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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巴拉克「臨終」斥美始亂終棄

美中東布局

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一直是美國重要盟友，但據
一名以色列議員稱，在下台前一日，穆氏嚴

厲譴責美國的中東政策，指責美國「亂推民主」。
以色列電視台報道，穆巴拉克當時和以色列議

員本埃力澤通電話，後者稱當時已感到穆
氏知道自己的時代終結。但穆巴拉克仍在

電話中「嚴厲批評美國」。本埃力澤指
穆氏給自己「上了一堂民主課」，稱

穆氏指美國在伊朗和加
沙地帶(現時由哈
馬斯控制)推動
民 主 的 結 果
「有目共睹」，
這就是中東的宿
命。

「美造就極端
主義」

據稱穆巴拉克說：
「他們或許嘴巴裡談民

主，卻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結果
就是出現極端主義與激進伊斯蘭分
子。」
事實上，穆巴拉克對美國的滿腔

怒火，美國的其他中東盟友也感同身

受，沙特阿拉伯國王阿卜杜拉早前便警告美國總統奧巴馬
不要侮辱穆巴拉克。一名共和黨國會議員指出，中東領袖
對於美國處置穆巴拉克的方式極為「驚愕」，對美國怒不可
遏。因此，這些國家極可能疏遠美國。
另一方面，像敘利亞等一直和美國關係較差的國家則可

能認為，穆巴拉克落得如此下場，就是因為與美太親近，
導致未能滿足民眾要求，於是會對美國的拉攏更為置之不
理。

美軍參謀長赴約旦以國安撫
此外，美國在中東的頭號敵人伊朗，也極可能將埃及的

示威騷亂解讀為另一次「伊斯蘭革命」，這將使伊朗在核計
劃上的態度更強硬。在美國另一盟友以色列眼中，埃及變
天又可能使以埃和約現變數，國內強硬派可能乘時而起，
對美國「推動」的以巴和談意
願大降。
現時美國唯有寄望中東其他

盟友能企穩，避免中東出現政
治真空。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
主席馬倫(右圖)今明兩天將出訪
約旦和以色列，與約旦國王阿
卜杜拉二世、以色列總理內塔
尼亞胡會面，企圖安撫盟友。

■路透社/《華盛頓郵報》/

《華爾街日報》

突尼斯和埃及接連出事，

分析認為，美國對中東新局

面的操控能力大降，中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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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機。

第1日(25/1) 示威開始，國務卿希
拉里(見圖)認為埃及政
府穩定

第3日(27/1) 副總統拜登稱穆巴拉
克是盟友，拒稱獨裁
者

第4日(28/1) 白宮表示會檢討經援埃及，其後否認；
奧巴馬在電話中呼籲穆巴拉克推行徹底
改革

第5日(29/1) 穆巴拉克解散內閣，美國務院指埃及不
能只表面改組政府

第6日(30/1) 希拉里首提希望埃及
「有序過渡」

第7日(31/1) 奧巴馬特使威斯納(見
圖)私會穆巴拉克

第8日(1/2) 美命非必要外交人員
撤離埃及，奧巴馬稱已要求穆巴拉克即
時開始有序過渡

第9日(2/2) 白宮譴責暴力，對集會人士遇襲表關注

第10日(3/2) 希拉里促埃及政府與反對派就有序過渡
即時談判

第11日(4/2) 奧巴馬稱，希望穆巴拉克最終作出正確
決定

第12日(5/2) 特使威斯納表示，穆氏續掌權對主導過
渡很重要；國務院和白宮否認該言論代
表政府

第15日(8/2) 拜登致電埃及副總統蘇萊曼，再次呼籲
有序過渡

第17日(10/2) 奧巴馬稱穆巴拉克交權但不下台的講
話，不足以滿足示威者訴求

第18日(11/2) 奧巴馬指穆巴拉克下台不是權力過渡的
終結，而是開始

■路透社

華府取態18日內變變變

對於埃軍方表示尊重國際條約，以總理表示歡迎。但
有前官員擔心，以國去年已失去土耳其作為盟友，其最
堅定和剩下的唯一阿拉伯盟友穆氏下台後，以埃和約或
會生變，令以國在中東更加孤立。
對於巴勒斯坦而言，埃及在協助制衡哈馬斯組織上亦

扮演關鍵角色。巴人自治政府昨日首度開腔支持埃及人
民的民主鬥爭，在約旦河西岸，數百名巴人上街為埃及
人民歡呼慶祝，加沙的巴人也大感興奮，認為是管治加
沙的哈馬斯組織的勝利。哈馬斯呼籲埃及新政府立刻結
束對加沙的封鎖，開放邊境。
分析認為，埃及新政權難以推翻1979年簽署的以埃和

約，因為這將令美國中止援助埃及，但預料以埃關係將
變得荊棘滿途，埃及將提出更多要求。
以國前駐埃大使馬澤爾坦言：「我們前景棘手，伊朗

和土耳其的反以立場會更鞏固。忘掉以前的埃及吧，現
在是全新現實，形勢將難以對付。」
面對埃及政局突變，以國高層對區內策略調整意見分

歧。一派以總統佩雷斯和防長巴拉克為首，主張果斷結
束佔據西岸，與敘利亞和談，認為埃及或會冒起不友善
的新政權，加深以國孤立，大削政治議價能力。另一派
以總理內塔尼亞胡為首的保守派，憂慮埃及走上伊朗舊
路，指局勢不穩增加談判風險。

■《華爾街日報》/路透社

以色列憂孤立
哈馬斯興奮

穆巴拉克辭職後，據悉美國政府計劃以印尼1998年推
翻前獨裁者蘇哈托為取經對象，作為穆斯林國家走向民
主的模式。但美國認為，埃及當前最棘手問題跟當年印
尼一樣，就是如何在軍方持續干預與伊斯蘭支持大增之
間取得平衡。
美國高官表示，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近一周與外交政

策專家，研究埃印革命的相似之處。印尼13年前推翻蘇
哈托長達32年的獨裁統治，並於接 10多年逐步成為政
治和經濟最開放的發展中國家之一。
穆蘇二人均為軍人出身，在軍方支持下專制統治國家

逾30年。兩人同獲美國支持，壓制共產主義和伊斯蘭運
動，年屆80多歲仍戀棧權位，國家貪腐和經濟困境激起
青年示威，兩人最終遭軍方逼下台，政權移交親信。

■《華爾街日報》

美取經印尼
研埃及交權模式

穆巴拉克辭職，稍為緩解緊張局勢，美國市場油
金價格下跌，歐美股巿普遍向上，美元匯價亦繼續
走強。
油價方面，埃及雖非主要產油國，但控制的蘇伊

士運河是中東輸油的主要通道，穆氏下台大大紓緩
原油市場對供應的憂慮情緒。紐約商品交易所前日
收巿時，3月期油跌1.15美元，收報每桶85.58美元，
為去年11月30日以來最低。

分析審慎 還看中東局勢
分析對埃及局勢和後巿保持審慎態度，擔心油價

向下只是暫時現象，長遠來看，支撐油價向上的因
素仍然存在，巿場會繼續觀望埃及局勢會否在中東
國家引發骨牌效應。在倫敦，布蘭特期油很快便扭
轉跌勢，從低位回升，全日升56美仙，收報101.43
美元。
金價方面，下台消息削減購買黃金避險情緒，紐

約期金繼續向下。4月份期金前日收報每盎司1360.4
美元，比上個交易日跌2.1美元，跌幅0.15%；白金
期貨亦下跌。
美元匯價前日繼續走高，衡量美元對一攬子貨幣

比價的美元指數當天報78.49點，高過上一交易日的
77.221點。
股市方面，由於投資者擔心埃及局勢可能在周末

惡化，美股前日窄幅低開，但下台消息一出，美股
迅速止跌回升。道指和標普指數創兩年半新高，納
指更創3年多來新高。歐股也普遍上漲。倫敦金融
時報100指數升0.71%；法蘭克福DAX指數升
0.42%；巴黎CAC40指數升0.15%。

■路透社/法新社/《華爾街日報》

埃及軍方接掌政權後，昨日宣布縮短夜間宵禁，
並禁止現任和前任官員在未獲批准下出國，防止有
官員逃走。消息稱，資訊部長菲基當天把行李送往
機場，原定前往英國倫敦，但他沒現身，相信是已
獲悉禁令。有消息指他已遭軟禁。
開羅機場證實接獲一份官員名單。最高軍事委員

會承諾帶領民主改革，並於稍後發聲明公布下一步
改革詳情。國營電視台報道，當地股市停市逾兩周
後，將於周三重開。股市經歷48小時內累跌10%，
市值蒸發700億埃及鎊(約928億港元)，當局決定上月
27日停市，其後宣布重開，但日期一再押後。

■美聯社/法新社

埃及禁官員出國 股市周三重開

布萊爾　Beltone Financial研究首長
軍方要以解決經濟為首要工作，妥善處理經濟問題。埃及

貨幣本周會略為整固，短期巿況會變好，投資者信心增大。

哈姆扎奧魯　美銀美林經濟師
軍方政權過渡仍是外界關心問題，巿場初步反應正面，但

我們保持審慎態度，觀察權力交接是否順利。

斯法基安納基斯　沙特法國銀行首席經濟師
穆巴拉克下台是好消息，但未必是完美事情。如果不再發

生暴力衝突，其下台可為股巿帶來喘息機會，令債券孳息回
穩，信貸違約掉期息率下降；但如果示威持續，或是再發生
流血事件，埃及聲譽將再受打擊，經濟會變得更壞。

特納　華爾街策略公司資深交易員
雖然短期內油價還有波動，但長遠來看，支撐油價上升的

因素仍然存在。

瓦戈納　美國埃克塞爾期貨公司總裁
紐約油價向下只是暫時現象，交易商將再次放寬視野，觀

察看似結束的「革命」會否蔓延到其他中東國家。

齊亞達　中東投行EFG－赫爾姆斯的埃及研究團隊負責人
穆巴拉克下台有助恢復巿場信心，因為它意味國家或多或

少趨向穩定，但需觀察軍方下一階段如何管理。

索倫提諾　亨廷頓資產顧問操盤手
隨 埃及部分不確定性因素消失，市場可以聚焦在基本

面。

畢格斯　避險基金Traxis Partners LP負責人
相較於歐債危機和美國樓價問題，埃及相對是小型地緣政

治疑慮，我仍會投資埃及股市。

■新華社/路透社/法新社

專家分析經濟走勢

埃及示威者最終逼走穆巴
拉克，社交網站facebook和
微博twitter扮演重要角色。
示威者通過它們組織活動、
互相聯繫和發表意見。曾在
fb策劃示威並一度被捕的
Google(谷歌)高層古內姆(見

圖)，被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主播布利策問道：「先是
突尼斯、現在是埃及，接下來是哪個國家？」古內姆回
答：「去問fb吧。」

巴林高官：改革將加速
fb和twitter近年早已成為異見者反抗的工具，例如2009

年伊朗和2007年緬甸的示威。埃及一名前通訊部官員表
示，民眾能湧上街頭，在解放廣場聚集，正是社交網驅
使。中東國家巴林的經濟發展局局長哈利法表示，中東
和非洲阿拉伯國家的改革將加速，政府要學會接受新現
實，封鎖媒體不再可行。
穆巴拉克下台後，古內姆在twitter留言稱︰「祝賀埃

及，犯人已離開宮殿了。」 ■《華爾街日報》/法新社

下一個是哪國？
Google高層：

■昔日盟友，今日「反面」。圖為去年9月，美國
總統奧巴馬(右)在白宮與穆巴拉克會談。 法新社

■埃及要自行收拾亂局，
開羅民眾昨日清理解放廣
場附近的街道。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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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巴拉克下台，加上消費者信心升至8個月高
位，帶動美股延續升勢。圖為紐約華爾街。

問fb吧

埃局勢稍緩 股匯升油金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