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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馬里自1991年起陷入長期內戰，促使
聯合國維和部隊介入，但遲遲未能平息戰
火。1993年，美國派兵進入摩加迪沙嘗試
捉拿一名軍閥頭目，但作戰臨時生變，結
果兩架「黑鷹」直升機墜毀，18名美軍陣
亡，1人被俘，是越戰以來美軍最慘重軍
事失敗，事件其後被改編成電影《黑鷹十
五小時》。

1980年代末，索馬里部族及軍閥之間你
爭我奪，國家走向崩潰。1991年西亞德政
權被推翻，引發各方混戰和嚴重人道危
機，聯合國在美國主導下開展維和行動但
未能平息戰火。1993年，聯合國安理會授
權維和部隊採取一切措施，抓捕索馬里艾
迪德派武裝頭目艾迪德，同年10月美軍動
用特種部隊及「黑鷹」，前往摩加迪沙捉

拿目標，但作戰期間發生意外，最終演變
成美軍與艾迪德派民兵的長時間巷戰，雙
方傷亡慘重，後稱摩加迪沙之戰。

民兵拖美軍屍體遊街
美軍兩架「黑鷹」在交戰中墜毀，有民

兵拖着其中一名陣亡美軍屍體遊街示眾，
畫面成為環球傳媒的頭條，美國輿論更是

一片嘩然，抨擊時任克林頓政府出兵的決
定，促使華府宣佈撤兵。聯合國內部亦有
反對聲音，指維和行動不應成為美國軍事
介入的藉口。維和部隊在1995年全面撤
出，標誌着歷時27個月、造成慘重傷亡
及耗資數十億美元的維和行動以失敗告
終。

■本報資料室

索馬里局勢長期不穩，連帶邊境管制亦十分鬆
散，部分通往鄰國肯尼亞的道路無人駐守，讓民
眾自出自入。這些被稱為「老鼠通道」(Rat
Routes)的過境道路，不僅容許商人肆意走私貨
物甚至販運人口，更為恐怖分子越境施襲打開
「後門」，例如2013年內羅畢商場恐襲的槍
手，便是經「老鼠通道」從索馬里潛入肯尼亞。
這些「老鼠通道」通常是一些未經修葺的泥

路，從索馬里通往肯尼亞杳無人煙的北部，部分
道路距離大型軍事設施或機場更只有20公里。

其中一名「常客」向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透
露，他經常利用通道運送人們來往索馬里南部，
形容這途徑「無須問話，無須護照」。
雖然肯尼亞在商場恐襲後加強保安，但「老

鼠通道」人流卻不減反增。當局強調重視問
題，但坦言要管制全長800公里的邊境是「很
大挑戰」。肯尼亞計劃在邊境建牆，並擴大邊
境管制部隊規模，但稱這牽涉到國際問題，需
要國際社會支持才能落實。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1993年「黑鷹事件」促使美軍撤出索
馬里，但其實美國近年一直有暗中向索
馬里派駐軍隊，通過操控無人機及提供
情報等途徑，協助索馬里政府軍及非盟
部隊反恐。路透社曾引述美國匿名官員
估計，目前或有多達120名美軍駐守索
馬里。
據報美軍其中一個基地位於南部城市

基斯馬尤，該處距離首都摩加迪沙約483
公里。當地官員透露，基斯馬尤約有40
名美軍駐守，部分來自美國聯合特種作
戰司令部(JSOC)，主要是利用當地機場
和無人機進行情報搜集及反恐行動。華
府此前宣稱，在索馬里發動的無人機作
戰均是以肯尼亞或埃塞俄比亞為基地。
美國非洲司令部(AFRICOM)發言人普

里查德接受《外交政策》雜誌記者查詢
時，證實在該司令部管轄範圍內有「少
量」特種部隊，但拒絕透露規模或位置，
亦不願評論他們是否負責操控無人機，僅
強調部隊「並非負責正面迎擊敵人」。
不過，美軍欠缺透明度的行動引起爭

議，分析指索馬里很多戰區已淪為三不
管地帶，即使美軍或他們協助的非盟部
隊違規，外界也可能無從得知。曾在特
種部隊服役的一名美國資深軍官近日向
《紐約時報》表示：「JSOC 負責查
JSOC，這顯然是問題之一。」同時外界
亦難以評估美軍行動對平民造成的影
響。 ■《外交政策》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和智庫「和平基金會」自
2007年至2013年，連續6年將索馬里評為全球

「失敗國家」之首。學術界對失敗國家的定義並無一致
意見，評定準則可包括政府缺乏控制領土的能力、未能
提供公共服務、無法以全權國際社會成員身份進行外交
活動等等。和平基金會去年把「失敗國家指數」改為
「脆弱國家指數」，而索馬里目前在該指數位列全球第
二位，僅次於南蘇丹。

頭目被殺「青年黨」仍陰魂不散
非洲聯盟駐索馬里特派團(AMISOM)及索馬里政府軍
近來加強圍剿索馬里青年黨，上周在南部展開新一輪攻
勢。青年黨聲稱今次恐襲正是要報復當局的行動，又稱
襲擊該酒店是因為裡面設有多個協調圍剿攻勢的「西
方」大使館。
事件正值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埃塞俄比亞之際，白宮
發表聲明強烈譴責襲擊，並向死傷者致以哀悼及慰問，
奧巴馬則矢言要繼續向青年黨施加壓力。索馬里總統馬
哈茂德昨日譴責這次「極邪惡的恐襲」，並反映青年黨
在政府軍及AMISOM的打擊下逐漸變得走投無路。
AMISOM在2007年起派駐索馬里，聯同政府軍展開
反攻作戰，成功奪回大片失地，並把青年黨驅趕至南部
鄉郊地區。美國亦出動無人機協助打擊青年黨，並在去
年9月炸死組織頭目古丹。獲國際社會支持的索馬里新
政府於2012年上台後，局勢稍為安定下來，但各地仍
然不時有極端組織施襲，企圖推翻政府。

國家貧窮 年輕人鋌而走險
分析指，索馬里反恐仍面臨三大難題。首先，長期
戰亂、武裝割據和部落勢力坐大，讓恐怖組織蔓延，
西亞北非動盪又進一步使局勢惡化。其次，國家貧
窮、失業率高企，迫使不少年輕人鋌而走險加入恐怖
組織或淪為海盜。再者，國際社會多次嘗試解決索馬
里衝突，但建樹寥寥。美國等大國未發揮應有作用，
索馬里部分鄰國各有盤算，未能全力支援。隨着恐怖
組織「基地」加緊在全球佈局，「伊拉克和黎凡特伊
斯蘭國」(ISIL)影響力擴張，都加劇非洲地區不穩。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英國廣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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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美「黑鷹」墜毀 聯國撤維和部隊

自從獲國際社會支持的索馬里新政府在2012
年執政以來，包括中、英等多國近年紛紛在摩
加迪沙重開大使館。美國國務卿克里今年5月
旋風式到訪索馬里時，亦透露華府正着手籌備
重開大使館。
1993年美國黑鷹直升機在索馬里墜毀後，華

府隨即撤走外交使節及士兵。克里旋風式到訪
摩加迪沙數小時期間，與索馬里總統馬哈茂德
等政府高層會面，全程沒踏出機場半步，相信
是顧慮到保安問題。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
布朗指出，雖然美國計劃重開使館，但亦擔心
索馬里政府的穩定性，因此藉克里之行團結區
內反恐行動，並促使索馬里官員提升管治質
素。
英國則在2013年4月在摩加迪沙重開使館，

是索馬里新聯邦政府上任以來，首個在當地開
館歐洲國家。中國亦在去年重開使館，現任大
使是韋宏添。

克里5月曾到訪
宣佈美重開使館

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半

島皇宮酒店昨日遭受自殺

式炸彈襲擊，再次令外界

關注該國恐怖主義隱患。

索馬里 1991 年爆發內

戰，長期戰亂造就「青年

黨」等極端組織乘虛而入，混亂局勢亦催生惡

名昭著的索馬里海盜，威脅海洋安全，《經濟

學人》更曾形容該國為「全球最失敗國家」。

雖然索馬里近年局勢稍為穩定，但仍被列全球

第二「脆弱國家」，恐怖主義威脅仍然嚴峻。

■■一名幼兒在酒店恐襲中受傷一名幼兒在酒店恐襲中受傷。。路透社路透社

■■酒店外亦炸至猶如廢墟酒店外亦炸至猶如廢墟。。 法新社法新社

已在索開使館國家（部分）

■中國 ■英國 ■土耳其
■卡塔爾 ■伊朗 ■利比亞

■綜合報道

■■索馬里自索馬里自19911991年起陷入長期年起陷入長期
內戰內戰，，民眾餓至卧在街上民眾餓至卧在街上，，連乞連乞
討食物的氣力也沒有討食物的氣力也沒有。。

滬指昨日重挫8.48%，創8年最大跌幅，連累港
股最多跌846.3點，失守25000 點關口及250 天牛
熊分界線，恒指全日收報 24351.96 點，跌 776.55
點。據分析，兩地股市大跌，主要是受到包括獲
利積累沽壓較大，美聯儲加息預期等多重因素影
響，預計短線大市繼續反覆。目前是震盪蓄勢
期，但中央維持股市穩定發展的基調未變。兩地
股市經2次探底後，有機會隨投資者信心逐漸
恢復而重新步入上升格局。不過，在股市調整周
期，投資者尤其要注意規避風險及量力而行。

近來，由於中央採取多項措施，維持股市的穩
定發展，促使兩地股市呈反彈之勢，抄底資金獲利
頗豐。不過，在外圍市場普跌的背景下，一有風吹
草動就會觸發股指大幅調整。昨日的股市大幅下
跌，相信是受到外圍因素影響下獲利盤紛紛湧出而
導致，預計短線大市仍將繼續反覆調整，直至 A
股市場真正由「瘋牛」逐漸變為「慢牛」。

兩地股市正在二次探底，美聯儲加息預期觸發
大幅調整。6月美聯儲議息會議，耶倫明確「漸進
式」加息。市場預測美聯儲將於9月首次加息，
年內有兩次加息。受美聯儲加息預期影響，近期
國際資本從新興市場流出，印度、印尼、巴西、
俄羅斯、韓國、新加坡等股指均出現了10%左右

的回調。在外圍市場普跌的背景下，有風吹草動
觸發兩地股市大幅調整，許多專家都認為是正常
現象，毋須過分恐慌。

從基本因素分析，此輪是牛市調整而非重回熊
市，牛市的根基沒有動搖。這一輪牛市是深化經
濟體制改革帶來的紅利，成了資本市場動力的源
泉，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體現在上市公司的層
面，就是通過資本運作，由市場分配資源，由資
本推動創新，市場因素充分發揮作用。當全世界
的投資人都來配置中國資產的時候，A股牛市的
整體趨勢不會改變。中央前段時期努力救市，一
方面是希望內地股市能夠真正對宏觀經濟起到正
面促進作用，另方面，更是期待股市健康發展的
趨勢，不會因為其他原因而被逆轉。因此，對股
市的總體趨勢，還是應該保持信心。

當然，股市中的風險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美
股的大牛市已持續了近6年，全靠聯儲局實施多
次的量化寬鬆，配合多國央行相繼加碼量寬增加
市場流動性，熱錢流入股市支持現時的高股值。
因此，面對美聯儲加息預期增強，勢將為環球市
況帶來新一輪的波動，投資者宜提高風險管理，
特別是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選擇適合的投資
策略，不宜過分進取。

股市基調未變 投資者宜規避風險
港大校委會今日再開會，港大學生會計劃

圍堵校委會，要求立即處理副校長任命，不
排除會衝入校委會開會場地。港大學生會企
圖利用激進暴力手段向校委會施壓，僭奪港
大人事任命權，破壞港大管理制度。陳文敏
無論能力和操守都不符要求，反對派非要將
其捧上港大副校長的高位，背後隱藏不可告
人的政治圖謀，欲將港大變成反中亂港的基
地，更是對港大學術殿堂百年校譽的嚴重傷
害。這是不能容許的。

港大作為一間蜚聲國際的高等學府，理所
當然要按照固有制度辦事，不是聲大就是真
理，就有話事權。港大校委會是香港大學的
最高管治機構，有權就港大的人事任命按照
既定制度、獨立作出決定。港大學生會可以
就學校領導層的任命表達意見，但如果採取
圍堵、硬闖校委會開會場地的手段，要脅校
委會支持陳文敏出任副校長，擺出不任命陳
文敏當副校長誓不罷休的姿態，這肯定不是
正常的表達意見，而是對校委會權力及委任
制度明目張膽的挑戰。

若港大學生會發功推陳文敏上台得逞的
話，其後果猶如「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奪

權一樣，港大的管理、任命還有規矩可言
嗎？學生會以暴力推倒行之有效的規章制
度，自把自為控制學校，將是大學的災難。
為將陳文敏送上港大副校長寶座，反對派還
策動「文攻武嚇」的連環攻勢，令校委會承
受巨大壓力。代表教職員的港大校務委員盧
寵茂就指出「港大處於危機下」，若將校委
制度推倒，對大學「好危險」。

陳文敏任港大法律學院院長期間，不僅港
大法律學院管理烏煙瘴氣，學術評分大跌，
資深教授求去，而且公然支持非法「佔中」
行動，庇護鼓吹「港獨」的港大學生會刊物，
更捲入「佔中」「匿名捐款」醜聞，被指不合
乎校方指引，被廉政公署立案調查。作為港大
副校長人選，論學術資格、管理往績，陳文敏
全都不及格。反對派掀起排山倒海的輿論壓
力，脅迫港大校委會非委任陳文敏不可，是因
為陳文敏志在必得的副校長一職主管人事及資
源，他代表反對派搶得這個要職，未來港大就
可名正言順扶植更多戴耀廷、鍾庭耀之流的
「政治教師」，就可動用更多資源策動類似
「佔中」的違法行動。這不僅傷害港大，而
且禍延香港，當然不能容許。

不容學生會挑戰校委會任命權

■■「「青年黨青年黨」」稱今次恐襲是要報稱今次恐襲是要報
復當局圍剿行動復當局圍剿行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戰亂造就恐怖組織海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