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 伊朗核談判接近達成共識，會談焦

點轉移至美國願意放寬多少制裁上。傳奧

巴馬政府欲以撤回制裁來換取伊朗作出更

多讓步的想法，有人比喻這無異是一場世

紀豪賭。

要如何令伊朗覺得談判有成效，未來願

意繼續協商；同時又不能讓制裁失去壓制

伊朗的意義，視乎美國能否拿捏得準。但

許多反對者批評，奧巴馬一旦放寬制裁，

即使只是小部分，也會改變全球對伊核的

心態，令現時接近1,000億美元(約7,753億

港元)的制裁體制逐步瓦解，尤其是中國需

要伊朗的石油，歐洲也希望重獲這個主要

的貿易夥伴。

伊朗外長扎里夫曾警告，他只有6個月

時間，若談判無果，國內反對談判的強硬

派就會重佔上風。奧巴馬政府因此希望以

解凍石油利益及放寬石化產品的銷售，作

為給伊朗的甜頭，既能堵住強硬派之口，

亦可利誘該國未來作出更多讓步，換取各

國撤銷更多制裁。

美國國會的看法卻與奧巴馬迥異，有議

員以朝鮮為例警告華府，伊朗可能同樣陽

奉陰違，繼續暗地裡發展核武技術，放寬

制裁只會令美國賠了夫人又折兵。沙特阿

拉伯和以色列也質疑伊朗的談判姿態只是

做做樣子，是國家經濟禁不起多年制裁的

結果，美國若此時讓步，迫伊朗廢核的努

力將前功盡棄。

美國當然可能重新推出更嚴苛的制裁，

而且只要守住原油出口及金融交易的制

裁，伊朗經濟命根就仍在美國手上，這或是美國為何有

把握賭一鋪的原因，透過放

寬部分周邊制裁，就可試試

伊朗是否真有棄核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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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暖化影響下，北極冰川加速融化，
開通了航道，令全球多國開始 眼極地蘊藏
的豐厚石油與天然氣。美國國防部前日公布
歷來首份北極戰略報告，提出擴展美軍在北
冰洋海域的運作，以開拓新航線和勘探天然
資源，但要大量增購相關設備，預料耗費不
菲。
美國總統奧巴馬今年5月發表13頁長的北

極策略，呼籲各國保護北極脆弱環境和防止
衝突。然而隨 中國、俄羅斯、加拿大和挪
威等國家大力推動北極開發，華府亦不甘後
人。美國防長哈格爾公布報告時表示，隨

北極航道逐漸打開，將為全球帶來機遇和挑
戰，強調美國在此領域將積極參與。

增與俄軍事合作

哈格爾指，各方爭相開發北極恐引致國際
關係緊張，強調各國應合作避免衝突；他又
稱美國策略其中一部分是加強與其他北冰洋
國家軍事合作，包括俄羅斯。
美國目前在阿拉斯加部署2.7萬名美軍。哈

格爾表示，美軍擁有具雪上升降能力的C-
130運輸機，以及數十年來在極地執勤的核
潛艇，對開發極地有一定幫助。

極地擁全球13%油儲

美國官員估計，北極擁有全球13%未被發
現的原油儲存和30%未被發現的天然氣，並
預計北極最快在2030年出現長達一個月的
「無冰夏季」。

美國海軍預料年底前完成報告，總結美軍
開拓北極的所需物資。美國海岸防衛隊目前
擁有兩艘破冰船，海軍預料為船隻和艦隻強
化外殼和保溫功能，以加強海軍在冰冷海域
航行的能力，同時提高在北極海域的搜救能
力。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美軍首份北極戰略報告：加強開拓

傳降鈾濃度保提煉權
六國外長親赴日內瓦 談判最後衝刺

伊朗與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和德國(P5+1)核談判似乎再有進

展，六國外長昨日啟程前往瑞士日內瓦加入會議，意味可能有機

會達成協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日形容談判「已到最後關

頭」，俄羅斯亦形容「真的有機會」達成協議，但各國都強調不

能保證會談一定能夠達成共識。

中國外長王毅昨日凌晨離開北京，飛往日內瓦出席會談。美國國務卿克
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德國、法國、英國外長亦相繼抵達當地。

談判於上周三開始，昨日進入第4天，有歐洲外交官員稱，六國外長親自出
席談判，代表 真的有機會簽署協議，「我們已在一些關鍵議題上取得進
展」。
但各國代表不敢太過樂觀，英國外相夏偉林形容談判仍然困難，「分歧收窄

了，但還是重大分歧」。伊朗外長扎里夫形容談判進入關鍵階段，但伊朗不會
接受過分要求。日內瓦的外交人士反駁媒體有關「在本次會談達成共識的樂觀
情緒正消退」說法，指不到最後一刻，不會放棄達成階段性協議的努力。

迫銷毀高濃縮鈾 停建反應堆

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早前強調，伊朗絕不在「紅線」上退讓，意指
不會放棄鈾濃縮的權利。《紐約時報》引述西方高官指，西方國家將容許伊
朗繼續提煉濃縮鈾，但濃度只限於3.5%，遠低於足以製造核武的20%，並對
濃縮鈾的存量設定上限。此外，各方將於6個月內就達成最終協議談判，其
間伊朗須確保停止推進任何核項目。
消息稱，根據談判提案，伊朗須以稀釋、製成燃料棒或氧化物粉末的方

法，銷毀現存濃度20%的濃縮鈾。西方亦要求伊朗暫停建設位於阿拉克的重
水反應堆。

美擬放寬外國購石油禁令

相對地，西方國家將解凍伊朗在海外近36億美元
(約279億港元)的石油利益，美國也可能稍為放寬
嚴禁外國購買伊朗石油的政策，但針對石油出
口及金融交易的制裁將維持。
據奧巴馬政府估計，假如伊朗同意叫停核

計劃，該國半年內可因制裁放寬而獲得60億
至100億美元(約465億至775億港元)經濟利
益。
伊朗分析師帕爾西透露，六國協議中的草

案將包括一段《核不擴散條約》的條文，伊
朗認為這保障了每個國家濃縮鈾元素的權

利。雖然中俄近年暗示同意伊朗有此權利，
德國也認為只要出於和平用途，國家可濃

縮鈾元素，但英、美、法均認為不可
放任伊朗製作核武級的原料。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紐約時報》/新華社

伊朗
核談

《核不擴散條約》含糊 掀美伊爭拗
《核不擴散條約》一開始便點明，

任何非核武國不可發展核武，但第4
條指出：「本條約的任何規定，不得
解釋為影響所有締約國平等開展以和
平目的研究、生產和使用核能的不容
剝奪權利。」此條文成為美國及伊朗
爭論任何一國是否擁有提煉濃縮鈾權
利的重點。
根據上述條文，伊朗認為可合法地

和平發展核能及提煉濃縮鈾；美國則
認為條文雖然保障國家發展核能權
利，但沒有列明國家可提煉濃縮鈾，
因此不賦予「濃縮鈾權」。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核武擴散
專家希布斯指出，假如與會國承認伊
朗或任何國家擁有「濃縮鈾權」，伊
朗將可據此否決對其核子活動的任何
限制，各國將難以阻止伊朗發展核
武。
奧巴馬政府的前核武擴散專家薩莫

爾則認為，聯合國安理會過去7年來
對伊朗發出一系列叫停濃縮鈾程序的
決議案，就算承認伊朗有「濃縮鈾
權」，美國及其盟友也可利用聯合國
決議案，禁止該國生產濃縮鈾。

■路透社

克里將缺席烏克蘭會議
烏克蘭日前突然

轉 ，剎停與歐盟
的貿易談判，歐洲
多國及美國紛紛表
示失望，美國國務
卿克里前日更宣布
由於日程問題，下
月初不出席於烏國
舉行的歐洲安全與
合作組織(OSCE)會
議，改由專責歐洲事務的助
理國務卿努蘭出席。
另一方面，歐盟委員會負

責擴大與睦鄰政策的委員菲
勒前日強調，大門仍然為烏
國打開，稱希望歐烏貿易協
議可在明年上半年的峰會上
簽署。

前日適逢烏克蘭「橙色革
命」爆發9周年，數千名示威
者冒 風，在當年橙色革命
發源地的首都基輔獨立廣場
集會，抗議政府靠向俄國，
要求恢復與歐盟的談判，多
個城市同日均有類似示威。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美伊靠攏 以色列心酸
自從伊朗總統魯哈尼上台以來，美

國和伊朗愈走愈近，奧巴馬政府甚至
不理會中東盟友反對，以放寬制裁換
取伊朗棄核。一眾海灣阿拉伯國家對
美國與伊朗和解感到擔心，以色列輿
論也認為，以色列在與伊朗的鬥爭上
「已經落敗」。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近期先後出
訪多國，希望游說參與核談判的國家
不要放寬制裁伊朗，但遭到冷待。當
地報章專欄作家奧倫形容，以色列已
輸掉與伊朗的對壘。他表示，以色列

無法違背國際社會和美國的意願，單
方面與伊朗開戰，又認為內塔尼亞胡
不能追求「零和」結果。
阿拉伯國家同樣擔心伊核發展，但

它們的意見被忽視的程度比以色列更
甚，是次核談判對阿拉伯地區的利害
考慮也甚少。當地傳媒批評，美國根
本樂見阿拉伯國家的話語權被削弱，
令伊朗和親美的土耳其及以色列成為
主導中東的勢力。

■今日俄羅斯/

《以色列時報》

奧
巴
馬
的
世
紀
豪
賭

林
嘉
朗

■王毅(右)在日內瓦會晤英國外相夏偉林。 新華社

■美軍建議勘探北極天然資源。圖為北極熊接近潛艇。 網上圖片

■西方或要求伊朗暫停建設阿拉克的重水反應堆。 資料圖片

■克里(左)在日內瓦會晤拉夫羅夫。 美聯社

埃土互逐大使
埃及外交部昨日指責土耳其支持

破壞埃國穩定的組織，宣布驅逐
土國駐當地大使。土耳其隨即宣
布將埃及大使列為不受歡迎人
物，並將兩國關係降至代辦級
別。土耳其外交部指責任在埃國
臨時政府一方，總理埃爾多安稱
「永不會尊重發動政變奪權的
人」；土國總統居爾則表示，希

望兩國關係重回正軌。
土國總理埃爾多安領導的政黨與

埃及穆斯林兄弟會關係密切，埃前
總統穆爾西今年7月被罷免後，土
國直斥為不可接受的政變。事件令
兩國交惡，雙方於8月召回大使，
土國大使於9月重返埃及，但埃及
大使一直留在本土。

■路透社/法新社

■烏克蘭示威者與警察對峙。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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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巨擘Google主席施密特前日
表示，國安局(NSA)爆出監控醜聞後，公
司擬將伺服器撤出美國，但礙於多種原
因難以實行。他又批評國安局截取
Google伺服器之間傳送的數據，認為華
府做法過火。
施密特表示，本地企業須遵守《海外

情報監視法案》、《愛國者法案》等種
種規條，且華府監控手法不當，令將伺
服器移離美國的主意非常吸引。
他認為，其他國家不希望國民個人資

料被華府監控，將要求規管境內美國企
業的伺服器，包括將伺服器移至本國，
以切斷華府監控渠道。但他承認美企能
公開投訴或控告政府，令美國營商環境
仍勝過其他國家。

■CNBC

■伊朗最高精神領袖

哈梅內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