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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協凍結對烏軍援 國會通過45天短期支出法案

俄烏衝突已經持續一年半以上，美西方國家民間
對於軍援烏克蘭的態度，已經由最開始的非常積
極，發展到現在出現愈來愈多的反對聲音。美國這
次的「險些停擺」鬧劇，還有同日舉行的斯洛伐克

選舉結果，都反映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儘管美西方國家的政
府仍然企圖繼續利用軍援來延長俄烏衝突、削弱俄羅斯，但在
「長貧難顧」的民眾心聲下，美西方對烏克蘭的支持絕不會是
無上限和無了期的。

美國的債務上限爭議和「停擺」的鬧劇，近年幾乎每年都會
上演一次，雖然每次「危機」幾乎都會在最後一刻得到「解
決」，但共和民主兩黨議員還是演得樂此不彼。不過與往年不
同，今年這場鬧劇多了一個新演員—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因
為這次撥款最大爭議在於對烏克蘭的新一輪軍援。雖然澤連斯
基上月中就曾親赴華盛頓，試圖說服美國政界維持對烏克蘭的
支持，但共和黨部分議員仍然以美國民意不支持繼續援烏為由
反對短期支出法案，導致共和黨領導層和民主黨在最後關頭不
得不將援烏條款從法案中抽起，「擇日再議」。

儘管共和民主兩黨的議員事後都「拍心口」保證有信心可以
在未來幾周另行通過援烏撥款，美國總統拜登在為法案簽字
時，也表明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中斷對烏克蘭的支持，但觀乎
個別共和黨議員的強硬態度，援烏撥款最終是否真的能夠過
關，還是未知之數。

就在同一天，歐洲北約成員國斯洛伐克舉行的國會大選中，
被外界視為立場親俄的前總理費科領導的在野社會民主黨，成
功取得最多票數，有望重新上台。費科選前已經多番揚言反對
援助烏克蘭，包括不再向基輔提供彈藥，更反對烏克蘭加入北
約。他領導的政黨成功上台，顯示了反對援烏的主張，在北約
成員國之內已經獲得一定的支持。

隨着俄烏衝突持續日久，美西方國家的民眾開始對於應否繼
續無上限和無了期地援助烏克蘭感到疑問，相信在未來幾個月
的其他歐洲國家選舉中，將會有愈來愈多表明反對援烏的候選
人當選。雖然這個趨勢未至於會短期內大幅改變美西方援助烏
克蘭、削弱俄羅斯的策略，但肯定會形成一定政治壓力，尤其
是當美國2024年總統大選漸漸逼近，拜登面對的壓力將會愈來
愈大，難保屆時美國不會像對阿富汗一樣突然撒手不理，到時
候澤連斯基可就要另謀出路了。

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早前提出臨時支出法案，在多名極右翼
共和黨議員反對下闖關失敗，麥卡錫只得匆忙安排另一

項法案，刪去所有對烏援助、限制非法移民入境、大幅削減政
府開支等爭議內容。法案以335票贊成、91票反對獲得通過，
投贊成票的民主黨議員甚至較共和黨議員更多。法案其後趕在
距離聯邦政府關門前3小時，在參議院以88票贊成、9票反對結
果過關，經總統拜登簽字後，能夠維持聯邦政府運轉至11月17
日。

國會對援烏阻力愈來愈大
白宮發表聲明稱，今次權宜之計雖避免一場不必要的危機，
「但我們一開始就不應處於這種境地」。拜登批評極右翼共和
黨人試圖人為製造危機，亦不滿法案凍結對烏援助資金，希望
麥卡錫繼續全力支持在關鍵時刻的對烏援助，「我們在任何情
況下，都不能允許美方對烏克蘭的支持出現中斷。」
美國廣播公司（ABC）等美媒分析稱，美國對烏援助在國會
遇到的阻力愈來愈大，上周眾議院一項投票，就是今次險些讓
政府「關門」的矛盾縮影。當時近半數共和黨議員都投票決
定，從國防開支法案中削減用於訓練烏軍士兵並採購武器的3億
美元（約23.5億港元），即使這筆款項隨後單獨獲批，反對援
烏議員的規模也在逐步壯大。

美對烏各類援助逾8800億
分析也指出，即使是支持援助烏克蘭的共和黨人，也開始將
對烏援助與控制美墨邊境移民數目等政策捆綁，間接阻撓援烏
法案過關。例如參院今次通過的短期支出法案凍結60億美元援
烏資金，實則已經較白宮要求的240億美元（約1,879億港元）
大幅縮水75%。更有部分共和黨參議員直至法案「抽起」對烏
援助部分，才願放棄反對立場。
美國從去年2月至今對烏合共批准約1,130億美元（約8,847億
港元）各類援助。《紐約時報》提醒，儘管兩黨多名國會議員
均表示，他們有信心未來數周通過對烏援助法案，但短期支出
法案凍結援烏資金，已經是美國對烏支持減弱的訊號，今次通
過臨時解決方案後，兩黨圍繞政府支出尤其對烏援助的鬥爭，
料很快會重新點燃。

香港文匯報訊 趕在美國聯邦政府「關門」前最後一刻，美國國會眾

議院和參議院於當地時間上周六（9月30日），先後投票通過為期45

天的短期支出法案，作為避免政府停擺的權宜之計。不過該法案為

尋求過關，直接凍結計劃援助烏克蘭的60億美元（約469億港

元）資金。分析指出在眾議院共和黨極右勢力施壓下，

美國政府尋求的對烏軍援料愈來愈難在國會闖

關，美國對烏克蘭承諾的「堅定支持」

也會逐步轉變。

美暫避停擺美暫避停擺 援烏迎變局援烏迎變局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眾議院上周六（9月30日）表決通過聯邦政
府短期開支法案，不過投票前發生插曲，眾議院辦公大樓一度
響起火警警報，疏散人群後才發現是虛驚一場。閉路電視顯示
火警是紐約州民主黨籍眾議員鮑曼觸發，他堅稱自己是無心之
失，大批眾院共和黨人則指責他有意拖延法案表決，甚至要求
將他趕出眾議院。
鮑曼表示，自己當時心急投票，誤以為拉開的是平日從議員
辦公室前往投票地點的門，「我不知道它會觸發警報，我不是
在試圖推遲投票，反而是迫切地希望投票。」眾議院議長麥卡
錫堅稱干擾國會的鮑曼應當受罰，紐約州共和黨籍眾議員馬里
奧塔基斯更揚言會提議驅逐鮑曼，「這是美國國會，不是一間
高中，他應該被開除。」
共和黨議員抱怨除火警風波外，眾議院民主黨領袖傑弗里斯
在法案投票前，發表長達52分鐘的演說，亦有拖延時間之嫌。
民主黨議員則反駁稱是共和黨人趁他們還未詳閱法案細節，就
進入表決流程。

香港文匯報訊 今次法案通過關鍵是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尋求並
獲得民主黨人支持合作，但此舉引發共和黨黨內不滿，佛羅里
達州極右眾議員蓋茨周日（10月1日）揚言，會馬上提起挑戰
議長席位，將麥卡錫趕下台。有麥卡錫最信任的眾院共和黨核
心小組成員，也對法案投下反對票。
《華盛頓郵報》報道稱，蓋茨與麥卡錫長期意見不合，今次

之前已兩度公開提出罷黜議長動議。報道認為共和黨極右勢力
屢屢揚言踢走麥卡錫，或會採取實際行動，亦不排除是當作對
麥卡錫的警告，不過有極右議員堅稱將麥卡錫趕下台將「不可
避免」且「很快就會發生」，現時只是評估最佳出手時機。

麥卡錫被最信任黨團秘書「背叛」
還有報道披露，今次反對短期開支法案的90名共和黨議員
中，竟然包括麥卡錫最信任的黨團秘書、密西根州共和黨籍眾
議員麥克萊恩。麥克萊恩的「背叛」會否面臨黨內懲處尚不確
定，也有分析認為若麥卡錫議長寶座搖搖欲墜，麥克萊恩可以
藉機為個人未來在黨內地位爭取優勢。
路透社則引述麥卡錫的幕僚消息稱，麥卡錫認為不論如何，

黨內極右勢力都會試圖推翻他，因此不願順極右勢力心意，讓
政府關門導致巨額經濟損失。今次法案過關後，麥卡錫便公開
稱「如果我必須冒失去工作的風險，捍衛美國民眾的利益，那
麼我會這麼做。」
《華郵》提到，不少黨內盟友早已警告麥卡錫，預算法案審

查期間與黨內極右勢力拉鋸，將是他的領導力面臨考驗的關鍵
時刻。據報有麥卡錫的盟友正與民主黨人秘密會談，商議如何
為麥卡錫保住議長，內布拉斯加州共和黨眾議員貝肯稱，「我
們會竭盡全力，不會任由少數人擺布。」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拜登政府揚言會堅持對烏克蘭的援
助，然而美國政壇日趨混亂，共和黨人反對援助烏克蘭的聲浪
見漲，引起不少美國盟國擔憂。《華爾街日報》報道稱，部分
美國盟國外交官擔憂如果美國無法堅持對烏軍援讓烏方勝出，
將會嚴重衝擊美國的國際影響力，甚至美國現時尋求部分國家
支持對烏軍援，都已遇到相當阻力。
報道指出，美國近年外交政策頻繁變化，前總統特朗普一度
威脅退出北約，拜登政府時期美軍撤出阿富汗又極為混亂，種
種亂象都動搖盟友對美國作出國際承諾的信心。近期的聯合國
大會上，拜登發言僅在最後時刻才簡單提到烏克蘭，不少盟國
都將其視作美國國內政治問題難解，拜登政府只能削減對烏援
助規模的訊號。還有歐洲國家外交官警告，如果美國削減對烏
軍援，僅靠歐洲現有武器儲備，根本無法填補烏軍缺口。
立陶宛外交部長蘭茨貝吉斯表示，「為了烏克蘭能夠獲勝，
盟國對美國的領導力要求很高，特別是在軍事援助的範圍和速
度方面。我們很多國家都投入了大量資金，我們必須完成任
務。」然而蘭茨貝吉斯承認，美國的影響力有下滑跡象，「目
前席捲全球的不穩定浪潮表明，我們的行動在他國眼中，恐怕
沒有足夠的說服力。」

美若無法堅持軍援
國際影響力料受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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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議員疑「拉布」
觸發火警警報

◆鮑曼（小圖）
被指故意觸發
火警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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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院極右提出罷免麥卡錫
不滿法案拉攏民主黨人支持

◆麥卡錫（前）握拳慶祝短期法案獲通過。 法新社

◆澤連斯基（左）上月訪美與拜登會面，希望說服美政界維持對
烏支持。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