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2 國際專題 ■責任編輯：李鍾洲、曾綺珺 ■版面設計：黃力敬 2014年10月7日（星期二）

美助反對派掀「革命」換來無盡動盪

「民主」強加中東 埋「恐怖」禍患顏色
革命
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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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幾個「變
天」的國家陷入
無休止動盪，部
分局勢甚至比之
前更差。埃及重
返軍方統治，很多
曾是「革命」象徵
的自由派淪為階下
囚；利比亞陷入內戰和無政府
狀態；也門人只記得美軍無人機在當地狂轟濫炸，而非推
動民主。

新政權不濟「伊斯蘭國」乘勢崛起
美國精於顛覆政權，但說到扶植有能力的繼任人，則乏善可陳。阿拉伯國
家新政權表現毫無起色，並出現政治真空，讓極端勢力有機可乘。敘利亞政
府在阿拉伯之春中「倖存」下來，華府過去幾年一直要求敘總統巴沙爾下
台，並計劃協助反對派推翻他。然而隨着「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
(ISIL)崛起，美軍戰機被迫在敘利亞空襲ISIL分子，卻很可能讓巴沙爾
鞏固權力，引起敘反對派不滿，批評華府政策混亂。

支持政變 西方僅着眼自身利益
美國把阿拉伯之春定性為「民主革命」，為其搖旗吶喊，向埃及
等地的示威領袖提供訓練和資助，卻避談多個被推翻的政權，本來曾
獲美國扶植或支持。因此，中東有意見批評美國及西方國家以往支持獨
裁者，卻在反對派奪取政權後，立即倒向新政府，認為
西方並非真心支持革命，只因當權者大勢已去，歐美才
試圖借此保障在當地經濟利益及政治影響力。
政權相繼更迭後，中東伊斯蘭政黨憑藉群眾支持抬頭，
它們掀動各地反美情緒升溫，突尼斯、利比亞和埃及的美國大
使館先後遇襲。分析指，美國目前處境非常尷尬，由於不能公然
反對民主原則，難以再大舉干預當地政局，只得眼睜睜看着多年來
在中東及北非的影響力逐漸消失。

■《華盛頓郵報》/《突尼斯時報》

2011年北非和中東爆發「阿拉伯之春」反政府示威浪潮以後，多個政權相繼倒台，美國政

府有份推波助瀾，支援反對派或直接軍事干預。當時西方輿論吹噓中東民主將開花結果，3年

後的今天，只見各國深陷亂局、極端組織乘勢崛起。如今美軍在敘利亞空襲

恐怖分子，反映阿拉伯之春帶來的願景已幻滅，美國只好收拾自己一手造

成的殘局。 對比冠絕全球的軍費開支，華府投放在那些聲稱是「宣
揚民主」的「非政府組織」的資金可謂九牛一毛，但取得
的成果較軍事作戰還要豐厚。以席捲中東的「阿拉伯之

春」為例，很多策劃反政府運動的領袖和參與者，均
接受了這類組織的訓練
或資助。

這些組織包括美
國國際民主

研 究 院
(NDI)、 國
際共和研究
所 (IRI)、自

由之家等等。
NDI與IRI由美國

國會設立，透過美
國 國 家 民 主 基 金 會

(NED)獲得資金，而NED每年
從國會獲得約1億美元(約7.76億港

元)撥款。自由之家則主要從美國政府取
得經費，當中大部分來自國務院。

這些「非政府組織」除為民間運動提供資金，還會
教導運動領袖如何籌辦示威、利用媒體宣傳等。埃及2011

年爆發反政府示威，領導示威的「4月6日青年運動」領袖曾在2008
年獲邀到紐約出席論壇，他們事後坦言學到的知識在發動革命期間十分有用。
「維基解密」公開的美國外交電文顯示，這些「非政府組織」多次成為阿拉伯政府與華府緊

張關係的爭議點，例如在2007年10月9日一份電文中，時任埃及總統穆巴拉克曾表示「非常
質疑美國在推動民主上扮演的角色」。多國政府要求「非政府組織」停止接觸反政府分
子不果後，均對它們的行動實施限制。

成員批合作形同叛國
接受美國「非政府組織」支援對民間運動領袖亦具風險，例如有「4月6日青年運動」

領袖曾在2009年向美國大使館透露，有成員批評領導層與自由之家合作形同「叛國」，
甚至警告會在網上公開一切。根據之後的電文，那些發聲投訴的成員最終均被逐出「4月
6日青年運動」。
部分「非政府組織」對支援外國示威運動直認不諱，但詭辯稱只是教導有關人士知識

和提供資金。美國「中東民主項目」總監麥金納尼在2011年受訪時聲稱：「那些訓練確
實對最終結局構成影響，但這是他們發起的革命。我們沒有觸發它。」 ■《紐約時報》

在「阿拉伯之春」反政府示威中，互聯
網和社交網站扮演重要角色。有學者指出，
阿拉伯國家當時普遍缺乏資訊科技人才和裝
備，西方國家一方面協助中東反對派「網絡翻
牆」，另一方面又迫當地政府大灑金錢，購買
和升級網絡屏蔽設備，從中大賺一筆。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中東問題專家王鎖勞
教授指出，「阿拉伯之春」是帶有鮮明時代特點
的「訊息革命」，利用手機尤其是互聯網等工
具，幫助當地青年人達到「革命」目的。

當時，以流亡國外的反對派和本國示威者為一
方，以中東各國政府為另一方，雙方展開網絡
「屏蔽」與「反屏蔽」爭鬥，而這兩種技術都由
西方公司開發。中東政府通過網絡監管手段，識
別活躍於網上的反對派，切斷他們之間的聯繫、
阻礙發布訊息，並通過網絡位置追捕他們。然而
2011年美國國務院宣布，提供2,000多萬美元(約
1.55億港元)資金，研發軟件助中東網民躲避網絡
審查，亦即是說，網絡的「矛」和「盾」都來自
西方。 ■綜合報道

埃及軍方去年強行推翻該國首位民選總
統穆爾西，高舉民主大旗的美國不僅未哼一聲，政
府文件更揭露原來美國一直支援反對派政客和社運
分子，在埃及煽動暴力浪潮，引致社會動盪。這不
僅違反埃及法例規定禁止外國政治資助，亦涉嫌違
反美國政府規定稱「納稅人金錢不得用於資助針對
民選政府的外國政客或活動」。
「911」恐襲後，美國布什政府在2002年啟動
「中東夥伴計劃」(MEPI)，試圖增加華府在中東的
政治影響力。聯邦補助金資料庫顯示，截至去年，
華府已在中東地區的「民主計劃」投放近9億美元
(約70億港元)，而國家民主基金會(NED)便是華府向
埃及反對派運送資金的其中一個主要途徑。

流亡前警官獲金援
煽動「燒死乘客」
數據顯示，NED曾花數
年時間，分批把12萬美元
(約93萬港元)款項送給一名
以鼓吹暴力著稱的流亡前埃
及警官蘇萊曼，明顯違反
NED只可接觸海外「和
平」政治轉變的宗旨。

NED網頁聲稱蘇萊曼只是擴散「非暴力文
學」，但他在埃及媒體採訪、社交網站和
網上影片卻多次煽動支持者「把當權者斬
首」或「焚燒巴士，活生生燒死乘客」。
獲華府資助的還包括一名反穆爾西、反
伊斯蘭的女政客，她曾煽動支持者襲擊清
真寺，並把穆斯林和教士強行拉出街
上。文件亦揭示部分資金最終落
在埃及富商的口袋中，
令人質疑與推進民主
根本無關。
■半島

電視台

美國近年干預中東主要的軍事行
動，要數2011年與北約空襲利比亞卡扎菲政
權，導致卡扎菲遭反對派推翻。當時美國容
許武器流入與恐怖組織「基地」有關的武
裝分子，使對方勢力壯大，結果養虎為
患，間接導致2012年美駐班加西領事館
遇襲。西方推翻卡扎菲後，對利比亞撒
手不管，該國當前遭內戰撕裂，一片水
深火熱。
美國中情局(CIA)內幕人士和智囊

團組成的調查組織今年4月指出，
美國默許來自卡塔爾的武器流入

「基地」相關武裝
分子手上，借助
他們推翻卡扎

菲，這批武器總值多達5億美元(約39億港元)。
諷刺的是，卡扎菲此前曾與西方國家緊密合作
打擊「基地」組織。報告指出，卡扎菲曾提出
下台，但華府拒絕調停，最後他遭反對派武裝
槍殺。
卡扎菲倒台後，北約迅速撤走軍隊，留下無

人管制的軍火，為日後內部衝突埋下伏筆。雖
然利比亞成立了新政府，但管治不力，無法約
束武裝組織，向西方要求協助維持安保工作，
未獲對方積極回應。持續動亂導致美駐班加西
領事館前年遭恐襲，造成4名美國公民死亡，
包括大使史蒂文斯。如今利比亞武裝分子仍在
爭奪控制權，國家陷入內戰。

■《華盛頓郵報》/《每日郵報》/
《衛報》

突尼斯前總統本．阿里於2011
年「茉莉花革命」被推翻，成為「阿拉伯之
春」的導火線，美國隨即表示會提供金錢援
助，讓當地推行改革，美國參議員麥凱恩更
形容「這場革命非常成功，可成為區內楷
模」。然而「革命」無法惠及民生，如今突
尼斯飽受經濟問題困擾，年輕人失業問題嚴
重，更被「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
等恐怖組織招攬，前往敘利亞參加聖戰。
與其他經歷過「變天」的中東國家相比，
突尼斯政局算是較為平靜，但社會民生困苦
依舊。年輕人對政治精英失去信心，對革命

的結果感到失望，不再相信民主。
這給予極端分子可乘之機，向不滿現
狀的青年灌輸極端思想，並招兵買馬。
美國情報公司蘇凡集團表示，過去3年間
約有3,000名突尼斯人赴敘利亞加入恐怖
組織，突尼斯因此成為敘國境外恐怖分子的
主要來源地。
有專門協助海外突尼斯人的機構表示，成
為極端分子的突尼斯青年多介乎17至 27
歲，包括大學生、高學歷人士及公務員，他
們受騙參加聖戰，成為自殺式襲擊的「人
彈」。 ■法新社/路透社

邀訪美學社運技巧
培訓反政府分子

網戰兩頭蛇 西方自相「矛盾」茉莉花革命難當飯食 潦倒青年淪人彈
突尼斯

華府違自身規定 陰招推翻民選政府
埃及

默許「基地」推翻卡扎菲 埋內戰「炸彈」
利比亞

突尼斯突尼斯
美國曾表示會提供金錢援
助，讓當地推行改革，但
最終無法惠及民生。圖為
突尼斯示威者早年焚燒美
國旗。 資料圖片

埃及埃及
美國一直支援反對派政
客，煽動暴力浪潮。

資料圖片

敘利亞敘利亞
華府空襲「伊斯蘭國」很可能讓巴沙爾鞏固
權力，被敘反對派批評政策混亂。圖為敘雙
方去年在重鎮霍姆斯激戰。 資料圖片

利比亞利比亞
西方推翻卡扎菲後撒手不
管，武裝分子互相爭奪控
制權，導致內戰。

資料圖片

■卡扎菲死前被反對派用槍指頭。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