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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下月入俄 美歐擴制裁

克里米亞宣布獨立克里米亞宣布獨立

烏克蘭克里米亞自治共烏克蘭克里米亞自治共

和國入俄公投前日結束和國入俄公投前日結束，，結果一如所料結果一如所料，，以壓倒性以壓倒性9696..66%%選票支持選票支持

脫烏入俄脫烏入俄，，克里米亞政府隨即宣布獨立並正式申請加入俄羅斯聯邦克里米亞政府隨即宣布獨立並正式申請加入俄羅斯聯邦。。

俄國家杜馬即時啟動立法程序俄國家杜馬即時啟動立法程序，，為克里米亞加入作準備為克里米亞加入作準備。。俄俄《《環球事環球事

務務》》期刊總編輯盧基揚諾夫認為期刊總編輯盧基揚諾夫認為，，克里米亞入俄過程應相當克里米亞入俄過程應相當

順利順利，，最快下月便可成為俄國最快下月便可成為俄國

一部分一部分。。

克里米亞公投委員會昨公布點票結果，96.6%選票
支持入俄，2.55%支持恢復1992年克里米亞憲

法，其餘0.85%屬廢票。整個克里米亞半島投票率為
82.71%，自治城市塞瓦斯托波爾更達89.51%。公投網
站當天較早時一度被黑客入侵，但未有影響投票。早
在公投結束前，大批民眾已聚集在首府辛菲羅波爾的
列寧廣場慶祝。

解散烏駐軍 塞市申請成俄直轄市
西方國家反應強烈，美國總統奧巴馬前晚深夜與俄

總統普京通電話，指公投違反烏國憲法、侵犯烏主權
及領土完整，強調「永不」承認公投，並威脅美歐將對
俄實施更多制裁。
普京強調，克里米亞人民通過公投保障其自由意志和

自決的可能性，公投完全合法。普京將於香港時間今日
向國會發表克里米亞問題演講，外界預料他屆時可能會
宣布正式接納克里米亞入俄。
美國和歐盟昨分別宣布制裁措施，其中白宮下令對7名

俄國和4名烏國官員實施資產凍結和簽證禁令，對象包括
烏前總統亞努科維奇、俄副總理羅戈津、克里米亞總理阿
克蕭諾夫和議長康斯坦丁諾夫。奧巴馬並發表聲明，警告
若俄方繼續「干預」烏國，華府將實施更多制裁。
歐盟則對21名俄烏官員實施制裁，但未有透露身份。立

陶宛外長透露，未來幾日會公布更多制裁措施，預料名單會
擴至更多接近普京的高官，但相信不包括普京。不過克里米亞
副總理表示，美歐制裁不會阻礙入俄，羅戈津亦形容美國制裁對
那些「沒海外資產的人」形同虛設。
克里米亞地區議會確認公投結果後，宣布脫烏獨立，成為「克里

米亞共和國」，即日起烏國法例及烏前總統阿努科維奇倒台後實施
的政策都宣告無效。議會並通過充公半島上所有烏國國有資產，解
散烏國駐軍。總理亞克蕭諾夫表示，自3月30日起，克里米亞將採
用比現時區快兩小時的俄國時間。同時，塞瓦斯托波爾申請成為俄
聯邦直轄市，地位如同莫斯科和聖彼得堡。
俄外交部昨發表聲明，提議建立國際支援小組，推動烏臨時政府承

認克里米亞公投，以化解當前危機。烏方隨即反對，形容提案「完全
無法接受」。基輔政府召回駐俄大使
抗議。

烏增撥4萬兵 普京冷對制裁
針對克里米亞宣布獨立，烏國國會

隨即通過局部動員令，2萬名後備軍
將撥入正規軍，再增撥2萬後備軍到新設的國民衛隊。
普京則明顯不把西方制裁和威脅放在眼內，投票期間一直留在

距克里米亞僅一海之隔的索契，並按計劃出席冬季殘奧會閉幕典
禮，顯示高度自信。 ■法新社/路透社/《紐約時報》

克里米亞公投後，美歐紛
放狠話，威脅要更嚴厲制裁
俄羅斯，不過明眼人都清
楚，西方國家所謂制裁根本
是空有聲勢，俄國不會放在
眼內。對俄總統普京而言，
公投後下一步，是如何處理
與烏克蘭及克里米亞的關
係。

烏國爆發危機以來，無論
美國總統奧巴馬抑或德國總
理默克爾等歐盟領袖一直口
硬，實際行動卻軟得很。他
們固然不敢與俄開戰，即使
是經濟制裁，也因雙邊經貿
和天然氣而投鼠忌器。就連
唯一有意實施的簽證和凍結
資產，也不敢針對俄政府官

員和能源企業高層。
普京今次果斷強勢，自然不會理會西方

「隔靴搔癢式」制裁。以美國為首的七大工
業國(G7)威脅要把俄國逐出八國集團(G8)、
把原定在索契舉行的峰會移師倫敦，普京都
毫不在乎，甚至豪言「不來就別來」，足見
他面對西方政治壓力下的自信。

普京真正關注的，是如何回應克里米亞民
眾的入俄訴求。假如他履行承諾納入克里米
亞，便難免與他視為非法的烏臨時政府交
涉。因為克里米亞的水電、天然氣等必需品
短期內仍仰賴烏國供給，如何確保「生命
線」不因脫烏而中斷，保障半島居民生活，
是既複雜又昂貴的挑戰。但問題也不大，因
為烏大部分地區若無俄天然氣供應，將變成
「死城」，損失會更加慘重。

接納克里米亞入俄已無懸念，烏東部和南
部會不會步克里米亞後塵，要看西方開出什
麼條件。如果答應烏變成「政治軍事永久中
立國」，東部和南部親俄地區及烏全境操俄
語居民的利益等得到保護，並在各地區「高
度自治」的邦聯基礎上重組新烏克蘭，那麼
普京可能會坐到談判桌前。否
則，烏克蘭作為一個完整國家
的前景，則很難預測。

克里米亞公投期間，烏克蘭首都基輔有民眾趕到新設
的國民衛隊徵兵站申請入伍，他們對俄羅斯策動克里米
亞脫烏表示憤慨，但同時對美歐在必要時未有幫助他們
感到失望，甚至覺得被拋棄和背叛。
談到西方國家近日反應，40歲網吧老闆沃龍佐夫不
禁失笑道：「制裁幾個人？怎樣可以幫我們對抗俄羅
斯？俄羅斯人正取走我們國家的一部分，西方國家都去
哪了？歐盟和美國都拋棄了我們。」
這次烏國危機源於其東西方民眾對親俄和入歐兩條路
的爭端，結果主張入歐一派在基輔勝出，導致國家分
裂。如今基輔民眾仍希望與西方發展新關係，但失望之
情已然浮現，他們認為西方國家可以做得更多，且應遵
守1994年簽訂的《布達佩斯備忘錄》，即烏國同意交

出核武庫存，換取美、英、俄同意保持烏領土主權完
整。
在國民衛隊的徵兵站，29歲工程師克雷斯說：「我

們不想打仗，假如俄羅斯知道我們有西方支持，他們就
不會奪走克里米亞。但我們如今知道西方根本不會施
援，我們只能自救。」

戈爾巴喬夫：入俄矯正歷史錯誤
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表示，當年蘇聯領袖赫魯曉

夫將克里米亞送給烏克蘭，今次公投只是矯正歷史錯
誤，認為各國應歡迎克里米亞入俄。他表示，入俄並
非一件足以讓西方國家實施制裁的大事，即使要制
裁，也應獲聯合國授權。■《華盛頓郵報》/法新社

克里米亞公投決定入俄並無先例可
循，但根據俄法律，新土地加入聯邦

之前，必須先獲該土地原屬國政府首肯，在當前情
況下，基輔臨時政府自然不會同意。因此，俄國家
杜馬(國會下院)昨日開始修例工作，將上述條款修改
為3項：原屬國並無合法有效政府；或該土
地經過公投同意入俄；或該土地合法政府申
請入俄。對俄而言，克里米亞正好符合全部
3項條件。
■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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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媒普遍對克里米亞公投表示
歡迎，國營第一頻道主持基謝廖
夫在節目中甚至警告，俄羅斯是
全球唯一有能力將美國化為「輻
射塵」的國家。
基謝廖夫形容，美國政府和總
統奧巴馬在烏危機中，一直活在

普京帶領的俄國恐懼陰影。「美
國人自己也認為普京是比奧巴馬
更強勢的領袖，為甚麼奧巴馬經
常都要打電話給普京，而且一說
便數小時？」
他透露，前蘇聯時期的核武
「死亡之手」系統仍然存在，聲

稱即使俄軍司令中樞被西方核彈
炸毀，系統仍然可以自動從四方
八面把核彈丟到美國本土。

■法新社

克里米亞近日成為全球焦點，包括剛獲委任為新總
檢察長的33歲美女波克隆斯卡婭。她一臉稚氣，出席
記者會的片段上周四被放上YouTube後，短短
4日已獲近20萬次點擊，有日本網
民稱她像個「在Cosplay(角色
扮演)的女孩」，留言稱「來狠
狠的審問我」，更有人笑稱
「終於明白(俄總統)普京為
何要爭克里米亞」。
■RocketNews24網站

美女檢察官紅到日本美女檢察官紅到日本

俄修例迎新成員
話你知

入俄五步曲
宣布獨立申請入俄

●克里米亞地區議會昨宣布脫烏獨
立，同時正式提交入俄申請。俄國家杜
馬(國會下議院)昨完成草擬併入克里米
亞的草案，預定周五表決

充公烏國有資產
●克里米亞政府宣布把半島上所有烏

國有資產「國有化」，包括兩家國有能

源企業。議會同時宣布烏法律不再適用

解散烏駐軍
●當局開始清除烏國在克里米亞的軍

事勢力，議會議長康斯坦丁諾夫表示，
烏兵只有兩條路，要不宣誓效忠克里米
亞，要不離開半島

採用盧布成立央行
●克里米亞宣布採用俄羅斯盧布作為

第二官方貨幣，烏克蘭格里夫納繼續沿
用直至2016年1月1日。政府同時成立
新的中央銀行，並從俄國獲得一筆過
2.95億歐元(約32億港元)援助

更改時區
●克里米亞總理阿克蕭諾夫宣布，從

3月30日起，克里米亞將轉用莫斯科時
間(GMT+4)，較現時區(GMT+2)快兩
小時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被西方拋棄 基輔民眾失望

俄主播：將美化為「輻射塵」

■烏兵在克里米亞隔鄰
地區赫爾松設路障戒
備。 路透社/美聯社

■塞瓦斯托波爾民眾慶祝公投
通過克里米亞入俄。 法新社

■■俄軍直升機和烏軍俄軍直升機和烏軍
坦克同時在赫爾松出坦克同時在赫爾松出
現現。。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