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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11」紀念日前夕，紐約及華盛頓因華府接獲恐襲情報而
人心惶惶之際，一批黑客前晚入侵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新聞台

(NBC News)的微博twitter帳號，發布3則虛假訊息(見右圖)，
指世貿中心遺址再遭恐襲。NBC事後發聲明譴責黑客。

從@nbcnews帳號發出的第1則不實訊息內容是：「這
不是笑話，紐約世貿中心遺址剛剛遭到攻擊，我們記
者正試圖抵達現場。」第2則訊息聲稱一架飛機被騎
劫，墜毀在遺址。

第3則不實訊息說：「突發新聞！世貿遺址
方才遭到攻擊，5736號班機在此墜毀，疑

似遭劫機，事件還在發展。」正當網民
因消息起哄時，帳號
旋即再發出另一則訊
息稱：「@NBCNews
剛被Script Kiddies(著
名黑客組織『匿名者』
的分支)駭入。」
■法新社/美聯社

911

911後，紐約和華盛頓瀰漫恐怖氣氛，更引發一場反恐戰。美
國政府不惜扭曲法律制度，犧牲無數軍人，甚至削弱美國

的全球影響力，欲置拉登死地。10年後的今天，阿富汗仍有近10萬名
美軍駐守，近7,500名美國及盟國軍人客死異鄉；而打仗的錢都是借來
的，美國從此債台高築。

布什走火入魔 正中拉登下懷
「911」可能是美國命運的一大分水嶺。恐襲前，美國超級大國的

地位似乎難出其右，遍地黃金，繁華盛世景象是現今無法想像的。但
當被騎劫的客機撞向世貿一刻開始，美國就好像跟 大樓一同墜落。
除了賠上3,000條性命，更大大打擊美國精神，國家安全漏洞更表露無
遺，拉登的確贏了邪惡一仗。

面對恐襲，美國的反應或反而使拉登進一步得逞。卡內基國際和平
基金會學者羅特科普夫認為，美國在恐襲後患上「創傷後壓力心理障
礙症」(PTSD)，前總統布什反應過敏，向全球恐怖分子宣戰，結果走
火入魔。美國價值被迫放棄，這一切比拉登的襲擊更恐怖，影響更深
遠，正中拉登下懷。

布什要恐怖分子在世上無容身之地。結果呢？在阿富汗10年的困獸
鬥，美軍傷亡慘重；以「藏大殺傷力武器」為由入侵伊拉克，遭同盟
疏遠；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醜聞，玷污美國的國際形象；嚴刑拷問懷
疑恐怖分子，粉碎美國的憲法結構；戰爭花錢如流水，經濟疲弱無力
遏止債務危機。

經濟差逢新興國崛起 內憂外患
最大隱憂，還是拉登的殘餘勢力，亦因此美國政府為了加強保安，

被批評剝削公民自由。不過，拉登發動全球聖戰的計劃始終未能實
現，很多伊斯蘭教徒亦抗拒其理念。即使如此，美國最大的威脅並未
消失，因為早在拉登前，美國就已出現長期衰退趨勢。加上中國、印
度和巴西等國崛起，以及美國財政赤字和失業率等內憂外患，跟反恐
戰相比，美國可能面臨更嚴峻的挑戰。 ■法新社

「911」後，美國發動反恐戰爭，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追捕近10年，終於擊斃恐怖組

織「基地」領袖拉登。然而，美國仍跟「基地」殘餘勢力苦苦糾纏，報復襲擊沒完沒

了。10年過去，這場反恐戰，到底是美國勝？還是拉登勝？還是根本無可言勝？

「911」10周年之際，曾是美國反
恐戰最親密盟友的英國，其首相卡
梅倫(下圖)接受卡塔爾半島電視台
專訪，坦承在「911」後，英美採
取了一些錯誤舉措，包括建立惡名
昭彰的關塔那摩監獄，以及將恐怖
疑犯非法轉移至海外嚴刑逼供等，
引致英美「喪失部分道德權威」。

近日再有報道指，英國情報人員
與美國合謀非法引渡懷疑恐怖分子
到一些能施酷刑逼供的國家。卡梅
倫去年已下令徹查虐待恐怖疑犯事
件，他在訪問中表明酷刑是錯的，
強調英國不會施以虐待。

卡梅倫又指英國支持聯合國對利
比亞的決議，協助該國實現和平，
以及巨額賠償與英有聯繫的關塔那
摩囚犯，均證明英美聯盟致力重拾
道德威信。

妻當年身處紐約失聯
他亦提到，當年懷孕2個月的妻子薩曼莎，於「911」當天正在曼

哈頓公幹，雖然地點距離世貿數英里，但因恐襲後電話網絡大擠
塞，他花了5小時打電話也找不到她，一度擔心她可能客死異鄉。

英國《每日郵報》前日報道，「911」後，英美領袖專注反恐
戰，漠視國家面對的重大經濟挑戰。報道稱，單是英國已花掉
180億英鎊(約2,229億港元)反恐，在伊
拉克和阿富汗等地掀起無止境的
戰爭，犧牲軍人生命，更違背
英國政治的傳統精神，危害

公民自由。美國的軍費更驚人，
在伊戰上花掉8,020億美元(約6.3
萬億港元)。

美國前總統布什不增稅
削支，而是選擇借
貸打仗，結果令
國家財政陷入困
境。英美無視經
濟危機，對於歐
洲銀行體系掉進
深 淵 是 責 無 旁
貸。
■《每日郵報》/

法新社

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反恐戰進入尾
聲，拉登被擊斃，美國人感到威脅減
弱，加上美國政府債台高築，國防開支
縮減，意味國防工業黃金10年結束。國
防工業相關股份首當其衝跑輸大市，在
過去6個月，標普500指數中的國防工業
股下跌16%，而標指同期僅下跌11%。

國防預算膨脹逾倍
「911」迫使美軍積極發展先進技術，

這10年間，國防預算增加超過一倍，從
3,160億美元(約2.5萬億港元)增至7,080億
(約5.5萬億港元)，國防工業每年獲利是
之前的4倍，去年盈利接近250億美元(約

1,949億港
元)。現

時 國
防

開支減少，業內利潤自然下降。國際戰
略研究中心國防工業分析員稱：「美國
國防工業正處於過山車向下的一段。」

國會早前同意，未來10年削減國防開
支3,500億美元(約2.7萬億港元)，若11月
前減赤法案未能通過，將自動再削減
5,000億美元(約3.9萬億港元)。

除了國防預算，國土安全開支也激
增，包括用於機場保安和邊境管制等。
去年各聯邦機構包括國土安全部，共花
費700億美元(約5,457億港元)在反恐上，
而2003年國安部成立時，花費僅370億美
元(約2,884億港元)。

大部分國防預算流入5家國防承包商，
包括洛歇馬丁、波音、諾斯洛普格魯
曼、通用動力和雷神。英國航空航天系
統公司是第6大，去年獲總值72億美元
(約561億港元)的美軍合同。

各大國防工業公司推出不同的先進軍
備，包括新型裝甲車、可攜導彈無人機
等。為美軍提供服務和支援軍方行動的
公司同樣受惠，包括建立和維持軍事基

地 的 克 勞 格 ． 布 朗
(KBR)，去年取得約47億
美元(約366億港元)合約，
10年前只得約8.6億美元
(約67億港元)。 ■美聯社

反恐軍費高 全美代價更高

今日重建

■有遊客參觀世貿遺址，其背部畫
上「我愛紐約」。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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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10年結束

造成近3,000人死亡的「911」轉眼10年，「基地」領袖拉登曾誓言要使美國「淌血至破產」，他在今年5月
遭美軍殺死，一度令總統奧巴馬贏盡掌聲。但美國兩條主要反恐戰線曠日持久，估計已耗費4萬億美元(約31

萬億港元)，間接觸發近期的債務危機。10年過去，駐外美軍損兵折將，醜聞頻
爆；朝野就是否撤軍爭論不休，但恐襲威脅仍未真正解除，不論政治、經濟

或社會都付出沉重代價。

以小博大 拉登要美破產
美國政府「911」調查報告指出，「基地」恐怖分子騎劫客機撞擊

世貿大樓及華盛頓五角大樓的開支，只需約50萬美元(約390萬港
元)。而民間數據顯示，該次襲擊單在紐約已造成約1,000億美元(約
7,796億港元)經濟損失。

華府受反恐戰事及金融海嘯拖累，過去10年開支大增兩倍，但
同期收入只微升10%。美國債務由2003年3月的6.4萬億美元(約50
萬億港元)，急升至目前逾14萬億美元(約109萬億港元)。拉登以小
博大令美國破產的目標可說「雖不中亦不遠矣」。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呂曉波表示，美國在過去10年顯得力
不從心，與「911」或多或少存在一定關係。他稱，反恐軍費固
然高昂，但駐外軍人返國後，醫療、恩恤及賠償等統統是長期開
支。若美國經濟強勁當然不是問題，但近年美國自身難保，華府
財政自然「爆煲」。

克林頓留下6700億 被布什燒掉
政府庫房在「911」前後一度接近收支平衡，前總統克林頓2001

年1月卸任前，留下860億美元(約6,704億港元)盈餘。呂曉波補
充，美國人自信心驟降，「911」10周年紀念的焦點，可能不在

反恐議題，而是慨嘆美國經濟一沉不起。
兩黨10年來對反恐戰爭論不休，令民眾對政治頓失信

心。民主、共和兩黨的分歧甚至蔓延至多個國內政治問
題，直接影響民生。民主黨籍的奧巴馬上任以來，在醫療
保險、聯邦開支等問題上處處受共和黨掣肘，最近的國
債上限談判更幾乎「擦槍走火」。呂曉波認為，美國民
主政治其中一個吸引之處是妥協的美學，但現在看
來，妥協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法新社/中新社

「911」後，美國大肆發動反恐戰，不但成效未
彰，還導致國內退役軍人自殺潮。伊拉克戰事開始
後，軍人自殺個案急升，在2009年達162人，是
2003年80人的兩倍，大部分死者是低級士兵；而光
是去年，包括現役、後備和國民警衛隊，便合計有
300人自殺。
胡德堡軍事基地將大批美軍送往伊拉克前線，成

為自殺之風最烈的軍事基地，自2003年來已有107
人自殺。得州奇陵基地去年也出現22宗自殺，打破
該基地的紀錄。在北卡羅來納州坎貝爾堡第82空降
師，75名士兵於過去8年間自殺。
今年總數字雖然輕微下降，但32名現役軍人在7月

自殺，已是2009年1月軍方開始記錄的最高數字。
陸軍副參謀長基亞雷利表示對情況感到失望，但

堅持軍方防止自殺計劃有效。他指軍方有派發小冊
子教育士兵，提早發現有自殺傾向的同僚，還設立
小組追蹤死亡個案，從而研究預防對策。但無可否
認的是，這些措施進展乏善足陳。 ■法新社

不堪反恐戰壓力
去年300士兵自殺

「飛機 撞世貿遺址」
NBC    twitter被黑放流料

當年世貿

慘劇策劃者下場

拉 登 扎瓦希里 穆罕默德 奧拉基
「911」恐襲中的
「基地」領袖，但
從未因「911」被
控。被美國起訴策
劃1998年肯尼亞和
坦桑尼亞美國大使
館爆炸案；本年5
月1日在巴基斯坦
被美軍擊殺。

創辦的「埃及伊斯
蘭聖戰組織」於
1998年與「基地」
合併，現為「基地」
領袖，未因「911」
被控，現時在逃。

相信是最初構思
「911」的人，也是
行動統領。2008年
被美國起訴，現時
被關在關塔那摩監
獄，當局正檢討控
罪，再決定是否審
訊。

伊斯蘭教士，擁有
美國和也門雙重國
籍。曾在美國講
道，3名劫機者曾
是座上客，美國相
信他可能發動恐
襲，凍結其資產。
現時是「基地」也
門分支領袖，下落
不明。

穆薩維 阿塔什 卡坦尼 穆佐迪

穆特薩迪格希布赫

阿里

哈烏薩維

至今唯一被定罪的
疑犯。摩洛哥裔法
國人，2001年2月
進入美國，2005年
被定罪，被判終身
監禁。

分別被控收集機場
及飛機保安資料、
企圖成為劫機者、
資助襲擊及協助劫
機者入境等罪名，
最高可判死刑。現
時被關在關塔那
摩。

沙特阿拉伯人，企
圖成為「911」劫
機者，但被拒入
境，隨後在巴基斯
坦和阿富汗邊境被
捕。現時被關在關
塔那摩。

均是摩洛哥人，與
德國漢堡「基地」
細胞小組有聯繫，
該小組被指是策劃
「911」的核心組
織。後者2006年被
德定罪判囚15年，
現於德國服刑；前
者因證據不足脫
罪，被驅逐出境後
返回摩洛哥。

■美聯社

■薩曼莎

「911」後，美軍先後在阿富汗及伊拉克開出兩條
反恐戰線，10年來在戰事上耗資1.28萬億美元(約10萬
億港元)、逾6,000名美軍陣亡，精神問題等無形傷害
更長期困擾退伍軍人，令美軍疲憊不堪。相反，中央
情報局(CIA)卻大肆擴充，由情報搜集機構轉型至反恐
部門，成為「殺人機器」，主力搜捕及獵殺「基地」
組織等的恐怖分子，無人轟炸機至今殺死逾2,000名武

裝分子及平民。
當年美軍花了短短數周，便推翻阿富汗塔利
班政府及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但意料不到

的是，戰事愈拖愈長，無日無之的自殺

式襲擊，令美軍疲於奔命。一場原本以為只是「點到
即止」的戰事，到頭來變成「重建一個國家」的龐大
工程。

CIA被批「無王管」
CIA編制由2001年的300人激增至現時約2,000人，成

為一支新型反恐組織。批評認為，CIA專注反恐後，
無力執行傳統任務，連在「阿拉伯之春」等大事上亦
無法肩負重任。有人權組織亦指CIA對擊殺何人、以
何準則行動等，皆對公眾三緘其口，變成「無王管」
的軍事組織。 ■法新社/《華盛頓郵報》

美軍盡顯疲態 CIA成「殺人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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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年

■「基地」領袖拉登雖被美軍殺
死，但他十年前的一役卻令美國至
今未能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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