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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周日宣稱，由於敘利亞士
兵已放棄陣地，以敘兩國原有的脫離接觸協議

「已經失效」，以色列有必要接管戈蘭高地的軍事
緩衝區，防止其「被敵對勢力佔領」。以媒報道，
以色列空軍當天襲擊佔領戈蘭高地一處敘利亞哨
站，其間沒有遇到抵抗。社媒流傳畫面顯示一群以
軍士兵衝上戈蘭高地的赫爾蒙山，展開一面以色列
國旗。

稱阻敘反對派奪戰略武器
以軍當日還大舉空襲敘利亞境內多地，包括敘南
部和首都大馬士革。路透社引述以軍知情人士稱，
以軍襲擊大馬士革的安全設施和一間政府研究中
心，其他目標包括多個導彈倉庫、防空系統、武器
生產設施、空軍基地和戰略武器儲存設施等。以軍
聲稱此舉旨在避免敘反對派武裝奪取戰略武器，阻
止敘利亞將武器輸送給黎巴嫩真主黨等武裝組織。
戈蘭高地位於敘利亞西南部，是一塊敘利亞、以
色列、黎巴嫩和約旦交界的狹長地帶，是中東地區
重要戰略地點，也是約旦河發源地，約旦河正是以
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和敘利亞的重要飲用水來
源。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中，以軍佔領戈蘭高地
部分地區，在1981年將其兼併，納入以色列控制
下，拒絕將其歸還敘利亞。國際社會不承認以色列
對這一地區的主權。
1974年，以色列與敘利亞依照脫離接觸協議，在

戈蘭高地建立緩衝區。依照該協議，以敘雙方在戈
蘭高地東側設立軍事緩衝區。聯合國脫離接觸協議
觀察員部隊會在緩衝區內行動，監督雙方停火。緩
衝區內禁止部署重型武器，以敘雙方軍隊也不得進
入。

美軍空襲敘伊斯蘭國據點
美國中央司令部周日宣布，經總統拜登授權，美
軍當天出動包括B-52轟炸機、F-15戰機和A-10攻擊
機在內的多種空軍裝備，空襲敘利亞中部屬於極端
組織伊斯蘭國（ISIS）的75個據點，以及約140個
彈藥庫。拜登宣稱，美國會與中東地區盟友和夥伴
行動，空襲敘利亞是「不容許 ISIS利用敘當前局
勢」。
俄羅斯克里姆林宮消息人士稱，敘前總統巴沙爾
及其家人已抵達莫斯科，基於人道主義考慮，俄方
為他們提供庇護。俄方認為有必要在聯合國主持
下，恢復磋商以解決敘利亞當前局勢，敘利亞反對
派武裝領導人需保證俄羅斯在
敘境內軍事基地和外
交 機 構 的 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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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在敘利亞的中國公民大多數已於近

日撤離，但仍有部分人留在敘利亞各地。傳媒引述

在敘中國人消息稱，截至周日（12月8日）下午，首

都大馬士革還有100多名中國公民，他們指敘利亞局

勢不穩，多地商品價格攀升，有人家中僅剩一排雞

蛋，每天吃兩隻蛋裹腹。

來自福建的子游住

在大馬士革，他表示

自己與3個朋友留在住

所，每人每天中午吃

兩 隻 雞 蛋 。 子 游 表

示，大馬士革的電力

供應和網絡服務大受

影響，每天4至6小時

的常規供電時間被縮

減至兩小時，網絡也

時斷時續。另有滯留

大馬士革的中國公民

稱，當地商品價格非

常昂貴，「我們只買

到了一點米飯、意粉

和砂糖。」

旅居敘利亞 16 年的

齊女士表示，她現時

留在敘西北部港口城市拉塔基亞的家中，當地商舖

全數閉門，水電正常供應，「我們原本不想冒險，

後來想要撤離時，邊境口岸已關閉，大馬士革國際

機場也停運，暫時無法撤離，不過我們的情況暫時

安全。」

「飛機空中盤旋 從未如此恐慌」
同樣旅居拉塔基亞17年的華人陳麗表示，她於上

周四收到中國駐敘利亞大使館的緊急撤離通知，但

該市當時多個出口已被堵塞，她顧及家人安全，決

定放棄撤離。陳女士稱，拉塔基亞是少數未受戰火

波及的城市，「但我們還是聽得到飛機在空中盤旋

的聲音，我感到從未有過的恐慌。」

旅敘華人賈佳表示，他們一家三口上周五已離開

敘利亞。賈佳在敘工作約5年，她稱當地近年偶爾發

生衝突，但今次衝擊是前所未見，「我們發現重要

城市陷落速度太快，情況不對，決定盡快撤離。相

信再過些日子，情況會穩定下來。」

衝突發生期間在敘旅遊的中國公民小傑稱，他已

驅車入境約旦，途中經過多個敘利亞檢查站，看到

許多逃亡的平民，「車一停下，就有10多個人圍上

來向我要錢。」小傑稱他在敘邊境滯留約10小時，

其間連汽車座椅都被拆卸檢查，他的一部無人機也

被扣押，幸好最終安全離開。

滯留華人：不敢出門 吃僅餘雞蛋填肚

美土各自支持武裝勢力在敘交火

《華爾街》：美多年忽視
難插手敘政局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周一（12月9日）
表示，敘利亞的前途和命運，應當由敘利亞人民來決定。
毛寧主持當日例行記者會，被問及中方如何看待敘利
亞最近事態發展，以及如何看待敘利亞的未來。毛寧表
示，中方密切關注敘利亞局勢發展，希望各相關方從敘
利亞人民根本利益出發，盡快找到恢復敘利亞穩定的政
治解決方案。
被問到以色列佔領敘利亞戈蘭高地地區，並空襲首都
大馬士革的設施，毛寧說，中方密切關注敘利亞局勢發
展，敘利亞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應當得到尊重。

中方：敘命運由敘人民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 敘利亞局勢動盪，由美
國支持的庫爾德人武裝組織敘利亞民主力
量（SDF），與土耳其支持的反對派武裝
組織沙姆解放組織（HTS），周日（12月
8日）在敘利亞北部交火。《紐約時報》
分析稱，同為北約盟友的美國和土耳其各
自支持的武裝勢力在敘交火，凸顯現時敘
利益衝突混亂。
報道引述戰爭監察組織「敘利亞人權觀察

組織」消息稱，在敘利亞與土耳其邊境附近城
市曼比季，上周六發生反對派武裝組織駁火，
當地由美國支持的SDF控制，消息指SDF在是次

駁火中至少22人死亡，另有40人受傷。SDF消息人
士稱，土耳其空軍派出戰機支援HTS，亦有土軍的無

人機在SDF軍事基地內爆炸。
美國防長奧斯汀與土耳其防長居勒周日通電話，美方公布談

話內容顯示，雙方認為有必要就敘局勢進行協調，避免動盪局勢

進一步升級，保證美軍和合作夥伴迴避風險。美方亦承認土耳其在敘的
「合理安全疑慮」。
報道指出，美軍現時在敘利亞部署約900人，支持SDF等庫爾德人武裝
組織，控制敘東北部大部分地區。美軍曾與土軍一同在曼比季周邊巡邏，
但暫不清楚土軍日前協助HTS轟炸曼比季期間，當地是否有美軍駐紮。
敘利亞反對派武裝代表團團長托馬周一表示，反對派武裝希望與國際社會和
鄰國建立積極關係。托馬稱，反對派武裝未來一段時間的主要任務，是維護國
家機構、保障安全、解決困擾民眾的危機。他們觀察到俄羅斯方面對近期衝突

採取積極態度，未有介入，「如果合作關
係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原則之上，我
們與俄羅斯合作並無障礙。」

●●土耳其支持的武裝組織轟土耳其支持的武裝組織轟
炸曼比季村莊炸曼比季村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敘家庭在土耳其南部邊境等敘家庭在土耳其南部邊境等
待進入敘利亞待進入敘利亞。。 美聯社美聯社

●社媒流傳畫面顯示以軍在赫爾蒙山展開以色
列國旗。 網上圖片

●●以軍進入以敘之間戈蘭高以軍進入以敘之間戈蘭高
地的緩衝區地的緩衝區。。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敘利亞反對派武裝周日（12月

8日）宣布推翻總統巴沙爾政權，以色列軍隊同

日宣布，以軍已佔領以敘邊境戈蘭高地敘利亞

控制區的部分區域，是以軍地面部隊自1974

年以來，相隔50年再次公開入侵敘利亞領

土。以軍聲稱此舉是「臨時防禦措施」，當天並

派出戰機空襲敘利亞境內數十個目標，摧毀大

量武器裝備、生產設施和軍事基地。

●●敘民在大馬士革倭馬亞廣場與敘民在大馬士革倭馬亞廣場與
反對派武裝一起慶祝反對派武裝一起慶祝。。 法新社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正積極尋求插手後
巴沙爾時代的敘利亞政局，然而《華爾街
日報》分析，美國總統拜登政府多年來疏
於關注敘利亞局勢，想要在敘塑造所謂
「由敘利亞人主導」、實則利好美國的政
治進程，美國其實處於不利地位。美方既
無法確定敘局勢發展動向，也無法肯定美
方能發揮何種程度的影響力。

反對派武裝冀外國駐軍撤出
分析指出，拜登在任內一直將外交事務重

心放在俄烏衝突和巴以衝突上。對於敘利
亞，多數美方官員認為當地內戰已陷入僵

局，結束敘內戰並非外交優先事項。華
盛頓智庫「中東研究所」研究員李斯特

形容，「拜登政府從第一天起，就有
意與敘利亞問題保持距離，美國與

敘相關各方力量之間關係，不
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隨着時

間推移而衰退。」
美國正緊急評

估以沙姆解放組織（HTS）為首的敘利
亞反對派武裝勢力，該組織現時仍被美
國列為外國恐怖組織。HTS領導人朱拉
尼早前已表示，該組織希望建立新的敘利
亞政府後，推動所有外國駐紮軍隊撤出敘
利亞，當中也包括美軍。消息亦指美國支
持的庫爾德族「敘利亞民主力量」（SDF），
已在敘利亞與土耳其支持的反政府武裝組
織交火，衝突有潛在的升級風險。
現時距離美國總統當選人特朗普就任僅

約6周。分析認為中東局勢動盪或為特
朗普新政府提供契機，令其設法打壓
伊朗，加大對伊朗核計劃的施壓力
度。特朗普早前表示美國應遠離敘
利亞衝突，不過分析認為，他的
表態或只是排除美國軍事介入
衝突的可能性，在特朗普政
府下，美國不排除尋求
透過外交途徑，影
響 敘 籌 組 新 政
府。

香港文匯報訊 據親敘利亞反對派媒體周一（12月9日）報
道，敘反對派授權「敘利亞救國政府」的巴希爾，組建敘利亞
過渡政府。美國《華爾街日報》分析指出，敘變天衝擊中東局
勢，標誌着中東格局重新洗牌，對中東乃至全球地緣政治格局
力量平衡影響深遠。各國普遍擔心敘出現權力真空、動盪局面
持續，預計政權過渡是否有序、敘各派別能否避免進一步衝
突，都將決定後續事態發展，「在敘利亞這樣一個暴力持續的
國家，任何地緣政治得失可能都是短暫的。」

或導致庫爾德人壯大
路透社分析，敘利亞總統巴沙爾政府崩潰，對伊朗的影響力造
成重大打擊。於伊朗而言，巴沙爾政府倒台意味其失去中東地區
針對以色列的「抵抗軸心」主要盟友，伊朗也失去與黎巴嫩武裝
組織真主黨連接的重要陸地通道。俄羅斯同樣受到衝擊，該國在
敘利亞地中海沿岸重要的海軍和空軍基地面臨更多不確定性。
土耳其因支持反對派武裝沙姆解放組織（HTS），被普遍視

為今次「幕後贏家」，成為敘利亞最強
大的外部力量。不過土耳其前外交官、

伊斯坦布爾智庫Edam負責人烏爾根分析，「敘利亞政治統一局
面瓦解，可能導致庫爾德人勢力進一步壯大，得到來自美國和
以色列的更多支持。」
至於以色列，分析相信該國將受益於「抵抗軸心」實力削

弱，但以方擔心在土耳其支持下，敘利亞可能誕生新的遜尼派
伊斯蘭政權，不排除與以色列爆發更多衝突。
《華爾街日報》也指出，曾為敘利亞反對派武裝提供資金的

沙特阿拉伯和卡塔爾等中東國家，也在研究如何確保巴沙爾政
府倒台不會引發新一輪政局動盪，尤其要避免重蹈伊斯蘭國
（ISIS）等極端主義運動復甦的覆轍。
卡塔爾首相阿勒薩尼就敘局勢表示，現時各國迫切需要為敘

利亞的事態發展制訂政治框架，「我們擔心的是，這將令我們
回到內部暴力甚至內戰的循環之中，威脅敘利亞的國家和領土
完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教授納斯爾認
為，阿勒薩尼此番表態是希望俄羅斯、伊朗和土耳其，能夠就
敘利亞局勢走向達成共識。

中東格局洗牌 衝擊地緣政治力量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