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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烏軍軍「「反恐反恐」」攻入軍用機場開火攻入軍用機場開火1111死死
坦克開赴東部坦克開赴東部 圖迫退聯邦制支持者圖迫退聯邦制支持者

澳洲政府昨拍板興建悉尼第2個國
際機場，工程總值25億澳元(約182
億港元)，預計最快2020年代中期投
入服務。外界寄望大型基建可創造
大量職位，長遠振興澳洲經濟。
新機場選址悉尼西部的巴格里斯

溪，距離市中心約60公里，聯邦政府
早在1986年選中當地。總理阿博特
表示，會立即展開規劃工程，2016年
動工，資金大部分來自私營企業。
當局估計，機場興建階段可創造

4,000個建造業職位，到2035年的
運作階段可創造3.5萬個職位，最終
目標升至6萬個。阿博特估計，機
場到2060年將為澳洲國內生產總值
(GDP)增長240億澳元(約1,748億港
元)。分析認為，新機場選址遠離市
中心，或成為廉價航空樞紐。
悉尼興建第2個機場的方案早在
50年前提出，但經歷多屆政府皆未
能成事。

■法新社/路透社

悉尼建第2個國際機場

央行大手加息3厘 烏幣回穩
烏克蘭央行前日將基準利率由6.5厘大幅上調至9.5厘，是1998
年俄羅斯債務違約以來，烏國最大加息幅度，期望遏止通脹及烏
克蘭貨幣跌勢。烏幣匯率昨止跌回穩，但市場認為加息未必奏
效。
烏幣今年累跌38%，跌幅冠絕彭博追蹤的169種貨幣。自克里

米亞入俄後，投資者紛紛撤資，導致烏國外匯儲備大縮水。
調查研究公司Rareview Macro創辦人阿祖認為，加息在未來數

周的效果不大，因投資者聚焦烏國融通外債的能力，而非在當地市
場的回報，他指烏國還有很多債務需要重整。

撤資嚴重 俄今年恐零增長
俄財長西盧安諾夫昨警告，俄國經濟面對2008年金融海嘯後最嚴

峻狀況，預測今年增長僅0.5%甚至零增長。他表示，俄國今年首季
撤資額為630億美元(約4,885億港元)。若撤資潮持續，恐減低經濟
投資機會，並增加政府財赤風險。 ■路透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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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削出口 小麥價急升
烏克蘭局勢持續動盪，市場憂慮烏國及俄

羅斯小麥出口大減，加上美國主要小麥產區
大平原上月持續乾旱導致失收，刺激小麥價
格前日錄得3周最大漲幅，今年累升12%。
大豆及粟米價格同樣急漲。
歐盟早前宣布或向俄國實施第3輪制裁，消

息刺激芝加哥7月份小麥期貨價前日一度升至

每蒲式耳6.9725美元，收報6.8675美元，升
2.8%，創上月24日以來最大單日升幅，交投
量較過去100日平均數高出42%，大豆及粟米
期貨價亦分別升1.1%及0.9%。
美國、俄國及烏克蘭分別是全球第1、第5

及第6大小麥出口國，俄烏去年小麥出口量
合共達2,700萬噸。 ■美聯社/彭博通訊社

巴國食人魔兄弟 挖屍割肉煮咖喱

烏克蘭問題四方會談將於明日在瑞士日內瓦
舉行，但烏國局勢昨日急劇升溫，內戰瀕臨爆
發。俄媒報道，烏國軍隊採取「反恐」行動，
向被親俄民兵武裝分子佔領的克拉馬托爾斯克
市軍用機場發動攻擊，造成4至11死多人傷，
民兵組織被迫撤退，代總統圖爾奇諾夫稱烏軍
已奪回機場控制權。另外，烏軍亦計劃攻入東
部城市斯拉維揚斯克，從聯邦制支持者手上奪
回控制權。

昨天下午，在烏克蘭正規軍60輛裝甲車、坦
克和直升機掩護下，鳥特種部隊展開「反恐行
動」，強攻頓涅茨克州克拉馬托爾斯克小城軍
用機場，數名親俄民兵武裝人員死傷。這是烏
克蘭內戰打響的第一槍，標誌這個前蘇聯第
二大國向分裂的深淵又邁近了危險一大步。

克市位於頓涅茨克州北部、北頓涅茨克河支流
沿岸，人口約20萬，烏克蘭族佔65%，俄羅斯族
27%，以及亞美尼亞、茨岡、希臘、日爾曼等77
個民族，90%以上居民主要說俄語。該市以重型
機械製造和科研享譽前蘇聯。

自今年2月21日烏民選總統亞努科維奇被美
歐支持的基輔「廣場運動」推翻後，該國實質
上處於無政府分裂狀態：國家缺乏強大的政黨
和領袖人物領導；財政金融體系崩潰；許多軍
人和執法人員拒絕當局指揮；克里米亞通過全
民公決回歸俄羅斯引發「骨牌」效應；東部哈
爾科夫、盧甘斯克和頓涅茨克三州的十餘個城
市民眾佔領當地政府大樓……今天的基輔「西
方派」當權者萬萬沒有想到，昨天他們用街頭
暴力推翻了2010年的民選總統，明天東部地區
的「俄羅斯派」民眾如法炮製，拒絕服從「新
當權者」。前天，筆者在赤柱見到一位正在香
港旅遊的基輔母女。媽媽告訴我：「正是基輔
的無良政客製造了危機， 我們老百姓最終最倒
霉！」孰不知，藏在「潘多拉匣子」中的惡魔
一旦放出，它就會吃人的。

可以說，內戰是烏克蘭危機最壞的結局，更
是繼克里米亞加入俄羅斯「祖國」後，俄東南
部分離主義加劇的「導火線」，後果很可能會
造成烏國「第二次分裂」，即東部三州進一步

脫離基輔，通過全民公決尋求獨立。值得慶幸的是，普京總統
反覆重申，俄對烏東部沒有領土要求。因為，莫斯科當務之急
是消化克里米亞，使其盡快全面融入俄政治經濟法律體系。筆
者認為，如果基輔當局拒絕東南部聯邦制要求，其以「阿布哈
茲模式」正式獨立，與俄建立外交關係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克拉馬托爾斯克已打響烏內戰的第一槍。明天，在臨近的另
一小城斯拉維揚斯克，很可能打響內戰的第二槍。而後天，在
三大州府哈爾科夫、盧甘斯克、頓涅茨克將可能會打響第三
槍、第四槍……每一次槍響過後，東南各州和近半數說俄語的
烏克蘭人，心都會更貼近莫斯科，都會越疏遠基輔。

內戰槍聲再次證明，不問國情地試圖移植西方
政治制度，很可能造成國家動亂甚至分裂。到頭

來，將應驗赤柱旅遊的基輔婦人的話：只有
老百姓最倒霉。

巴基斯坦旁遮普省一對兄弟嗜吃人肉，3年前將少女
屍體煮成人肉咖喱被判監兩年，豈料他們刑滿出獄不到
一年，便懷疑再挖墳盜走幼嬰屍體食用。警方前日接報
到他們的寓所突擊搜查，搜出一具幼嬰頭顱，當場拘捕
弟弟阿里夫，兄長法爾曼昨日落網。
雖然兩兄弟出獄後，一直保持低調，但他們惡名昭

彰，鄰居紛紛提高警惕，前日有人發現二人寓所傳出疑
似腐屍惡臭，警方到場搜出一具兩日大嬰兒的頭顱。阿

里夫向警方指證法爾曼才是罪魁，自己無參與。

獸性難改 3年前吃少女屍體
這兩兄弟3年前挖墳盜走少女屍體煮人肉咖喱，但因

巴基斯坦無立法禁止食人肉，只好以褻瀆墳墓罪名起訴
兩人。二人於去年5月出獄，民眾擔憂他們獸性難改，
一度示威抗議。

■法新社/美聯社/英國廣播公司

報道指，烏軍攻入機場的行動中，出動了45輛裝甲
運兵車、15輛坦克和3架直升機。現場消息稱，烏

軍乘坐裝甲車逼近，最初與武裝分子談判，之後突然開
槍。武裝分子已封鎖進入克拉馬托爾斯克的道路，準備
死守該市。市內的親俄分子昨則撤出當地警察總部，但
其後佔據保安部大樓。另有記者昨日目擊烏軍車隊出現
在通往斯拉維揚斯克的路上，包括20架坦克車和載着逾
100名烏軍士兵的多架裝甲運兵車。
烏保安部隊將領克魯托夫昨警告，若東部的親俄武裝
分子不放下武器，將遭「殲滅」。然而，親俄武裝分子
未有理會通牒，繼續佔據約10個城市的政府建築物。聯
合國稱烏東部有俄裔人士訛稱遇襲，企圖為俄羅斯介入
提供藉口。

俄美元首通電商局勢 「氣氛繃緊」
美國總統奧巴馬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前日通電話，是個
多月來兩人第5次通話磋商烏局勢。奧巴馬警告若俄繼
續陳兵烏邊境，將付出更大代價；普京則籲美國運用影
響力，避免烏國爆發流血衝突。一名白宮高官形容通話
「坦率直接」，從外交言辭上通常理解為「氣氛繃
緊」。
白宮聲明稱，奧巴馬應普京要求通電，奧巴馬敦促普
京說服烏東部城市的親俄武裝分子撤出所佔政府大樓，
同時重申俄軍撤出俄烏邊界，對化解危機十分重要。
俄總統新聞局則表示，普京指出目前的抗議活動是烏
現政權不顧當地俄語居民權利的結果。對於奧巴馬指責
俄方干涉烏東南部事務，普京指此炒作來自虛假訊息，
並稱基輔現政權應確保烏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以及
烏克蘭實行聯邦制和保持不結盟地位。

白宮：外交解決方案不可能成功
俄方稱，普京和奧巴馬商定．就尋求外交協作途徑解
決烏克蘭危機而繼續努力。但白宮聲明指出，在俄陳兵
烏邊境、武裝挑釁烏國乃至煽動性言辭升級的氛圍下，
外交解決方案不可能成功，顯示首輪烏克蘭問題四方會
談或前景黯淡。

親俄總統候選人遇襲
烏克蘭預定下月25日舉行總統大選，一名親俄候選人
昨晨在基輔遭到親西方運動分子襲擊，據報被毆打至重
傷；另一名親俄政客前晚亦被人噴消毒劑和扔麵粉。俄
方批評基輔政府縱容襲擊行為，並指事件反映大選欠缺
公平和民主性。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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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加強對俄制裁 通過援烏方案
歐盟成員國外長前日聚首盧森堡，重點

討論烏克蘭局勢。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
級代表阿什頓在會後指出，歐盟決定進一
步加大制裁俄羅斯的力度，凍結更多俄官
員和公民的資產及實施簽證禁令，但拒絕
透露制裁名單。

歐盟又通過兩項支持烏國經濟、金融改
革的援助方案，包括向烏提供10億歐元(約
107億港元)的宏觀金融支持，還批准對烏的
貿易優惠措施，由本月底起對從烏進口的
大部分工業品和所有農產品實施關稅減
免。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烏軍攻入東部城市

■直升機戒備

■■插有烏國國旗的坦克候命插有烏國國旗的坦克候命。。 法新社法新社

■二人曾在2011年被捕。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