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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國國內政治局勢來
說，可以部分解釋法

國立場的突變。法國總統薩
科齊將競選2012年總統連
任。但由於在內政問題的處
理上，法國現政府政績乏善
可陳。在最近的民意調查
中，薩科齊多次輸給了極右
派國民陣線新任主席瑪麗
娜．勒龐，甚至有可能在第一輪就被淘汰出局。這對薩科齊來說是一個極
其危險的信號，因此薩科齊需要加強外交，來扭轉不利局面。

薩科齊民望低 欲借外交反彈
法國總統歷來在外交上較容易獲得民意的支持。本來薩科齊寄厚望於法

國主持G8和G20峰會，期盼通過這兩大峰會，對國際金融體系進行改革，
成為領導世界走出金融危機的領袖。然而，事實證明這如意算盤因各國分
歧太大而很難如願。於是法國總統便轉向突然變成國際熱門話題的西亞—
北非動盪。

法國與利比亞的關係曾相當「熱絡」。薩科齊2007年曾在巴黎接待卡扎菲
的國事訪問，兩國建立了相當密切的合作關係，其中包括基於共同反恐、
反「基地組織」立場的軍事與情報合作，法國甚至準備向利比亞提供核能
技術。可是，法國最終卻主導了對利比亞的轟炸。

本來，法國對於向利比亞使用武力「有所保留」，對建立禁飛區也並不是
那麼熱心。不過，從薩科齊向利比亞派出法國哲學家貝爾納．亨利—勒維
接觸反對派以後，法國立場發生突變。薩科齊在未告知外長朱佩的情況
下，就宣佈承認利比亞反對派為「惟一合法代表」，導致法利斷交。這時，
法國就不得不將推翻卡扎菲政權列為首要外交目標。

事實上法國與利比亞在另外一個問題上存在㠥嚴重分歧，即法國主張的
環地中海聯盟的倡議，遭到利比亞的抵制。而環地中海聯盟對於法國來說
是至關重要的，法國將之視為對抗德國崛起的一步重要棋子。據法國《新
觀察家》雜誌透露，法國總統薩科齊在會見利比亞反對派時，不但全部答
應對方的條件，而且當對方提出，是否要等翌日歐盟峰會後才宣佈，薩科
齊卻表示可以由利比亞反對派立即宣佈，此舉顯然是針對德國。

危及西方利益 「國際社會」合擊
此外，阿拉伯世界爆發的民眾起義，進一步使美國和西方的勢力在阿拉

伯西亞—北非地區遭到削弱。美國和西方在阿拉伯世界豢養了一批披㠥民
主外衣的獨裁者，惟美國和西方馬首是瞻，為西方提供石油資源，並為西
方抵禦極端伊斯蘭勢力。

因此，當阿拉伯世界發生廣泛民眾起義時，西方一方面直接支持一些忠
實於西方的國家對民眾起義進行鎮壓，如巴林；另一方面則需要直接運用
武力，來警示阿拉伯各國首都，順西方者昌、逆西方者亡。這樣，利比亞
戰爭將從長期戰略威懾角度再次向世界宣示，西方仍然是世界的主人。除
了西方，阿拉伯世界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依靠。

從周六下午5時45分法國幻影戰

機向利比亞政府軍一輛軍車開火並

將其擊毀始，拉開了西方多國軍事

打擊利比亞的帷幕。這次軍事行動

來得非常突兀、倉促；而且主導這次行動的竟是曾帶頭反對

美國發動侵伊戰爭的「反戰國家」──法國。究竟「國際社

會」為什麼要攻擊利比亞、法國為什麼要帶頭承擔起這一攻

擊呢？ ■香港文匯報駐法特約記者 鄭若麟

兩大私利驅動
法國帶頭攻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何凡 北京報道）本月
23日至4月2日，中國中東問題特使吳思科將訪問以色
列、巴勒斯坦、敘利亞、黎巴嫩、卡塔爾五國，展開
外交斡旋。吳思科臨行前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此
行主要將就中東和平進程和當前地區局勢與有關各方
交換意見，了解當前局勢和各方看法，介紹中方立
場。

據了解，吳思科一行於今日上午從北京啟程。至於中
國將在中東發揮何種作用，有國際問題學者向香港文匯
報指出，中方一直堅持平等互利，不干涉別國內政原
則，並會尊重當地民眾的選擇。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
之一的中國，仍會繼續展開穿梭外交，勸和促談，以和
平手段解決矛盾和問題發揮積極作用。

過去一段時間以來，中東局勢一直高度緊張。本月6

日至12日，中國副外長翟雋曾先後對阿爾及利亞、突尼
斯、埃及和沙特四國進行了工作訪問。翟雋向有關各方
強調，中東國家事務應由其自行處理，不應受到外部干
涉；中方願為維護中東地區的穩定與發展繼續發揮建設
性作用。

另據透露，中國目前仍有約20多名外交官未有撤離
利比亞，繼續留在中國駐利比亞大使館內堅持處理外

交事務。

楊潔篪冀利比亞盡快穩定
另一方面，外交部長楊潔篪昨日指出，中國不贊成

在國際關係中使用武力。楊潔篪表示，中方高度關注
利比亞局勢的發展，已對向利比亞進行軍事打擊表示
遺憾。

中方主張遵循《聯合國憲章》的宗旨與原則以及相關
國際法準則，尊重利比亞的主權、獨立、統一和領土完
整。中方希望利比亞局勢盡快恢復穩定，避免武裝衝突
升級造成更多平民傷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越山 北京報道）中國著名中東
問題研究專家李紹先昨日在北京表示，如果卡扎菲武裝
力量宣佈全面停火是真實的，這不失為多國部隊見好就

收的信號。而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安全與軍控研究
所所長李偉則分析，外國動用地面部隊進入利比亞的可能性
不大。

多國部隊應見好就收
李偉表示，隨㠥戰況的發展，西方國家擴大打擊規模，動

用空降部隊或地面部隊進入利比亞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北約僅僅通過空
襲、導彈打擊就足以摧毀卡扎菲主要的軍事力量，畢竟利比亞軍事實力與
北約懸殊太大。採取地面進攻的方式，可能會導致阿拉伯國家與西方世界
的矛盾進一步深化。

李紹先認為，法國此次在襲擊利比亞中爭做排頭兵，出於法國重塑大國
地位的考慮。在利比亞局勢出現動盪以後，法國第一個承認班加西過渡委
員會；但沒想到，卡扎菲其後不僅挺住而且進行了強有力的反攻，收復了
很多失地，這使法國非常尷尬。所以，在整個後來醞釀干預中法國一直非
常積極走在前面。

阿聯盟批空襲釀平民傷亡
阿拉伯聯盟秘書長穆薩昨稱，阿拉伯國家雖然支持在利比亞設禁

飛區，但不希望見到西方強權發動軍事攻擊，傷害平民。他說：
「利比亞發生的情況與設禁飛區一事相悖，我們要的是保護平民而
非轟炸更多平民。」

穆薩呼籲阿拉伯聯盟召開緊急會議，商討阿拉伯國家局勢，尤其
是利比亞的情況。他又批評聯軍向利國發動海空轟炸，造成許多平
民傷亡，要求有關方面就攻擊利國事件提交報告。 ■綜合報道

3外國記者在利比亞失蹤
法新社報道，兩名派駐利比亞的採訪人員上周五在東部城鎮圖卜

魯格工作時失蹤。38歲的記者克拉克及45歲攝影師施密特，上周五
曾向法新社發出電郵，表示將由圖卜魯格出發往35公里外的地方工
作。他們計劃與反對派領袖會面，並採訪逃避戰火的難民，同行有
Getty Images攝影師雷德勒。但其後法新社失去3人的消息。

另外，土耳其官員表示，4名早前被捕的《紐約時報》記者已獲
釋，稍後回國。 ■法新社/美聯社

中國特使明訪中東5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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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周日舉行首輪地方選

舉，總統薩科齊領導的保守

派陣營，不敵以社會黨為首

的左翼反對派，令薩科齊明

年尋求連任蒙上陰影。極右

國民陣線成績斐然，聲勢大

壯。

今次選舉被視為明年總統

及國會選舉的前哨戰，投票

率只有創新低的45%。在已

點算的86%選票中，左翼陣

營獲48%，總統的中間偏右陣陣營獲32.5%，反移民路線的國民陣線獲15%。

有選舉調查指出，執政人民運動聯盟只獲16%選票，稍高於國民陣線。

執政黨發言人表示，由於低投票率，不可能就此作出任何結論。事實上，

薩科齊在就業、改善國民生活水平及移民政策上乏善可陳，民望每況愈下，

成為法國近年其中一位最不受歡迎的總統。最新民調顯示，薩科齊的支持度

跌至29% ■路透社/法新社

法首輪地方選舉
執政黨落敗

香港文匯報訊 據美國媒體報道，美國政府內部在設立禁飛區和對利比亞實

施軍事打擊的問題上存在分歧，以副總統拜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

國務卿希拉里等為代表的主戰派認為，卡扎菲的軍事行動是一場「人道主義

災難」，如果不進行干預，卡扎菲將完全控制局勢，並終結「中東民主革命的

浪潮」。

而以國防部長蓋茨、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多尼倫及其副手麥克唐納為代表的

謹慎派認為，目前美國兩黨正在為削減預算問題而爭鬥，建立禁飛區耗資巨

大，無法通過國會這一關。加上，一旦利比亞局勢升級，盟軍可能不得不捲

入另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目前，美國已糾纏在兩場還談不上結束的戰爭中

—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美國如果再陷入「第三場戰爭」，不僅財力、人

力無法承受，還會引發民意的強烈反彈。

兩派觀點的嚴重分歧也正是奧巴馬政府一直對軍事干預利比亞猶豫不決的

最重要原因。

美國不願進行「第三場戰爭」

地面進攻利國機會不大

■ 法 國 士 兵 駕 駛
「陣風」戰機準備
出擊。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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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曾與利比亞關係密切，總統薩科齊07年更接
待卡扎菲到訪。 網上圖片

■當地民眾佔據政府軍坦克。 路透社

薩氏博連任籌碼 圖建地中海抗德聯盟

■利比亞民眾反對西方國
家的空襲行動，批評他們
旨在奪取石油。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