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逞一時之快 拖反恐戰後腿
美媒指未考慮後果 俄敘可攻擊美戰機

敘利亞政府軍2013年曾經使用化

武攻擊反對派控制的大馬士革市郊，

造成估計逾千人死亡，時任美國總統

奧巴馬無視自己訂下的化武「紅

線」，放棄對敘政府軍採取軍事行動，遭到各方批評。相較之

下，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晚果斷下令轟炸敘政府基地，展現

出強人作風，但分析指出，現時美國介入敘利亞戰事的掣肘，

不比奧巴馬當年少，貿然攻擊敘利亞巴沙爾政權，不單無法化

解內戰困局，同時會拖中東反恐戰後腿。美媒形容，特朗普只

為逞一時之快，完全沒有考慮後果以及下一步行動。

奧巴馬當年擔心美國會捲入敘內
戰核心，危害美軍的性命，最

終選擇了與俄方合作，銷毀敘政府的
化武，而不是攻擊政府軍。雖然不少
國防專家和軍方高層均對此不以為
然，但奧巴馬直到卸任前，仍然對當
年的決定感到「驕傲」。事隔數年，
敘利亞局勢較之前更複雜，美軍插手
令衝突擴大的風險更高，其中最明顯
的轉變是部署在敘利亞的俄軍顯著增
加。就算美軍的攻擊目標只是敘政
府，但因為俄敘的戰力混在一起，隨
時會誤傷俄軍。

還火或陷戰爭 俄增敘防空力
此外，俄敘聯軍的防空武器遍佈
全國，擁有當地大片制空權。美軍
此前派往敘利亞的戰機主要執行反
恐任務，對抗雙方的共同敵人、極
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俄方因
此才會透過「無衝突界線」(decon-
fliction line)與美方合作，避免誤擊
落美軍戰機。特朗普轟炸沙伊拉特
基地後，俄敘就有充分理由向美軍
戰機發動攻擊，俄國昨日亦已宣
佈，即時加強敘利亞防空能力。
分析指，假如俄方拒絕再合作，

美軍其他反恐盟友可能會撤出敘利
亞反恐戰，同時一旦美軍戰機遇到
俄敘襲擊後還火，更可能將美國拖
進敘內戰中心。

「只令敘成恐怖分子天堂」
特朗普誓要殲滅ISIS，《紐約時

報》指，攻擊敘政府根本無用，推
翻巴沙爾政權只會令敘國陷入混
亂，變成恐怖分子天堂，對反恐戰
百害而無一利。前駐伊拉克美軍最
高指揮官彼得雷烏斯認為，每逢中
東出現政權真空，都會被伊斯蘭極
端分子加以利用。

美卿將晤普京 或助停火協議
有危自有機，分析指出，美國國

務卿蒂勒森下周將與俄總統普京會
面，是特朗普內閣成員首次正式與
普京碰頭，敘利亞局勢預料會取代
華府官員通俄醜聞成為焦點議題，
沙伊拉特事件將增加美國的談判力
量，有助與俄方達成對美國有利的
敘利亞停火協議。不過，鑑於敘利
亞是俄羅斯的重要海外軍事基地，
也是普京發揮中東影響力的關鍵一
環，相信他不會輕易就範。

■《華盛頓郵報》/
《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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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俄羅斯：克宮聲明指攻擊行動是
對主權國的侵略，違反國際規
範，或損害俄美關係。俄方已停
止與美軍協調如何在敘領空避免
衝突，並呼籲聯合國安理會召開
緊急會議商討。

伊朗：強烈譴責美軍進行單方面
軍事行動，指美軍以化武襲擊為
幌子發動攻擊。

支持

法國/德國：法國總統奧朗德與
德國總理默克爾發表聯合聲明，

指敘總統巴沙爾發動化武襲擊，
要為美軍導彈攻擊承擔責任。

英國：完全支持攻擊行動，認為
是對「野蠻化武襲擊」的適當回
應，阻遏敘軍進一步發動襲擊。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稱，以
國完全支持空襲發出的「強烈及
清晰訊息」，不單向敘利亞，也是
向伊朗、朝鮮和其他國家發出。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稱，日本支
持美國政府的行動，表明絕不容
忍使用化武。

■法新社

俄伊譴責 盟友表支持

特朗普打着特朗普打着「「反奧巴馬反奧巴馬」」旗號入主白宮旗號入主白宮，，試圖廢除試圖廢除
前總統奧巴馬引以為豪的醫療改革前總統奧巴馬引以為豪的醫療改革，，並逆轉前朝對移並逆轉前朝對移
民的寬容政策民的寬容政策。。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CNN)認為認為，，特朗特朗
普轟炸沙伊拉特是普轟炸沙伊拉特是「「反奧巴馬反奧巴馬」」式施政的延續式施政的延續。。
敘政府敘政府20132013年使用化武時年使用化武時，，奧巴馬據報曾考慮攻奧巴馬據報曾考慮攻
擊敘政府的軍事要點擊敘政府的軍事要點，，當時特朗普持反對意見當時特朗普持反對意見，，他透他透
過過twittertwitter指出指出：「：「轟炸敘利亞只會令美國負債更多轟炸敘利亞只會令美國負債更多，，
亦可能讓美軍捲入一場長期衝突亦可能讓美軍捲入一場長期衝突。」。」
CNNCNN認為認為，，特朗普做了他當年否定的選擇特朗普做了他當年否定的選擇，，除了因除了因
為他已從反對派變成當權者為他已從反對派變成當權者，，也因為奧巴馬執政時也因為奧巴馬執政時，，
屢被保守派共和黨人批評外交太軟弱屢被保守派共和黨人批評外交太軟弱，，沒有膽識執行沒有膽識執行
必要的行動必要的行動，，特朗普因此要展現出自己是行動派特朗普因此要展現出自己是行動派。。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逢奧巴馬必反」
他不炸我炸

敘利亞坎謝昆鎮日前遭受化武襲擊，導致死傷枕
藉，當地一片愁雲慘霧。有倖存居民得悉美軍發射導
彈攻擊敘空軍基地後，歡迎美軍採取行動，向巴沙爾
政權施壓。
化武襲擊後，不少居民已逃往鎮上其他地方暫避，

街上行人稀疏，部分人則到會堂悼念受害者。居民阿
里表示，「天佑特朗普，這次攻擊將向巴沙爾發出清
晰的警告，不要再殺害和殘酷對待人民。」
另一名居民形容，美軍的行動是為在坎謝昆遇害的

「烈士」復仇，希望美軍導彈攻擊能重創巴沙爾政
權，改變敘國勢力平衡。 ■法新社

化武倖存者：
冀美軍向敘施壓

對敘態度對敘態度180180度轉變度轉變
懷疑化武攻擊前懷疑化武攻擊前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黑利：「巴沙爾的確妨礙各方
化解敘利亞困局，但美國不會走回頭路，研究巴
沙爾的去留問題。」(3月29日)「華府首要目標
不再是推翻巴沙爾」(3月30日)

國務卿蒂勒森國務卿蒂勒森：「：「巴沙爾的命運由敘利亞人自行巴沙爾的命運由敘利亞人自行
決定決定。」。」((33月月3030日日))

懷疑化武攻擊後

特朗普：「大家也留意到我傾向訴諸武力，我不
喜歡透露下一步行動。」(4月5日)

蒂勒森：「在敘利亞的未來中，巴沙爾將不會扮
演任何角色。要迫使巴沙爾退位，國際社會要合
作……特朗普和我已就此展開行動。」(4月6日)

轟炸沙伊拉特後

特朗普：「巴沙爾殘殺無辜平民，連嬰兒也不放
過，華府必須阻止化武擴散，今次軍事行動關乎
國家安全利益。」(4月6日)

■《華爾街日報》

美軍發射巡航導彈攻擊敘利亞，觸發
投資者憂慮中東衝突升級，影響石油供
應，國際油價昨日一度急升逾2%，升至
1個月以來高位。分析師預計，後市將視
乎國際社會的反應，包括敘利亞的產油國
盟友伊朗和俄羅斯會否作出回應，若緊張
局勢持續，油價未來數月將繼續上揚。
美軍發射導彈消息傳出後，國際油價

一度上升逾1美元，但在高位遇上阻力，
紐約期油報每桶52.53美元，升83美仙；
布蘭特原油升76美仙，報55.6美元。
OANDA高級市場分析師哈雷表示，市

場正消化美軍發射導彈的消息，問題是攻
擊行動是否一次過及其他國家會否加入。
澳洲CMC Markets首席市場分析師斯普
納則認為，在供應增加及美國頁岩油產量
上升的情況下，油價升幅有限。

新興貨幣偏軟
亞洲股市昨日下挫，MSCI亞太指數扭
轉早段升勢，倒跌0.2%，石油股逆市造
好，日本Inpex急升4%。新興市場貨幣
偏軟，韓圜一度下跌0.6%，跌至3月中
以來低位，其後跌幅收窄。土耳其里拉跌
0.3%，俄羅斯盧布兌美元則跌約1%。資
金湧入日圓、美債及貴金屬避險，日圓兌
美元匯價一度升0.6%，每百日圓兌港元
最高見 7.0549，金價升 1%至每盎司
1,266.2美元，銀價亦升1%，10年期美債
孳息則最低曾見2.29厘的4個月低位。歐
洲股市早段個別發展，英國富時100指數
報7,314點，升11點；法國CAC指數報
5,116 點，跌 5 點；德國 DAX 指數報
12,180點，跌50點。

■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油金價日圓飆
美債息4個月低位

■■大馬士革的醫護人大馬士革的醫護人
員舉牌員舉牌，，抗議敘利亞抗議敘利亞
化武襲擊化武襲擊。。 法新社法新社

■■土耳其當局將化武襲土耳其當局將化武襲
擊受害者送院擊受害者送院。。 美聯社美聯社

■敘利亞發
現美軍使用
的 導 彈 殘
骸。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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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擾眾多在深圳居住的港人及雙非家庭子
女的求學問題，終於有了突破性的安排，深
圳市教育局日前提出港澳籍學生可以和非深
戶籍學生一樣申請入讀深圳的公立學校。這
一安排，為香港與內地的人員交流和促進兩
地融合，提供了重要的便利條件。隨着粵港
澳大灣區規劃的落實和推進，將有越來越多
港人回內地工作、學習和生活，特區政府應
努力了解在內地港人的需求和困難，主動與
內地有關部門建立密切的聯繫，爭取得到國
家以及相關省市的協助和支持，為在內地港
人排憂解難，創造更好的政策環境，進一步
促進兩地人員交流。

深圳跨境學童約有數萬人之多，他們一部分
是在深圳工作或定居的港人子女，另一部分是
雙非家庭在香港所生的港籍子女。過去深圳公
立學校不招收這些港籍學童，令他們不得不每
天來回港深之間，跨境上學，造成不少麻煩和
困擾。如今經過多方面共同努力，深圳市教育
局宣佈開放港澳籍學生，可以與非深圳戶籍的
學生一樣，根據積分來申請入讀深圳公立學
校。這個措施可以讓在深港籍學生的家長有更
多和更方便的選擇，有利於促進深港兩地的人
員互動合作。同時，這項政策是一個很好的示
範，今後可以探討在更多方面，為在當地港人
提供「市民待遇」。

應該看到，在粵港澳三地共同推動大灣區

建設的背景下，香港特區政府有必要以更加
積極有為的做法，加強與國家以及廣東省有
關方面聯繫，主動反映在內地港人的需求，
促成內地政府盡力為他們解決在投資、工
作、就學以及生活中所遇到的種種困難。類
似港人子女在深圳不能入讀公立學校的問
題，香港許多人士就多次反映過，特區政府
也通過駐粵辦事處等多種渠道，向內地有關
方面轉達了港人的要求。在各方面的共同推
動下，終於使這個問題有了較好的解決安
排。

事實上，國家非常關心香港發展，也很關
注在內地港人的情況，對香港特區政府以及
廣大港人提出的意見和要求，都會盡力採取
積極措施予以解決。不過，由於香港和內地
始終存在差異，要完全按照香港標準和做法
去要求內地政府，有些方面也不太現實。因
此，一方面特區政府需要主動去聯繫和關心
在內地的港人，與內地有關方面建立密切的
聯繫，及時向內地政府部門反映港人的情
況，建立起一個更便利港人在內地工作、生
活的政策環境；另方面，在內地的港人要加
深對當地實際情況的了解，主動適應當地的
生活環境，也要配合特區政府駐內地辦事處
的工作，各方面加強溝通，相互理解和支
持，為全面加強兩地各方面的合作與交流創
造更好環境。 （相關新聞刊A6版）

港府應為在內地港人排憂解難
國家主席習近平當地時間6日在美國佛羅里達州海

湖莊園與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了中美元首會晤，雙方
均形容進行了很好的會談，建立了友誼。兩國元首均
認同要在互相尊重和互利互惠的基礎上，就廣泛領域
務實合作，以建設性方式處理分歧和敏感問題，習近
平主席更強調，「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
中美關係不僅關乎兩國利益和人民福祉，更關係到全
球的穩定和發展。國際社會都期待，此次習近平主席
與特朗普總統的首次會晤，中美以相向而行的合作態
度應對分歧，給兩國今後交往定下良好基調和模式，
讓新時期兩國關係發展有良好開端，從而進一步打造
更具信任感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為當前複雜多變、
充滿挑戰的世界局勢提供穩定的力量。

中美分別是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
家，兩國關係可謂全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美關
係的穩定發展不僅關乎兩國的利益，亦有利於世界的
繁榮穩定。相反，兩國之間如果發生對抗或衝突，勢
必對全球經濟增長乃至安全穩定帶來巨大衝擊。當前
國際形勢複雜多變，世界經濟仍在艱難復甦，恐怖活
動、局部戰爭、難民危機等挑戰不斷，中美關係的穩
定發展，對世界和平與穩定有着中流砥柱的作用。無
論是全球氣候問題、網絡安全問題、經濟發展問題還
是地區安全問題，沒有中美的合作根本無法解決。因
此，美國新領導人必須以對全世界高度負責任的態
度，響應中方的積極呼籲，將兩國關係定位在務實合
作、化解分歧的基調上。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我
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

美關係搞壞。」從習近平和特朗普首次會晤的溝通氣
氛來看，友好、合作的基調初步形成，特朗普亦接受
了習近平的邀請，將在今年內訪華。無論是兩國人民
還是國際社會，都樂見中美關係進一步向前發展。

眾所周知，特朗普總統從大選期間到上台以來，多
次從貿易問題、台灣問題、南海問題、朝核問題等方
面批評中國，兩國關係由於在政治制度、歷史文化方
面存在明顯差異，亦確實存在分歧和挑戰。但這些問
題有複雜的背景，而且由來已久，只站在美方立場根
本無法找到解決之道。在眾多問題中，每年高達
5000 多億美元的中美貿易是兩國關係的「壓艙
石」，特朗普一直強調不能容忍兩國存在巨大的貿易
逆差，而中國亦強調並不以追求貿易順差為目標。事
實上，兩國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存在巨大的互補空
間，隨着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雙方在非傳統經貿
領域例如專業服務、投資、醫療保健等領域存在巨大
的合作空間。只要兩國堅持以合作的態度去面對分
歧，就不難在經濟上找到新的互補平衡關係。相反，
如果美國只是看到自身的利益，單方面拿經貿關係做
文章，甚至以制裁為武器，勢必會落得「一損俱損」
的雙輸局面。

中美關係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歷史充分說明：合作是
中美之間最好的選擇。這次是特朗普上台後兩國元首
第一次會晤，初步看氣氛良好，讓新時期兩國關係有
一個好的起點，期待中美兩國今後繼續在各個層次坦
率交流、管控分歧、加強合作，造福兩國人民和全世
界穩定發展。

「習特會」定調中美合作造福全球

社
評

W
E
N
W
E
I
E
D
IT
O
R
IA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