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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70周年，北約

是美國與歐洲的重要軍事聯盟，冷戰期間擔當

抗衡蘇聯的重要角色，其後亦共同參與轟炸南

斯拉夫、阿富汗戰爭等行動。然而美國總統特

朗普上任後，多番就軍費分攤問題指責其他北

約成員國，令北約團結備受考驗，不少歐洲國

家更憂慮，即使特朗普任期屆滿，美歐關係亦

難復舊觀，使歐洲逐漸失去美國的軍事保護。

美國總統特朗普
前日在華盛頓，會
晤到訪的北約秘書
長 斯 托 爾 滕 貝
格，特朗普再在
盟國軍費問題
上施壓，指

盟國過去一直慷美國之慨，各國必須繼續
如「火箭」般速度增加國防開支。
特朗普在會面期間，讚揚北約成員國
已增加對北約軍費的貢獻，但美國在
保護歐洲方面的承擔仍然不成比
例。特朗普表示，自他上任以來，
美國已額外承擔1,400億美元(約
1.1萬億港元)北約軍事開支，佔
GDP 的 4.3%，預計到 2020
年，還需額外付出約1,000億
美元(約7,800億港元)軍費，
認為只有其他成員國增加
軍費，北約才能更強大。

■法新社/路透社

北約在二戰後為
對抗蘇聯而成立，性
質屬共同防衛組織，然
而蘇聯1991年解體後，
北約亦逐步轉型，轉為參
與國際軍事行動，當中以
1999年空襲南斯拉夫最具爭
議性。當年遭空襲的塞爾維亞
多名專家批評，北約當年無視國
際法，以「人道原則」為由向其
他國家採取軍事行動，標誌北約正
式由防衛組織，變質為「資源侵略
者」。

曾向俄保證不會東擴
研究組織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文件顯

示，北約在冷戰結束後，曾向俄羅斯保證不
會東擴，並維持純防衛組織定位，然而北約

最終食言，先後納入多個前華沙公約國，包括
與俄羅斯接壤的波羅的海國家，以及黑山、克
羅地亞等前南斯拉夫國家。另外，北約亦介入
利比亞、伊拉克及敘利亞戰事，反映其當初承
諾已淪為空談。
專家指出，北約在冷戰結束後，急於尋找新

角色鞏固影響力，因而產生出「人道干預」機
制。
塞爾維亞外交官米爾沃耶維奇表示，軍事與

政治關係密不可分，北約正是西方擴張政治影
響力的工具，故歐洲一體化進程往往亦包括加
入北約。當地智庫「歐亞安全論壇」主任科瓦
奇則指出，北約的擴張亦存在經濟動機，當西
方影響力不斷東擴，便可開拓更多新市場，並
以低成本獲得資源。 ■綜合報道

「防衛組織」
空襲前南成侵略者

美 國過去一直扮
演北約領導者，無論

北約東擴或空襲南斯拉夫，美國均
是重要推手。美國時任總統克林頓1999年慶祝北
約成立50周年時，更表明美國在歐洲的防禦責任
不變。

「北約過時」批黑山具侵略性
然而事隔20年，美國總統已由克林頓、奧巴馬

換成特朗普，華府對北約的態度亦明顯轉變。特
朗普角逐美國總統時，已批評北約過時，上任後
亦多次敦促北約成員國增加軍費，符合軍費開支
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2%的北約指標，又在
鏡頭前公然推開成員國黑山的總理。
特朗普去年出席北約峰會期間，再次要求成員

國增加軍費，更質疑北約共同防衛機制，點名批
評黑山「具侵略性」，形容對美軍需防衛黑山感
到不安，處處反映他對北約的負面態度。

退出《中導條約》損歐洲安全
另外，特朗普早前宣佈退出與俄羅斯簽訂的

《中程核導彈條約》和伊朗核協議，恐影響歐洲
安全。德國總理默克爾去年承認，歐美關係正面
臨重大壓力。北約前助理秘書長、智庫德國外交
關係協會成員布勞斯形容，北約成立70周年原是
值得慶祝的時刻，各國如今卻要關注北約前途，
以至歐美關係的變化。

「怕特朗普」僅舉行外長會議
北約在70周年之際，只舉行一連兩日外長級會

議，直至12月才舉行領袖峰會。美國國務卿蓬佩
奧預告，北約將公佈新一輪行動，就克里米亞問
題向俄羅斯施壓。蓬佩奧同時批評德國降低軍
費，只要求美國為對抗俄羅斯付出，表明將與德
國外長討論軍費問題。布魯金斯學會美國及歐洲
中心主任賴特形容，北約此時選擇舉行外長會
議，反映成員國害怕特朗普，只希望讓北約顯得
「一切如常」。
俄羅斯2014年將克里米亞併入版圖後，歐洲多

國對俄戒心大增，加上華府不斷要求，近年不少
歐洲國家陸續增加軍費，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
格早前承認，特朗普對推動成員國負擔更多軍費
有一定功勞。然而增加軍費往往面臨政治障礙，
以軍費開支不足GDP 1.5%的德國為例，默克爾
上月公佈的預算案中，未有大幅增加軍費，原因
正是執政聯盟成員社民黨反對。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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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北約秘書長
再施壓增軍費

北約歐洲成員國軍費開支北約歐洲成員國軍費開支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後，屢次與北
約歐洲成員國就軍費問題爭拗，甚至
揚言要退出北約，不過民調機構蓋洛
普上月公佈的調查顯示，77%美國國
民仍認為北約有必要存在，較2017年
調查錄得的最高支持率，僅下降3個
百分點。
調查發現，民主黨人較支持北約，

比率為 88%，共和黨人則只有
70%表示支持，然而共和黨人對
北約的支持度一向較低，反而
民主黨人支持北約的比例較
1980 及 1990 年代大幅上
升，相信與民主黨人不滿
特朗普批評北約有關。

■綜合報道

逾7成美國人支持北約

■不少歐洲國家憂慮失去
美國的軍事保護，圖為美
國駐格魯吉亞軍隊。

法新社

■■斯托爾滕貝格斯托爾滕貝格

■■北約北約19991999年空襲南斯拉夫惹爭議年空襲南斯拉夫惹爭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特朗普推開黑山總特朗普推開黑山總
理一幕理一幕。。 美聯社美聯社

成員國

北約成立時只有12個成員國，包括美國、
英國、比利時、加拿大、丹麥、法國、冰
島、意大利、盧森堡、荷蘭、挪威及葡萄
牙，其後再有17個國家加入，最新成員國
是2017年加入的黑山。根據《北大西洋公
約》第10條，任何積極推動該條約原則及
對北大西洋地區安全作出貢獻的歐洲國家，
均可申請為會員國。

成立目的

北約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保障成員
國安全。《北大西洋公約》第5
條列明，「針對一個或多個成
員國的武裝攻擊，應被視為對
全體成員國的攻擊」。在美
國911襲擊後，集體防衛原
則首次啟動，北約應美國要
求出兵阿富汗，攻打「基
地」組織。

資金來源

北約憲章要求各成員國的防衛開
支，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

據北約於 2017年 6月公佈的最新統
計，只有美國、希臘、英國、愛沙尼亞及
波蘭達到這目標。

註：2017年估
計數字，冰島
因不設軍隊而
未有列出

資料來源：北
約成員國防衛
開支報告(2010
年至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