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國央行存放在美國聯儲局的美債規模，截
至上周三的一周跌至2.855萬億美元(約22.2萬億
港元)的15個月低位，單周減幅達破紀錄的1,050
億美元(約8,156億港元)。投資者懷疑是俄羅斯出
手，以防一旦烏克蘭危機升級，美國或凍結俄
資產。
俄國截至去年底持有1,386億美元(約1.08萬億

港元)美債，今年以來，外國央行存放在聯儲局
的美債減少1,415億美元(約1.1萬億港元)，抵銷
去年全年增加的1,035億美元(約8,039億港元)。
CRT Capital策略師林根表示，俄國將美債轉

移至摩根大通、紐約梅隆銀行或瑞銀等第三方
託管人。交易員稱，託管人責任包括戶口管
理、確認清償，以及採取其他保障安全措施。

分析料售美債撐本幣
Brown Brothers Harriman策略師錢德勒指，

新興市場央行的干預，似乎不足以在一周內轉
移逾千億美元美債，因此極可能是俄羅斯出
手。
聯儲局去年底宣布退市後，投資者憂慮增長
前景，今年初多個新興市場貨幣急挫。分析師

認為，俄國可能出售美債支撐本幣。

俄債息逼10厘 盧布沉底
俄國銀行業人士透露，俄羅斯儲蓄銀行(Sber-

bank)、外貿銀行(VTB)、石油公司Lukoil等，正
從西方國家銀行撤走數以十億計美元，擔心美
國可能凍結俄方資產作制裁；當中VTB計劃取
消下月舉行的美國投資者峰會。俄國10年期債
息前日升至近9.7厘，遠高於1月時的不足8
厘，盧布兌美元跌至36.7，接近歷史低位。

■《華爾街日報》/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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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內容包括宣告
公投無效，並要求

各國和國際組織不要承
認公投結果。分析指，
西方早已預料俄國必定
動用否決權，其醉翁之
意明顯是中國的棄權
票，意圖孤立俄國。一
名西方外交人員指，為

了讓中國更易接受議案，內
容特別經過美方精雕細琢，避免加入針對俄國或要求俄國從克里
米亞撤軍的條文。
美國國務卿克里和俄外長拉夫羅夫前日在英國倫敦舉行會談6
小時無果，拉夫羅夫強調，克里米亞對俄羅斯的重要性，遠

超馬爾維納斯群島(英稱福克蘭群島)對英國的意義，
或暗示俄方不惜一戰。

烏稱違憲 拒認獨立宣言
據悉克里提議讓克里米亞擁有較現時更高的自

治權，換取取消入俄公投，但拉夫羅夫不為所
動。克里會後強調，美國不會承認公投結果合
法性，並警告俄方若不改變現行方針，將

面臨「後果」。法國總統奧朗德指，
對俄下一階段制裁將包括兩國的

軍事合作。拉夫羅夫表示，
俄總統普京無意在公投結
果出爐前，就烏克蘭
作出任何決定。

俄經濟部長烏柳
卡耶夫昨表示，
已作好準備應對
西方可能在

公投後對俄實施制裁，又認為俄歐貿易不會因制裁而大幅倒退。
烏克蘭憲法法院前日裁定，克里米亞公投違反烏國憲法，下令

克里米亞公投委員會立即停止運作，並銷毀有關選票和宣傳材
料。代總統圖爾奇諾夫同日簽署命令，終止克里米亞上周發出的
「獨立宣言」效力。烏國會則表決通過，提前終止本屆克里米亞
議會權力。

烏：俄佔克里米亞外村落
烏國邊防發言人表示，俄軍佔據了克里米亞附近一條村落，是

俄軍首次在克里米亞以外地區行動。烏外交部批評此舉是「軍事
入侵」，並揚言會採取一切措施阻止俄軍。上周抵達黑海參與聯
合軍演的美軍導彈驅逐艦「特拉克斯頓」號，昨日宣布將在當地
再次舉行軍演，被認為是要向俄方施壓。聯合國宣布向烏克蘭派
遣人權監察小組，實地理解和協助緩和當地緊張局勢。

槍手襲親俄示威者2死
在烏國東部，親俄和親歐兩派民眾持續衝突。哈爾科夫前日發

生槍擊，造成1名親俄示威者和1名路人死亡。當時有槍手向親俄
示威群眾開槍，示威者跟蹤槍手的車輛來到民族主義組織「烏克
蘭愛國者」總部，嘗試硬闖時遭對方槍擊。「烏克蘭愛國者」成
員之後挾持幾名人質與警方對峙，最終選擇棄械投降，有30人被
捕。哈爾科夫當局稱親俄人士煽動暴力，為俄國「入侵」提供藉
口。 ■法新社/路透社

克里米亞爭奪戰
烏克蘭克里米亞今日舉行入俄公投，聯合國安理會昨在華府要求

下召開緊急會議，表決譴責克里米亞公投的決議案。決議案在15個

安理會理事國中，獲得了13票贊成，中國投棄權票，俄國則投下反

對票。由於俄國作為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議案最終不獲通過。

退休保障：
俄羅斯承諾向克里米亞退休人士支付退休金，金額高於目前烏克蘭支付
的退休金；男女法定退休年齡會分別下降5歲，至60歲及55歲。
公營機構員工：
當局承諾不會辭退表現滿意的公營機構員工，大部分員工將獲加薪。
教育：

預計克里米亞學校會採用涵蓋更多俄國史的新版歷史教科
書，而直至明年，當地學生若要入讀俄羅斯各大學，只須
參加俄國高考，毋須參加大學入學試。
護照：

預計克里米亞俄裔人士可申請俄國護照，選擇保留
烏克蘭護照的人不會被迫離開，但無選舉投票權。
出入境：

現時克里米亞只有來往俄國莫斯科、土
耳其伊斯坦布爾及烏克蘭基輔的商務航
班，火車亦只有來往基輔的路線。倘
與烏國交惡，民眾將更難出境。

烏克蘭軍人：
駐守克里米亞的烏克蘭軍

人可選擇加入新建的克里米亞
軍隊或俄軍，倘保留原有軍籍便
須離開克里米亞。
西方態度：
倘俄國國會迅速承認公投結果，西

方將視為俄國企圖吞併克里米亞，勢
必採取經濟制裁等行動，亦可能杯葛今夏在索
契舉行的八大工業國(G8)峰會。
法制：
烏克蘭刑事法與俄國相近，但克里米亞民眾出售資

產前，要向俄國重新登記資產，而出生及結婚證書亦可
能要重新登記。
能源供應：
烏克蘭或停止向克里米亞供應電力和天然氣，克里米亞連接俄電網

需時，意味部分民眾可能斷電，但長遠而言可享用較便宜的俄國汽油。

俄羅斯國營軍武科技團體Rostec前日表示，有人成功在克里米亞上
空截獲一架美軍無人偵察機，但無透露是誰人所為。
Rostec稱，有人利用公司生產的裝置，截斷美國操作員的通訊，成功
捕獲該架無人機，又指飛機當時於4,000米高空飛行，從地面根本無法
用肉眼見到。聲明指，無人機大致完整，已落入當地自衛力量手
中，機身編號顯示無人機屬於德國巴伐利亞的美軍第66偵察師
團。

英媒報道，克里米亞首府辛菲羅波爾近日有一批身穿
藍色軍服、黑色面罩、戴有烏克蘭徽章的武裝部隊巡
邏，並自稱是前政府「金雕」部隊，懷疑是要打壓
當地反俄分子。「金雕」防暴部隊屬精銳隊伍，
除打擊罪案，亦常在政治鬥爭亮相，包括早前
武力鎮壓基輔反政府示威，其後被烏臨時政
府勒令解散。 ■法新社/《每日郵報》

儘管西
方強烈反
對，克里
米亞的公
投勢在必行。分析
認為，烏克蘭局勢
本來有望降溫，但克里米亞宣布提前公投，令局勢急轉直
下。克里米亞由烏國亂局中的一個籌碼，搖身一變成為角力焦
點，同時壓縮了美歐和俄羅斯的運作空間，某程度上可說是左
右了整個局勢動向。
目前情況顯示，克里米亞通過公投入俄已毫無懸念，但學者認為，

俄國不會急於「迎娶」克里米亞。中國社科院上海合作組織研究中心
秘書長孫壯志指出，若俄方在公投後立即接受克里米亞來投，即意味與烏
現政府決裂，亦會使美歐對抗升級。他認為俄方或繼續觀望，甚至把公投
結果作為向烏政府施壓的重要籌碼。

美歐制裁力不從心
歐美表明不承認公投結果，並威脅作出回應，矛頭很可能直指俄羅斯。然而面對俄

羅斯這個大國，歐美制裁明顯力不從心。俄方此前警告若遭制裁必會反擊，意味西方
制裁可能落得兩敗俱傷。分析認為，無論從自身還是國際利益出發，美歐俄都不想正面衝
突，雙方最終透過談判互相讓步，或是這場沒有勝利者的博弈中最好的出路。 ■中新社

俄羅斯駐加拿大大使館一名外交官前日在渥太華被刺傷，並
無生命危險。警方拘捕32歲男子馬丁，據悉他是加國軍人，事發
前與外交官飲酒時發生口角。加國外長貝爾德表示，無證據表明事件
涉及政治動機，否認與間諜活動有關。
警方前日早上接報到使館附近一棟住宅大廈調查，在大堂發現44歲男
外交官手臂、背部有多處刀傷。警員沿血跡在一個單位發現馬丁赤裸躺在床
上，身體有血跡，旁邊有一把刀。
由於該大廈有多國外交官入住，警方擔心事態惡化，曾通知加拿大皇家騎警
(RCMP)、軍事警察及翻譯員到場協助。加國外交部正與俄使館聯繫，俄方暫未回
應事件。 ■《渥太華公民報》/加拿大《環球郵報》

烏克蘭危機持續，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CNN)/ORC前日公布民調顯示，69%受
訪美國人視俄羅斯為嚴重威脅，是前蘇聯
解體以來最高比例，比2年前調查高出
25個百分點。

調查經電話訪問801名成年人，
有31%不認為俄國是威脅，低過

兩年前的53%；僅11%對俄總統普京持
積極看法，68%態度負面。
多數受訪者認為，俄方對烏克蘭採取

的行動違反國際法；半數人認為，美俄
可能面臨新一場冷戰，四成人擔心美俄
會爆發核戰。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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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烏入俄轉變大

■《華盛頓郵報》

闖克里米亞領空 美無人機遭截獲

疑飲酒口角
俄駐加外交官遭刺傷

近七成美民視俄為嚴重威脅

今定勝負

安理會否決譴責案 華投棄權票 克宮暗示不惜一戰

■局勢緊張，烏克蘭
出動坦克及軍機等軍
演。 路透社

■莫斯科有市民上街支持俄羅斯的行動。 法新社

■職員點算選
票，為公投作
準備。 路透社

■辛菲羅波
爾近日有自
稱 是 「 金
雕」部隊的
武裝部隊巡
邏。
網上圖片

■■英美英美（（右右22及及11））等國對譴責案投贊成等國對譴責案投贊成
票票。。左左11為俄羅斯代表為俄羅斯代表。。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