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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新聞 ■責任編輯：孔惠萍 ■版面設計：黃力敬
2015年3月18日（星期三）克里米亞入俄一周年之政治篇

3月16日是克里米亞入俄一周年。這一「冷戰」後歐洲最重要的地緣政治
變動，導致俄美陷入「新冷戰」，俄中關係卻迎來「歷史最好時期」。觀
察家認為，普京與習近平均是「政治強人」，這將使華盛頓很不舒服，而
有北京「大後方」，克里姆林宮會像二戰時的列寧格勒一樣，堅不可摧。

一年間，中俄關係好戲連場，高潮是去年5月初，即克里米亞入俄不到兩
個月之際，普京出席上海「亞信」峰會，並對華進行國事訪問。普習不僅
簽署了兩國「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新階段聯合聲明」，還出席了中俄史
上最大經濟合同的簽署儀式，合同額近4,000億美元(約3.1萬億港元)，未來
30年俄每年對華輸出380億立方米天然氣。9月下旬，習普又在杜尚別上合
峰會會晤，據說兩人就今年7月上合「烏法峰會」吸收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
上合達成一致，上合在中俄主導下，其地緣政經作用將更加重要。9月，張
高麗副總理還作為習主席代表專程飛到俄遠東重鎮雅庫茨克，與普京一道
為中俄東線「西伯利亞力量」天然氣管道剪綵。一年間，中俄雙邊合作的
成果不勝枚舉。

展望新一年，中俄高層互動將更加熾熱。重頭戲將是習近平5月9日出席
紀念偉大衛國戰爭（二戰）70周年慶典，習普將共同在紅場閱兵；普京9月
3日亦將在北京出席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天安門大閱兵，兩國軍隊
方陣將同接受習普檢閱，預示中俄關係朝盟友方向邁進。目前，中俄在航
空航天、核電、大型運輸機和軍用直升機等尖端武器研發、高鐵、油氣開
發運輸等領域的合作進展順利。日益成熟的中俄關係，今後發出任何政經
訊號都不會讓人驚奇。

俄羅斯有句諺語：患難識友誼。一位俄國外交官曾告訴我，
有偉大中國的支持，我們就不孤立。中國在克里米亞危機上的
原則立場，讓莫斯科知道誰是真正的敵人，誰是真正的朋友。
善於化挑戰為機遇， 正是古老東方哲學的靈魂和真諦。

自從克里米亞入俄後，俄羅斯即遭受歐美杯葛制
裁，為打破被國際孤立的局面，俄國近期積極拉攏
希臘、朝鮮等國，甚至回歸非洲。
希臘近日因國際援助貸款與歐盟關係變僵，貸款
延長至6月底便到期，急需尋找新財源。俄國看準
機會，邀請希總理齊普拉斯5月訪俄，與俄總統普
京會面。分析指希臘靠攏俄國，或可獲得不帶緊縮
條款的貸款，並可吸引俄國投資、促進旅遊業，又

可獲得平價天然氣，為生活窘迫的希臘人紓困，甚
至增加與歐盟談判的籌碼。俄國更可藉此取得一個
擁有歐盟否決權的盟友。
與俄國同樣是聯合國制裁目標、被國際孤立的朝

鮮，是俄國另一拉攏對象。俄朝宣布今年是「俄朝
友好年」，將促進政治、經濟、軍事及文化交流。
朝鮮因核試及人權狀況受制裁，俄國可利用在聯合
國安理會的否決權保護朝鮮，俄國則可藉此擴大在

朝投資，加強對朝影響力。非洲方面，俄國防技術
及軍備生產商Rostec子公司RT全球資源公司，最
近宣布投得在烏干達興建30億美元(約233億港元)
煉油廠的合約。俄國去年又與南非合作發射衛星系
統，英國衝突研究中心總監賈爾斯指，俄國對非洲
伸出外交之手是為增加「軟實力」，透過爭取第三
方國家的支持，增加在聯合國等國際機構的影響
力。 ■英國廣播公司/半島電視台/《每日電訊報》

現今國際政治關係環環緊扣，制裁作為施壓手段很可能引發始料不及的後
果，有專家指出，當前美歐就烏克蘭問題制裁俄羅斯，卻可能波及美國和伊朗
正踏入最後關頭的核談判。
美伊近日就核談判積極爭取共識，但一直未能取得顯著突破。同一時間，美

歐制裁導致俄羅斯急需資金周轉，後者上月向伊朗推銷「安泰-2500」型號防空
導彈，有助伊朗防禦針對當地核設施的空襲。雖然伊朗尚未決定是否購買，但
分析指新導彈可增加談判籌碼，若然談判破裂，便可作「保險方案」，可能會
令伊朗讓步意慾下降。
然而一旦伊朗購入防空導彈，很可能引來美國及以色列鷹派要求先發制人，在
伊朗加強防禦前空襲當地核設施，如此一來美伊關係只會愈趨僵化，變相給予兩
國強硬派更多藉口採取強硬政策，形成惡性循環。 ■《外交家》

烏克蘭西部城市利沃夫無論是外貌還是文化，均與陷入戰亂的東部截然
不同，顯示烏東與烏西的巨大差異。利沃夫是烏克蘭民族主義發源地之
一，更是前年11月最先爆發反政府示威的地點。在烏東衝突中，不少利沃
夫人自發加入對抗親俄武裝的戰鬥，甚至戰死沙場。
利沃夫滿布巴羅克式噴水池及鵝卵石鋪成的廣場，均是烏克蘭其他城市

所無。利沃夫在歷史上曾被波蘭統治400年，置身利沃夫，令人想起布達佩
斯、維也納等中歐城市。
雖然大部分俄羅斯人認為，所謂烏克蘭語只是俄語的一種方言，但烏克

蘭西部在文化及語言方面的特色已有數百年歷史。利沃夫居民認為，他們
所代表的烏克蘭精神包括親歐洲以及尊重人權；不過，俄羅斯與烏東獨立
組織就指烏克蘭西部是納粹主義溫床。
利沃夫天主教大學教授赫里察克指，烏克蘭人擁有共同的價值觀，包括

追求民主、尊重多樣性以及致力消除貪污，他稱這與普京治下的俄羅斯相
反，促使烏克蘭加快與歐洲融合。 ■《洛杉磯時報》/《經濟學人》

克里米亞脫離烏克蘭、併入俄羅斯迄今已一年。

去年這天，俄總統普京在克里姆林宮發表演說，

正式宣布克里米亞回歸俄羅斯聯邦。這是21世

紀最重大地緣政治事件之一，並為俄國和西方關

係、以至全球未來政經大勢帶來深遠影響。本報

一連兩日深入探討這一年以來，克里米亞和烏克

蘭經濟和民生經歷了怎樣的轉變、俄國面對的機遇

和挑戰，以及未來俄國與西方關係的走向。

克里米亞入俄一周年，俄羅斯與烏克蘭及歐美間的分歧不但沒

有化解，反而隨着局勢轉變而愈加嚴重。有專家認為，西方國家

在處理烏克蘭問題上漠視歷史背景，從而令俄羅斯強烈反抗。亦

有學者指，危機之所以難解，是因雙方價值觀和看法南轅北轍，

恍如活在兩個不同世界中。有評論擔心，長此下去恐爆發大戰

爭。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家昌、黃逸華

俄美刀光劍影 中俄風景獨好
尹樹廣

?2
��

制裁俄後果始料不及
或影響伊朗核談判

俄拉攏希朝非洲 謀破孤立

前美國駐北約大使亨特表示，西方國家在冷戰結束後，一直未能在歐洲安全
架構內為俄羅斯找到一個有建設性的位置。美國在2002年單方面退出《反

導條約》，並在歐洲中部部署導彈防禦系統，隨之而來是北約東擴，令俄羅斯
有被包圍的感覺，最終作出強硬反擊，觸發2008年格魯吉亞戰爭和去年的烏克
蘭危機。

西方漠視歷史 價值觀南轅北轍
亨特指，普京將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表明他不接受西方對待俄羅斯的方
法，而西方給普京的回應卻只是傳統經濟制裁，並給予烏克蘭軍事援助。西方
國家始終無法找到一個能處理好北約與俄關係、讓普京能尊重國界和令俄羅斯
感到被尊重的策略。
事實上，西方與俄羅斯除歷史背景造成的矛盾外，雙方價值觀亦大大不同。
外交專家加迪表示，西方認為國家安全需建基於合作、對話和互信之上，這些
都需所有人依從某種規則系統才能保證，但俄羅斯卻認為真正能夠保障國家安
全和主權的，是國家有獨立能力去保護自己，而不是由多國或超越國家的組織
所給予。
在烏克蘭問題上，普京認為國家正在受到西方攻擊，俄羅斯無法容忍一個與

其有深厚經濟關係的地方投入敵人懷抱，所以必須反擊，西方則認為俄羅斯不
守國際條約，威脅着賦予他們安全感的整個系統。德國總理默克爾曾說普京
「活在另一個世界中」，正好反映雙方價值觀的差異。
加迪指出，正是因為看法的差異，令西方錯讀俄羅斯的行為，從而誤判行動

的效用。就好像西方人認為制裁是對俄羅斯違反國際秩序的徵罰，目的是要俄
羅斯尊重國際規則，但制裁對俄羅斯人來說卻是迫他們接受一個危害國家生存
的處境，西方想靠制裁達到目的顯然是不切實際
的想法，反倒令俄羅斯產生更激烈反應。

普京下步棋受關注 烏寧返統一時
現在，歐
美最關注
的仍是普
京 下 一 步
棋，他們擔心普
京會支持烏克蘭東部
分離分子搶奪更多土
地，有評論員指普京一直
不想烏克蘭成為歐洲一部
分，現在烏克蘭的狀態正
合他心意。有外交官坦
言，對烏克蘭來說，最
好的結果可能是回到
2013年發生衝突
之前。

調派核轟炸機
克宮：絕不交出克里米亞
雖然歐美多次警告除非俄羅斯歸還克里米亞，否則不會撤銷制裁，不過

克里姆林宮昨日表示，俄羅斯絕對不會將克里米亞交還烏克蘭，「克里米
亞不是被佔領，是俄羅斯聯邦一部分，不容外界多言。」
另外，俄國防部消息指，總統普京前日下令在克里米亞舉行突擊演習，

因此調派可攜核彈的圖-22-M3戰略導彈轟炸機前往當地。俄羅斯早前已表
明，有權在克里米亞部署核武。
歐盟認為俄羅斯在烏克蘭危機上不斷藉發放假消息轉移視線，致令俄一

直佔優，故有需要建立特別媒體組織，監察俄媒及鑑定消息真偽。歐洲理
事會已草擬法案，各國將於本周峰會達成協議，預計6月訂出執行方案。

■法新社/路透社

利沃夫凸顯烏東西差異

■■克里米亞入俄一克里米亞入俄一
周年周年，，俄與烏歐美俄與烏歐美
之間分歧愈加嚴之間分歧愈加嚴
重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美國總統奧巴馬 俄羅斯總統普京

■■烏東烏東頓涅茨克頓涅茨克 ■■烏西利沃夫烏西利沃夫

■■俄羅斯圖俄羅斯圖--2222-M-M33戰略導戰略導
彈轟炸機被調派到克里米亞彈轟炸機被調派到克里米亞
進行突擊演習進行突擊演習。。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煙火慶回歸煙火慶回歸

■■臉塗俄國旗臉塗俄國旗

美
歐
咄
咄
逼
俄

美
歐
咄
咄
逼
俄

烏
國
前
路
茫
茫

烏
國
前
路
茫
茫

■俄克旗海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