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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爾奇諾夫前日發表電視講話，指烏國應「返回歐
洲這個大家庭」，但同時應本着睦鄰原則發展與

俄關係，「我們意識到烏俄關係的重要性，準備與俄
領導層展開對話」。他表示，5月25日總統大選將完
全符合「歐洲最高標準」，強調在新總統當選後將立
即辭職，在這之前他將盡力維護國內秩序與和平。

代總統：國庫遭洗劫一空
圖爾奇諾夫領導的祖國黨引述央行消息指，國庫已

被洗劫一空，「國家到了破產邊緣」。針對國家可能
陷入東西分裂，圖爾奇諾夫強調當務之急是停止國內
對抗，恢復社會秩序，打擊分離主義和踐踏領土完整
的行為。
不過，圖爾奇諾夫講話期間，東部和南部州份多個

城市相繼爆發親俄示威。在俄國黑海艦隊駐紮的克里
米亞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爾，數千名示威者高舉俄國
旗，高呼「俄羅斯」，居民自行選出新市長，並設立
自衛武裝。有示威者明言：「塞瓦斯托波爾現在和將
來都是俄羅斯城鎮……我們絕不向基輔的法西斯分子
屈服。」

烏國國會落入反對派控制後，昨對出走基輔的亞努
科維奇及多名前高官發出拘捕令，有報道指亞努科維
奇在塞瓦斯托波爾現身，並有俄海軍陸戰隊同行。但
代理內長阿瓦科夫透露，亞努科維奇前日曾入住克里
米亞一間私人療養院，得知國會任命代總統後便離開
不知所終。邊防警察較早前曾說，亞努科維奇上周六
試圖從東部城市頓涅茨克離境，被邊防人員攔阻。

季莫申科成美歐俄折衷人選
國會今將成立全國團結政府，獲釋的反對派領袖、

美女前總理季莫申科已表明不會出任臨時總理，但種
種跡象顯示，她可能是少數西方和俄國都能接受的領
導人物。
美聯社指出，季莫申科獲釋後，獲德國總理默克爾
及多名美國參議員祝賀，同時俄杜馬獨聯體事務委員
會主席斯盧茨基也明言由季莫申科出任總理「有助穩
定局面」，顯示俄方並非完全反對她掌權。事實上，
季莫申科總理任內與俄總統普京關係不錯，她入獄的
罪名之一，就是以過高價格向俄購入天然氣。

■路透社/美聯社/《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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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分裂危機加劇，

代總統圖爾奇諾夫前日宣

布將重返「歐洲一體化」

路線，臨時政府並以涉嫌

「屠殺平民」罪下令通緝

前總統亞努科維奇，恐令

親俄地區分離主義升溫。

境內唯一自治共和國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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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國家和俄羅斯的「烏克蘭拉鋸戰」
愈趨激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前
日表示，烏國分裂不符合俄、歐、美的利
益，又警告俄國向烏國派兵將是「嚴重錯
誤」。據國際文傳通訊社報道，俄外交部
隨即反擊，指美國才是熱衷干預他國內
政，蘇珊賴斯應提醒華府領導層。
俄國同時在經濟上向烏國施壓。俄國已

表明，暫停向烏提供早前承諾的150億美元
(約1,164億港元)援助。俄總理梅德韋傑夫
昨表示，與亞努科維奇簽署的天然氣協議
有期限，到期後會否續約，須與烏企和政
府再商討後決定。俄經濟部長警告，若烏
國與歐盟簽訂夥伴協定，俄國將提高烏國
商品進口稅。
歐盟發言人昨表示，與烏克蘭的貿易投

資協議洽商須待5月大選後才會繼續，但強

調這不意味把臨時政府視作違法。

俄媒批亞努科維奇「背叛」
亞努科維奇突然出走基輔，打亂俄羅斯

部署。俄國營電視台著名新聞節目主持基
謝廖夫前日批評亞努科維奇無能力實行國
策、搖擺不定，是「背叛了人民」，更稱
烏國瀕臨分裂，可能已超過內戰邊緣，
「烏政壇已再無亞努科維奇的容身之
處。」路透社分析認為，基謝廖夫的言論
反映俄國雖多番重申應尊重早前簽署的和
解協議，但協助亞努科維奇回朝的機會將
不大。 ■法新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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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科維奇大勢已去、

權力和平過渡計劃泡湯，俄總
統普京對烏政策的「A、B計劃」相
繼失敗，但分析認為，由於歐盟投鼠
忌器，短時間內不會有實際行動，因
此烏克蘭局勢尚未完全脫離普京掌
控，必要時普京可能會以烏國美女前
總理季莫申科作為「C計劃」，甚至
再一次以天然氣要脅基輔就範。
季莫申科是2004年烏國「橙色革
命」後上台的反對派領袖之一，不過
她任內與總統尤先科關係惡劣，相反
與普京合作不錯，外界甚至認為普京
私下應該頗欣賞她的女強人形象。
普京的首要戰略考慮，是確保將烏
國納入他的「歐亞聯盟」，因為若缺
少了經濟實力僅次於俄國的烏國，聯
盟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無論怎樣也

無法達到普京希望的程度。
假如C計劃行不通，普京仍握有天

然氣這道最後殺手鐧。目前烏國天然
氣仍幾乎全由俄供應，俄方近10年
就曾多番以此威迫基輔就範。

俄召回駐烏大使 批反對派違協議
烏克蘭局勢突變，連俄羅斯也措手
不及，俄外交部前晚宣布從基輔召回
大使，緊急磋商局勢。俄外長拉夫羅
夫前日與美國國務卿克里通電話，他
批評烏反對派逃避履行與亞努科維奇
的協議，奪取烏國政權，提醒個別在
協議上簽署的西方國家有責任確保協
議落實。
俄總理梅德韋傑夫昨質疑烏臨時政

府的合法性，稱「如今烏國無人能與
我們溝通，掌權的政府是否合法也備
受質疑。但部分西方國家有另一個想

法……認為由武裝叛亂奪權是合法的
人，實際上有點離經叛道。」
俄外交部昨日發聲明強烈譴責烏臨

時政府，指它以獨裁、甚至恐怖手法

壓抑持不同想法的人民，並指新設法
例「限制俄羅斯人的人權」。

■《衛報》/《華盛頓郵報》/
法新社/路透社

同一個烏克蘭，東西民情卻有天壤
之別，東部以俄裔為主的民眾對基輔
反俄親歐示威極度反感，亞努科維奇
倒台，令他們更擔心有朝一日會被西
部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迫害。有鎮壓基
輔示威後「敗走」的特種防暴警察
「金鵰」甚至寄望內戰爆發，「讓俄
坦克和火箭炮保衛我們」。
克里米亞是烏國境內唯一自治共和

國，也是全國唯一俄裔人口比烏克蘭
人多的地區，自18世紀末開始一直是
俄領土，直至蘇聯時期始劃歸加盟共
和國烏國，不過當地與俄關係仍然密
切。克里米亞首府塞瓦斯托波爾同時
是俄黑海艦隊和烏國海軍駐地。
俄政府多年來資助扶植克里米亞親

俄勢力，西方擔心一旦烏國內戰，克
里姆林宮會重施2008年格魯吉亞戰爭

時的故伎，以保護俄僑為由揮軍入侵
烏國，甚至策劃克里米亞獨立。

基輔民兵擬東征 恐激發新衝突
在基輔，於示威中組成的自衛隊民

兵組織「Sotnyi」部分成員打算前往親
俄的東部地區「維持秩序」，有民眾
擔心東部可能視此為親歐勢力入侵，
令局勢惡化。這支頭戴黑面罩身穿軍
裝、手持棒球棍或鐵棒等武器的Sotnyi
為數過千，號稱保護基輔。

■《泰晤士報》/路透社

歐盟外交事務專員阿什頓昨抵達基輔，會晤臨時政府領
袖，商討經濟援助事宜。烏克蘭過渡政府財長科洛博夫呼籲
西方國家提供350億美元(約2,716億港元)援助。路透社引述
歐盟官員表示，歐盟已聯絡中國、美國、日本、加拿大和土
耳其，協調援助烏國。由於歐盟直接援烏可能引起俄羅斯不
滿，有德國議員提議，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出面施援。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表示，中方高度關注烏國政

局，希望各方繼續在法律框架內以和平方式，通過政治協商
解決分歧，盡早實現政局穩定，恢復社會秩序。她說，中方
不干涉烏國內政，願在平等互利基礎上繼續與烏方發展戰略
夥伴關係。
中國駐烏大使館昨發出警示，指烏國局勢進一步惡化，呼

籲當地中國公民加強安全防範，遠離危險地區。
■路透社/新華社/人民網

歐盟協調中美日援烏
外交部：不干涉烏內政

克里米亞是黑海北部海岸上的半島，
是烏克蘭唯一自治共和國，也是俄羅斯

黑海艦隊駐紮地。克里米亞人口中，俄羅斯裔佔約六
成，其餘為烏克蘭人、克里米亞韃靼人。1783年，克里
米亞納入俄國版圖，1853年至1856年，俄羅斯帝國與英
法爆發「克里米亞戰爭」，雙方死傷慘重。1954年蘇聯
領袖赫魯曉夫將之劃歸烏克蘭。雖然烏克蘭語是烏國政
府唯一官方語言，但克里米亞政府工作還是使用俄語。

克里米亞：俄裔佔六成人口
話你知

季莫申科與天然氣
普京「C計劃」：

克里米亞人：俄坦克會保護我們

烏克蘭親俄親歐爭議困擾多年，曾
於美國前總統卡特時期任職國家安全
顧問的布熱津斯基以芬蘭為例，指芬
蘭與俄國及歐盟發展左右逢源的經濟
關係，避免加入被俄方視作威脅的軍
事聯盟，認為這種不參與任何「反俄
聯盟」的做法值得烏國參考。
布熱津斯基認為，美歐應與俄方有

建設性地合作，推動烏國反對派摒棄
報復心態，建立國家團結及政治協調
精神。
他指出，亞努科維奇的奢華意味假

如俄方執意讓他復權，將面對風險；
若俄國支持南部克里米亞及部分東部
工業重鎮脫離烏國，更有機會引發內
戰。一旦內戰升級至地區衝突，西方
社會也難置身事外，需美歐協調應
對。
布熱津斯基主張，華府有必要私下

警告俄國切勿企圖分裂烏國或介入內
戰，例如提出單邊個人或國與國經濟
制裁，以及檢討俄國在世貿、世界銀
行以至八國集團(G8)的地位。

■英國《金融時報》

布熱津斯基：烏需「芬蘭模式」

■基輔民眾湧往獨立廣
場向示威死者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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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出現亞努科維奇被通緝的海報。 法新社

■季莫申科前日會晤美國和歐盟駐烏大使。 美聯社

■烏國駐紐約領
事館外有人高舉
「殺人犯」標語
抗議亞努科維
奇。 路透社

■■民兵組織民兵組織「「SotnyiSotn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