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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反恐」拘70人 俄籲聯邦制免內戰

烏特種部隊美僱傭兵烏特種部隊美僱傭兵 傳擬鎮壓示威傳擬鎮壓示威

烏克蘭有 130 多個民
族，作為多民族國家，
多年來未能建立國家認
同感，在前總統亞努

科維奇倒台後表露
無遺。東部三大城
市親俄示威者要求

烏當局實行聯邦制，若成事，可暫時避
免國家進一步分裂，但東西及各地區社
會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大，政治、文化等
訴求迥異，「分手」恐仍像達摩克利斯
之劍高懸基輔頭上。

烏東局勢再成焦點，各方最關注一旦
烏保安部隊控制亂局時失手，與親俄武
裝勢力衝突導致人員傷亡，將點起火藥
桶，觸發內戰。這是俄、美、歐盟所不
願看見的。

俄方支持烏國應實行聯邦制，也考慮
到克里米亞入俄後，無必要再點火頭。
若俄軍進入烏東，將招致歐盟制裁加
強，程度可能遠超俄預期，導致兩敗俱
傷。

10年前烏國「橙色革命」爆發以來，
尤先科、季莫申科等「民主鬥士」搞不
好經濟，聯邦制是否就可殺出血路？美
國聯邦制向州政府下放權力，既方便管

理，亦讓各地良性競爭，促進經濟。然而各州法律
不同，衍生另類問題，例如加州人為逃避高稅率，
搬到低稅的得州居住，形成經濟結構失衡。

烏東三大市哈爾科夫、盧甘斯克和頓涅茨克是經
濟命脈，聯邦制一旦成事，基輔臨時政府勞動力、
稅收雙失，如何駕馭它們將是一大難題。美國得州
因歷史問題催生的獨立風潮，更可能在烏國上演。

如今俄美醞釀談判，不得排除烏各方勢力，若協
議決定改行聯邦制及保護俄語居民利益，主張「去
俄化」的基輔也只能無奈接受。屆
時，基輔名義上是中央政府，但不論
政治、經濟極可能被邊緣化，大一統
的烏克蘭將不復存在。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昨日發表報告稱，因烏克蘭危機
加劇，把全球今年增長預測由年初的3.7%下調至3.6%，其
中俄羅斯首當其衝，由1.9%下調至1.3%，而烏國經濟會嚴
重收縮。
報告指，中國增長步伐放慢，今年預測為7.5%，美國則
穩定復甦，今明兩年可望增長2.8%及3%。歐元區增長預測
為1.2%，但有通縮風險。報告同時下調日本增長預測至
1.4%，並估計新興市場經濟將全面放緩。

德對俄軟化 免損經濟
德國總理默克爾近日多次強調要與俄政治對話，力圖以外
交斡旋化解烏國危機，外界估計德國政府立場軟化，是出於
對經濟因素，以及六成德民不願與俄直接交鋒的考慮。
德國目前高度依賴俄國的能源及天然氣供應，加上西門
子、福士汽車等德國巨企在俄皆有巨額投資，一旦德俄交
惡，勢必重挫德國經濟。財長朔伊布勒昨警告，倘烏國危機
持續，德政府明年很可能無法收支平衡。

■法新社/《華爾街日報》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前日在英國
《衛報》撰文，指北約應停止就烏
克蘭局勢發表無根據的煽動性言
論，以免緊張關係升級。他表示，
俄方將竭盡所能，促使烏國早日穩
定，並已準備好跟國際社會合作達
成目標，呼籲北約恢復與俄正常合
作。
拉夫羅夫指烏國獨立 20 多年

來，在建立主權方面仍有複雜工
作，如在不同地區尋求利益平等。
他認為，外界應協助烏人保護和平
和持續發展的基石，而非加劇混

亂。
他表示，俄國比任何國家都要支

持烏國，包括多年來透過低廉能源
價格補助烏經濟，以及在烏國危機
爆發初期支持基輔政府。相反，歐
盟拒絕洽談，更試圖與美國強迫烏
方選擇投靠俄國或西方，歐美官員
又支持推翻前總統亞努科維奇，以
不民主手法奪權。
拉夫羅夫指解決危機措施包括推

行真正憲法改革，以確保所有烏地
區法定權力。

■《衛報》

面對烏克蘭局勢升
級，當地首富、前總統
亞努科維奇長期支持者
艾哈邁托夫據報願意出
面協助調停，以結束政
府與親俄分離主義者之
間的僵局，不過他強調
「脫烏投俄」並非解決
方法之一。他稱：「我
個人認為頓涅茨克是烏
國一部分，這點毋須多
作討論。」
47歲的艾哈邁托夫

生於日前宣布獨立的頓
涅茨克，其身邊人士
指，他曾對示威者的憂
慮表示同情，願為當地
俄語民眾向政府表達訴
求。他又敦促分離主義
者與當局談判，以免遭

暴力鎮壓，並呼籲政府下放更
多權力，讓地區享有更多自治
權。
艾哈邁托夫控制烏國鋼鐵、

礦業和熱電業近半資產，截至
去年3月，淨資產達154億美
元(約1,194億港元)，在《福
布斯》全球富豪榜排第 47
位。

■英國《金融時報》/
TheRichest網站

烏 克
蘭東部 3
大城市近
日爆發大
規模親俄示
威，烏警昨日聲稱採取「反恐」行動，驅趕佔
據哈爾科夫政府大樓的示威者，並拘捕70人。
俄媒前日引述烏內政部消息指，烏國已調派3支
特種部隊前往頓涅茨克及盧甘斯克，準備鎮壓示
威。俄則指有美國僱傭兵扮成烏特種部隊，準備
加入鎮壓，警告烏美圖武力控制親俄城市將觸發內
戰，敦促立即撤軍。

頓涅茨克
-位於烏東南部，南臨亞速

海，以煤炭及鋼鐵業起家，兩者
產量居全國首位，同時機械製
造、化工技術發達
-在蘇聯初期曾被改名為「斯

大林諾」，1961年改回原名，人
口約100萬，烏克蘭人和俄語人
各佔半
-頓涅茨克是頓涅茨克州首

府，後者人口470萬，是烏克蘭
人口最密集地區

哈爾科夫
-位於烏東北部，人口144萬，

是繼基輔之後烏國第二大城市，
也是烏重工業、文化及教育中
心，曾出過多位諾貝爾獎得主，
居民以俄語人口為主
-1919年至1934年間曾是烏國

首都，並進行大規模擴建，戰後
成為蘇聯內第三大科學工業中
心，僅次莫斯科和列寧格勒

盧甘斯克
-位於烏東部，2004年人口44

萬，是東歐重要工業中心、烏國
最大內燃火車頭製造中心，煤
炭、鋼鐵、機械製造和化工等工
業同樣發達
-蘇聯時期曾被改名為「伏羅

希洛夫格勒」，1990年改回原名

綜合報道

3大工業重鎮 烏經濟棟樑

加拿大魁北克省執政魁北克人黨前日在省議會選舉
大敗，庫亞爾領導的自由黨回朝，將組成多數黨政
府。這次是魁北克40年來首次有政府無法連任，女
省長馬華亦失去議席，她宣布辭去魁人黨黨魁。
點票結果顯示，自由黨在125個議席中奪70席，魁

人黨僅得30席，後者得票率是1970年以來最低。
馬華2007年起領導魁人黨，至2012年9月成為魁
北克首名女省長，一個月前解散議會宣布省選，藉此
令該黨擺脫少數黨政府的困境。然而該黨不少明星候
選人頻頻提出若勝選便舉行獨立公投，令選民擔心再
掀加國統獨之爭。民調顯示，2/3民眾不希望重提獨
立議題。
魁人黨又推出歧視少數族裔的「魁北克價值憲

章」，禁止公職人員配戴宗教色彩飾物，如猶太人小
帽、伊斯蘭教婦女面紗、錫克教徒頭巾及過於顯眼的
十字架等。
自由黨因捲入貪污醜聞，在2012年不敵魁人黨，
結束9年執政。庫亞爾昨表示，「分裂結束，統一來
臨」。法興分析師加利認為，自由黨勝選將為魁北克
經濟帶來正面影響。魁人黨下台亦有利加總理哈珀明
年大選選情。

忽視經濟困局
加國《環球郵報》指，馬華把選戰全押注在憲章

上，企圖藉大部分人支持推動世俗化來爭取支持，但
她忽視魁北克經濟困局，自由黨正好打着發展商業的
旗號，成功勝選。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加新社/加拿大《環球郵報》/《紐約時報》

拉夫羅夫《衛報》撰文：北約應停止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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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國會昨日發生議員打鬥事件，共產黨領袖西蒙年科發言
期間，指控民族主義分子年初以極端方式，包括在東部佔領建
築、當局以武力攻擊和平捍衛權益的人和恐嚇人民等來推翻時任

總統亞努科維奇，導
致俄羅斯有機可乘，
言論立即引起極右派
民族主義政黨自由黨
兩名議員不滿，衝上
台抓住他，引發其他
議員加入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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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受烏局勢拖累 IMF下調增長預測

烏代理內政部長阿瓦科夫昨表示，當局已在哈爾科夫
「反恐」，封鎖市中心及驅散佔領政府大樓的示威

者，行動中無開槍。代總統圖爾奇諾夫稱，佔據大樓的俄
分離分子使用了手榴彈等武器，導致警員受傷，他們將被
當作恐怖分子及罪犯遭起訴，又稱當局會很快奪回頓盧兩
地的政府大樓。因應示威加劇，烏國會昨通過法例，將觸
犯分離主義罪行的刑罰提高至監禁15年，並准許當局充公
其物業資產。

頓涅茨克佔領者 拍板「共和國」
佔領頓涅茨克市政府的約50名親俄代表前日召開會議，
表決通過「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主權宣言，以及在下月
11日舉行獨立及入俄公投。哈爾科夫示威者有意跟隨，又
促請俄方派維和部隊支援。
烏政府事後派出內政部隊及激進組織志願者前赴哈爾科
夫，企圖控制局勢，俄外交部相信當中包括約150名來自
美國私人保安公司灰石(Greystone)的僱傭兵。
烏國家安全機構昨稱，親俄分離主義分子在周日晚佔據
盧甘斯克政府大樓後，在裡面放置炸藥，並挾持約60人。
俄方斥責「煽動行為將威脅烏國穩定，以及烏國民眾的

生命、自由及人權」，又指烏政府不負責任，應停止將動
盪局勢歸咎俄方，促請當局尊重示威者合法訴求，在烏推
行憲法改革及實行聯邦制。烏方否認有關消息。

俄烏美歐將談判 美再派驅逐艦
美國國務院前日表示，俄烏美及歐盟四方將在未來10天
內直接談判。俄外長拉夫羅夫昨稱，俄方願參加多方會
談，但認為會談需同時邀請烏國主要政黨的總統候選人參
加，指他們能代表烏國合法的政治力量。
美國國務卿克里前日曾與拉夫羅夫通電話討論形勢，據
報克里稱目前示威似乎不是「自發」，又引述烏政府聲明
指俄方在背後支持，籲俄公開否認分離分子及其行為，以
緩解局勢。他稱：「倘俄試圖進一步破壞烏國穩定，便付
出更大代價。」拉夫羅夫昨回應指有關指責是「嫁禍於
人」。
美國國防部前日證實，已調派導彈驅逐艦「庫克」號前

往黑海，預計一周內抵達。發言人
指，調派決定是為顯示支持盟友，暫
未制定詳細行動計劃。

■《今日俄羅斯》/俄新社/法新社/
路透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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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年輕人戴上頭盔有年輕人戴上頭盔
和口罩和口罩，，拿着拿着棍棍，，準準
備持續示威備持續示威。。 法新社法新社

■頓涅茨克政府大樓外地上
遺下大量子彈殼。 法新社

■俄媒指烏國已調派3
支特種部隊前往頓涅
茨克及盧甘斯克，準
備鎮壓示威。 路透社

■■有示威者穿起中古有示威者穿起中古
盔甲盔甲，，在頓涅茨克政在頓涅茨克政
府大樓外府大樓外。。 路透社路透社

■■艾哈邁托夫艾哈邁托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