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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軍隊加強在烏克蘭的活動，西方國家
會否採取相應行動備受關注。《每日郵報》
指，美、英、俄和烏國元首於1994年2月5日
簽署《布達佩斯備忘錄》，各方承諾保證烏領
土完整，換取烏方放棄核武。分析指，若備忘
錄具法律效力，當俄方入侵烏國，技術上美英
可出兵介入。
簽署備忘錄的4國領袖包括時任俄總統葉利

欽、烏國總統庫奇馬、美國總統克林頓及英國
首相馬卓安。然而備忘錄是外交文件，而非正式協議，算是近代國
際外交首例，它是否具約束性法律效力，學術界未有定論。美國德
保羅大學法律教授凱爾曼稱，備忘錄在國際法具約束力，但不代表
有執行方法。 ■《每日郵報》

2020年前簽備忘錄年前簽備忘錄 成美英介入借口成美英介入借口

泰國示威領袖素貼前晚宣布結束「封鎖曼谷」
行動後，曼谷多個集會據點的示威者昨陸續改到
隆披尼公園集合，多條被封鎖道路重開。素貼強
調無人強迫他結束封城行動，會繼續把示威升
級，率領示威者包圍政府部門和前總理他信家族
企業，有決心在本月底前「結束一切」。
素貼為阻礙交通道歉，解釋隆披尼公園鄰近很
多建築物和會議廳，方便舉行集會和講座。看守
內政部長素拉蓬歡迎封城行動結束，稱素貼「永

不能戰勝政府」，要求反對派結束所有示威。

反對派內訌批素貼
示威者計劃今日繼續清理各示威據點，明日完

全解封道路，不過最少有兩個示威團體拒絕離
開，當中程華大那示威區負責人、高僧伊薩拉對
素貼結束封城行動感憤怒，批評對方令示威者連
日捨命抗爭失去意義，強調無意離開。
分析認為，封城行動雖然結束，但不代表看守

總理英祿可鬆一口氣。清邁大學東南亞事務研究
所總監錢伯斯認為，只有法庭或軍方有能力推倒
英祿政府，示威者一開始已毫無勝算。他表示，
目前最可能的情況是本月出現司法干預，導致英
祿政府倒台，而軍方仍有可能發動政變。
泰國上月大選受反對派阻撓，全國逾萬票站未

能開放。選舉委員會昨日表示，將從反對派阻力
最少的省份開始，陸續安排補選。

■法新社/路透社/《曼谷郵報》

曼谷「解封」 素貼：示威升級續圍政府

俄外交部證實，黑海艦隊裝甲車在克里米亞調
動，並指責基輔新政權派出武裝分子，企圖

攻佔克里米亞內政部大樓。
烏國邊防部門發言人稱，前日有8架俄軍直升機降

落在克里米亞首府辛菲羅波爾北部的近衛軍村空軍
基地，別里別克機場當晚也被身份不明的武裝人員
佔領。當地一條公路出現多輛裝甲運兵車和軍人，
車上有俄國黑海艦隊海軍陸戰隊旅的標誌。

提前本月底公投
到了昨日，俄軍在克里米亞的行動有升級跡
象。國際文傳通訊社引述烏軍消息指，20名俄
士兵企圖佔領克里米亞一個防空導彈基地。烏
邊防部門稱，在俄黑海艦隊所在的塞瓦斯托
波爾，300名武裝分子在俄防長紹伊古命令
下，昨包圍當地海岸防衛隊總部。
阿克蕭諾夫表示，黑海艦隊軍人將參與

保護克里米亞重要設施，雙方已成立聯合
小組。他續稱，原定5月25日舉行的克里
米亞獨立公投，將提前至本月30日。

美籲公民取消赴烏
俄國本土亦出現愈來愈大聲音，要求普

京介入烏克蘭。馬特維延科表示，俄方可
能派遣「有限部隊」赴克里米亞保護黑海
艦隊及俄人。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日表示，對俄軍在烏克

蘭活動非常擔心，指任何破壞烏主權和領土

完整的舉動，都對烏、俄和歐洲不利。他警告俄方若武力干涉烏
克蘭，將付出代價。有美國官員透露，若俄軍干預烏國，奧巴馬
及多名主要歐洲國家領袖可能缺席6月在索契舉行的八國集團(G8)
峰會，以示抗議。美國務院要求公民取消一切非必要赴烏國行程。

俄英德首腦通話 首務穩局勢
普京前日與英國首相卡梅倫、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歐洲理事會

主席范龍佩，就烏克蘭局勢通電話。各方強調，當務之急是防
止烏國暴力進一步升級，同時採取措施穩定局勢。
聯合國安理會前日召開閉門緊急磋商，烏常駐聯國代表謝爾
蓋耶夫指責俄軍機非法入侵，以及俄軍企圖控制克里米亞兩個
機場，形容當地境況猶如數年前的南奧塞梯局勢。俄議會授權
普京出兵後，安理會昨日再召開緊急會議。歐盟外長明日會召
開緊急會議，商討烏局勢。
俄常駐聯國代表丘爾金強調，俄軍在克里米亞半島的任何軍事部

署，均符合俄烏兩國簽署的有關協議。聯國輪值主席、立陶宛常駐
聯合國代表穆爾莫凱特呼籲，烏克蘭有關各方保持最大
限度的克制，並展開包容對話。分析認為，常任理事國
俄羅斯擁有否決權，聯國採取實際行動的機會不大。
烏國東部城市哈爾科夫昨有2萬人參與支持俄國示威，

有300人衝擊政府大樓，並與親西方的臨時政府支持者
發生衝突，數十人受傷。前世界重量級拳王、反對派
領袖克利奇科呼籲「全國總動員」對抗「俄羅斯入侵」。
烏代總統簽署法令，指阿克蕭諾夫獲任命克里米

亞總理是違法。臨時外長傑希察表示，俄國拒絕與
烏方談判。臨時財長什拉帕克稱，烏國下月前無望
取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援助。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烏克蘭軍事對立形勢昨日驟然升級，烏防長稱俄羅斯增派

6,000名軍人進入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立場親俄的克里米

亞總理阿克蕭諾夫，促請俄總統普京協助保障當地和平。普

京昨日根據俄憲法，向上議院提議在烏克蘭領土動用軍事力

量，強調此舉是保護俄裔人士及克里米亞的俄軍基地，獲上

議院一致通過。按照規定，俄國只須經上議院通過便可向外

國出兵，毋須交國家杜馬(下議院)表決。但副外長卡拉辛強調，

這不代表俄國會即時出兵。上議院議長馬特維延科同時下令，

要求外交事務委員會促請普京召回俄駐美大使。

美國總統奧巴馬警告，若俄羅斯
軍事介入烏克蘭，要「付出代
價」，但無提及具體措施。分析
指，美方對抗俄國的手段有限，只
有抵制將在索契舉行的八國集團
(G8)峰會、暫緩俄方尋求的貿易及
經濟優惠。由此可見，奧巴馬言辭
強硬只是虛張聲勢，未必能改變俄
國對烏克蘭行動。
美國輿論近年屢屢批評華府對俄

態度不夠強硬，這可追溯至奧巴馬
執政之初。前總統布什在位期間，
大力推動前蘇聯加盟國加入北約及

歐盟，以削弱俄國影響力。奧巴馬
2009年上任後，嘗試「重啟」對俄
關係，雙方達成裁減核武協議、合
作維護駐阿富汗美軍補給，近月又
合力銷毀敘利亞化武。
然而美國政客和盟國認為，普京

反而運用這些措施，作為制衡美
國、與華府討價還價的籌碼，並達
致增進俄國國際地位的目標。他們
稱，奧巴馬應直接挑戰普京，否則
俄國將更積極干預烏克蘭，日後會
繼續動搖美國在亞洲、歐洲及中東
的利益。 ■《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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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政局劇變，俄羅斯取態備
受關注。觀察家認為，俄總統普京
向兩個前蘇聯加盟國格魯吉亞及摩
爾多瓦出兵的做法，可能成為介入
烏國克里米亞的藍本。
在2008年俄國出兵格魯吉亞期間
任職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希爾
稱，普京顯然不想烏國加入歐盟，
在烏國領土完整方面的不穩定因
素，難免帶來政經影響，與西方建
立關係及接受援助會變得更複雜。
瑞典外相比爾特表示，俄方正

嘗試在克里米亞建立新灰色地
帶，情況似曾相識。
分析指，普京去年處理敘利亞

危機時，強調各國主權不容外界
侵犯，若俄方過度介入烏國，會
令人覺得普京言行不一，或令
他今次步步為營。

■《華爾街日報》

兩次出兵前蘇聯加盟國料成藍本

烏克蘭變天後，臨時政府
與俄羅斯關係持續緊張。俄羅
斯天然氣公司(Gazprom)昨日
表示，烏克蘭國家油氣公
司Naftogaz去年及今年共
拖欠15.5億美元(約120億
港元)天然氣款項，威脅取

消供氣折扣。
Gazprom表示，Naftogaz僅償還去年

26.3億美元(約204億港元)欠款中的12.8
億美元(約99億港元)，並要求押後至下
月15日繳清餘額。Gazprom發言人庫普
里亞諾夫表示，折扣的前提是Naftogaz
準時清還全部欠款，但對方欠款額龐

大，遂計劃取消折扣。
烏去年以每 1,000 立方米

400美元(約3,104港元)價格，
向俄購入130億立方米天然
氣。前總統亞努科維奇去年
11月拒簽《歐盟-烏克蘭聯繫
協議》後，俄國改以每1,000
立方米268.5美元(約2,084港
元)的折扣價供氣，並承諾提
供150億美元(約1,164億港元)
貸款，被批評藉此誘使烏國切
斷與歐盟的聯繫。 ■俄新社

烏拖欠120億 俄威脅斷天然氣折扣

共同社報道，日本首相安倍
晉三向執政自民黨高層表示，
最快於6月22日本屆例行國會
閉幕後，立即改組內閣並調整
自民黨領導人事。
這將是安倍再次執政以來，

首次對閣僚及自民黨領導層進
行人事調整，目的是維持對他
的凝聚力，以迎接明年秋季的
黨總裁選舉。政府高層透露，
自民黨幹事長石破茂和內閣官
房長官菅義偉會留任。
安倍有意就解禁集體自衛權

問題與公明黨妥協，以期在新
的領導層主政下，於秋季召開
的臨時國會期間修改相關法
律。外界認為，因應國會屆時
對自衛權問題的質詢，安倍改
組內閣時將特別重視防衛大臣
人選。
另外，韓國總統朴槿惠昨日

在紀念抗日獨立的3.1節95周
年紀念儀式上致詞，促日本承
認過去的錯誤，走上和解雙贏
之路。

■韓聯社/法新社/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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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亞有人用釘板阻克里米亞有人用釘板阻
礙道路礙道路。。 法新社法新社

■■親西方派與親俄派觸親西方派與親俄派觸
發流血衝突發流血衝突。。 路透社路透社

■■（（左起左起））當年葉利欽當年葉利欽、、
克林頓克林頓、、庫奇馬及馬卓安庫奇馬及馬卓安
簽署備忘錄簽署備忘錄。。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俄軍車在克里米亞俄軍車在克里米亞
調動調動。。 路透社路透社 ■武裝分子佔領辛菲羅波爾

議會大樓。 路透社

■■配備槍械的軍人進配備槍械的軍人進
駐克里米亞駐克里米亞。。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