘇伊指出，智利政府需要從阿連德的施政中汲取教訓，「我們別無選
擇，必須要理解阿連德犯下的錯誤和遇到的問題。」阿連德政府時期內閣部長之一、經濟
學家比塔爾解釋，「人們必須分析阿連德的施政，為何會導致這樣的悲劇。我們不僅要批
評軍政府、美國人和極右勢力，也要問到底哪裏做錯了。」

肆無忌憚操縱拉美政局 蓄意破壞經濟為獨裁者撐腰

美暗推動軍事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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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昨日全國舉
行 活 動 紀 念 2001
年「911」襲擊 22
周年，但絕大多數
美國人都不會記得、甚至從不知
道在2001年之前，「911」在另
一個美洲國家，是有着完全不同
的意義。1973年的「智利911」
是美國武力干涉別國內政、強行
改變一個國家發展道路的最血腥
事例之一，這場由美國中情局
（CIA）發動的政變不僅推翻了
智利民主政府，更導致數萬人被
無理拘禁或殺害。50年過去，美
國從未為「智利911」哀悼，更
不用說道歉或反省。

美國當年發動政變推翻智利總
統阿連德，無非就是因為要保住
美國資本在智利的利益。當年美
國資本控制了智利大部分企業，
深入智利經濟的方方面面，還佔
了智利進口商品的最大宗，可說
是從內到外地從智利榨取大量財富。智利人
民對於國家經濟遭到外國控制極為不滿，阿
連德的當選，可說是這種不滿的體現。

1970年上台的阿連德是拉丁美洲第一位通
過直接選舉成為總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
主義者，他主張改良漸進的社會主義模式，
外交上不親蘇也不親美，但對內推動國有化
進程，限制美國資本進入智利，尤其是將美
國資本控制的智利最大收入來源的礦山收歸
國有。

阿連德的主張自然引起美國恐懼，華盛頓
擔心阿連德的政策會損害美國在智利的利
益，甚至進一步在拉丁美洲引起仿傚，從而
使整個拉美脫離美國控制；此外，阿連德也
可能嚴重影響美國在智利的布局，因為美國
早從戰後開始，便透過獎學金等方式在芝加
哥大學培植了大批智利經濟學家，他們無不
信奉佛利民的「新自由主義」思想，主張對
智利經濟進行徹底私有化（換句話說就是讓
美國資本可以更肆無忌憚），阿連德上台
後，這些「芝加哥男孩」就無法繼續為美國
利益服務。

為了推翻阿連德，美國政府動用了一切手
段，先是在智利製造人為的經濟難關，包括壓
低國際銅價，甚至還打算揮舞它最擅長的「制
裁大棒」，企圖透過阻止銀行貸款和結算等手
段來使智利就範。當然，美國同時還拿出巨款
收買智利反對派，尤其是軍方將領，當1973
年智利國會中期選舉阿連德所屬的「人民團
結」聯盟勝出，顯示美國政治及經濟干預手段
失敗後，美國旋即策劃軍事政變，武力推翻阿
連德政府，阿連德自殺告終。

在此之後的20多年，由美國扶植上台的皮
諾切特在智利實施獨裁統治，由美國扶植的
「芝加哥男孩」則主導激進的私有化改革。可
以說，美國策動的這場「智利911」不但結束
了阿連德政府，更中斷了智利的民主進程，強
行改變智利的發展道路，是美國干涉別國內政
的最粗暴體現。世人應該更深入理解這場歷史
的真相，看清「美式民主」的真面目。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911」恐襲事件距今已有22
年，不過許多分析指出，美國現時面臨的最大恐怖主
義威脅並非源自外部，反而是來自美國國內。亞洲新
聞台報道稱，2020年以來，聯邦調查局（FBI）調查的
美國國內涉恐個案已增加一倍有多，司法部也要成立
專門國內恐怖主義部門，應對不斷變化的安全形勢。
美國國土安全部早前警告稱，美國國內恐怖主義多
源自「孤狼式」襲擊者和小型團體。

懲罰措施反助長極右情緒
美國約翰傑伊刑事司法學院政治學副教授羅曼紐克

指出，這些襲擊者多是反政府主義的極端分子或白人
至上主義者，「對於極右翼運動而言，他們敏銳地捕
捉到了這個豐收時刻，不論是宣洩不滿、試圖贏得他
人支持，還是實施恐怖襲擊，他們都變得更加公開且
自信。」

反對極右翼暴力的非盈利組織「Life After Hate」執
行主任里卡茲還稱，當局的懲罰措施反而可能助長極
右團體的情緒，例如作為國會暴動事件主力軍的極右
翼組織「驕傲男孩」，其兩名高級成員近日被判處10
多年監禁，但里卡茲認為，「驕傲男孩」不會就此消
失，「他們會用其他成員填補領導層真空，並用刑罰
作為政府反對他們、阻止他們『奪回這個國家』的證
明，繼續吸引支持者。」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歷來曾為自身霸權利益，暗中煽動多
國發起政變。然而1973年智利軍事政變後，獨裁者皮諾切
特暴行纍纍，美國政府參與推動政變的證據也被傳媒曝光，
引來全球輿論嘩然，在美國社會更掀起強烈反對聲浪。歷史
學家指出，智利軍事政變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也讓美國肆
意干涉他國內政的外交政策大白於天下。
非牟利研究組織「國家安全檔案館」專門收集美國政府各
類秘密文件，該館智利文獻項目主任科恩布魯解釋，資料顯
示美國政府當時提供800萬美元，用於秘密支援推翻阿連德
政府，無形手段更層出不窮：「拒絕國際援助、扼殺世界銀
行和美洲開發銀行為智利批出貸款，切斷美國出口信貸，美
國的政策就是讓阿連德難以成功執政。」
1974年，披露「水門事件」的知名記者赫什在《紐約時

報》刊文，曝光中央情報局（CIA）如何暗中支持智利軍事
政變。美國阿默斯特學院歷史學教授沃克稱，「水門事件、

越南戰爭、平權運動，1970年代的美國民眾對這些災難性結
局記憶猶新，非常擔憂政府濫權。美國政府在冷戰時期打擊
共產主義的說法逐步失去可信度，智利政變的消息曝光，很
快就引起民眾對美國的質疑。」

「稱為民主而戰 實質支持暴力鎮壓」
赫什還在1975年發表報道，披露CIA如何暗中監視美國

反戰人士。沃克表示，赫什的報道讓智利政變再次進入美國
民眾視野，「美國情報部門的做法強化了這種觀念：美國政
府脫離了美國價值觀。當你聲稱『為民主而戰』時，卻在支
持這種暴力鎮壓政權。」
科恩布魯強調，皮諾切特政府極端暴力的手段，以及越戰
時期的敏感社會氛圍，都讓智利軍事政變成為美國最知名的
干涉他國內政例子，「當然，許多美國高級官員相關對話當
時都有詳細紀錄，美國政府就像被『當場抓獲』。」

美「911」恐襲22年 恐怖主義威脅來自國內

香港文匯報訊 1973年9月11日，智利軍事獨

裁者皮諾切特在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暗中支持

下襲擊總統府，時任左翼總統阿連德被迫自殺，

智利自此進入17年的軍政府統治時期。50年過

去，軍事政變留下的傷疤仍未癒合，智利政局矛盾

重重，各項改革舉步維艱。現任總統博里奇今年安

排大規模紀念活動，緬懷在政變中遇難的阿連德和許

多民眾，智利也仍在反思並探索促進經濟增長、社會

團結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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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動多國政變 肆意干涉他國內政手段曝光

◆ 阿 連 德
（中）於
1970 年
通過民主
選舉當選
總統。

網上圖片

◆1973年9月11日，智利軍方向
總統府拉莫內達宮投下炸彈。

網上圖片

◆智利總統博里
奇（中）參加紀
念活動前夕集
會。 路透社

◆警方試圖驅趕
示威者期間爆發
衝突。

路透社

◆「驕傲男孩」肆無忌憚持槍集會。
網上圖片

◆◆在在「「智利智利911911」」5050周周
年活動前夕年活動前夕，，有反對者有反對者
發動示威發動示威，，向警方投擲向警方投擲
雜物雜物。。 路透社路透社

◆支持總統博
里奇及支持舉行紀
念活動人士，早前
發起遊行活動。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