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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強人自居
實則無法隨心所欲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
總統特朗普就任以來的外
交政策衝擊全球。國際事
務專家分析指出，特朗普
任內的美國地緣戰略，更
接近於帶有擴張性質的孤
立主義。整體而言，美國
呈現戰略收縮，試圖打造
「美國堡壘」，加強對周
邊地區的控制，但認為美
國沒有能力維持在全球各
地的承諾。
特朗普就任後，隨即提

出讓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
個州份，揚言要奪取丹麥自治領地格陵蘭，還宣稱要奪回巴拿馬運河的控制權。這些地點都
位於美國周圍，凸顯美國有意加強周邊地區控制。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涉及關乎美國利益的事
項時，也利用所謂「對等關稅」試圖作為籌碼，再透過經濟和軍事手段施壓他國屈從。

盟友對美信賴度顯著下滑
《華爾街日報》指出，特朗普的擴張型孤立主義最顯著的例外，是他早前宣稱美國要

「接管」加沙地帶。《紐約時報》分析稱，特朗普政府在中東事務上一味盲撐以色列，
然而宣稱接管加沙、驅逐當地200萬巴勒斯坦人，如同重回西方列強劃分殖民地邊界、強迫
人口遷徙的時代，只能令美國置身最複雜的外交和軍事衝突中。
特朗普奉行孤立主義，也令美國與歐洲盟友的關係轉差，特朗普加徵所謂「對等關稅」更引起

盟友不滿。在特朗普上台後，歐洲對美國的信賴程度顯著下滑，多國都意識到在安全事務上無法
依賴美國，開始試圖構建沒有美國的安全體系、探索戰略自主。
聯合國文明聯盟前全球事務專家索托認為，特朗普種種戰略收縮、領土擴張的主張，已經引起歐洲警

惕。種種跡象都表明，特朗普料會在第二個任期內繼續其孤立主義路線，面向傳統盟友歐洲國家加強施壓。
索托認為，美國和包括歐盟在內的全球各國應該意識到，在全球複雜的競爭局面中，中國具備

了領先的實力。中國能夠憑藉其人力資源和科技發展速度，應對潛在的特朗普式封鎖，同時傾向
於多元合作，而非對抗。

奉行「擴張孤立主義」打造美堡壘未見效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特朗普似乎無意再以所謂「民主」、「人權」為幌子，包
裝美國對外干涉主義。澳洲「對話」網站刊文分析稱，特朗普政府似乎認為，繼續
包裝維持美國的軟實力純屬浪費資源，直接脅迫施壓他國，可以更直接地獲取利
益。因此特朗普政府幾乎完全放棄軟實力，實則在動搖美國的霸權地位。
俄羅斯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蘇奇科夫分析，美國歷任總統為

博得全球好感，在文化宣傳領域投入大量金錢資源。然而美國的霸權主義政策近年
頻頻挑起爭端。過去數十年來，美國為一己私利長期偏袒縱容以色列，巴以問題長
期無法解決；美國濫用武力、粗暴干涉他國內政，令其難以再試圖在全球推行美式
價值觀。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近年來多項民調顯示，全球範圍內對美國持負面看法的受訪者

比例，在多國持續上升，在部分傳統盟國甚至超過50%。美國民調機構蓋洛普去年4
月的數據顯示，自2007年起，國際社會對所謂「美國領導力」的認同度，平均值從
未高於50%。

加速衰落衝擊霸權地位
分析指出，軟實力是美國霸權的關鍵構成要素。如今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反覆無

常、地緣戰略趨於收縮，不斷削弱盟友的信任，種種舉措都令美國的軟實力不斷下
滑，加速其自身衰落，衝擊美國的霸權地位。
隨着軟實力的衰

退，特朗普政府有意
更多地依賴強硬手段
維護霸權地位，包括
在對外政策中更多使
用施壓、脅迫甚至武
力手段，試圖令他國
屈從。英國《金融時
報》專欄作家魯斯形
容，特朗普政府此舉
實則是在加速揮霍美
國的軟實力，更多國
家會看清其蠻橫形
象，「長此以往，美
國或將會很快步入自
我毀滅。」

放棄宣傳軟實力 直接脅迫他國獲利益

盲撐以色列立場不變
謀「接管加沙」震懾中東

稱美不再對他國「指手畫腳」借中東之行大賣軍火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周出訪沙特阿拉伯期間，在發表演說中忽然炮轟西方國

家干涉主義，聲稱美國不會再對他國「指手畫腳」。不過從特朗普後續與沙特等國家簽署豐

厚協議、提出連串外交主張，充分說明他與歷任總統一樣，實則聚焦美國利益。《紐約時

報》等美媒分析，在美國的全球影響力下滑之際，特朗普此舉不過是拋棄干涉主義常用的

「人權和民主」包裝，推行保守主義世界觀。

特朗普當日演說時聲稱，「太多美國總統都受害於這種觀念：我們有責任審視外國
領導人的靈魂，並用美國的政策來糾正他們的罪行。」他還炮轟干涉主義，「歸

根結底，所謂的『國家建設者』破壞的國家遠比他們建設的多，干涉主義者干預了甚至
連他們自己都搞不懂的複雜社會。」
在演說中，特朗普極力向包括沙特王儲穆罕默德在內的中東聽眾示好，呼籲地區民眾

以自己的方式規劃自身命運，還宣稱願意在伊朗問題上結束衝突，為更美好更穩定的世
界建立新的夥伴關係，「如今由你們掌控一切，和我一起，美國將尊重你們的主權。」

埃及律師：顯然為投資而來
不過在演說背後，特朗普的利益主張顯露無遺。他吹噓美國獲得沙特價值6,000億美

元（約4.7萬億港元）投資承諾，其中最大一筆是價值1,420億美元（約1.1萬億港元）
的美國歷來最大軍售協議。在另一個出訪的國家卡塔爾，也與特朗普家族有商業往來。
埃及知名人權律師埃—博拉伊表示，他不會過度解讀今次演說，顯然特朗普是為投資而
來，美國依然優先考慮自身利益，只是特朗普表達得更坦率。
《紐時》也指出，美國國際影響力下滑之際，特朗普的示好旨在尋求外交回報。儘管

沙特多次表示只有在巴勒斯坦建國後才會承認以色列，但特朗普仍熱切呼籲沙特與美國
盟友以色列建立關係。他也聲稱非常希望與伊朗達成核協議，威脅伊朗不得擁有核武
器，「我們要麼友好解決問題，要麼以非常不友好的方式，後者可不會輕鬆。」

也門民眾稱不信特朗普
華盛頓智庫NewLine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阿拉默稱，特朗普的言論似乎是左翼反帝主

張，但這種思想常被右翼民粹主義者借用，實則用於推進保守議程，「考慮到美國的右
翼民粹主義者，一直在借用所謂打破干涉主義的話語，特朗普今次表態不足為奇。」
也門長年飽受美國制裁，軍事衝突不斷。當地首都薩那一間食肆的經理直言，美國頻

繁空襲胡塞武裝已經重創薩那，他並不相信特朗普的演說，「各國何時才能承認我們，
讓我們像世界其他國家一樣生活？特朗普又有何資格赦免、解除或實施對一個國家的制
裁？可惜世界就是這樣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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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宣稱要接管加沙特朗普宣稱要接管加沙，，如同重回西如同重回西
方列強劃分殖民地時代方列強劃分殖民地時代。。 美聯社美聯社

●●特朗普就任時揚言特朗普就任時揚言2424小時內解決俄烏小時內解決俄烏
衝突衝突，，不過談判並無進展不過談判並無進展。。 法新社法新社

●●全球多國對美國持負面看法比例持續上升。圖為加拿大人
發起罷買美國貨行動。 網上圖片

●●美國全球影響力不斷下滑美國全球影響力不斷下滑，，美國人發起反特朗普示威美國人發起反特朗普示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特朗普雖宣稱反對干涉主義，實則並未
放棄干涉地緣政治布局。智庫政治發展願景中心主任阿塔維納在半
島電視台網站刊文指出，在巴以衝突中，特朗普延續歷任美國總統
政策，有意將以國打造為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殖民、軍事和安全代理人。美
國專欄作家阿亞尼安也在美媒《國會山報》撰文警告，美國的干涉主義外
交政策持續禍害全球。
阿塔維納警告，美國兩黨政府對待巴以衝突立場沒有根本分歧，一致認同

以色列的戰爭目標。美軍不斷為以色列在中東地區侵略任何國家和地區，提供幾
乎無限的軍事和政治支持，亦竭盡所能襲擊周邊與以色列對抗的國家和組織。

暗阻巴以兩國方案進程
阿塔維納還指出，美國透過政治和經濟行動，將以色列塑造為地區政治和經濟中

心。特朗普試圖推動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實則希望彌補以色列在
衝突中的經濟損失。特朗普「接管加沙」論調，更是企圖震懾中東地區各國，美國
沒有在巴以衝突問題上提出合理方案，暗中阻礙實現兩國方案的所有政治進程。
巴基斯坦國防部長阿西夫上月受訪時則指出，巴基斯坦已持續30年被迫為包

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做事，批評西方國家在經濟和軍事上施壓，脅迫巴基斯
坦為西方國家提供「反恐成果」，實則令巴國飽受恐怖主義之苦。
阿亞尼安指出，在巴以衝突和俄烏衝突上，美國都是挑起紛爭的幕

後推手。美國的干涉主義外交政策，並未關心他國真正的民主，僅
要求各國忠誠於西方國家價值
觀。干涉主義從未成為穩定世
界的力量，反而加劇地緣政
治不穩定，美國需要立即扭
轉方向，採取不干涉主義的
外交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特朗普自身塑造強人形象，試圖凸顯自己在各項事務上
說一不二。不過就任百多日以來，特朗普在內政外交領域都沒有顯著建樹。美國有
線新聞網（CNN）指出，如果特朗普的總統任期要在國內取得真正成就，兌現「和
平締造者」承諾，他必須證明自己能運用權力和政治資本，而非假扮一個無所不能
的人物。

關稅戰俄烏談判失威
特朗普上月對貿易夥伴徵收高額對等關稅，試圖威脅他國

達成利好美國的貿易協議。然而美國大幅加徵進口中國商品
關稅，中方並未屈服，反而是關稅戰推高美國物價水平，迫
使特朗普在貿易戰中有所克制。CNN稱，中美達成共識下

調關稅，全球他國也從中認識到，當貿易戰加劇美國的壓力時，
特朗普自然會退縮，這一共識會在未來的貿易談判中削弱美方。

特朗普就任時，揚言會在24小時內解決俄烏衝突，不過談判並無進
展。報道形容，早前俄烏雙方在土耳其舉行談判時，特朗普幾乎是命令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要參加，但對方並未出席，相當於冷落美方。在與
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後，特朗普似乎暗示美國會退出俄烏談判，凸顯

在外交事務上，美國的影響力實則大不如前。
隨着特朗普的關稅政策衝擊全球，不少美國盟友出現反特朗普浪潮，加拿

大和澳洲大選都由反對特朗普的領導人勝出。日前結束的羅馬尼亞大選中，也是
由親歐中間派候選人，戰勝多次宣揚崇拜特朗普的極右對手。
報道最後指出，特朗普在共和黨內被個人崇拜，但他試圖以自己的形象重塑全
球政治和貿易體系，目前來看並不如願。在美國的軟實力逐步削弱之際，特朗
普顯然無法隨心所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