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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幾年，「國際安全和國際合作」
一向都是較冷門的題目，但之前「伊拉
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 （中東極

端伊斯蘭武裝組織）的事件引起大眾關注，讓國際安全的
議題重新受到重視。除此以外，核武也是這個主題中重要
的一點。
同學未必熟悉這議題，因此宜先了解新聞大事和基本國

際情況，以便答題時有例子可用。ISIL的行動可以聯繫到
「恐怖主義」，槍殺、襲擊、發放錄音作恐嚇、條件交換
等，都是恐怖主義的表現。以之前突尼斯首都博物館的槍
殺案為例，其中牽連到各國旅客，遭到國際譴責其暴行。

至於核武問題，世界共有8個國家成功試爆核武器。當
中的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鮮並未簽署《不擴散核武器條
約》就已展開自己的核武器計劃；朝鮮同意《不擴散核武
器條約》後卻又退出協議；而以色列一直被認為擁有核
武，但以色列政府拒絕承認。其他涉及國際安全問題的議
題還有：九一一、跨國性販毒、人口走私等。

宜熟知相關組織和條約
同時，同學宜熟知相關國際安全和國際合作的組織和條
約。在條約方面，有《不擴散核武器條約》。聯合國安全
理事會的5個常任理事國為「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即美

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和中國，其目的是防止核武擴
散，促進和平利用核能的國際合作，有核武器國家不向無
核國家提供核武器，非核國家保證不製造核武器。聯合國
亦會負責發聲明，譴責不合理的軍事行為。
因此，同學溫習此議題時，可思考以下問題：聯合國的
宗旨和責任是甚麼？哪些國家或地區有軍事衝突？軍事衝
突的原因是甚麼（例如：歷史因素、宗教因素等）？為何
有平民參與極端武裝組織的行動？極端軍事思想如何在全
球散播？

■劉穎珊 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
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三年級生

�
���
�
���

1. 《伊核達協議 世界
未和平》，香港文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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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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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核談判於4月取得進展，7國達成初步協議，伊方

讓步換取取消經濟制裁。從是次談判引伸來看，政治全球

化的現象正逐漸冒起，各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國際性組織如聯合

國、國際原子能機構等也起到了監測、平息糾紛、促

進國際合作的作用。然而，也有意見認為，很多國

際組織的公平性成疑，質疑同樣由西方霸權主

導，欺壓弱小國家。那麼，政治全球化是怎樣形

成的？國際組織有何利弊？下文將一一探討。

■李偉雄 福建中學（小西灣）助理校長

核談有成

由伊朗、美國、法國、英國、俄
羅斯、中國和德國於瑞士洛桑舉行
的伊朗核問題談判，在錯過了3月
31日的期限後，於4月2日舉行。
伊朗答應減少離心機數量，同
時大幅把濃縮鈾存量減少，並

承諾在未來15年內停止製造濃縮鈾和相關設施；
在此框架協議基礎上的最終協議預定將在今年6
月30日之前達成。

1.政治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是
指一個國家或國際的政治事務，
由一國或少數國家決定的模式，
逐漸過渡至複雜的跨國，以至全
球決策模式，並由國家和其他參
與者，透過多層次的方式進行治
理。政治活動和政治決策跨越國

家界限，是政治全球化最顯著的特點。

2. 國際機制：國際性政府組織往往是國際機制的
制定者，國際機制的運作，為各國的政治行為建立
了一套規範。在1968年率先由美國和蘇聯簽訂《核
武器不擴散條約》而嘗試解決。首先，隨着締約國
數目不斷增多，《核武器不擴散條約》變成具權威
性的國際公約；其次，根據條約而設立的國際原子
能機構，有效地監察締約國的核設施，以確保各國
遵行機制的規定。
國際原子能機構於1957年成立，其宗旨是謀求加

速擴大原子能對全世界和平、健康和繁榮的貢獻。

單元四：全球化（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主題：全球化帶來的影響與回應
．全球化的擴散是促進國際間的了解，抑或加劇了種

族、宗教、文化和政治實體之間的衝突？
．全球化為各國帶來利益抑或只是有利於已發展國家

或者是國際性資金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剝削？

伊允減離心機濃縮鈾

請先閱讀以下資料，然後回
答問題：
資料A：
談判如果取得最終突破，或為延續了超

過12年的伊朗核問題找到出路。伊朗反對派
在2002年，首次揭發德黑蘭政府的秘密核計劃，包括提煉能夠製造核
武器的濃縮鈾。在美國主導下，聯合國自2003年同伊朗開始了10多年的
交涉，要求檢查伊朗境內的核設施，其間更因為德黑蘭不斷阻撓聯合國調查人員
的工作，而對伊朗實施了四輪的經濟制裁。德黑蘭內部的開明派和強硬派，也環
繞核問題展開了激烈的權力鬥爭。 ■資料來源：綜合本地各大報刊

資料B：
伊朗核談判因而牽涉面極廣，除了中東的勢力均衡，還關係到西方同俄羅斯的

對弈——石油價格的走勢，將決定俄羅斯同北約在烏克蘭危機裡討價還價的能
力。同樣，世界經濟的景氣，也會因為伊朗石油的供應而受到影響。這些地緣政
治和環球經濟的面向，意味着談判各方，尤其是美國，必須以負責任的態度，拒絕
國內政治考量的誘惑，確保談判的成功。 ■資料來源：綜合本地各大報刊

資料C：
儘管伊朗外交官對談判感到樂觀，多國的談判代表也態度積極，面對國內政治壓
力的美國，在立場上還是表現出強硬的姿態。白宮發言人警告，奧巴馬對於談判進
程的耐性並非毫無止境的。華盛頓擔心，伊朗企圖通過一再拖延談判，來試探西方
陣營的決心。同時，由共和黨所掌控的國會，也計劃利用核談判的膠着，來取得黨
爭的籌碼。美國國會正處於休會期，下個會期於4月14日開始，白宮顯然擔心，核
談判的展期，將夜長夢多。 ■資料來源：綜合本地各大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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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參考資料A、資料B及就你所知，試分析政治
全球化的因由。

b. 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試指出「國際機
制」在國際政治上的運作特點。

c. 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試分析國際性政府組織在政治全
球化中的角色。

d. 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試討
論國際機制在運作時的局限。

a.經濟全球化的推動：政治全球化的出現，或多或少
是經濟全球化所促成。自冷戰結束後，資本主義和
共產主義兩大陣營對峙的壁壘打開，各個前共產主
義國家為了急速發展，紛紛開放國內市場。在經濟
全球化的帶動下，各國經濟體系互相依存，全球資
訊和人口交流劇增。各國緊密的溝通令一國的資訊更易
流傳國外，在國際政治上，不少國際組織都能迅速掌握
和監控各國資訊，進行跨國活動，發揮其影響力。伊朗
核談判關係到西方同俄羅斯的對弈——石油價格的走勢，
將決定俄羅斯同北約在烏克蘭危機裡討價還價的能力。同樣地，
世界經濟的景氣，也會因為伊朗石油的供應而受到影響。

全球議題的出現：由於全球化的急速發展，國家之間的交往愈來愈便捷，
國界亦變得模糊不清。在國際政治上，各國需要處理的跨國問題日增，全
球議題因此應運而生，各國傾向以合作形式處理全球議題，形成跨國的政
治互動網絡，因而促成政治全球化的誕生。例如面對伊朗核議題，單一和
少數國家缺乏足夠能力去應付，因此需要國際合作，透過各國政府不同組
織共同商討，進行多方談判以解決問題。

b.國際機制是指在國際政治上，各國認同的一些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原則、
規範和決策程序。國際機制運作的特點如下：
涵蓋面擴大：人們以往較為熟悉的國際機制多屬於國際安全的範疇。然
而，隨着政治全球化，衍生了更多不同範疇的國際機制。此外，各國在經
濟、環境保護等層面上也設立了多項國際機制。

建立一定權威：伊朗核問題談判參與的成員國眾多，包括：伊朗、美國、
法國、英國、俄羅斯、中國以及德國，令此機制有一定權威，形成一種強
而有力的規範。同時，國際機制的權威性，也可能驅使未參與機制的國家
無形中會以它作為指標。

c.平息國際糾紛：國際間的軍事衝突，令人民生命財產飽受戰火摧殘。即使
戰爭結束，交戰國不時要防備敵國的突襲，難以兼顧重建工作。故此，國
際性政府組織的成立，旨在調解國與國之間的糾紛和衝突，為雙方提供一
個平等磋商的平台。

促進國際合作：國際性政府組織在全球進行多樣性的活動，不少國家或地
區均會在這些組織的引導下進行合作，處理不同類型的全球議題。例如近
年在全球肆虐的禽流感，為各國造成傳染病危機，世界衛生組織努力聯絡
東南亞各國政府，設立疾病通報機制，交流對抗疾病的防治工作，以及建
立病毒數據庫等。

d.欠缺強制性：國際機制在國際政治中建立不同層面的規範，令各國傾向
通過機制進行合作，但由於國際機制的權力皆由參與國授予，其協議不
具強制性，當一些參與國選擇不跟從機制時，難免削弱機制的權威。

西方主導：西方已發展國家一向是國際機制的倡議者，基於國家利害立
場，西方國家會在維護本身利益的大前提下，訂立國際機制的原則和規
範，其他弱勢國家並沒有改變機制的權力，令公平均等的國際合作難以
全面實現，顯示了國際機制存在一定的局限，其公平仍有待完善。
以經濟層面的國際機制為例，在20世紀後期，西方倡導的自
由貿易市場理念主導世界經濟，西方國家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以自由貿易市場理念，制定出一系列的國
際機制。上世紀70年代，阿根廷政府面對西
方國家的壓力，聽從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
議，大量向西方國家的銀行舉債，以建立自由
市場的經濟體系。結果在1976年至1983年
間，阿根廷外債從82億暴增到435億美元。

■4月2日，
在 瑞 士 洛
桑，伊核問
題六國、歐
盟和伊朗的
代表準備發
表 共 同 聲
明。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