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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衛報》報道，據知情人士披
露，加拿大提出設立一個監測俄羅斯、特別是俄
「影子艦隊」違反制裁行為的特別工作組，但建議
已被美國否決。
作為今年七國集團（G7）輪任主席國，加拿大將
於本周在魁北克省舉辦G7外長會議，加方在會前提
出這項建議。然而除否決加方這項提議外，據彭博
社看到的G7聲明草案，美國還力推刪除對俄「制
裁」等措辭。美國外交官向G7其他成員國稱，此舉
是因美方正重新評估在多邊組織中的立場，因此無
法加入任何新的倡議。
《衛報》指出，「影子艦隊」是指一批老舊的油

輪，其身份被「刻意隱藏」，以規避西方對俄實施
的經濟制裁。
俄烏衝突爆發滿 3 年之際，路透社上月 20 日
稱，美國拒絕在聯合國參與共同發起一項決議草
案，該決議旨在支持烏領土完整並再次要求俄撤

軍。此外，美國也對G7計劃發表的聲明中有關譴
責「俄羅斯入侵」的措辭表示反對。路透社稱，
這可能是烏最強大西方盟友的立場出現明顯轉變
的跡象。

加倡設專責小組監測俄「影子艦隊」被美方否決

●●加提出設立工作組監測俄老舊油輪加提出設立工作組監測俄老舊油輪。。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英國
的外長上周六（3月8日）發表聯合聲明，稱他
們歡迎一項由阿拉伯國家推動的加沙重建計
劃，該計劃由埃及制訂，預算高達530億美元
（約4,118億港元），旨在避免巴勒斯坦人被迫
遷離當地。但計劃遭到美國和以色列的拒絕，

美國總統特朗普重申將在加沙建立「中東蔚藍
海岸」的想法。
埃及的提案設想巴以衝突後，建立一個由獨立
及專業的巴勒斯坦技術官僚組成的行政委員會，
負責治理加沙。該委員會將在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監督下，暫時負責監督人道主義援助並管理加沙

事務。法、德、意、英4國外長上
周六在聯合聲明中指出，巴勒斯坦
武裝組織哈馬斯既不能統治加沙，
也不能再對以色列構成威脅。

特朗普重申「接管加沙」
特朗普早前提出美國「接管加
沙」論，指美國將幫助加沙巴人另
尋地方居住，引起多國反對。特朗
普亦反對此次埃及的計劃，白宮國
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休斯表示，
「（加沙）居民無法人道地生活在
被廢墟和未爆炸彈覆蓋的地區，

因此特朗普總統堅持重
建一個擺脫哈馬
斯統治的加
沙。」

阿拉伯國家推加沙重建計劃 歐4國支持美以反對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
總統特朗普公開質疑北
約的作用、頻繁放話
「不付錢就不協防」之
際，英國《每日電訊
報》引述接近白宮的消
息人士稱，特朗普正考
慮撤走約3.5萬名駐德美
軍，並將其重新部署至
匈牙利，預料此舉將使
美歐關係進一步惡化。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
會發言人休斯對此回應，
「雖然目前沒有具體公
布，但美國軍方一直考慮
在世界各地重新部署軍
隊，以最好地應對當前對
我們利益的威脅。」
德媒指出，若特朗普真
的撤走3.5萬名美軍，這數
字幾乎是駐德美軍地面部
隊的全部人員。美國《新
聞周刊》上月報道，美國
國防部防衛人力資料中心
公開的最新數據顯示，截
至去年6月底，統領駐歐美
軍的美國歐洲司令部轄區內現役美軍人數為至少
65,754人，其中駐紮在德國的美軍最多，有近3.5
萬，其次是意大利和英國，分別超過1.2萬和1萬。

不滿美承擔北約近半軍費
特朗普向來不滿美國承擔北約近半軍費開
支，認為北約其他成員國在協防不出力，還曾
以「退出」威脅其他北約成員國提高軍費開支
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例。在首個任期，
特朗普設定的標準是 2%；第二個任期開始
後，他又將這門檻接連提高到3.5%及5%，而
目前還沒有一個北約國家能達到5%門檻。
《每日電訊報》同時報道，美國已告知盟友不
打算參加歐洲的所有軍事演習。據報美國會參加
今年已排定舉行的演習，仍在規劃中的其他軍演
將退出，這意味着北約國家將被迫在沒有北約最
大軍隊參與的情況下策劃演習。據美國官員透
露，特朗普正考慮優先與那些國防開支佔GDP
一定比率的成員國舉行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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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烏克蘭總統澤連
斯基上周六（3月8日）表示，烏克

蘭致力與美國代表進行建設性對話，並
計劃本周在沙特阿拉伯舉行會談，討論
結束俄烏衝突的可能方案。

澤連斯基在社媒X上表示，「自衝突爆
發的第一秒起，烏一直在尋求和平。我們
已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關鍵是要快速且
有效地推進。」他表示本周會訪問沙特，
計劃周一與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會面。隨
後，烏外交與軍事代表團將於周二與美國
代表進行會談。澤連斯基補充，「我們願
意進行建設性對話，希望能就必要的決策
與步驟達成共識。」烏代表團成員包括外
長西比哈、總統辦公室主任葉爾馬克及
防長烏梅羅夫。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證
實，他正與烏方商討結束衝突的框架

協議，並計劃本周在沙特與烏方代表會
晤。特朗普則再就停火問題向烏施壓，
他近日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對記者說，若烏
不同意解決與俄衝突，美國將切斷對烏的支
持，他還稱與烏打交道比與俄打交道更困
難。
英國廣播公司（BBC）分析指出，美政府
近期一方面與烏吵架，同時也譴責俄羅斯，
美國務院發言人則重複特朗普指「烏尚未準
備好和平」的說法，令今次美烏談判的前景
仍不確定。

澳考慮參與烏維和任務
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與英國首相斯塔默通
電話後於周日表示，澳洲會考慮參與烏維和
任務，但強調現在任何部署行動都為時尚
早，澳洲將派遣高級代表出席周二在巴黎舉
行的防長級會議，討論未來對烏的支持。

美烏代表明沙特會面
討論結束俄烏衝突可能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 在美歐關係緊張之際，歐盟卻爆發
內訌。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一項擬向歐盟國防
工業注入1,500億歐元（約1.26萬億港元）資金的提
案，目前成為法國與德國之間就歐洲重整軍備，以
及是否應涵蓋歐盟以外國家這一長期爭執的新爆發
點。
由於特朗普此前威脅終止美國對歐洲長期以來的
安全保護，歐盟委員會上周提議籌集1,500億歐元，
這筆資金將藉着貸款給各國政府，以推動其軍事生
產。雖然這構想在政治層面已獲一致支持，但具體

細節仍在商討，各方正就這筆資金能否用於購買歐
盟以外國家製造的武器，展開激烈游說。

德法意見分歧
在上周四（3月6日）舉行的歐盟峰會上，包括德

國總理朔爾茨在內的多名領導人表示，該項倡議應
向志同道合的歐盟以外合作夥伴開放，例如英國、
挪威、瑞士或土耳其。但法國總統馬克龍一直支持
提高歐洲自主權和振興國內工業生產，指出這資金
不應用於購買非歐盟成員國的新裝備。他還稱，將
要求每個歐盟成員國重新審視訂單，看看歐洲訂單
是否可優先考慮。
類似爭論此前已導致撥款15億歐元（約126億港
元）國防基金的《歐洲國防工業計劃》拖延逾一
年。法國方面此前要求限制用於歐盟以外零件的支
出比例，並禁止從第3國進口受知識產權保護的產品
後，該計劃的實施陷入停滯。歐盟外交官員擔心，
今次倡議會再因同樣的爭論受阻。據悉負責在未來
10天內起草詳細提案的歐委會高級官員，已被敦促
與法、德及其他國家的政府密切聯絡，以確保該提
案在提交成員國批准時不會受阻。

歐盟就國防工業貸款內訌 應否涵蓋非成員國成爆發點

文章稱，面對特朗普的不確定性，歐洲面臨巨大
挑戰，但必須找到應對之策。長期呼籲歐洲獨

立自主的法國總統馬克龍近期繼續大聲疾呼，而德
國作為歐洲的核心，對美國的態度改變尤其感到不
安。目前德國候任總理默茨似乎已意識到「擺脫美
國依賴」的必要性，但即使法德英三國聯手，歐洲
甩掉「戰略侏儒」的標籤也非一朝一夕可以達成。

歐對重新武裝感迷失
在歐洲人眼中，特朗普雖然剛重新執政，但一系

列操作已讓他們感到無比震驚，他們未曾想到美國
的意識形態竟會有如此劇烈的顛覆。而在面對需要
擺脫對美國依賴並重新武裝自己時，這樣的艱巨任
務也讓歐洲人感到恐慌，他們發現自己迷失了方
向。歐洲議會中間派黨團「復興歐洲」主席海耶認
為，「美國曾是維護和平的支柱，但美國已改變了
美歐同盟，特朗普在重複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宣傳，
我們已進入一個新時代。」

美歐處非常痛苦拉伸點
文章認為，這一個「新時代」的特點，便是「西

方」這個概念的動搖甚至坍塌。多年來，儘管美歐關
係時而緊張，但還是代表了一個單一的「戰略行為
體」，團結在所謂「自由民主價值」的承諾中，但如
今「西方」的含義已變得模糊不清。科恩提到，「西
方」這個理念已被掏空，源自於歐洲、俄羅斯、中國
和美國在世界格局中各處一方、各自為政，或許未來
能填補這一「真空」的，是大國競爭之下的爭鬥。在
這樣的危險中，特朗普又極具不確定性，他的「交易
本色」也讓他隨時可能改變方向。

《紐時》指出，目前來看特朗普究竟想走向何方
還不明朗，但他似乎沒有改變的跡象。歐洲主要大
國似乎已看清，隨着歐洲極右勢力崛起，特朗普獲
得這些反移民的民族主義者大力支持，他們認為戰
後的一系列制度和同盟關係（例如歐盟），是圍繞
大國影響力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障礙。曾為美國國家
安全委員會工作的顧問維克特認為，「美歐同盟正
處於一個非常痛苦的拉伸點，但我不會稱之為斷裂
點，至少現在還不是。」然而隨着特朗普的威脅襲
來，歐洲面臨的挑戰是要判斷哪些是特朗普的策略
性行為，哪些又是美國要根本性作出的重新定位。
巴黎政治學院政治學家巴卡蘭說，「無論特朗普

如何調整，對歐洲來說，唯一現實的立場就是問自
己：我們有什麼軍事力量？我們如何緊急整合和增
強這種力量？」

美歐關係大倒退 大國競爭成趨勢

《紐時》：「西方」概念坍塌
中美俄歐多極化取代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紐約時報》巴黎分

社社長、專欄作家科恩上周六（3月8日）撰

寫題為《歐洲在情感衝擊中應對新時代》的

評論文章，指出美國總統特朗普重返白宮

後，歐洲不斷遭受衝擊，掙扎於一個「新時

代」。在特朗普正拋棄傳統盟友、美歐關係

大倒退的情況下，科恩慨嘆長期以來所謂

「西方」這個概念如今已蕩然無存，將取而

代之的或許是中美俄歐的多極化林立，以及

大國競爭之下的爭鬥不休。

▲歐洲領導人對特朗
普一系列操作感震
驚。 網上圖片

◀ 德國萊茵河沿岸
城市上周舉行嘉年
華，諷刺特朗普的展
品成焦點。網上圖片

●●歐民眾在布魯塞爾舉行活動，促歐洲領導人捍
衛烏克蘭。 網上圖片

●●法一直支持提高歐洲自主權和振興國內工業法一直支持提高歐洲自主權和振興國內工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埃及推加沙重
建計劃。

美聯社

●●德國極右群眾支持特朗普德國極右群眾支持特朗普。。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