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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勝利峰會」爭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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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打秘密油戰 截政府軍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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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Arrai電視台昨以文
字報道卡扎菲發出的訊息，
指卡扎菲矢言誓死不降，呼
籲 支 持 者 與 反 對 派 打 消 耗
戰，讓利比亞陷入戰火。該
電視台表示稍後會播出卡扎
菲的聲音訊息。班加西一名
反對派官員聲稱，反對派已
將卡扎菲部隊投降的時限延
長一周，但在的黎波里的反
對派官員則否認。

傳欲逃阿境被拒
反對派繼續搜捕領袖卡扎菲，報道稱

他與家人試圖出逃阿爾及利亞，但因該
國總統拒接聽卡扎菲的電話而不果。反
對派引述可靠消息稱，卡扎菲與兒子及
情報主管在首都失守後3天，已逃往的黎

波里東南150公里的沙漠城鎮拜
尼沃利德，部署反擊。但外長奧
貝迪昨日在首都被捕，卡扎菲政
權已呈四分五裂之勢。另外，有
報道稱英國特種部隊士兵已登陸
利比亞，協助反對派搜捕卡扎
菲。

阿爾及利亞主要法文報紙《祖
國報》前日報道，卡扎菲正身處
利比亞、突尼斯及阿爾及利亞3
國邊境附近的古達米斯鎮，他為
進入阿爾及利亞，曾致電阿國總

統布特弗利卡。據悉布氏一名顧問接電
話時稱，總統正忙於其他重要國家事
務，故無暇接電話。阿國已徹底關閉通
往利比亞的3個陸路口岸，前一日卡扎菲
妻兒正是透過其中一個口岸入境。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新華社

英國政府今年4月於白廳成立秘密部門
「利比亞石油小組」，負責截斷卡扎菲政
府軍的燃料供應，並協助反對派得到足
夠燃料，加強制裁卡扎菲。白廳消息人
士透露，此經濟行動猶如「石油戰爭」，
斷絕政府軍燃油供應，加速卡扎菲政權
倒台。

較炸彈有效 如取汽車鑰匙
「利比亞石油小組」由公僕、部長及

軍方人士等6人組成，由國際發展次官鄧
肯率領，於白廳外交辦公室秘密工作，
搜集利比亞石油及燃料等資訊，再向政
府及北約報告。小組獲首相卡梅倫及外
相夏偉林支持，並獲軍情六處(MI6)特工

協助。
英國外交部消息透露，石油是卡扎菲

軍隊的命脈，小組向北約提供政府軍運
送燃料的路線，阻塞政府軍控制的港
口，令油儲豐富的卡扎菲無法得到經提
煉的燃料。小組同時向反對派提供情
報，協助切斷重鎮扎維耶唯一一間煉油
廠的供應。小組亦鼓勵駐英國的石油交
易商向反對派售賣燃料，並安排利國反
對派與瑞士石油公司Vitol會面，後者在
不徵收預付款下，先向反對派提供石
油。白廳消息透露，石油是整場戰事中
最重要的非致命武器，比炸彈更有效，
此舉形同「將政府軍的汽車鑰匙取走」。

■法新社/英國廣播公司/《泰晤士報》

利比亞作為歐洲後花園，若局勢持續動盪，將為歐洲國
家帶來嚴重的非法移民問題。年初「阿拉伯之春」運

動爆發以來，大批難民湧入歐洲，法國及意大利曾就收容問
題交惡。因此，無論是為了解決非法移民問題，或擴大經濟
利益，歐洲國家都積極爭取「後卡扎菲時代」的話事權。

潘基文：必須有效協調行動
法國總統薩科齊及英國首相卡梅倫共同主持的「利比亞之

友」會議，英國傳媒形容為爭奪石油財富的「勝利峰會」，
與會者包括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德國總理默克爾、加拿大
總理哈珀、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及部分來自無參與，甚至曾譴
責北約軍事行動的國家。南非則由於不認同北約軍事行動，
杯葛會議。
利反對派稱需要50億美元(約389億港元)建立穩定政府，呼

籲各國盡快解凍資產。英國及法國要求過渡委員會在8個月
內舉行大選，避免國內部落及政治勢力陷入內戰。利比亞
「全國過渡委員會」主席賈利勒陳述建立新憲法的路線圖，
並提出在18個月內舉行大選，及避免血腥報復事件發生。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見圖)在會議上發言，表示聯合國準

備領導一項國際任
務，協助利比亞重回
正軌。他表示曾與利
比亞、阿拉伯、非洲
和歐洲國家的領袖會
談，「所有領袖均同
意在此關鍵時刻，國
際社會必須合作，採
取有效和協調良好的

行動」。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敦促利國新領導層打擊極端主
義，確保卡扎菲的武器不會落入不法之徒手上。

中方：尊重利比亞人民選擇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

願與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保持密切接觸，推動中利關
係平穩向前發展。中方尊重利比亞人民的選擇，重視利比亞
「全國過渡委員會」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又表示，中方支
持利比亞開展政治經濟重建，願在互利共贏基礎上，為利比
亞重建發揮積極作用。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新華社/

英國《金融時報》/英國廣播公司

法國昨日表示，得到聯合國同意，發放存在法國銀
行體系的15億歐元(約166.9億港元)利比亞資產，協助當
地重建工作。另外，法國以及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
會」均否認雙方秘密進行石油交易。

涉換油備優先開發權
法國外長朱佩表示，利比亞政局已逐漸穩定，但戰

火摧毀了整個國家，當地正缺水缺糧，電力和燃料都
不足，各國應盡快向「全國過渡委員會」提供所需資
金，幫助當地民眾和開始重建工作。在聯合國制裁委
員會同意下，法國將發放利比亞存在法國銀行體系的
76億歐元(約845億港元)資產當中約1/5，而之前美國及
英國已發放數額相若的資金。另一方面，法國媒體昨
日披露一封信件，指「全國過渡委員會」早於4月與法
國達成協議，給予法國35%石油儲備的優先開發權，
以換取對方支持委員會。 ■路透社/法新社

法解凍167億助反對派
否認秘密交易

俄羅斯外交部昨日發表聲明宣佈，俄羅斯承認利比
亞「全國過渡委員會」為現在利比亞行使權力的政
權。
聲明指出，俄羅斯注意到，在利比亞「全國過渡委

員會」公佈的改革綱領中已確定，將制訂新的憲法、
舉行大選並組建政府。聲明說，俄羅斯自1955年就與
利比亞建立了外交關係，並一直沒有中斷過。俄羅斯
外交部表示，俄方希望兩國以前簽署的條約和相互之
間應該承擔的義務繼續有效並得到履行。
俄羅斯在利比亞擁有鉅額投資，與卡扎菲政權簽下

軍備、能源及基建設施等合同，總額達數十億美元。
俄羅斯近月指責北約對利比亞的空襲，超出安理會決
議的授權，如果利比亞反對派因俄羅斯與卡扎菲關係
密切而決定報復，莫斯科將承受沉重經濟打擊。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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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亞戰事幾近塵埃落定，法英兩國急不可待召開高級

別會議，美其名曰協助重建及推動民主體制，實則對利比

亞利益「垂涎三尺」，圖重演殖民時代分贓瓜分一幕。中

國副外長以「觀察員」身份出席，強調應以聯合國為主導

的重建原則。

中國在利比亞有大量投資。據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中

國75家企業在利比亞共有50個投資項目，涉及合約金額高

達188億美元(約1,464億港元)。過去近半年在北約「亂炸」

下，估計損失慘重。路透社等多家西方媒體曾渲染稱，反

對派掌控的AGOCO石油公司表示，「利比亞反對派將用石

油懲罰中國、俄羅斯的不支持」，但這個說法似乎站不住

腳。

中國駐卡塔爾大使張志良早在6月便與利比亞過渡委員

會主席賈利勒會面，表明中方希望危機可獲政治解決，認

為利國未來應由該國人民決定。外長楊潔篪同月亦接見到

訪北京的利國過渡委員會執行局主席吉卜里勒，表明中方

早已視該委員會為利國重要政治力量。上月，聯合國秘書

長利比亞問題特使哈提卜到訪，中方促請聯國應加大斡旋

力度，盡早促成利比亞停火。以上種種均反映利國反對派

重視中國的地位，期望中方站在自己一邊。

歐美等國經濟持續疲弱，欲借瓜分利比亞一舉解決政治

及經濟危機，置該國民眾生死於不顧，實在不符合國際關

係民主化趨勢。中國在利國積極投資鐵路等基建項目，惠

及廣大民生，在重建該國的過程中不應甘當「觀察員」，

而應成為重要參與者。 ■曾憲龍

歐美爭利比亞利益各懷鬼胎
�利比亞石油儲量約430億桶，北約空襲前每日出產160萬桶，約佔全球產量2%。意大利、法國及西班牙等
國的歐洲石油巨頭在利比亞有大量投資，當地勢將改朝換代，各國均乘機「插旗」爭奪其高品質石油，並
拓展自身政治勢力。

本報資料室

利比亞

意大利：北約空襲前佔利比亞石油
出口量20%，目前戰事仍未明朗之際
，意國石油公司Eni已率先游說反對派
高層，確保在利國能源生產商的「一
哥」地位。

德國：德國無參與北約空襲，而當地
局勢早前開始明朗時，外長韋斯特韋勒
才稱準備在重建利比亞擔當重要角色。
該國迅即向反對派提供1億歐元(約11億
港元)貸款，試圖建立政治影響力。

美國：美軍在空襲利比亞耗費近10億
美元(約78億港元)，遠超預算，外界認
為美國會設法收回高昂成本，不會白白
讓歐洲國家瓜分利比亞石油利益。英國：英國石油公司

(BP)本身在利比亞有投資
業務，業內人士估計，該
公司將不甘後人，有意進
一步擴大投資。

法國：法國一直希望成
為「地中海聯盟」的領頭
羊，對岸的利比亞早成「
被規劃」的對象。若能成
功扶植親法反對派上台，
法國企業自然可在利比亞
「橫行無忌」。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出席峰會，迎接法國總統薩科齊見面擁吻儀式。 法新社

■ 薩 科 齊
(右)迎接加
拿大總理哈
珀(左)及英
國首相卡梅
倫。路透社

■德國總理
默克爾到達
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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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亞一份報
章刊出公告，捉
拿卡扎菲無論生
死。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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