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5 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曾綺珺 ■版面設計：黃力敬 2014年3月17日（星期一）

烏局勢不明朗烏局勢不明朗 美股本周恐續跌美股本周恐續跌
美股上周大挫美股上周大挫，，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跌

22..44%%，，標準普爾標準普爾500500指數亦跌指數亦跌22%%，，創創11月月
2424日以來單周最大跌幅日以來單周最大跌幅。。分析指分析指，，烏克蘭局烏克蘭局
勢持續不明朗勢持續不明朗，，加上中國出口數字下跌加上中國出口數字下跌，，市市
場憂華經濟增長放緩場憂華經濟增長放緩，，預料美股本周將繼續預料美股本周將繼續
下跌下跌。。

耶倫明首主持議息耶倫明首主持議息 料謹慎退市料謹慎退市
聯儲局主席耶倫將聯儲局主席耶倫將

於周二及周三於周二及周三，，主持上任以來首次議息會主持上任以來首次議息會
議議，，市場普遍預期局方會維持退市步伐市場普遍預期局方會維持退市步伐，，焦焦
點都集中在耶倫會否調整當前的息口前瞻指點都集中在耶倫會否調整當前的息口前瞻指
引引，，以更符合經濟實況以更符合經濟實況。。
美股上周經歷慘痛一周美股上周經歷慘痛一周，，道指全星期累道指全星期累

跌跌22..44%%，，分析相信克里米亞公投結束後歐分析相信克里米亞公投結束後歐
美和俄國會如何反應美和俄國會如何反應，，將繼續對大市構成將繼續對大市構成
壓力壓力。。
聯儲局已連續兩個月減少買債聯儲局已連續兩個月減少買債100100億美元億美元

((約約776776..77億港元億港元))，，野村證劵分析師貢卡拉野村證劵分析師貢卡拉
維斯表示維斯表示，，耶倫在她的耶倫在她的「「處女作處女作」」中應該會中應該會
採謹慎態度採謹慎態度，，即維持退市步伐即維持退市步伐，，縮減買債規縮減買債規
模至模至550550億美元億美元((約約44,,272272億港元億港元))。。

或調整息口指引或調整息口指引
德意志銀行經濟師勒沃格拉預料德意志銀行經濟師勒沃格拉預料，，聯儲局聯儲局

將把息口前瞻指引由定量調為定性將把息口前瞻指引由定量調為定性，，並不再並不再
將將66..55%%失業率和失業率和22%%通脹率定為加息門檻通脹率定為加息門檻。。

貢卡拉維斯表示貢卡拉維斯表示，，局方調整息口指引會令債局方調整息口指引會令債
息微升息微升。。
美國近月經濟數據疲弱美國近月經濟數據疲弱，，新職位新職位、、建造業建造業

及零售數據遜市場預期及零售數據遜市場預期，，外界預料耶倫將在外界預料耶倫將在
會後記者會解畫會後記者會解畫，，或者把數據疲弱歸咎給嚴或者把數據疲弱歸咎給嚴
冬天氣冬天氣。。市場預料市場預料，，隨着天氣回暖隨着天氣回暖，，本月零本月零
售額數字將連續第售額數字將連續第22個月回升個月回升。。

■■法新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彭博通訊社//
CNBCCNBC

脫烏骨牌效應 東部爆示威促仿傚公投

克里米亞克里米亞
入俄公投勢過關入俄公投勢過關

烏克蘭克里米亞自

治共和國入俄公投

昨日舉行，最快今日

凌晨會有初步結果，

預料會獲大比數通過。

克里米亞周邊局勢持續緊張，俄軍前日據報控制鄰近克

里米亞邊界的一條村莊和天然氣站，是俄軍首次在半島

以外活動，烏軍出動對峙，未有爆發衝突。烏東部城市

頓涅茨克爆發親俄示威，要求仿傚克里米亞舉行公投，決

定是否脫烏入俄。

克里米亞無視西方反對聲音舉行公投，民調顯
示，逾八成選民支持加入俄羅斯。雖然官員

稱準備好在本周正式申請入俄，但據悉克里米亞
不會在公投後立即執行。
親俄的克里米亞總理阿克蕭諾夫周五表示，入
俄程序「最遲一年內完成」，並保證公投後克里
米亞不會陷入財政和法律混亂。

疑有選民一人投兩票
公投於香港時間昨日下午2時開始，到今日凌

晨2時結束，約在4時公布初步結果，正式點票
結果則要等待一至兩天。約150萬名選民有兩個
選擇，一是加入俄羅斯，二是恢復1992年憲法，
賦予克里米亞更大自治權，即變相授權由議會表
決入俄。佔12%人口的韃靼人則揚言杯葛投票，
擔憂入俄後會再被趕出半島。
昨日投票過程大致順利，不過有傳媒稱觀察到
異常情況，包括部分票站提前開放，亦有選民懷
疑一人投兩票，甚至有非克里米亞居民投票。

投票率逾64%
選民對今次投票反應踴躍，公投委員會透露，

截至投票結束前5小時，投票率已達64%，超過
97萬人已經投票。

傳俄直升機飛越克邊界
克里米亞周邊局勢亦有變動，前日下午有人拍

到相信是俄軍的直升機，飛越克里米亞邊界進入
烏克蘭其他地區。報道指，幾十名士兵在直升機
和裝甲車掩護下，控制邊界以北十公里、阿拉巴

特岬上一條村莊及村內的
天然氣站。烏軍緊急出
動飛機和空降部隊包圍
並與俄軍對峙。烏駐聯
合國大使擔心，攻佔邊
境附近的天然氣設施只
是俄軍的第一
步。

烏政府昨日宣布
為新建的國防衛隊徵
兵2萬人，總理亞采
維克警告，決心把企圖
分裂烏國的「分離主義
分子」繩之於法。
俄總統普京與德國總理

默克爾昨通電話，普京強
調克里米亞公投符合國際
法，並對烏國局勢不穩表示
憂慮。默克爾提出擴大歐洲
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在烏
國的觀察範圍，普京表示歡
迎。
俄外長拉夫羅夫和美國國務卿

克里昨再通電話，俄方促華府運
用影響力，阻止基輔臨時政府打
壓俄語人口，又指責民族主義分子
和極端組織煽動暴力。俄外交部
指，拉夫羅夫與克里同意推動烏克
蘭憲制改革以化解危機。白宮警告若
普京再不讓步，將面臨西方制裁。
在親俄情緒顯著的頓涅茨克，有親

俄示威者闖入國家安全局大樓，用俄羅
斯國旗換走烏克蘭國旗，並要求當局釋
放一名被指煽動分離主義而被捕的政客。
烏國東部近日接連發生致命衝突，俄方稱
接到大量民眾要求保護當地僑民，但烏方
反指是俄方特工煽動暴力，為「入侵」找藉
口。專家則認為，相比邊界分明的克里米
亞，俄軍想要照辦煮碗影響烏國東部有一定
難度。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要回到過去不用搭時光
機，西方國家與俄羅斯在
烏克蘭危機過招，只幾個
回合，竟有一種似曾相識

的感覺，彷彿回到19世紀歐洲窮兵黷武
的年代。理由？就是俄軍進入克里米
亞，可是局勢發展至此，可見軍事行動
並非戲肉，今日克里米亞公投，再次印
證「和平演變」是更致命的政治武器。

19世紀國家赤裸裸地追逐政治權力，
在當今講究包裝的時代，權力依然是終
極目標，但政府懂得美化。冷戰後美國
入侵海地、轟炸南斯拉夫、揮軍伊拉
克，再至近年空襲利比亞，盡是人道、
自由、民主為名，政權更迭為實。

歐美自恃「普世價值」，又經常自相
矛盾，例如與中東海灣地區的非民主國
家合作，制衡俄國和伊朗。相比之下，
俄國支持歐美口中的「專制」政權，同
時又與印度、日本等新興民主國家改善
關係，相中脈絡就提升自身權力，抗衡
西方對俄國的地緣和戰略壓縮。

在政治包裝下，追求權力的行為變得
愈來愈模糊，因此當它現形時，又顯得
格外刺眼。軍事干預最終不得民心，於
是歐美轉為金錢援助、提供顧問、製造
反俄輿論等非武力方式，促使「和平演
變」，上月烏克蘭政變趕走前總統阿努
科維奇，少不了西方的暗中協助。不派

一兵、不發一彈，只是出錢出術，煽動民意，利用
示威推倒不符合西方利益的政府，還有什麽比這更
划算？

看回克里米亞，不論事前軍事行動如何沸沸揚
揚，入俄與否，最關鍵還是公投。如無意外，結果
將如民調顯示般，決定脫離烏克蘭，俄軍不用真正
開戰，就可穩奪克里米亞。如此看來，西方所說的
「19世紀式侵略」只是障眼法，民意決定一切，俄
國實是用西方之道還治其身。

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啓示愈見明顯，突尼
斯、埃及在示威者呼聲中變天，再至近期泰國和委
內瑞拉反政府示威，政權搖
搖欲墜，無不反映民意的威
力，而這股力量若任由外部
勢力擺布，將成為執政者最
大的噩夢。

德國《明鏡》周刊前日報道，受到克
里米亞危機影響，八國集團(G8)其中7個
成員國計劃把俄羅斯踢出G8，並將原定
6月在索契舉行的G8峰會，改到英國倫
敦舉行G7峰會。塔斯社昨日引述克里姆
林宮發言人指，俄方不會因為G8其他成
員國的批評，而改變對烏克蘭的外交政
策。

法揚言制裁涉軍事合作
消息指，若俄方再拒絕讓步，德俄政

府原定下月的定期雙邊會議可能會取
消。不過德政府發表聲明，稱除暫停籌
備索契峰會外，未有進一步決定。
美國和歐盟預料今日公布新一輪制裁

俄國措施，包括凍結部分俄國官員資產
和旅遊簽證。消息指，視乎烏克蘭局勢
未來發展，歐盟可能在周五峰會結束
後，再宣布進一步制裁安排。法國總統
奧朗德表示，法俄軍事合作會是新一輪
制裁目標，但未明言是否包括法俄2011
年簽署的12億歐元(約130億港元)軍售合
約。
俄國前日否決聯合國安理會烏克蘭問

題決議草案，現場記者發現，俄方代表
丘爾金當日形單影隻，幾乎沒有西方代
表上前與他說話，最後主動「破冰」的
竟是美國代表鮑爾，兩人簡短對話頓成
傳媒焦點。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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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指，克里米亞多年來依賴烏克蘭
補貼和供水供電，估計俄國一旦接手，
未來3年將面臨最少200億美元(約1,553
億港元)額外開支，加上西方可能實施制
裁，俄方得到克里米亞這個「安慰
獎」，隨時成為沉重包袱。

評論指，普京最初打算藉着拉攏烏克
蘭，擴展經濟版圖，並取得俄天然氣輸
往西方管道的控制權。但事情發展至
今，普京與烏臨時政府接近決裂，即使
取得克里米亞能鞏固俄艦隊在黑海的據
點，此前的計劃亦恐告吹。民調顯示，
普京民望升至再任總統以來最高，但俄
本地有聲音抗議插手烏政局。
克里米亞是烏克蘭較貧困地區之一，

自烏克蘭1991年成為主權國家，克里米
亞貢獻的稅收一直不及基輔的補貼。經
濟學家估計，考慮到俄國生活開支較烏
國昂貴，俄國每年將要補貼約30億美元
(約233億港元)，才能支撐克里米亞政府
運作。俄羅斯不惜工本將索契打造成旅
遊勝地，亦威脅依賴旅遊業作為經濟支
柱的克里米亞。 ■路透社/《紐約時報》/

《華盛頓郵報》

在公投前夕，克里米亞首府辛菲羅波
爾市面並未見緊張氣氛，街道依舊人來
人往，議會大樓僅有十多名克里米亞人
組成的「自衛隊」把守，政府大樓前的
列寧廣場更比往日熱鬧。
市內親俄情緒高漲，遍布俄國國旗，

更有巨型海報諷刺烏克蘭為納粹庇護
站。
相反，當地多個烏軍軍事基地氣氛異
常，基地內堆滿沙包作掩護，外面不見
平日負責封鎖基地的「自衛隊」，卻有

不知名武裝人員及裝甲車把守，更不時
有武裝吉普車巡邏。
各界擔憂公投後俄烏戰事一觸即發，

據悉俄軍正在克里米亞卸載部署多枚
S-300地對空導彈，加強防空能力。烏空
軍上校曼楚爾表示，若局勢急劇升溫，
會按照上級指示開火。
烏國代理防長傑紐克昨表示，已經與

俄國防部和黑海艦隊達成協議，直至周
五暫時解除封鎖克里米亞烏軍基地。

■法新社/美聯社/中新社

G7擬踢俄出G8

索契峰會移師倫敦

現場直擊：親俄情緒高漲 烏軍營氣氛異常

俄接手需貼1553億
「安慰獎」恐變包袱

■大批選民排隊領
取選票。 法新社

■克里米亞選民手持俄
羅斯旗投票。 路透社

■■有示威者踢向地方政府有示威者踢向地方政府
大樓的玻璃門大樓的玻璃門。。 法新社法新社

■公投前夕，蒙面槍手闖入辛菲羅波爾
酒店，用槍指嚇下榻的記者。 路透社

■有選民疑一人
投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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