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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
2月7至23日

2月/3月
4月5日

4月27日
4月30日

4月
5月22至25日
6月4至5日

6月6日
6月12日至7月13日

8月1日
8月14，28日
9月4至5日

9月18日
10月5日
11月4日

12月3至14日

敘利亞 日內瓦敘利亞國際和平會議
俄羅斯 索契冬季奧運會
埃及 國會選舉
阿富汗 總統選舉
梵蒂岡 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若望二十三世封聖
伊拉克 國會選舉
南非 國會選舉
歐盟 歐洲議會選舉
俄羅斯 索契八國集團(G8)峰會
法國 盟軍登陸諾曼底70周年
巴西 世界盃
歐洲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00周年
土耳其 總統選舉
英國 北約峰會
蘇格蘭 獨立公投
巴西 國會選舉
美國 國會及州政府中期選舉
秘魯 利馬氣候變化峰會，195國家代表將出席

2014全球大事

過去10年來，新興經濟體政治和經濟地位不斷
提升，故西方不少分析師將「國際影響力正由

美國轉向中國」掛在口邊。在國際政治領域，奧巴
馬今年無疑處於「守勢」，對內因黨爭導致政府停
運，對外則從阿富汗撤軍，相反中國的全球影響力
持續增加，俄羅斯更是聲勢凌厲，明年美國能否扭
轉「敗局」，就看奧巴馬的功力。

中美經濟增長料收窄
今年以來，美國經濟和就業有改善跡象，銀行業
問題將逐步解決，加上頁岩氣產量漸增，中美經濟
增長差距將收窄，美國有望重振自身對全球增長的
推動力，甚至超越中國。明年全球將有不少機會讓
奧巴馬一展身手，包括伊朗核問題、以巴和談、自
由貿易談判以至拉美在後查韋斯時代的整合。
回顧歷史，以往的美國總統在第二任期都選擇聚
焦外交，考慮到奧巴馬對改革美國內政興趣不大，
他可能也尋求在國際事務上有所建樹。

削支衝擊美軍部署
然而，華府與國會今年為預算問題爭論不休，年
初啟動的自動削支機制大砍國防預算，未來10年須

緊縮軍費，將衝擊美軍在全球軍力部署，實際影響
於明年發布的《四年國防評估報告》可見端倪。
隨着中國等新興國家崛起，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如履薄冰。部分美國戰略家紛紛發聲，指美國須回
應其他勢力崛起，以外交甚至軍事手段表明美國仍
是全球領袖，但從奧巴馬最初高調威脅攻打敘利
亞，到最後抓着俄羅斯提出的銷毀化武協議作下台
階，似乎凸顯了美國有心無力。
除敘利亞危機，美國在中東還面對不少難題，最
棘手當數伊朗。縱使華府一再強調不排除採取軍事
行動迫伊朗棄核，但看在伊朗總統魯哈尼和民眾眼
裡，奧巴馬更像一隻無牙老虎。
美國在處理外交問題上不斷拋出「紅線」，最終

又舉棋不定，導致威 信漸失。英國《金融時報》
專欄作家拉赫 曼預計曼預計，，中俄在國際中俄在國際
舞台將更活舞台將更活 躍躍，，中國在應對主權中國在應對主權
問題上將問題上將 採取更強硬態度採取更強硬態度，，
俄國總統普俄國總統普 京則會拓展在前蘇京則會拓展在前蘇
聯國家和中聯國家和中 東的影響力東的影響力。。明年明年
美國超級大美國超級大 國的地位如何國的地位如何，，將視將視
乎對手會對乎對手會對 其作出多大程度的挑其作出多大程度的挑
戰。

中俄影響力增 斯諾登剃華府眼眉

重建全球領導地位
美挑戰滿途
美國一直以世界警察自居，但今年斯諾登事件、財政爭議和敘利亞問題等重創華

府，使其在國際舞台處於捱打狀態。隨着經濟復甦上軌道，預計總統奧巴馬明年將重

整旗鼓，以期重建美國領導地位。然而，由於中國和俄羅斯在國際舞台影響力日增，

美國東山再起將面臨嚴峻挑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鍾洲、陳國麟、張易

美國總統奧巴馬今年展開新一屆任期，但不論內政
外交洋相盡出，國會兩黨對立令政府淪為「跛腳
鴨」。國會中期選舉明年11月舉行，一旦共和
黨重掌參議院，將是2006年以來再次同時控制
兩院，屆時白宮無論想推行任何政策，共和黨
勢必強勢阻撓，奧巴馬根本無法管治。
中期選舉將改選參院100席中的33席，以

及眾院全部435席。根據往績，入主白宮的
政黨在中期選舉大多會流失議席，加上共和
黨在2010年選區重新劃分後進一步鞏固鐵
票，要繼續掌控眾院可說十拿九穩，意味
共和黨可集中火力爭奪參院議席。只要
共和黨成功從民主黨搶走6席，便可重
奪參院控制權，抗衡奧巴馬。
「奧巴馬醫保」一團糟、民望屢創
新低、經濟和就業市場復甦緩慢等，均
利好共和黨選情。香港浸會大學歐洲文
獻中心主任楊達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
為增加大選勝算，共和黨可能強化「基層
保守」路線，在同性婚姻、墮胎等議題拉
攏拉美裔選民或其他保守人士。

中期選舉恐失參院
奧巴馬「斷臂」

今年全球政局屢經跌宕，香港浸會大學歐洲文獻
中心主任楊達接受本報訪問時預計，不少大事件將
在明年繼續影響全球局勢，其中進駐阿富汗長達10
年的北約維和部隊將於明年底撤走，是明年全球頭
號大事。

北約撤出阿富汗
阿富汗與中國、印度、俄羅斯多個地緣政治關鍵

力量接壤，涉及恐怖主義、跨國販毒等重要議題，
牽動中亞穩定。鑑於卡爾扎伊政府缺乏威信、阿富
汗軍力薄弱，楊達認為北約撤軍可能引發新一輪局
勢動盪，塔利班組織有機會東山再起。另一方面，
在國際舞台影響力日增的中俄印，也可能扮演關鍵
角色，間接維繫區內穩定。

朝鮮半島局勢
朝鮮「二號人物」張成澤被處死，不少西方媒體

視為朝鮮動盪的先兆，對此楊達不認同。他表示朝
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執政能力被低估，實際表現並
無外界想像般差。由於韓國總統朴槿惠對朝政策較
前任的李明博溫和，而且經歷開城工業園區停運風
波後，美國希望朝鮮半島維持現狀，故楊達相信明
年朝鮮局勢保持穩定。

歐盟東擴
俄羅斯今年向烏克蘭施加政經壓力，迫後者放棄

入歐。未來會否以同樣手法，阻止其他前蘇聯國家
入歐？楊達回顧歐盟東擴進程，相信俄國只會爭取
白俄羅斯、阿塞拜疆，亞美尼亞等核心利益或高加
索地區國家，對於經濟與對外關係無甚緊密的前蘇
聯國家，則會表現得無所謂。

中東局勢
美國伊朗核談判今年

出現進展，楊達指，兩
國若能克服國內鷹派壓
力，核談判將出現可喜
進展。敘利亞內戰則反
映伊朗與沙特阿拉伯的
「代理人戰爭」，倘兩
國關係總體升溫，會對
中東局勢起到積極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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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區經濟今年有所好轉，終結
長達18個月的衰退，但不代表明
年會一帆風順。歐元區在金融危機
後厲行緊縮，民眾生活雪上加霜、
怨聲四起，造就疑歐派勢力崛起，
令歐盟一體化進程蒙上陰霾。當中
法國示威不絕，總統奧朗德民望跌
至歷史新低，明年很可能成為歐洲
火藥桶，「炸散」歐元區政治融
合。
歐盟在歐債危機後致力推動成立

銀行業聯盟，為推動政治一體化鋪
路，但疑歐勢力恐令計劃觸礁。英

國獨立黨憑藉煽動反歐情緒，在政
壇異軍突起，甚至在地區選舉挫敗
執政保守黨，迫卡梅倫提議全英舉
行脫歐公投，可見疑歐勢力崛起令
歐盟內部出現裂痕。
明年歐洲最大隱憂之一是法國，

奧朗德去年5月上台後極力加稅削
支，被選民狠批違反選舉諾言，民
望跌至15%，創二戰後歷任法國總
統的新低。疑歐派及民粹力量明年
在法國大有冒起之勢，奧朗德在此
情況下推動歐盟一體化，將是場豪
賭。

疑歐派崛起
法恐「炸散」歐洲整合

英國雖然後年才舉行大選，
但朝野政黨明年預先打響前哨
戰。首相卡梅倫今年施政多阻
滯，極右政治勢力崛起、國民
保健服務(NHS)屢現醜聞、東
歐移民湧入令政府左右為難，
這都拖累卡梅倫及其執政聯盟
的民望，令在野工黨看到重奪
政權的希望。卡梅倫要在未來
12個月緩解一系列施政危機，
同時打擊在野工黨氣勢，時間
已所剩無幾。
近日最鬧得不可開交的，莫

過於移民限制。明年元旦起，
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人在歐盟
內的流動限制將到期，屆時可
自由出入歐洲，相對富裕的英
國自然成為首選移民地。這使
英國極右勢力和疑歐派有更多
興風作浪的空間，令執政聯盟
選情出現更多變數。
若保守黨在明年5月的歐洲
議會選舉被疑歐派擊敗，黨內
右翼將向卡梅倫施加更大壓
力，迫他進一步收緊移民政
策。

卡梅倫戰在野工黨
大選前拆彈













斯諾登揭發監控

美國今年回顧

頁岩氣產量漸增

民眾抗議美國攻敘民眾抗議美國攻敘

■■美國總統奧巴馬美國總統奧巴馬

安倍怕短命 拜鬼修憲拉攏右翼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去年底帶領自民黨重

掌政權，一年來成功控制參眾兩院，在領
土、推動集體自衛權等爭議上得寸進尺。他
日前參拜靖國神社，除了一圓「拜鬼心
願」，亦是為拉攏日益強大的右翼勢力支
持，希望真正穩固政權，避免成為另一個
「短命首相」。在這基礎上，安倍明年極可

能採取實際措施「重新演繹」乃至修改和平
憲法，將自衛隊變成正式軍隊。
安倍推出「三支箭」經濟改革之餘，多

次毫不掩飾修憲立場。如今悍然「拜鬼」，
反映安倍政權希望將經濟政策成果與政治目
標連繫起來，建立強勢、有作為領袖的形
象。

然而，安倍在外交上野心太大，自然引
起國際社會警惕和制衡。日本—東盟峰會本
月初在東京舉行，安倍大力拉攏東盟各國，
以彌補與鄰國中、韓關係惡化的外交缺口。
鑑於東盟預定在2015年成立經濟共同體，
東盟將小心處理與日本的關係，以免與中國
的經濟聯繫受損，累及經濟共同體的發展。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