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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伊斯蘭國」敗退
庫族黎真主黨成隱憂

美國亞拉巴馬州月初舉行聯邦參議院特別選
舉，共和黨竟在這傳統票倉倒灶，民主黨候選人
瓊斯爆冷擊敗共和黨對手穆爾。儘管穆爾選前受
性醜聞困擾，但外界普遍認為共和黨仍可保住這
議席，最終結果令人大跌眼鏡。這場出人意表的
選戰，反映總統特朗普上台以來，不斷侵蝕共和
黨支持度，民主黨有望在明年中期選舉，一舉奪
回國會控制權。

共和黨參院優勢削弱
共和黨失掉亞拉巴馬州的關鍵

議席，令參院大多數優勢進一步
削弱。共和黨可歸咎穆爾累事，
若換上另一候選人，料可保住
議席。這想法表面上成立，但
似乎忽略了共和黨民望持續滑
落的事實。當地早前一項民調
顯示，選民被問及支持民主黨
還是共和黨控制參院，50%選
民選擇共和黨，45%選民主
黨。亞拉巴馬州向來是共和
黨天下，民調結果如此拉
緊，令共和黨感到震驚。
特朗普在去年總統大選，

於亞拉巴馬州以28個百分點

得票率差距，大勝對手希拉里。穆爾在
今次選戰中表示支持特朗普的路線，特朗
普亦落力為穆爾拉票，但這策略明顯不
奏效。事實上，該州40%選民不滿特朗
普施政表現，僅33%表示滿意。
連同亞拉巴馬州的勝仗，民主黨近期

在選舉頻傳捷報，士氣大振，已劍指明
年中期選舉，以目前的強勁氣勢，加上
特朗普這「票房毒藥」幫助下，民主黨有
望重奪國會。 ■《華盛頓郵報》/《衛報》

美國：特朗普成「票房毒藥」
民主黨中選有望奪國會

拉美：連場大選

美國總統特朗普奉行「美國優先」政策，減少參
與全球事務，旨在讓美國擺脫外事的枷鎖，聚

焦自身發展。《經濟學人》副主編卡爾認為，作為
上任的第一個年頭，特朗普於2017年在外交和內政
兩方面搖擺不定，原因正在於朝鮮。

大妥協料機會不大
隨着平壤發展可打擊美國本土的洲際彈道導彈，

特朗普已沒有含糊的空間，他必須作出以下抉擇︰
戰爭還是外交？保護盟友還是把它們置諸不顧？通
過與中國合作，加強亞洲的「美國秩序」，還是索
性放棄？卡爾指出，在朝鮮問題上，特朗普可採取
遏制和威懾、履行對盟友的承諾，並與中國建立互
信，則有助鞏固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同時，特朗
普有機會塑造本世紀的美中關係，奠下兩國廣泛合
作的基礎。
《經濟學人》專欄作家齊格勒認為，朝鮮核危機

明年將加劇，猶如另一場古巴導彈危機，但他認為
金正恩發展核武，只是取得核威懾力量，防範美國

侵略，不會玉石俱焚。特朗普亦
深明動武要付出的代價，不會輕
舉妄動。齊格勒表示，美國、中

國、朝鮮與韓國或可磋商外交協
議，以保證朝鮮國家安全，換取金
正恩放棄核導計劃，並為尚未簽
和約的朝鮮戰爭正式畫下句號。齊
格勒承認，這種「大妥協」的機會
不大，但總好過見到因開戰而導致的
「核冬天」。

區域安全主宰全球和平
智庫歐亞集團總裁布雷默指出，

明年全球政治將向4個趨勢發展，首
先是全球和平將繫於區域安全，除中美
兩大強國外，印度和日本將謀求在亞洲發
揮影響力，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土耳其則在
中東角力。其次，以往美歐堅持意識形態主導
外交，在非西方地區推廣民主、法治和自由等理
念，但在未來，追求實際國家利益將在外交上顯得
更重要。再者，國際貿易格局繼續演變，特朗普否
定多邊貿易協議下，中國將繼續透過「一帶一路」政
策，擴大全球政經影響力。最後是網絡急速發展改變
全球勢力平衡，給予發展中國家與富裕國家競爭的機
會。 ■《經濟學人》/Businesslive網站

拉丁美洲多個國家明年將舉行大
選，當中最矚目是巴西和墨西哥總統
選舉。這兩個國家深受貪污困擾，人
民不信任政府，加上拉美過去6年經
濟低迷，去年更陷入衰退，不滿的民
眾或向右翼甚至民粹主義靠攏，促使
拉美左翼政治勢力出現「大洗牌」。
巴西建築巨企Odebrecht去年被揭

在奧運工程涉貪，人民將怨氣發洩於
政治階層上。民調顯示，左翼工人黨
的前總統盧拉和極右的前軍官波索納
洛暫時領先，但未有絕對勝算，尤其
盧拉官司纏身，可能被禁參選，其他
中間派人士估計會乘時而起。
墨西哥將於明年7月舉行總統選

舉，現任總統涅托被指打貪不力，加

上美國總統特朗普經常針對墨西哥，
有助民族主義分子、奇瓦瓦州州長奧
夫拉多爾在明年總統選舉爭取支持。
哥斯達黎加及薩爾瓦多明年均舉行大

選，兩國的左翼勢力估計會削弱。委內
瑞拉預訂明年底舉行總統選舉，總統馬
杜羅為保權力，將想盡辦法打壓反對
派，選舉難望公平進行。■《經濟學人》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在聯軍猛烈攻
擊下節節敗退，先後撤出主要據點伊拉克摩蘇
爾和敘利亞拉卡，隨着ISIS的殘餘勢力苟延殘
喘，庫爾德武裝組織和黎巴嫩真主黨游擊隊恐
乘時而起，成為明年中東地區主要安全威脅。
庫爾德人是中東主要少數民族，現時有
2,500至3,500萬庫族人散居於伊朗、伊拉克、
敘利亞和土耳其。伊拉克境內的庫爾德人享有
自治權，但早前發起獨立公投，引起極大爭
議，鄰國土耳其和伊朗憂慮引發本土的分離主
義思潮，因此強烈聲討。伊拉克當局雖成功壓
制庫族的獨立呼聲，但庫族與什葉派阿拉伯人
之間嫌隙加深，不排除觸發暴力衝突。
黎巴嫩真主黨趁中東混亂局勢不斷壯大，原
本只屬黎巴嫩境內的武裝派系，但
在伊朗支援下，實力不斷提升，不
但對以色列構成威脅，甚至可能
介入敘利亞內戰，與敘利亞政府
軍開闢另一戰線。 ■《經濟學人》

左翼恐大洗牌

美國總統美國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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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人經濟學人》》認為認為，，朝鮮核朝鮮核
危機明年將加劇危機明年將加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真主黨在伊真主黨在伊
朗支援下朗支援下，，實實
力不斷提升力不斷提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有美國人不滿特朗普表有美國人不滿特朗普表
現現，，上街抗議上街抗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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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頻射導彈朝鮮頻射導彈，，韓方韓方
軍演應對軍演應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朝鮮今年動作頻頻朝鮮今年動作頻頻，，多次試射彈道導彈甚至進行核試多次試射彈道導彈甚至進行核試，，不斷挑不斷挑

戰國際社會底線戰國際社會底線，，領導人金正恩更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隔空互罵領導人金正恩更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隔空互罵，，

令朝鮮半島戰雲密佈令朝鮮半島戰雲密佈。。展望明年展望明年，，朝鮮仍將是國際政治舞台的焦朝鮮仍將是國際政治舞台的焦

點點，，尤其韓國尤其韓國22月初舉行平昌冬季奧運月初舉行平昌冬季奧運，，朝鮮可能進一步挑釁朝鮮可能進一步挑釁。。雖雖

然美國推動一系列制裁和外交孤立然美國推動一系列制裁和外交孤立，，但未能阻止朝鮮發展核武但未能阻止朝鮮發展核武，，

《《經濟學人經濟學人》》指出指出，，美國在世界的地位美國在世界的地位，，將取決於朝鮮問題將取決於朝鮮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