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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前年再次上台以
來，中日關係持續轉差，緊張局勢更是一
觸即發。美國總統奧巴馬今趟出訪亞洲，
外界原本預期他會充當「消防員」，為中
日局勢撲火，但現在看來他更像是要煽風
點火。

奧巴馬明言釣魚島適用於《美日安保條
約》，雖然該立場已是公開的秘密，但出
自美在位總統之口尚屬首次。他又公開歡
迎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這與去年底安倍
拜鬼後，美方要求安倍收斂的態度相違。
華府態度突變，背後與烏克蘭危機不無關
係。

美國去年對外政策重點放在中東，到近
來疲於應對烏克蘭危機，引發外界質疑
「重返亞太」名存實亡。奧巴馬此次高調
表態迎合安倍，一來試圖安撫區內盟友，
二來是要透過炒熱局勢，把美國外交焦點
強行移回亞太。始終對於美國而言，烏國
地位不及日本，與華交手亦遠好過與俄羅
斯糾纏。

奧巴馬另一目的，是希望換取日本在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談
判中讓步。美國欲借助TPP建構下一代全
球貿易規則，奧巴馬早前吃壽司只吃到一

半，也要拉安倍談貿易，便知他對此何等重視。
不過美日分歧太大，始終未能達成基本共識，對奧

巴馬無疑是一次挫敗，更影響到與其他國家的談判。
澳洲和新西蘭已明言，只有日本作重大讓步才會考慮
妥協，現在連馬來西亞也不賣奧巴馬的賬。

奧巴馬今日轉抵菲律賓，亞洲之行步入尾聲。整
體而言，美菲合作協議雖有助加強「堵華」，但奧
巴馬此行實際收穫不多，反而在TPP
上連番碰壁，反映容許美國橫行無忌
的國際格局已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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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是自1966年以來，首位訪問大馬的美國在位
總統。大馬多年來立場反西方，致使美馬關係轉

差，但思想傾向西方的納吉布上台後，兩國開始走
近，特別是大馬希望借助美國制衡中國。奧巴馬在記
者會指，「全面夥伴關係」意味美馬將會在安全、
貿易等各方面更緊密合作，同時形容大馬將是維持
東南亞穩定的「中心點」。

為馬航事件辯護 承諾續支援
奧巴馬在大馬的行程先參觀了吉隆坡國家清
真寺，又到馬來亞大學與年輕人交流。他承認
美國國內政局和烏克蘭等地緣政治危機，均為
華府帶來挑戰，但強調亞太區的重要性近年不斷
增加，已達到華府不會亦不能忽視的地位。
馬航客機MH370失蹤至今已經7周，大馬政府處

理事件的手法飽受批評。奧巴馬稱理解失蹤者家屬的
傷痛，但認為大馬一方已積極支援及正全力搜尋客機，
並已盡量向美方公開手上情報。他承諾會繼續支援搜尋
工作，但強調任務難如大海撈針，將是漫長且費力。

未晤安華「不代表不關注」
納吉布政府被批評利用警察或法庭打壓異見，加上奧
巴馬訪問行程未有與反對派領袖安華會面，引起人權組
織關注。奧巴馬昨日表示，已向納吉布強調尊重異見人
士和法治的重要性，認為有關情況正在改善。他又稱已
安排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今日會晤安華，自己今次訪
亞亦並非與所有領袖或反對派會面，強調這不代表美方
不關注有關事件。 ■法新社/路透社

提升至全面夥伴關係 烏危機無阻野心

奧巴馬拉攏大馬
「重返亞太」

訪問馬來西亞的美國總統奧巴馬昨日與大馬

總理納吉布會談，兩人同意把兩國關係提升至

「全面夥伴關係」，奧巴馬又強調決意「重返

亞太」，不會因國內或其他外交事務分心。他

並為大馬政府處理馬航客機事件辯護。奧巴馬

今日將轉到菲律賓訪問。

韓國「歲月」號客輪沉沒事故昨踏
入第12日，增至188人死亡，仍有
114人失蹤。總理鄭烘原昨承認處理不
力，引咎辭職。總統朴槿惠已批准他
的請求，但由於當前要務是搜救，將
在事故處理完結後才受理辭呈。

權在朴槿惠 象徵意義居多
分析認為，韓國行政權力集中在總

統，故鄭烘原辭職屬象徵意義居多。
鄭烘原早前慰問失蹤者家屬時，先後
被大聲叫罵及扔水樽洩憤。他昨發表簡
短聲明，就未能避免今次海難，以及事

發後未能妥切回應致歉，形容事件是
「難以想像的悲劇和慘劇」，失蹤者家
屬的痛哭聲亦讓他徹夜難眠。他承認，
初期救援應對出現很多問題，認為自己
身為總理，理應引咎辭職。
鄭烘原表示，自己早有辭職之意，

但認為搜救應優先，故如今才宣布決
定，希望不再對政府造成更多負擔。
他指海難反映韓國相應地方有太多問
題，將以事故為契機改正所有錯誤，
杜絕慘劇重演，希望國民和死者家屬
能諒解。70歲的鄭烘原在檢察機構任
職30多年，去年2月獲朴槿惠任命為

總理。
搜救進度仍然緩慢，由於船身開始沉

入海床泥土，加上出事海域昨因風暴颳
起狂風巨浪，搜救和打撈難度大增。
當局早前已扣查「歲月」號15名船

員，並擴大調查範圍。韓媒報道，調
查人員已前往珍島和濟州的海上交
通管制中心(VTS)展開搜查。日前
公開的錄音紀錄顯示，「歲月」號
失事後曾與VTS對話長達30分
鐘，其間無人願意承擔責任宣告
棄船。
■韓聯社/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海難處置不力 韓總理問責請辭

奧巴馬今日將轉往亞洲之行最後一站菲律
賓，預計逗留兩日。美聯社引述菲官員及機密文
件報道，美菲已就擴大美軍在菲部署達成協議，
並將於奧巴馬今日抵菲前完成簽署儀式。協議起
初為期10年，並可按雙方意願續期。白宮昨證
實兩國已達成協議，強調目的是加強地區穩定，
不是要抗衡中國。
消息人士稱，新的《增強防衛合作協議》
(EDCA)允許美軍在特定菲國基地短暫駐紮，事
前部署裝備、戰機和船隻，並有權擴建基地設
施。不過基於馬尼拉憲法，美軍將不可永久駐
紮，而菲軍指揮官有權進入美軍在菲所有設施。
菲官員未有透露實際會有多少美軍透過「輪換

和短暫駐紮」增派到菲國，只稱人數視乎菲軍基
地舉行的聯合軍事活動規模。
報道指，EDCA將會以行政協議形式簽署，
由於它並非條約，意味將毋須經過國會批准。菲

國作為美國前殖民地，外國軍隊進駐是敏感議
題，左翼勢力早前發起多次示威，稱菲國好不容
易在1990年代收回基地迫使美軍撤出，抗議政
府走回頭路。
菲華裔學者林智聰認為，菲國從新協議得到

的恐怕不過是「空頭承諾」，形容奧巴馬的諾言
「與普通人酒後言論無分別」。他指已有前車之
鑑，當年美國海軍宣稱會幫助菲國對抗西班牙殖
民統治，結果菲國淪為美國殖民地。

菲深嚴保安護奧巴馬
奧巴馬預定今日午後飛抵馬尼拉，菲總統府

衛隊將負責奧巴馬在當地的安全，軍方緊急因應
部隊進入紅色警戒、三軍總部所在的艾奎納多營
發布藍色警戒，意味有一半人需24小時候命；
警方處於「高度警戒」狀態，並將按需要提升至
「全面警戒」。不過當局澄清，並無偵測到奧巴

馬面臨任何安全威脅。
奧巴馬專機降落及離境的半小時內，馬尼拉
國際機場上空直徑39至72平方公里範圍禁止飛
行；他今日下午造訪馬拉坎南宮時，上空也列為
禁飛區，宮旁的帕西格河禁止船隻航行；現場記
者人數亦有嚴格限制。
據悉多個菲國民間團體今日將到總統府附近

示威，抗議新防務協議。
■美聯社/路透社/中央社/中新社

奧巴馬這次訪問菲律賓，據
報馬拉坎南宮將在今晚7時的
國宴上以大龍蝦和特色芒果，
由馬卡蒂市香格里拉大酒店兩
大名廚德國籍的倫茲和本土的
普拉多親自烹調，向奧巴馬發
動「味蕾外交」。據報當局還
邀請了數名菲歌手到場獻唱，
曾與張學友合唱《In Love
with You》的黎晶則因事未能
出席。
菲媒指，菲最佳海產都會出

現在菜單中，包括石斑魚、海
鮮燉鍋、菲式檸檬汁烤雞等。
餐桌上亦將出現菲產有機蔬
菜，最後以芒果之鄉吉馬拉斯
省的芒果拼盤、椰子荔枝雪糕
作為甜品。 ■中央社

奧巴馬訪問馬來西亞另一要務，是推動簽署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不過大
馬總理納吉布昨稱，TPP議題在當地仍然「敏
感」，一名內閣官員較早前表示，大馬距離簽
署TPP仍然很遙遠，並認為國家首要任務應是
東盟經濟整合。
TPP被視為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中，經濟
領域的關鍵部分，但繼美日TPP談判陷入僵局
後，納吉布表示，已向奧巴馬表示大馬面臨的
難處和挑戰，奧巴馬亦表示理解，兩人同意盡
力化解和處理，並強調華府無強迫大馬簽署。
分析認為，執政國民陣線在去年大選的優勢
大減，促使黨內湧現重視傳統主義的聲音以挽
回支持，成為納吉布推動大馬加入TPP的障
礙。 ■路透社

朝中社昨引述朝鮮和平統一委員會聲明，強
烈譴責上周韓美首腦會談，指韓總統朴槿惠好
比「妓女」，主動向「皮條客」美國總統奧巴
馬獻身。報道諷刺美韓關係有如「主人和傀
儡」，聲言朴槿惠要為這種關係付出代價，強
調平壤已準備好「全面核戰」。
朴槿惠會後表示，朝鮮的新形式挑釁將引發

國際社會進一步施壓。朝方指，此言論無疑是
宣布韓朝全面對抗，是選擇反統一、對抗與戰
爭的道路，奧巴馬訪韓則進一步證明朝美已無
法用對話解決問題，只有通過武力才能決一勝
負。
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日前領導勞動黨中央

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要求軍方須確保「能打
敗美國」。 ■韓聯社/路透社/新華社

議題「敏感」銷TPP再碰壁

朴槿惠晤奧巴馬
朝斥「妓女獻身扯皮條」

菲「味蕾外交」
芒果大龍蝦款待美菲達協議擴美軍部署10年

■朴槿惠(右)與奧巴馬上周五會談後舉行聯合
記者會。 路透社

■消息指協議將於奧巴馬今日抵菲前完成簽
署。圖為2012年美菲聯合軍演。 美聯社

■■吉隆坡一名西方女子要求奧巴馬助吉隆坡一名西方女子要求奧巴馬助
她尋回在馬航客機上的丈夫她尋回在馬航客機上的丈夫。。 路透社路透社

■鄭烘原鞠躬向民眾
致歉。 路透社

美國總統

奧巴馬

■■奧巴馬在一大學演說奧巴馬在一大學演說，，遇遇
到學生舉牌反到學生舉牌反TPPTPP。。 美聯社美聯社

馬來西亞總理

納吉布

■■馬來亞大學學生爭相拍攝
馬來亞大學學生爭相拍攝

奧巴馬和握手奧巴馬和握手。。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