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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政府示威浪潮席捲中東北非多國政壇大變天。　

阿爾及利亞
1月開始爆發示威浪潮，抗議食物價格急升；2月

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倒台後，首都阿爾及爾再有民眾
上街爭取民主改革，政府出動大批武警阻撓示威人
士遊行。民眾無視政府警告，逾400人被捕，但政府
也解除了實施19年的緊急狀態令。

巴林
受反政府浪潮影響，巴林亦爆發示威，更成為國

內什葉派（佔人口大多數）與遜尼派統治階層的衝
突。巴林當局以武力驅散示威者，該國王室3月向沙
特借援兵鎮壓，並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直至6月
才解除。什葉派反對派示威人士被大舉搜捕，為示
威者治療的醫護人員也被判入獄，什葉派及遜尼派7
月展開和談。

埃及
埃及首都開羅1月陸續有民眾上街示威，示威者指

責總統穆巴拉克長期鐵腕統治，示威演變成警民衝
突，造成民眾傷亡。總統穆巴拉克頒布宵禁令，由
軍方接管治安，並下令手機網絡商暫停服務。
穆巴拉克於1月29日宣布解散內閣，並任命新內閣

成員，但拒絕下台。國內示威持續，國外壓力日
增，穆巴拉克最終於2月11日宣布辭職，把權力移交
給軍方。穆巴拉克及其子其後被捕，被控貪污及武
力鎮壓示威等罪名，執掌埃及30年的強人總統最終
淪為籠中被告。
但強人下台未為埃及帶來安定，國內教派衝突持

續，同時民眾對接管政權的軍方不滿日增，要求軍
方交權的聲音此起彼落，示威衝突仍未完全平息。

伊朗
2月起當地反對派於首都德黑蘭策劃多個大型反政

府示威，3月1日示威者跟警方發生衝突，警方出動
催淚彈驅散群眾。

伊拉克
「阿拉伯之春」蔓延至伊拉克，2月起全國多處發

生暴亂，政府及政黨總部成為目標，其間發生多宗
警員開槍射殺示威者，民主政府岌岌可危。伊拉克
總理馬利基多次讓步，表明會減薪及不爭取連任，
又訂立100天限期，好讓內閣改善民生及打擊貪污行

為。6月10日的反政府示威被武力鎮壓，有示威者被
政府支持者用棍棒打。

約旦
經濟陷入困境，政府貪污問題猖獗，1月有大型反

政府示威行動，但比其他阿拉伯國家溫和。國王阿
卜杜拉二世2月1日隨即宣布撤換首相及重組新政
府，但新總理巴希特同樣引來群眾不滿，人民要求
舉行大選。阿卜杜拉二世於3月15日訂立3個月限
期，落實政治改革，並修改選舉憲法。巴希特於10
月辭職。

科威特
民眾2月發動示威行動，反對貪污，要求提高國內

政治自由，並要求總理薩巴赫下台。動盪政治局勢
延續，民眾闖入國會反對薩巴赫。

黎巴嫩
政局混亂，反對派集體辭職令政府垮台，示威者

於2月上街要求推翻宗派系統，反對分裂局面。真主
黨及其盟友推翻政府5個月後，總理於6月組成新政
府，真主黨坐擁更多權力。

利比亞
中東示威浪潮於2月蔓延至利比亞，反政府示威者

與親政府人士爆發流血衝突，軍警鎮壓示威者，多
人遭殺害。示威浪潮演變為內戰，反對派「革命軍」
跟政府軍展開激烈戰爭，國際間紛紛譴責利比亞領
導人卡扎菲，並實施制裁，北約實施空襲。
反對派於8月控制首都的黎波里，意味「狂人」政

權終結。卡扎菲最終於10月20日命喪家鄉，是中東
示威浪潮以來首名遭人民擊斃的強人。過渡政府於
10月23日宣布利比亞解放。

摩洛哥
首都拉巴特2月爆發示威，抗議君主體制，要求進

行改革改善民生，其他城市發生零星暴力示威。國
王穆罕默德六世於3月9日宣布全面修改現有憲法，
加強民主改革，並以全民公投表決改革方案。國會
選舉於11月舉行。

阿曼
2月發生暴力示威，政府大樓起火，警方殺死1名

示威者。政府其後出動軍隊，駐守首都馬斯喀特北

面鄰近阿聯酋邊境地區。15名示威者於6月因參與暴
動被判入獄1個月至1年，主要控罪是搶掠及破壞政
府建築。

沙特阿拉伯
民眾於3月舉行多次示威遊行，其中在沙特東部蓋

提夫，有目擊者表示看到警方開槍射傷3名示威者，
幸而其後的示威都是和平進行。

敘利亞
敘利亞亦成為另一塊「革命骨牌」，3月示威爆發

後，總統巴沙爾鎮壓示威。敘利亞內閣3月29日集體
辭職，但未能平息民怨，軍隊開始介入鎮壓示威。
巴沙爾4月取消實施近50年的緊急狀態，同時採取鎮
壓及加強民眾對話的策略，但當局血腥鎮壓，引來
多國及國際組織制裁，包括阿拉伯聯盟。

突尼斯
「茉莉花革命」發源地。失業大學畢業生在街邊

賣蔬果，但被地方巡官沒收其貨物，及後又被人掌
摑及毆打，他憤而自焚，結果激起全國示威，對抗
官僚政治及貪污問題，其後更蔓延至其他阿拉伯國
家。總統本．阿里於1月14日逃亡到沙特阿拉伯，成
為中東、北非示威浪潮中首名倒台領袖。
代替總統職務的總理加努希於2月27日辭職，法庭

6月對前總統本．阿里進行缺席審訊，並於6月20日
以挪用公款、洗黑錢及販毒等罪名，判處本．阿里
及其妻子特拉布勒西分別監禁35年、罰款6,400萬美
元(約5億港元)。法庭7月再判處本．阿里販賣毒品、
槍械及考古工藝品罪名成立，監禁15年半。

也門
2月11日爆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要求統治32年的

總統薩利赫下台。示威者與親政府分子於首都薩那發
生多次衝突，薩利赫作出多次讓步，包括不爭取連
任、不傳位給兒子，以及跟反對派就分權對話，但拒
絕下台。示威愈演愈烈，薩利赫宣布新憲法移交權力
至國會制度遭拒，於3月18日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
態，其間發生多次血腥鎮壓事件。薩利赫6月於總統
府被反對派炮彈炸傷，多月以來一直在沙特治療。
薩利赫多次反口後，最終於11月23日簽署海灣阿

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海合會）所擬定的權力移交
協議，將全部權力移交副總統，結束33年的統治，
以下台換取司法豁免權。 ■《華盛頓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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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數十萬示威者2月湧到首都開羅解放廣場，
慶祝掌權30年的前總統穆巴拉克下台，然而9

個月後民眾不滿軍方擴大權力，在變天後首個國會選
舉前夕再度上街抗爭，軍警衝突畫面重演。前總理謝
拉夫被批對軍方唯命是從，軍方迫於無奈妥協，換上
年長的「舊面孔」詹祖里執掌內閣，但解放廣場的示
威者顯然不滿意。

埃及多派對峙選舉成考驗
事實上踏入2012年，埃及局勢仍然令人擔憂，原因

是國內形勢複雜。除了軍方與示威者的對立，自由派
與以「穆斯林兄弟會」為首的伊斯蘭勢力之不和，以
及穆斯林和科普特基督教徒的宗教對峙，都可能使埃
及亂局一發不可收拾。
埃及明年將陸續舉行多場選舉，如果處理不慎，恐

怕只會使埃及亂上加亂。
至於利比亞，反對派在北約協助下推翻「狂人」卡

扎菲42年的鐵腕管治，但國內同樣面對勢力割據、群
雄無首的局面，如何重建戰後經濟，平衡各方利益，
並游說民眾棄械，將影響國家能否長期維持穩定。

利比亞軍人復仇心切私刑氾濫
自利比亞前領袖卡扎菲10月被擒，繼而懷疑遭私自

處決後，國際一直關注當地人權狀況。事實上，現時
推翻卡扎菲的「革命軍」部隊都無意解除武裝，他們
復仇心切，很多年青的革命軍及伊斯蘭教徒，都咬牙
切齒想追捕所有與舊政權有關的人，他們執行私刑，
為內戰中被殺或被囚的親屬報復。有居於蘇爾特的平
民稱，當地人正面臨持續的「恐怖統治」，可能延續
明年。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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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突尼斯民眾推翻前總統本．阿里，一場「阿拉伯之春」席捲至多個北非及中東國

家，埃及、利比亞及也門領袖年內相繼下台或被推翻。展望2012年，各個變天國家仍然

面對暴力事件不絕等難題，直接影響政權過渡和穩定，區內局勢明年很大機會仍然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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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向來是中東火藥庫之一，2012
年亦然。伊朗近日高調威脅封鎖霍爾
木茲海峽，令海灣局勢緊張，美國國
防部及駐紮巴林的美軍第五艦隊前日
紛紛強硬回應，警告「不能容忍」干
預石油運輸的做法，已做好回擊準
備。美軍證實，旗下最巨型航空母艦
之一的「史坦尼斯」號已經進入霍爾
木茲海峽，伊朗更指該艦已駛進該國
海軍的演習水域。
伊朗上周六起在霍爾木茲海峽進行

大規模軍演，軍演發言人穆薩維昨日
表示，伊朗戰機偵測到美軍航母駛進
該水域，警告會根據國際法對不尊重
他國演習保安規定的勢力採取行動。
五角大樓發言人利特爾前日證實，
「史坦尼斯」號航母及導彈巡洋艦
「莫比爾灣」號駛經當地，但強調是
預先計劃好的例行航行。

海灣國家經濟生命線
利特爾表示，霍爾木茲海峽關乎地

區安全及穩定，亦是海灣地區國家的
經濟生命線，伊朗難以獨善其身。第
五艦隊發言人也放言，稱海峽的商品
流動對當地及全球繁榮極為重要，
「美國海軍已做好準備反擊險惡舉
動，確保航行自由。」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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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海軍潛艇及士兵在霍爾木茲海
峽進行大規模軍演。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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