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2屆冬季奧運會下月7日至23日在俄羅斯北高加索名城索契

舉行，估計耗資超過500億美元(約3,877億港元)，成為歷來最昂

貴奧運會，反映俄國極重視這次盛事，冬奧不但為去年活躍國際

政治舞台的俄羅斯錦上添花，更是俄國向世人展示重回強國之列

的機會。但由於索契毗鄰動盪的北高加索地區，冬奧安保

備受關注，假如其間發生恐襲，勢必重挫總統普京威

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鍾洲、陳國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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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高加索近20年來一直備受車臣分離主義者
襲擊，自稱「高加索酋長國」元首的烏馬羅

夫去年7月更在影片分享網站YouTube上載短
片，要求麾下團伙分子盡力阻止索契冬奧舉
行。分析指，高加索叛亂組織都希望透過襲
擊冬奧，讓全世界重新記起車臣獨立的訴
求，然而他們近年實力大為減弱，加上俄
方將採取嚴密保安措施，成功發動自殺
式襲擊的機會很低。

武裝團伙鬆散 頻小型襲擊
俄內衛部隊近年加緊清剿武裝分
子，達吉斯坦多名武裝組織領袖先
後被殲。車臣游擊隊頭目加卡耶夫
兄弟去年1月與俄軍激戰後彈藥耗
盡，據報要求戰友開槍射殺他們，
免遭敵軍生擒。
北高加索車臣武裝團伙架構非常
鬆散，印古什的武裝組織領袖亞當
去年5月被殺後，游擊隊着手重整兵
力，集中提升作戰能力，區內局勢暫
時緩和。烏馬羅夫和區內其他軍閥兩
年來亦未策動任何有組織的大規模襲
擊。
在卡巴爾達─—巴爾卡爾地區，武裝
組織更出現權力真空，不時有少數武裝分
子未獲上級指示發動零星襲擊，整體猶如
一盤散沙。
然而，叛亂組織仍有能力發動小規模襲擊，例

如去年10月一名女子在伏爾加格勒的巴士上發動
自殺式炸彈襲擊，造成7人死亡，但要襲擊冬奧必須
周詳部署，以武裝團伙目前的狀況相信力有不逮。

美願安全援助 普京信心足
美國防長哈格爾前日致電俄羅斯防長紹伊古，討論最近伏爾
加格勒連環恐襲，哈格爾表示美方願向俄提供安全援助，確保索
契冬奧順利，紹伊古表示感謝。兩國防長一致強調須對恐襲威脅保持
警戒，雙方將尋求更多加強兩國反恐合作的機會。這是兩國防長上月16日
開啟對話機制以來第二次通電話。
有專家認為，車獨分離主義分子企圖透過襲擊損害俄國和平形象，以凸顯該國
欠缺安全。由於俄國伏爾加格勒早前受襲，美國快速滑冰運動員弗雷德里克斯表
示，赴俄參賽期間只會往來比賽場館及酒店；隊友則指，俄政府雖用盡一切方法
避免「蒙羞」，但仍擔心觀賽親友的安危，因為他們只是一般遊客，受保護程度
恐不及運動員。
普京周末在索契逗留兩天，不僅與總理梅德韋傑夫一同滑雪、品酒，更全面檢

查冬奧各項籌備工作，又打了一場冰球比賽。選擇在新年假期視察索契，凸顯他
高度重視冬奧。一系列非正式視察活動亦營造出輕鬆氣氛，顯示他對成功舉辦冬
奧信心十足。

奧運會的主角本應是運動健兒，但
近年政客屢屢將之政治化，令奧林匹
克精神蒙污。索契冬奧下月舉行，西
方政客和媒體過去一年不斷炒作外交
和人權議題，向俄施壓，甚至威脅抵
制賽事，企圖掀起「冬奧冷戰」，但
一直未成氣候。
從俄國庇護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前
職員斯諾登，到支持敘利亞巴沙爾政
府，再到通過禁止向未成年人士宣傳
同性戀的法例，無一不成為西方攻擊
索契冬奧的籌碼。在政客和媒體不斷
渲染下，奧運參與精神已被扭曲，任
何缺席的國家領袖均被吹噓為「支持
抵制」，出席人士則遭到批評。

美1980杯葛 反害自己人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抵制奧運絕非
有效外交工具。美國1980年杯葛莫斯
科奧運會，時任總統卡特要求蘇聯從
阿富汗撤兵，最終俄兵10年後才完全
撤出阿富汗。從體育歷史上看，抵制
運動的最大得益者，往往是賽事主辦

國，以1980年美國杯葛莫斯科
奧運為例，當年蘇聯狂掃190
面獎牌破紀錄。若然美國杯葛
索契冬奧，美國運動員本來有
機會奪得的獎牌，極可能落入
俄方。
美國杯葛賽事或減少美國

人前往觀戰的意慾，對門票
收入和索契經濟構成一定影
響，但這些數字相比俄方為賽事投放
逾500億美元(約3,877億港元)，本來就
是九牛一毛。相反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NBC)斥資7.75億美元(約60億港元)買
入冬奧轉播權，若美國隊退賽，收視
恐插谷底，NBC欲哭無淚。
目前為止，已確定不出席的國家領

袖包括美國總統奧巴馬及副總統拜
登、德國總統高克、法國總統奧朗
德、英國首相卡梅倫和立陶宛總統格
里包斯凱特，當中只有格里包斯凱特
明言因政治理由杯葛，而奧巴馬派出
的代表團則包括同性戀人士，亦被視
為向俄施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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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長，間接造就大批冰雪體育
人才。首都莫斯科有數百個溜
冰場，五花八門，當中最著名
的是克里姆林宮旁的紅場溜冰
場。
紅場溜冰場在2006年建成，

佔地2,700平方米，是歐洲最大
室外溜冰場，每年約11月開始
營運，翌年3月拆除，可容納400
人，每日平均客流逾3,000人次。
冰場使用特殊工藝，保證冰面在下
雨或氣溫高於攝氏零度都不融化。
俄國一直在冬季運動項目表現出

色，冰球自蘇聯時代就已被視為國技。
俄國每年有數百名冰球選手到美加等國參
賽，其中最優秀者更被邀請參加北美職業
冰球聯賽(NHL)。

俄羅斯多數地區每年要經歷長達5至6
個月的寒冬，位於黑海沿岸的「夏都」索
契，因氣候溫暖濕潤，四季如春，自前蘇
聯時代就已深得國家領導人喜愛。
索契擁有宜人亞熱帶氣候，冬暖夏涼，

夏季不超過攝氏30度，冬天約8度。市內
隨處可見棕櫚、木蘭、山茶花、竹子等各
種熱帶植物，蔚藍海水清可見底，遊客每
年5至10月皆可在海濱游水。
索契亦擁有俄國國家級療養區，礦泉、

泥和氣候等療養一應俱全，難怪無論前蘇
領導人斯大林、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
還是俄總統葉利欽和普京，都愛到這裡度
假，堪稱俄版「大衛營」。

索契今年盛事不斷，除了冬奧，6月4至
5日還舉辦八國集團(G8)峰會。索契今年其
他盛事還包括一級方程式賽車、本地品酒
會及邀請德國重金屬搖滾樂隊Scorpions開
演唱會，加上鄰近的印古什擁有逾2,000
座古蹟，包括全俄最古老的東正教教堂，
令當地有潛力成為旅遊勝地。
俄羅斯經濟增長長期徘徊在2%，估計
2030年前亦只有2%至2.5%，比全球經濟
展望低最少1個百分點，反映當地經濟急
須改革。然而礙於政治考慮，俄國經濟改
革進程緩慢，主辦一場成功的冬奧吸引外
資，對普京確是及時雨。
俄國經濟主要依靠高油價，但俄國在全
球能源上優勢漸失，普京有必要盡快加速
現代化，而外資及技術不可或缺。普京特
赦前石油大亨霍多爾科夫斯基，有助增加
本土企業家信心，有利俄商業發展。
冬奧過後，索契將擁有新的鐵路、高速
公路、體育館、酒店、溜冰場、住宅區及
新機場，預示當地有望從平靜度假小鎮，
搖身一變成為新的旅遊勝地，在冬奧結束
後繼續為俄吸金。
鄰近索契的達吉斯坦亦期待分一杯羮，

其領導人稱，當地正全力吸引外資，例如
最近一個與土耳其投資者的紡織合作計
劃，可望創造逾5,000個職位。

奧運、世界盃等大型體育盛事往往能為主辦
國帶來龐大經濟收益，同時提升國際形象和地
位，故不少國家都希望爭得主辦權。由於涉及
利益太大，政治干預亦與日俱增，這現象去年
更進一步凸顯。與國際足聯(FIFA)及國際奧委會
的禁止政府干預政策背道而馳。
上月初，印度奧委會因沒遵守奧林匹克憲章

的獨立選舉原則，過度干預該國奧委會候選人
的任期和年齡，故被國際奧委會暫停會籍，官

員不得參與國際奧委會會議及活動。
上述事件只是冰山一角。FIFA主席白禮達去

年11月指出，法德兩國政客向擁有投票權的FI-
FA成員施壓，要求將2022年世界盃主辦權交給
沒足球活動傳統的中東國家卡塔爾，批評政客
因本身與卡塔爾金錢利益而作出直接政治干
預。
索契冬奧亦無法避免與政治扯上關係，俄國

人權問題及推出反同性戀法例，成為西方呼籲
杯葛冬奧的籌碼。雖然各國沒公開呼籲杯葛，
但足以反映運動背後的政治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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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宣傳同性戀的法
例成為西方攻擊索
契冬奧的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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