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東騷亂背後4大原因
高失業率

聯合國最近發表一份阿拉伯國家發展報告稱，2005年阿拉伯國家總失業率高達
14.4%，遠高於同期全球6.3%的平均水平。青年失業率尤其高，成為部分阿拉伯國
家的最大威脅。

貧困問題

阿拉伯國家貧困率一直高企。黎巴嫩和敘利亞的貧困率為28.6-30%之間，埃及
41%、也門59.9%。據此推算，約有6,500萬阿拉伯人活在貧窮中。另外，貧富分化
現象也較嚴重。

政治腐敗

以埃及為例，腐敗主因在於政府欠透明度，以及某些政府人員喪失職業道德和操
守。此外，政府部門在選拔幹部時沒仔細甄別也是腐敗現象滋生的原因之一。

經濟衰退

一些阿拉伯國家擁有巨額石油收入，掩蓋了其經濟體的本身漏洞。這些收入大多
投資於外幣資產、境外、國防和軍隊，真正用於經濟的規模較小，加劇經濟衰退。

■綜合報道

什葉遜尼爭權釀亂

煽動伊朗革命力挺埃及鐵腕

美雙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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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推高通脹
中東動盪黑手

效忠卡扎菲的部隊昨日空襲「革命軍」控制的東部城
鎮，令國際對設立禁飛區的討論更見迫切。然而北約對
此意見分歧，在俄羅斯明言反對下，聯合國安理會亦難
通過。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前日淡化軍事干預的可能性，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倫明言，設立禁飛區「非常複
雜」。
美、英和北約成員國等正研究是否對利比亞設立「禁

飛區」。英國外相夏偉林稱，計劃不需要聯合國批准，
但法國堅持軍事行動必須取得聯合國支持，否則將在阿
拉伯世界引起「極端反效果」。擁有龐大穆斯林人口的
土耳其反對軍事介入，稱只有在成員國受襲時，北約才
可介入。

1990年代巴爾幹半島戰爭期間，北約曾設立禁飛區阻
止米洛舍維奇軍隊轟炸平民。此外，1999年北約未取得
安理會授權，亦轟炸南斯拉夫，阻止針對科索沃阿爾巴
尼亞人的種族鎮壓。但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表示，利比
亞地面人道救援仍在進行中，空中軍事任務相當複雜。

蓋茨：動武須三思
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前日表示，他已下令派遣兩艘兩棲

軍艦以及400名海軍陸戰隊員前往地中海，但他同時強
調，對中東國家動用軍力十分敏感，必須三思可能造成
的連鎖影響。他強調，此次派遣的兩艘軍艦僅參與緊急
撤離和人道主義援助。白宮則強調「不排除任何選擇」。

昨天駛入蘇伊士運河、前往地中海的分別是兩棲攻擊
艦「基爾薩奇號」和兩棲運輸船塢艦「龐塞號」，抵達
後，在地中海的美艦將達5艘。另外，至少有一艘美軍
潛艇也在該地區游弋。
美軍航空母艦「企業號」亦抵達蘇伊士運河河口，向

利比亞靠近。有報道稱，「卡爾文森號」航母戰鬥群也
可能介入。國務卿希拉里指，利比亞正處於「和平民主」
和「漫長內戰」的十字路口。美國官員表示，暫無計劃
向「革命軍」運送武器。
伊朗警告，美國若軍事介入利比亞，將為美兵自掘墳

墓。阿拉伯聯盟外長昨日在開羅會面，亦反對外國軍事
介入。

人權理事會成員資格被取消
國際社會繼續對利比亞施壓。聯合國大會前日一致通

過決議，中止利比亞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國資格，是
歷來首次。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張丹參贊表示，考慮到利比亞

當前極為特殊的情況和阿拉伯及非洲國家的關切和主
張，中國代表團參加了決議的協商。中國代表團認為，
聯大中止利比亞人權理事會成員國權利的行動不構成先
例。國際刑事法庭今日將公布利比亞涉嫌人道干犯罪行
的調查對象，正式展開全面調查。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中新社

反政府騷亂席捲中東與北非，阿拉

伯世界政權多年的高壓統治，固然令

積壓已久的民怨「爆煲」，但示威浪潮

另一條導火線──全球通脹導致物價

飆升也不容忽視。草根階層負擔不起

節節上升的物價，把矛頭指向統治

者，但也許很少人會想到，使國家經

濟陷入困境的幕後黑手，竟是大西洋

彼岸的美國政府。

華爾街
日報：

中東劇變，將世人目光聚焦於廣袤的地中

海。顯然，美國及北約盟國在此的軍力部署

堪稱「武裝到牙齒」。以意大利那不勒斯為

基地的美海軍第6艦隊距的黎波里僅900公

里，美軍可以調動達數百架軍機晝夜巡邏；

北約亦大可利用在意大利等南歐各國空軍基

地及在葡萄牙的海軍基地，作為對卡扎菲動

武的據點。北約在地中海還有長駐反恐部

隊，理論上完全可以瞬間調動2.5萬精銳地

面部隊作戰。

有軍事專家指，地中海堪稱北約理想作戰

平台，南歐可瞬息化為「超級航母」。但

是，除非利比亞局勢繼續惡化，西方才可能

開始考慮跨越國際法障礙，為揮軍開綠燈。

北約謹慎，蓋有前車之鑒。美歐深陷伊

拉克泥沼多年，幾經難苦才逐步抽身而

退；在阿富汗戰場，北約與「基地」恐怖

組織的戰爭還未見窮期；在朝鮮半島，戰

爭爆發的引信尚未拔除。在此複雜形勢

下，北約各國自然不願再冒險捲入另一場

衝突。即使迫不得已採取行動，相信也是

由一小撮國家領軍，而非集體行動。目

前，西方領袖冀藉㠥加強政治、經濟和外

交等諸方面壓力，通過炫耀武力，為利國

反政府軍提供兵援外的所有援助，便可達

到迫使利比亞變天之目的。

從伊拉克和波斯尼亞的經驗可知，禁飛區

確能封鎖敵方軍機活動範圍，阻止狂轟濫

炸。但禁飛區設立後，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

仍然大權在握，伊軍和塞軍地面部隊亦繼續

軍事行動，可見禁飛區並非靈丹妙藥。時

下，北約的確面臨兩難抉擇。 ■秦麗萍

北約的兩難

今次掀起示威的國家中，巴林是唯一

具教派衝突因素的國家。遜尼派在伊斯

蘭世界佔絕大多數，什葉派僅佔1成人

口，只有伊朗、伊拉克和巴林是什葉派

佔多數的國家。據英國智庫查塔姆研究

所高級研究員金尼蒙特指出，兩派分歧

本來沒那麼大，是1979年伊朗革命和

2003年伊拉克戰爭，令兩派猜忌增加。

伊朗革命後，以什葉派為主的激進新

勢力冒起。伊朗還企圖輸出革命，最高

領袖自居為整個穆斯林世界的領導者，

令遜尼派領袖憂心忡忡，對其國內什葉

派的忠誠起疑，而伊朗也肆意支援其他

國家的革命組織。

2003年美軍入侵伊拉克，推翻薩達

姆，什葉派政府上台，兩派猜忌進一步

加深，遜尼派領袖擔心，兩伊會聯手對

付其他阿拉伯國家。

巴林王室屬遜尼派，但什葉派佔2/3人

口，什葉派穆斯林經常投訴受歧視，無

論是軍方或政府部門招聘，也被拒諸門

外。雙方長久以來互不信任，為動亂埋

下伏線。專家擔心，什葉派的怨憤將蔓

延至沙特，當地佔少數的什葉派信徒一

向感到受壓迫，宗教自由未受尊重。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青年失業率達23%
用社交網組織示威

據美國《外交政策》分析，20、30歲的
年輕失業者，是中東和北非反政府示威的
主要勢力。他們熟悉運用facebook和twitter
等社交網站，通過網絡組織示威和傳播反
政府訊息。

社交媒體催化政治社會改革
中東多位專家均指出，中東國家近期相

繼爆發政治抗爭，年輕人紛紛利用網站、
網誌、手機、網上聊天室及其它快速發展
的新媒體，互相交流和傳達、發放訊息，
充分顯示這些平台已成為推動全面社會及
政治改革的催化劑。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世界穆斯林

人口的未來》則顯示，該地區30歲以下人
口佔總人口6成，是發達國的兩倍。出生

率提高、嬰兒死亡率下降，令年輕人口迅
速增加，報告稱之為「青年膨脹(youth
bulge)」。
然而，面向年輕人的職位極度不足。據

國際勞工組織(ILO)去年8月的報告顯示，
該地區26歲或以下失業青年逾23%，遠高
於拉美(16%)、東亞(8%)和東南亞(15%)。此
外，年輕人失業率是較年長人士的4倍。
如果以青年失業人口為指標，不難預測

其他高危政權：巴林失業青年達20%；也
門整體失業率為30%，26歲以下青年佔全
國人口7成；利比亞整體失業率達30%，可
見政府最大敗筆是未能為青年提供就業機
會。

■韓國《朝鮮日報》/globalsecurity網站/

AMEinfo網站

對於打㠥「民主」旗號
的街頭示威，美國從一開
始就表示要與伊朗反對派
「站在一起」，卻力挺埃及
前總統穆巴拉克，一直稱
他為「可靠盟友」，直至
最後才明示穆氏必須下
台。美國面孔的迅速變
幻，讓中東盟友寒心，沙
特王室開始擔心「美國再
也不能發揮堅強後盾的作
用」。
北京大學阿拉伯語系副

教授吳冰冰指出，美國的埃及政策帶
有兩面性，表面上希望建立埃及民主
樣辦，但根本出發點只是其在中東的
利益和影響，力圖在中東打造一個親
美自由派阿拉伯陣營，抗衡以伊朗為
首的反美陣營。對美國來說，新政權
未來專制還是民主並不重要，是否親
美、能否控制政權才是首要考量。
鑑於反政府動盪不可能止於埃及，

如果能以類似方式在伊朗和敘利亞實
現政權更迭，甚至進一步擴展到亞洲
和拉美一些國家，會極大促進美國在
中東乃至全球的利益。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
指出，中東亂局蔓延到美國對手，正
中美國下懷。最近在德黑蘭、的黎波
里的示威，對伊朗和利比亞形成麻
煩，讓美國和西方感到興奮。

重訂奧巴馬中東戰略
中東亂局成為美國總統奧巴馬就任

兩年來最大外交挑戰，路透社報道，
他已下令副手重訂美國中東戰略，未
來數周出台，以確保華府能站在歷史
正確一方，並且不會毀掉與沙特阿拉
伯等重要盟友的橋樑。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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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低收入民眾而言，最令人不安的，莫過於糧油等生活必需品漲
價。在全球貿易中，糧食、石油等以美元交易，而美國聯儲局

去年推出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QE2)，導致美元泛濫，使糧油價格水漲
船高，仰賴進口的窮國受害最深。聯儲局打噴嚏，窮國窮人就會患肺
炎。

大印銀紙 害人害己
聯儲局大開水喉，美國也自食通脹惡果。由於美國從發展中國家進

口大量工業製成品，相關原料價格被熱錢炒高，最後推高產品價格，
令美國消費者捱貴貨。寬鬆政策同樣禍及全球，間接導致中東和北非
政治動盪，親美政權紛紛倒下或面臨管治危機，反過來令華府決策者
左右為難，如同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上海證券報》發表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張茉楠文章表

示，其實全球糧油供求並未發生大變，目前最不穩定地區（突尼斯、
也門、埃及、利比亞和巴林）的石油總產量約佔全球3.4%，與石油輸
出國組織(OPEC)的40%相比，還不足以影響全球供應。
糧價飆升同樣不是供求失衡造成。儘管去年全球氣候和自然災害頻

發，但全球糧食供求仍處於平衡格局。然而，去年全球糧價飆升
29%，全球經濟正經歷30年來最廣泛大宗商品上漲。

投機踩過界 炒高糧油價
糧油價飆升背後更大的推動力，就是金融資本。據統計，在國際石

油期貨交易中，約70%屬於投機，油價每升10美元中，投機炒作就佔
6-8美元。另有跡象表明，一些資金正從房地產和複雜衍生品投機轉向
糧食市場，致使糧食期貨市場投機翻雲覆雨，掀起一浪又一浪漲價
潮。
當前國際市場流通的石油美元達1.4萬至1.8萬億美元(約10.9萬至14萬

億港元)之巨。而這些「油元」又回流變成美國股票、國債等證券資
產，填補美國貿易與財赤，使美國保持經常項目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
的平衡。多年來，OPEC巨額油元與東亞出口型經濟形成的大量商品
美元一起，構成「美元—油元—商品美元」的穩固資本流動封閉環，
不斷壯大美國金融資本實力。 ■《華爾街日報》/中評社

■埃及1月的反政府示威，到處可見的大
都是年青人。

■伊朗向來反美，美國於是被指煽動伊朗人於上
月中上街爭取民主。

■社交網twitter和facebook等擔任中東示
威浪潮的重要角色。

■中東和北非亂局，美報直斥幕
後黑手是美國聯儲局的QE2。圖
為聯儲局主席伯南克。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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