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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前日表示，俄軍在克里米亞的兵力已增
至1.6萬人，遠超外界估計的6,000人。有英國軍事專家

指，這些俄兵不發一槍便取下克里米亞，相信是來自特種部隊、
空降部隊甚至精銳突擊隊。不過俄總統普京昨否認派兵，指包圍
烏軍基地的是「當地自衛部隊」。

俄：亞努科維奇要求派兵
俄軍續加強在克里米亞部署，從地中海調派兩艘軍艦前往當地，俄
掃雷艦昨在塞瓦斯托波爾圍困兩艘烏軍戰艦。約300名烏軍在被俄軍佔
領的貝爾貝克空軍機場示威，要求歸還基地，遭俄兵向天鳴槍示
警。烏邊防部隊昨表示，兩艘俄軍艦分別從南方和北方，封鎖
分隔克里米亞東部和俄國的刻赤海峽，並目擊俄軍裝甲車在俄
領土一方集結。烏國安全局指控俄軍在克里米亞安裝電波干擾
裝置，擾亂烏國會議員手機訊號。
武裝部隊和約200名親俄民眾前晚包圍烏海軍總部，上任不足
一日的烏海軍總司令海杜克被困，民眾呼籲他宣誓效忠克里米
亞。有俄議員透露，對於不願投效的烏軍部隊，其基地的水
電將被切斷、軍餉扣起。
烏臨時總理亞采紐克明日將到布魯塞爾會晤歐盟領

袖，商討局勢，他強調「克里米亞是烏國
一部分，不會放棄」，並提到俄烏已展
開部長級接觸。

聯合國安理會前日召開緊急會議，俄常駐聯國代表丘爾金展示烏前總統
亞努科維奇的信函，稱俄方是應其要求派兵，保衛烏國和俄裔人民。美國
總統奧巴馬批評俄國「站在歷史錯誤一方」，正研究外交和經濟制裁俄
國；有美官員指，最快本周實施制裁。據報美國國防部已暫停與俄軍事接
觸，與俄雙邊貿易和投資談判亦叫停。

美歐與俄互警告制裁
普京警告任何國家制裁俄國，只會帶來反效果；俄外長拉夫羅夫強調，
西方的威脅不會改變俄方對烏取態。克里姆林宮幕僚警告，若美國實施制
裁，俄方或被迫反制裁，棄用美元儲備貨幣，並拒絕向美銀行償還
貸款，屆時美國金融體系恐「崩潰」。
西方續向克宮施壓。歐盟前日召開臨時外長會

議，宣布考慮暫停與俄免簽證談判。
■美聯社/法新社/《華盛頓郵報》/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英國廣播公司

克里米亞自設國防部 恐釀新冷戰

烏克蘭克里米亞半島局勢一觸即發。據報俄軍包圍多個烏軍事設施，烏軍矢

言留守，雙方對峙。克里米亞總理阿克蕭諾夫昨宣布建立國防部，意圖進一步

脫離基輔控制，並指大部分駐當地烏軍已宣誓效忠克里米亞。美國和歐盟加強

施壓，威脅制裁俄國，令外界擔心冷戰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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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士兵對峙
暫未觸發即時危
機，減輕投資者
憂慮，帶動美股

昨反彈。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早段報16,368點，升200點；標
準普爾500指數報1,869點，升
23點，再創新高；納斯達克綜
合指數報4,346點，升96點。
歐股造好。英國富時100指

數中段報6,814點，升105
點 ；法國 CAC 指 數報
4,387 點，升 96 點；德國
DAX指數報9,559點，升
200點。意大利股市升
逾3%。日圓兌美元
跌 至 101.77 水
平，是兩周以來最
大跌幅。 ■美聯社/

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投資者憂慮稍緩
美股升20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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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總統普京昨打破沉默，在前總統亞努科維奇被罷免
後，首次就烏克蘭局勢表態，批評這是違憲政變和武裝奪
權，稱俄方有權用盡一切方法保障在烏俄裔的安全，並指
出兵烏國「暫時並非必要，但是有可能」，但強調只在最
極端情況才會動武。
普京指，俄方原本已準備好向烏提供新一輪20億美元

(約155億港元)貸款，但有西方國家叫俄國暫緩買烏債。
普京對烏國進一步施壓，稱基輔若未能繳付上月天然氣費
用，欠款將累積至近20億美元。
普京形容正受到俄國保護的亞努科維奇已無政治前途，

但重申俄方仍視對方為烏國唯一合法領導人。

命演習部隊返基地
俄國上周三至前日在中西部軍演，共動員15萬名軍人、

90架軍機、120多架直升機和80艘艦隻等，普京前日親身
視察。外界推測軍演是為大規模出兵作準備，但俄總統新
聞秘書佩斯科夫昨澄清是常規演習，與烏國無關，普京亦
已下令參演部隊返回駐地。 ■法新社/路透社/今日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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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局勢觸發投資
者憂慮，俄羅斯股市首
當其衝，前日收跌
10.8%，創2008年金融
海嘯以來最大單日跌幅，
俄羅斯盧布兌美元亦跌至
歷史新低。為遏止資金
流失，俄央行前日宣布
大幅加息1.5厘外，
同時把調整盧布交易區間前的匯市干預資金上限由3.5億美元

(約27億港元)，大幅上調至15億美元(約116億港元)，並將根據
每日具體情況決定外匯交易策略。

全球300大富豪失血3446億
大市下跌，打入彭博億萬富豪指數的俄烏富豪無一倖免，共損失
128億美元(約993億港元)，全球300大富豪總失血更達444億美元
(約3,446億港元)，當中尤以涉足俄天然氣的富豪最傷。
油金價格稍為回落。紐約期油昨跌至每桶103.97美元，倫敦布
蘭特期油跌至109.57美元。金價跌逾1%，至每盎司1,333.2美
元。 ■美聯社/路透社/英國《金融時報》

俄俄股股「「海嘯海嘯」」後最傷後最傷 央行大手捍盧布央行大手捍盧布

俄羅斯天然氣公司(Gaz-
prom)昨宣布，因烏克蘭拖欠
款項，下月起將取消供氣折
扣。
俄美歐政治角力持續，從

俄國大量進口天然氣的歐盟
憂慮會引發能源危機。
歐盟去年從俄國進口1,600

億立方米天然氣，前蘇聯地
區9成石油、7成天然氣和5
成煤炭的出口是輸往歐盟。
意大利進口天然氣中約3成來
自俄國，雖然埃尼集團(Eni
SpA)表示，目前意國存庫還
有 45%存量，加上天氣回
暖，暖氣使用量減少，即使

俄國「斷氣」，也足以應付
到今夏結束，不過仍引起工
業界憂心。
歐盟平均有3成天然氣來自
俄國，但波羅的海3國拉
脫維亞、愛沙尼亞和立
陶宛完全依賴Gazprom
供應，東歐的羅馬尼亞
和捷克也高度依賴俄
國。
歐盟已規劃新天然氣管

線，但尚未完工。整合全歐
盟的能源網絡，也因各國各
有盤算而受阻。歐盟能源依
賴俄國，將局限經濟制裁威
力。 ■綜合報道

歐盟憂觸發能源危機歐盟憂觸發能源危機

俄羅斯叫停 150 億美元(約
1,164億港元)貸款援助後，烏克蘭
亟需資金重整經濟，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IMF)團隊前日抵達基
輔，與臨時政府商討援助貸款
事宜及相應經濟改革。消息
指，美國與歐盟壟斷IMF話
語權，今次無視烏國財政狀
況，合作逼IMF援烏，引起其他成員國不滿。
巴西駐IMF代表巴蒂斯塔表示，IMF不應淪為政治工具，並違反
借貸條例。烏國國會昨批准接受歐盟6.1億歐元(約65億港元)貸
款援助方案，而歐盟表示會協助烏國支付拖欠俄國的天然氣款
項。
美卿克里昨到訪基輔之際，華府宣布向烏提供10億美元(約

77.6億港元)能源補貼。美財長雅各布．盧與日本財相麻生太郎
對話後，表示若烏國進行必要經濟改革，華府將與其他國家和

組織合作，貸款援烏。烏臨時總理亞采紐克稱已準備好
相應改革，預計今年政府預算將減17%。

■法新社/路透社/
美聯社

歐美逼歐美逼IMFIMF出手出手 美美7878億援烏億援烏

《華盛頓郵報》前日發表社評，批
評美國總統奧巴馬外交立場軟弱，在
多國增加軍費時反而裁減美軍規模，
致使美國國際影響力大減，形容他的
外交政策「奠基美好幻想中」，與現
實脫節。
奧巴馬面對外交危機時相對謹慎，

鮮有展現強硬立場，一直被部分鷹派
政客批評軟弱。評論指，奧巴馬去年
一度揚言應向敘利亞發動有限度軍事
行動，最後卻不了了之，令外界認為
美國已成「無牙老虎」。眾議院外交

委員會主席羅伊斯指，俄總統
普京大膽行事，便是看穿
奧巴馬缺乏決心阻攔俄
方。

恐影響民主黨選情
美國11月將舉行國會中期選舉，外
界預料共和黨將就烏克蘭危機對奧巴
馬窮追猛打，甚至成為民主黨在後年
總統大選的隱憂。共和黨資深參議員
麥凱恩批評烏危機全因奧巴馬外交政
策不負責任，導致無人再相信美國的
能力。
不過分析普遍認為，除非俄烏全面

開戰，否則美國不太可能軍事介入，
特別是美國社會經歷阿富汗和伊拉克
戰爭後，瀰漫厭戰情緒，歐洲國家亦
長期接受俄國資金，對付俄
國的招數有限。前美國
駐 烏 大

使赫布斯特表示，其中一個可能
反應是北約同意在擁有一定俄裔
人口的國家增加駐兵。
2008年俄國出兵支持南奧塞梯

脫離格魯吉亞，當時美國共和黨副
總統候選人佩林批評奧巴馬外交軟
弱，一旦入主白宮，俄國必定入侵烏
國。輿論當時認為她瘋言瘋語，她近
日在社交網站facebook重提舊事，獲
網民瘋傳。

■路透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每日郵報》

鷹派不滿軟弱鷹派不滿軟弱 《《華郵華郵》》批奧巴馬活在幻想批奧巴馬活在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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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軍車開入克里米亞俄軍車開入克里米亞
塞瓦斯托波爾塞瓦斯托波爾。。 路透社路透社

■■烏軍在被俄軍佔領的貝爾貝克空軍機場示威

烏軍在被俄軍佔領的貝爾貝克空軍機場示威，，要求歸還基
要求歸還基

地地，，遭俄兵向天鳴槍示警
遭俄兵向天鳴槍示警。。

美聯社美聯社

■■俄方指是亞努科維奇俄方指是亞努科維奇((左左))要求派要求派
兵進入烏國兵進入烏國。。右為普京右為普京。。 法新社法新社

■■親俄人士前日親俄人士前日
試圖闖入黑海城試圖闖入黑海城
市敖德薩市政大市敖德薩市政大
樓不果樓不果。。

■■美國駐維也納大使館外有人示美國駐維也納大使館外有人示
威威，，反對俄軍開入克里米亞反對俄軍開入克里米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