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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國臨時財長科洛博夫表示，烏國明年底前最
少需要350億美元(約2,717億港元)援助，始

能維持國家運作。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上周五曾
預測，若俄國150億美元金援作罷，烏國將無力償
還今年底到期的130億美元(約1,009億港元)國債，
恐債務違約。

西方或先短期貸款 烏幣新低
歐盟執行委員會發言人稱，只要烏國組成新政
府，便可重啟與歐盟貿易議題的討論。白宮前日亦
表示，將聯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施援，但
IMF規定只可借貸予經選舉產生的政府，意味貸款
最快要待5月大選後才到位。分析認為，西方或改
為短期貸款予烏國，解燃眉之急。
俄經濟部長烏柳卡耶夫表示，俄國此前承諾買烏
債計劃中，前期的30億美元(約233億港元)烏債已
到位，下一階段20億美元(約155億港元)將照常進
行。他強調，俄國不會干涉烏國與他國政經交往。
烏國近年金屬和工程產品出口需求下跌，拖累經
濟下滑，失業率達7.5%。政局不穩拖累本幣格里
夫納匯價昨重挫6%，跌至9.70兌1美元的歷史低
位。以美元計價的10年期烏債孳息率上周五一度
升至9.826厘，前日稍回落。
烏國政局續成全球焦點，俄總統普京過去幾日先
後致電美國總統奧巴馬、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
統奧朗德、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及哈薩克斯坦總
統納扎爾巴耶夫，探討局勢。捷克、波蘭、匈牙

利、斯洛伐
克、保
加 利
亞、希臘和
羅馬尼亞7國外長
前日亦就烏局勢會
晤。
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華春瑩昨表
示，注意到在各
方努力下，烏國
局勢已緩和，希
望各方繼續在法
律框架內推進解
決危機的政治進
程。中國駐烏大使館表示，正
密切關注局勢變化，已提醒在烏公民加強安全防
範。
拉夫羅夫表示，俄方決意遵守不干預烏內政的立

場，希望其他國家一同遵守這一原則；他警告烏國
有意禁播俄電視台將嚴重違反國際規定。

俄斥叛變 指看守政府非法
遭國會罷免和通緝的前總統亞努科維奇行蹤成

謎，俄國聯邦委員會主席馬特維延科強調，亞努科
維奇仍是烏國唯一合法領導人。俄總理梅德韋傑夫
亦批評烏國最近局勢發展是「武裝叛變」，質

疑看守政府合法性。
不過白宮前日形容亞努科維奇「不再主動履行領
導國家的責任」，暗示美方不再視他為烏領導人。
烏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謝爾蓋耶夫前日召開緊
急記者會，呼籲國際社會支持現政
權，強調烏國「沒有政變」。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
社/俄新社

大選後施援vs繼續買債 俄外長：別逼烏選邊

大選後施援vs繼續買債 俄外長：別迫烏選邊
烏瀕破產 西俄掀金援角力

烏瀕破產
歐俄掀金援角力
政局動盪的烏克蘭深陷財政危機，觸發西方和俄羅斯金援角力

進一步升級。歐盟和美國同意提供援助，但預料會先要求烏國大

舉改革，恐加重烏國社會負擔。俄國日前叫停去年底宣布的150

億美元(1,164億港元)援烏貸款，但俄方昨強調購買烏債計劃不

變，外長拉夫羅夫則警告各方「不要強迫烏國選邊」。

烏克蘭國會前日以大比數通過議案，
要求把被通緝的前總統亞努科維奇、前
總檢察長普雄卡和前內政部長扎哈爾琴
科等「重犯」送往海牙國際刑事法庭受
審，不過國際法庭發言人澄清暫未接到
烏方要求。代總統圖爾奇諾夫昨會晤執
法部門，探討部分親俄地區出現「危險
的分離主義跡象」。
國會原定昨表決看守政府名單，但圖
爾奇諾夫以「聽取更多意見」為由，決
定把投票延至明天。

季莫申科擬赴德治傷 拳王參選總統
總統大選定於5月25日舉行，中央選

舉委員會宣布，競選活動昨日正式展
開，並開始接受報名，前世界重量級拳

王、反對派領袖克利奇科率先表態將參
選。熱門人選之一、日前剛獲釋的前
「美女總理」季莫申科則表示，將接受
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建議，赴德治療背
傷。
親歐勢力清除亞努科維奇影響力的行

動如火如荼，據當地媒體報道，多個國
家機關前日起開始大規模清除亞努科維
奇肖像。國際文傳電訊社報道，當局已
發出旅遊禁令，禁止在過去3個月示威
中，有殺害示威者嫌疑的人離境。
各地仍有零星暴力，烏克蘭共產黨領

袖西蒙年科的寓所前晚遭身份不明人士
縱火。亞努科維奇一名助手據報中槍受
傷，沒生命危險，未知事發時是否與亞
努科維奇一起。

■路透社/俄新社

烏克蘭親西方勢力成功逼走亞
努科維奇，卻未見華府即時祝賀，
事關美國對俄羅斯的反應有所顧
忌，而且烏國危機仍未化解，更有惡
化風險。分析指，示威者成功令基輔
變天，民族主義情緒正值高峰，稍一
不慎不僅撕裂烏國，更恐蔓延至鄰
國。即使基輔打算投靠西方，相信俄
總統普京亦不會袖手，故西俄這場角
力誰勝誰負言之尚早。
烏國反對派控制的國會早前快刀斬

亂麻通過多項法案，當中不少帶有反

俄意識，恐激化親俄派系不滿，加劇
分裂危機。國際社會多次強調，當務
之急是維持烏國統一和領土完整，歐
盟外交事務專員阿什頓已前往基輔，
美國亦派出副國務卿伯恩斯前赴。
不過分析認為，俄國才是左右烏國

今後命運的關鍵因素。JLT Specialty
信用及政治風險顧問斯蒂芬斯指出，
相比顯得不太願意介入的歐盟，俄國
明顯更具作出干預的政治動機，地理
位置上亦較有利。 ■法新社/

《紐約時報》/霍士電視台/CNBC亞努科維奇出走後，有記者
在其奢華莊園的人工湖底找到
大批機密文件，懷疑是他與助
手急忙逃走之際，未來得及銷
毀文件。當中顯示他曾計劃調
動多達2.2萬名警察和裝甲車
清場，並派狙擊手射殺獨立廣
場上的示威者。
雖然文件真實性未能確定，

但國會副議長莫斯卡爾已公開
部分文件，記者亦開始分析內
容，並將於未來數天陸續在網
上公開。莫斯卡爾表示，希望

透過公開文件向新政府施壓，
將亞努科維奇繩之於法。

同鄉唾棄亞努科維奇
亞努科維奇眾叛親離，不僅

被國會罷免、被政黨拋棄，更
遭家鄉東部工業城市頓涅茨克
的民眾唾棄，他們紛紛表示不
會為他下台感到遺憾。
一些死忠於他的激進分子和

組織連日來在當地列寧廣場冒
着寒風集會，要求東部脫離烏
克蘭自治，不過示威只有20多
人。 ■路透社/法新社

美國一對夫妻遠赴烏克
蘭領養4名兒童，意外捲入
反政府示威，但他們仍然
堅持完成領養手續，且與
家中新成員一同見證歷
史。
來自亞拉巴馬州的邦迪

一家，在辦理領養手續期
間暫住基輔，距獨立廣場
僅1公里，孩子在家玩耍的
同時，外頭槍聲爆炸聲此
起彼落。他們原計劃完成
所有手續後一起返美，但
最後決定先讓丈夫帶同已
完成手續的3孩回去，遠離
暴力。

■美聯社

顧忌俄國 美不應即時慶祝

湖底機密文件
揭擬派大軍清場

美夫婦無懼示威 領養4孤兒

國會決議 亞努科維奇交國際法庭

■烏克蘭示威
演變成血腥警
民衝突，但愛
情無分政治立
場，基輔防暴
警察安德烈執
勤期間，對與
其他人組成人牆、分隔防暴警和
另一批示威者的示威女記者帕尼
基芙一見鍾情，更趁對方講電話
時記下電話號碼，向她短訊「我
想娶你，安德烈」。雖然做法唐
突，但竟然成功俘獲芳心。

■《每日郵報》

防暴警愛上示威女記者

■美國總統
奧巴馬

■俄羅斯總統
普京

■■邦迪先帶同已完邦迪先帶同已完
成手續的成手續的33孩返回孩返回
美國美國。。 美聯社美聯社

■烏克蘭女
權組織 Femme 赤
裸上半身，在巴黎示威
反亞努科維奇。 路透社

泰國曼谷暴力持續，示威地點昨
凌晨發生爆炸及槍擊，兩人受傷。
示威領袖素貼聲稱親他信「紅衫

軍」及政府計劃派武
裝分子入城，進一步
激化衝突。特別調查

廳廳長塔力昨警告，國家可能陷入
內戰。泰國《民族報》分析指，政府與反政府組
織談判和解的機會低，軍警之間亦有猜疑，恐出
現更多伏擊及游擊戰，醞釀內戰。
中國駐泰大使館昨再次發出警告，提醒赴泰公

民遠離多個熱門景點位處的拉差巴頒區，因該區
日前發生爆炸襲擊，亦應避開總理府等示威地點

及周邊地區。

清場死者家屬告英祿謀殺
警員上周二在繁華橋清場，造成多人死亡，其

中兩名遇難示威者的家人入稟法院，控告看守總
理英祿、維持安全秩序中心(CMPO)負責人差林等
6名高官謀殺，指他們漠視部分警員在清場時配
備作戰武器、爆炸品及實彈、可能造成傷亡的
事實。
受連月示威影響，泰國航空上季淨虧損56.5
億泰銖(約13.5億港元)，是連續第三季見紅。
泰國上月進口按年大跌 15.5%，出口亦跌
2%。 ■路透社/法新社/泰國《民族報》

除了烏克蘭，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近日
亦爆發連串示威，至前日造成至少13死150
人傷，被視為總統馬杜羅去年上任以來最嚴
峻的挑戰。昨繼續有示威者在街頭焚燒垃圾
及車胎，架設路障，令交通幾乎癱瘓，示威
者甚至揚言可以令委國變成下一個烏克蘭。
示威浪潮源於本月12日由執政黨與反對
黨組織的青年節遊行，當天有武裝人員向遊
行群眾開槍，造成3死66傷，觸發大規模示
威。
在國內備受壓力的馬杜羅繼上周五呼籲與
美國重新對話後，昨再表示打算恢復在華盛
頓派駐大使，不過華府反應冷淡。

■美聯社/法新社/英國《金融時報》

委內瑞拉恐變烏翻版
示威13死150傷

素貼稱紅衫軍武裝入城

官員警告恐內戰

曼曼谷谷封封城城 ■■帕尼基芙帕尼基芙

■■帕尼基芙及安德烈帕尼基芙及安德烈

白宮稱美國會與白宮稱美國會與IMFIMF一同施援一同施援

俄稱買烏債俄稱買烏債
計劃不變計劃不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