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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組內務部檢察院 俄傳簡化法案迎接

克里米亞下周日公投入俄
烏克蘭分裂危機加劇，克里米亞第一副總理

特米格列夫昨日宣布，將在下周日(16日)就克

里米亞是否加入俄羅斯聯邦舉行公投。當地議

會昨一致通過加入俄國，同時宣布將自組檢察

院、內務部和安全局，意圖進一步脫離基輔的

控制。克里米亞總理阿克蕭諾夫前日指，目前

逾1.1萬名親俄武裝部隊已控制克里米亞，並

包圍所有仍未投降的駐當地烏軍。

克里米亞議會昨舉行閉門會議，通過加入俄羅斯聯邦
的提議，已邀請俄總統普京和俄國會考慮克里米亞

的申請。特米格列夫指，公投內容亦包括是否恢復克里
米亞1992年的憲法，回到實質獨立地位。
據悉普京昨與國家安全部門開會，商討克里米亞入俄
事宜。塔斯社引述一名俄議員指，俄國會最快下周通過
一項簡化「外國地區」加入俄聯邦的法案，明言此舉是
為迎接克里米亞。

武裝分子威脅聯國特使
克里米亞局勢緊張，聯合國特使塞里前日在首府辛菲
羅波爾視察完畢後，遭多名武裝分子威脅，要求他離開
當地，迫使塞里和隨行記者要到咖啡店暫避。烏政府一
度宣稱塞里被擄走，聯國隨即發聲明澄清塞里無恙，並
已安全離開克里米亞。
美國總統奧巴馬昨簽署行政命令，對牽涉俄國軍事干
預克里米亞的人士或單位，凍結在美資產及拒發簽證。
美國海軍昨表示，導彈驅逐艦「特魯斯頓」號正前往黑
海，與保加利亞及羅馬尼亞海軍進行演練。
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昨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
斯通電話，強調處理烏國事務應充分照顧當地各族人民
的權益，並指當務之急是各方保持克制，通過政治和外
交途徑解決危機，避免局勢升級。
美國國務卿克里與俄外長拉夫羅夫前日在巴黎首次面
對面商討烏局勢，但沒有成果。克里曾嘗試安排拉夫羅
夫和烏臨時外長直接對話，但拉夫羅夫拒絕，只同意與
西方繼續展開外交對話。

烏倡取消不結盟地位入北約
歐盟領袖昨召開緊急峰會，預料討論是否對俄實施經
濟制裁。立陶宛總統格里包斯凱特在會前警告，俄正試
圖以武力改寫歐洲邊界。歐盟前日指控18名前烏政府人
士涉挪用公款，下令凍結他們在歐盟境內的資產，包括
前總統亞努科維奇及其兒子。
各方圍繞克里米亞的外交戰愈演愈烈。烏當局前日連
番出招，下令逮捕親俄的阿克蕭諾夫，並以「煽動叛
國」罪名起訴俄黑海艦隊司令維特科，又拒絕交出遭俄
通緝的烏右翼政黨領袖亞羅什；有議員提交修正案，要
求取消烏國的不結盟地位，以便加入北約。
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前日亦宣布，暫停舉行北約－俄
羅斯聯合行動計劃、取消與俄的低級別民事或軍事會
議，並重新評估北約與俄國在全方位的合作。俄常駐北
約大使警告此舉只會適得其反。

普京民望高位 美炒熱輿論戰施壓
美國國務院前日發表聲明，罕有地以清單形式列出普
京在烏危機的10個主張，並逐條予以反駁。分析指國務
院此舉極不尋常，因該部門通常不會公開指責外國領導
人言論失實，認為白宮有意炒熱針對俄的輿論戰，向普
京施壓。
不過俄國一項最新民調顯示，近日局勢乎未有動搖普
京民望，其支持度升至67.8%，是前年5月再次當選總統
以來最高。分析指，很多俄羅斯人把烏克蘭人視為「正
求援的兄弟」，故支持普京的行動。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彭博通訊社/俄新社

俄羅斯宣布停止向烏克蘭提供天然氣折扣後，烏國計
劃從歐洲進口更多天然氣，以減少對俄依賴。烏能源部
長表示，已和斯洛伐克及德國能源公司RWE簽訂協議，
每年共進口150億立方米天然氣，佔今年所需一半。
美國受惠於頁岩氣革命，一躍成為全球最大天然氣生
產國，美媒紛紛鼓吹華府向歐洲出口更多天然氣，以削
弱俄國的影響力。《紐約時報》形容，烏克蘭危機預示
美國能源外交新時代崛起。
另外，由於烏國財政緊絀，投資者擔心當地可能債務
違約，令該國借貸成本近日大升，短債價格跌最多6%，
5年或以上長債信貸違約掉期(CDS)成本則升至歷史高
位。 ■■CNBC

烏擬增歐氣進口
美媒倡華府能源外交制俄

俄烏部隊對峙之際，雙方早已發起網絡戰。烏安全局
局長納利瓦琴科早前指控俄方干擾烏國會議員手機通
訊，烏電訊商Ukrtelecom則表示上周遭武裝部隊闖入，
在光纖電纜做手腳。有烏國黑客組織聲稱成功入侵40個
網站，包括把俄媒「今日俄羅斯」多篇報道的「俄羅
斯」字眼改成「納粹」。
意大利《晚郵報》報道，克里米亞被俄方控制後，媒
體審查情況浮現，部分報道俄兵騷擾烏國軍人眷屬的影
像遭刪除，數家電視台的訊號周一起中斷。文章引述當
地一間支持基輔政府的電視台主管透露，多名廣告贊助
商受壓被迫抽起廣告。

■■英國廣播公司/中央社

俄羅斯電視台「今日俄羅斯」駐華盛
頓美籍女主持沃爾，前日在新聞節目直
播期間宣布辭職，稱自己不能成為俄國
政府資助的電視台一分子，批評該台粉
飾俄總統普京所為。「今日俄羅斯」則
抨擊沃爾是自我宣傳，並質疑她的專業
道德。
沃爾說：「我的祖父母在匈牙利革命

時期逃到這裡(美國)，諷刺地逃離蘇聯

軍隊」。她指很幸運能在美國長大，又
稱「以身為美國人為榮，相信傳達真相
的使命，因此我報道這節新聞後辭
職」。
今日俄羅斯表示，記者不同意公司的

編採立場，正常做法是向編輯反映。若
不能解決，辭職時應表現專業，而非公
開表演，公布個人決定。

■路透社/法新社

韓國《朝鮮日報》周二在首
爾舉辦「亞洲領導力會議」，
探討韓國和朝鮮若統一所帶來
的正面影響。高盛集團經濟學
家權九勳稱，兩國若仿傚中國
內地和香港「一國兩制」的模
式來實現統一，10至15年後統
一的朝鮮半島經濟規模將超越
日本，可與德國、法國媲美。
權九勳表示，統一後韓國的

人口老化問題將押後15年，又
能獲得2萬億至4萬億美元(約
15.5萬億至31萬億港元)的朝鮮
地下天然資源；而朝鮮國內生
產總值(GDP)將在15年內，增
至2,500億美元(約1.94萬億港
元)，相當於現在韓國經濟規模
的1/4。

末日博士：華客勢大增
有「末日博士」之稱的經濟

學家麥嘉華在會上指，韓國股
價現時非常吸引，假如出現統
一苗頭，全球基金經理將湧向
韓股，帶動股市大升。他也看
好統一後的旅遊業前景，預計
來自中國的旅客將大增。
日本東北亞經濟研究所研究

部長三村光弘表示，統一後釜
山至北京的高鐵將只需5小時

車程，大大方便企業家的來往。
德國馬格德堡大學教授派克以東、西德統一為例，

指10年前德國還被稱為歐洲病夫，現時卻是經濟最穩
定的國家，是因為統一令德國勞動市場變得靈活，福
利制度等領域也發生變革，增強競爭力。然而專家指
出，朝韓若統一，將出現巨額財政支出，令國債急
增，它佔GDP比率將升至全球最高。

■■韓國《朝鮮日報》

美國政府監控魔爪無孔不入，
中情局(CIA)被揭入侵參議院情報
委員會的電腦網絡，截取參院調
查CIA拘留和拷問項目的機密資
料。情報委員會主席法因施泰因
前日確認消息屬實，正着手調
查。有議員憂慮，中情局的做法
威脅美國憲法中行政、立法機關
權力分立的精神。
參院情報委員會的調查目標，

是前總統布什執政時，中情局為
審問涉嫌恐怖分子而設立的秘密
拘留點，這些「黑獄」因採取水
刑等殘酷審訊手法而廣受外界抨
擊。參議員尤德爾周二致信總統
奧巴馬，指中情局近期不當監控

委員會的調查，認為這對調查乃至美國民主制
度帶來問題。
憲法規定，中情局不得監控本地公民。參議

員麥凱恩指，民主體制不容許這種事情發生。
然而，中情局局長布倫南則辯稱指控毫無根

據，又指在調查完成前，議員不宜公開評論。
■■法新社

虛擬貨幣「比特幣」的新加坡交易
平台First Meta女行政總裁拉特克，
上周三在家中暴斃，外界傳言她是自
殺而死，未知是否與近月比特幣價值
大跌有關。警方昨日表示，拉特克並
非自然死亡，正立案調查，暫未有理
由懷疑是謀殺。First Meta日前在網
站宣布拉特克的死訊，並向其家屬致
哀。

28歲的拉特克原籍美國，曾任職
蘋果公司等多間科技公司，前年移居
新加坡。從其facebook專頁的發文可
見，她極相信虛擬貨幣的發展潛力。
不過，比特幣近年鬧出不少風波，她
死前比特幣大幅貶值。新加坡金融管
理局上周表明比特幣並非法定貨幣，
局方不會規管此幣買賣和使用，提醒
投資者注意風險。 ■■法新社

女主持直播劈炮俄媒批自我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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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赴美國留學學生參加的美國大
學入學試SAT（學習能力測試）將面
臨改革，美國大專院校委員會前日宣
布從2016年起，SAT作文將列為非必
答選項、突出常用詞彙、學生可選擇
電腦測試等。委員會總裁科爾曼表
示，新版考試着重分析能力，內容更
貼近高中課程，並評測學生對大學學

習的適應能力，希望改革措施能讓學
生「如釋重負」。
這將是SAT自2005年以來首次重要
改革，將繼續考核閱讀、數學、寫作
等能力。改革重點包括總分由2,400改
為1,600，其中作文部分由必考項改為
自選項，重點測試學生對文章使用論
據、論述過程的分析能力，而非作者

本身的論述能力。數學測試部分將縮
小範圍，取消現行的「錯題扣分」原
則。新考試亦將調整詞彙量範圍，減
少冷門詞彙考核，更突出日常用字。
據道，改革原因之一是為應對美國
另一項大學入學標準測試ACT的競
爭。ACT自2012年以來在全美大有趕
越SAT之勢。 ■■新華社/中央社

美SAT變革 考日常詞彙作文非必答

比特幣插水 星交易網CEO疑自殺亡

補主稿

■韓國總統朴槿惠向畢業的三軍士兵揮手。 法新社

■■烏克蘭頓涅茨克有示威者烏克蘭頓涅茨克有示威者
企圖衝入地區行政大樓企圖衝入地區行政大樓，，與與
警察發生衝突警察發生衝突。。 美聯社美聯社

■■拉夫羅夫拉夫羅夫((左左))就烏克蘭就烏克蘭

局勢會晤克里局勢會晤克里。。 路透社路透社

■■聯合國特使塞里遭多名武裝分聯合國特使塞里遭多名武裝分
子威脅子威脅，，被迫到咖啡店暫避被迫到咖啡店暫避，，最最
終安全離開終安全離開。。 美聯社美聯社//路透社路透社

■■行政大樓外有行政大樓外有
大批防暴警察戒大批防暴警察戒
備備。。 路透社路透社

■■沃爾沃爾

■■拉特克拉特克

■■女權組織
FEMEN 成
員在烏克蘭
半裸示威，
被 警 察 驅
逐。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