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和
平
獎
總
統
」
不
和
平

亞太角力牽動多國
日本 首相安倍晉三利用「中國威脅論」，尋求修改和平憲法，放寬日本自衛隊權限，

包括容許自衛隊聯同美軍在南海巡邏。
越南 儘管存在越戰的歷史背景，華府仍不斷拉攏越南，企圖牽制中國。但越南在外交

上採取審慎態度，重視對華關係。

印尼 總統維多多誓言捍衛領土主權，但印尼未有與中國出現主權爭端。

韓國 與美國關係緊密，但因歷史原因對日本不信任，令華府無法聯同日韓抗衡中國。

印度 印度近年積極擴軍，由於長期與中國有領土主權爭拗，有潛在衝突危機。美國尋
求與印度組成策略性夥伴，中國則與印度宿敵巴基斯坦緊密合作。

俄羅斯 中俄在冷戰時代曾經敵對，但近年站在同一陣線對抗美國，兩國早前無視美
國不滿，在南海舉行大規模聯合軍演。 ■《衛報》

美國大選2016
奧巴馬回顧篇

■責任編輯：李鍾洲、曾綺珺A22 20162016年年1111月月11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美國前總統小布什任內窮兵黷武，在阿

富汗和伊拉克大打反恐戰。現任總統奧巴

馬2009年上任時，各方憧憬他能帶來和

平，然而8年過去，美國依然面對多條戰

線。奧巴馬支持者認為，現時中東亂局由

前總統小布什造成，指責他2003年決定入

侵伊拉克，加劇當地教派分裂，成為極端

組織「伊斯蘭國」(ISIS)冒起的遠因。但

有意見認為，奧巴馬透過「代理人」介入

敘利亞，藉機壓制宿敵伊朗，忽視ISIS坐

大，責任不容推卸。

奧巴馬上任僅9個月時，意外地獲頒和平獎。頒獎數日前，他
剛宣佈增派3萬美軍到阿富汗。他當時決定修改得獎感言，

闡述「以戰止戰」概念，但這方針反令他較小布什捲入更多戰
爭。

搞亂伊拉克 插手敘內戰
身為美國三軍總司令，他任內下令逾10萬美軍撤出伊拉克，但
隨着當地局勢不穩，被迫重新派遣美軍重返伊拉克；他避免發動
全面常規戰爭，但派出無人機狂轟濫炸，更無法實現敘利亞停
火，令敘內戰持續6年不休。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過去5年堅持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必須
下台。不過即使巴沙爾政權被取代，情況也未必有改變，就像利
比亞前領袖卡扎菲2011年9月倒台後，當地依然四分五裂，各地
仍有不同派系控制，民眾無法享受片刻和平。
外界一般認為，西方介入敘利亞內戰，主要目的是維護以色利

安全，協助它免受什葉派的伊朗及敘利亞政府威脅。敘利亞及利
比亞2011年初分別爆發反對巴沙爾及卡扎菲的示威後，支持猶太
復國主義的游說團體向西方國家施壓，促使西方透過屬於遜尼派
的土耳其、約旦及其他波斯灣國家，向敘利亞及利比亞的反政府
勢力提供武裝。
有意見認為，ISIS在中東地區基本針對什葉派穆斯林，可能出

於這個原因，奧巴馬政府對ISIS注視不足，無視它不斷坐大。
ISIS在敘利亞和伊拉克不斷攻城掠地，更佔領伊拉克重鎮摩蘇爾
及安巴爾，甚至威脅首都巴格達。眼見ISIS勢如破竹，如夢初醒
的奧巴馬被逼在2014年8月，徹底改變原先爭取敘利亞政權變天
的政策，改為採取軍事行動，空襲ISIS。
美國國務院前官員、中東問題專家阿爾特曼認為，美國現在對戰

爭的概念，與7年前截然不同，無人機轟炸幾乎可無限期持續執
行，但何時應該停止？美國並沒訂下可接受的恐怖主義水平，面對
永不投降的恐怖組織，如何決定停止轟炸？又如何決定取得勝利？

多邊合作力度不足
美國戰爭研究所研究員杜比克指，奧巴馬因顧慮小布什任內發
動伊拉克戰爭造成的嚴重後果，令他無意大規模參戰，只用無人
機轟炸及代理人戰爭方式介入各地衝突，反令戰事延長。奧斯陸
和平研究所主任哈普維肯指出，奧巴馬外交政策較他預期更傳統
及更有限，尤其在推動多邊合作上，「全球正找尋新的解決衝突
方式時，奧巴馬卻因循守舊」。

■美聯社/Eurasia Review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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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嘯後，美國經濟陷入衰退，
直至2009年後才開始復甦。然而，美
國經濟未如預期般顯著反彈，奧巴馬
及部分經濟分析師歸咎金融海嘯的打
擊太大，美國經濟需更長時間才能復
原。但經濟學家巴羅不同意此論調，
認為美國經濟復甦奇慢，真正原因在
於勞動生產力不足，政府政策須負上
一定責任。

勞動生產力不足
巴羅及另一經濟學家金濤(Tao Jin，
譯音)發表題為「罕見事件及長期危
機」的文章，研究42個國家的185次
經濟收縮現象。他們發現在經濟萎縮
後的復甦，國內生產總值(GDP)往往能
收復一半失地，且平均需時只約兩
年。舉例說，如果經濟收縮4%，其後

兩年將合共有2%經濟增長，但目前美
國經濟復甦的速度明顯遜色。
雖然經濟復甦緩慢，但勞工市場數

據出人意表地飆升。自2010年2月至
2016年7月，美國非農職位平均增長
1.7%，失業率在2016年7月也跌至
4.9%，表現出乎意料地好。換言之，
美國自經濟衰退後，正面對一個「經
濟增長慢、勞動力增加」的局面，原
因正正是勞動生產力不足。
對付衰退，政府的主要策略是收入再

分配，提升醫療、社會保障、食物補貼
等福利，福利開支佔GDP從2007年的
8.7%，升至2010年的11.7%。然而這
根本無助提升勞動生產力。

希特政策難拆彈
提升勞動生產力是美國政府必須解

決的問題，但明年入主白宮的無論是
特朗普或希拉里，他們的政策都無補
於事。兩人都認為政府應收緊貿易或
移民，但這樣無異於扼殺科技進步。
關鍵是擴大商品貿易，才能提升商品
及服務的實質價值。此外，兩人的政
綱包括提高最低工資水平，但這得靠
其他政策配合。 ■《華爾街日報》

美國總統奧巴馬的經濟政策成績褒
貶不一，批評者認為奧巴馬未能解決
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緩慢及國債
增加問題，支持者則認為奧巴馬成功
降低失業率、削減政府財赤，以及令
股市回升。經濟學家卡羅爾經計算
後，發現奧巴馬2010年至2016年間
在經濟上的表現，較二戰後歷任總統
的平均稍好。

戰後減赤總統第一人
卡羅爾計算12位二戰以來美國總統
的經濟表現，正數代表表現較平均
好，負數則相反，計算後奧巴馬表現
雖僅排第8，但仍留在正數區域。
卡羅爾表示，奧巴馬任內主要經濟
政績之一，是令政府財赤大減2/3。

期內美國國債雖上升，政府財政仍錄
得赤字，但財赤已由小布什最後一個
財年錄得的1.4萬億美元(約11萬億港
元)，大減至4,380億美元(約3.4萬億
港元)，財赤佔政府財政預算的比例因
此由47.4%減至僅12.5%，是12位總
統中唯一做到減赤的人。此外，奧巴
馬也成功維持低通脹、令失業率下
降，以及增加出口。
奧巴馬任內經濟表現也有不足之

處，例如美國GDP在過往27季中，
只錄得平均增長2.1%，是12位總統
中第四低，且遠低於2.9%的平均增長
率。同時，美國職位雖連續76個月錄
得增長，但平均增長率僅1%，在12
位總統中，只有3位總統任內錄得低
於此比例。 ■彭博通訊社

奧巴馬任內多次乘坐空軍一號專機，到外國官式訪問
或周遊各州會見民眾，他亦懂得忙裡偷閒，在行程中加
插觀光環節。有美國媒體打趣指他是「終極遊客」。呼
籲政府增加透明度的美國組織「司法監察」批評，奧巴
馬任內的行程，不論是官方還是私人，共耗費8,000萬美
元(約6.2億港元)公帑。
與不熱衷觀光的前總統小布什相比，奧巴馬總是在出

訪時善用每分每秒，在全球名勝留下足跡，包括中國萬

里長城、埃及金字塔及意大利古羅馬鬥獸場等。助手表
示，奧巴馬2014年訪問羅馬時，還要求會見當時的新任
教宗方濟各；同年出席在威爾斯舉行的北約峰會過後，
他又要求參觀英國著名景點巨石陣。
奧巴馬的助手辯稱，奧巴馬的私人行程是有外交目

的，例如他今年5月訪問越南時，與美國名廚安東尼波
登出外晚膳，有助向當地民眾傳達希望加深兩國友誼的
訊息。 ■《紐約時報》

外訪趁機觀光 耗逾6億公帑

復甦奇慢
卸責「海嘯」打擊太大

減赤2/3 惟GDP職位增長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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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亞太區的影響力龐大，美國總統奧巴馬
任內啟動「重返亞太」計劃，積極與亞太各國建
立更緊密的經貿及軍事合作，意圖圍堵中國。隨
着奧巴馬卸任在即，其「重返亞太」野心明顯受
挫，美國甚至正喪失在亞太區的影響力。

TPP阻力重重 菲不買賬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是奧

巴馬「重返亞太」的核心項目，然而，不但美國
國會阻力重重，特朗普及希拉里兩名總統候選人
也表明反對推行，TPP能否在奧巴馬任內由國會
通過實屬疑問。日本向來是美國在亞太區的重要
盟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聲稱TPP是未來日美關
係重要支柱，反映他也憂慮TPP能否落實。
除了TPP停滯不前，南海爭議更凸顯奧巴馬

「重返亞太」的策略失敗。中國擁有南海主權，
美國企圖打着「維護南海航行自由」的藉口，不

斷加以干預，但明顯吃力不討好，只顯示出美國
的霸權主義。美國及日本多次派出軍艦駛經南
海，企圖向中國示警，然而此舉作用甚微，甚至
可能擦槍走火。綜觀奧巴馬任內，美國在南海爭
議中幾乎沒有建樹，令亞太區盟友也質疑美國是
否有能力保護他們。
美國一向利用南海爭議，拉攏東南亞國家成為

盟友。傳統盟友菲律賓的新任總統杜特爾特卻不
按常理出牌，不買華府的賬，令美國「重返亞
太」添變數。奧巴馬批評杜特爾特鐵腕掃毒違反
人權，杜特爾特因此出言辱罵奧巴馬，導致雙方
關係緊張。杜特爾特早前更單方面宣佈中止美菲
聯合軍演。
奧巴馬2009年將裁核列為首要任務，但未能制

止朝鮮核試，9月更進行歷來最大規模核試，如
同摑了他一巴掌。

■《衛報》

與華亞太角力
美「內功」漸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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