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領土爭議 亞美尼亞阿塞拜疆33死
南高加索地區發生1990年

代以來最嚴重武裝衝突，長

期存在領土爭議的亞美尼亞

和阿塞拜疆，兩軍近日在邊

境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納卡

地區)持續對峙，上周五起更

爆發激烈戰鬥，造成雙方最

少30名士兵死亡，另有最少

3名平民喪生，包括一名12

歲的兒童。亞美尼亞及阿塞

拜疆互相指責對方違反停火

令，俄羅斯總統普京要求雙

方立即停火，國際社會亦紛

紛呼籲兩國停止衝突。

發生衝突的納卡地區現時由亞美尼亞實際控
制，當地在前蘇聯時期原屬阿塞拜疆管治，

惟大部分人口為亞美尼亞人，因此有民眾要求獨
立。蘇聯解體後，兩國為爭奪納卡地區開戰，造
成3萬人死亡，至1994年才停火。

出動坦克大炮 兒童傷亡
亞美尼亞總統薩爾基相表示，該國由上周五開
始，已有18名士兵在衝突中死亡、35人受傷，批
評阿塞拜疆以坦克、大炮及直升機等重型武器猛
烈攻擊。薩爾基相表明亞美尼亞會盡一切義務，
與納卡地區武裝合作，確保該區安全。納卡地區
領袖透露，衝突地區有兒童傷亡，其中死者只有
12歲。
阿塞拜疆國防部則指責亞美尼亞最先開火，阿
軍於是反擊，重奪最少兩個具戰略意義的村落。
當局透露最少12名士兵在衝突中死亡，另有一架
坦克觸發地雷損毀、一架米-24直升機遭擊落。
雙方昨日戰況膠着，亞美尼亞一度反攻，收復
部分失地。阿塞拜疆中午宣佈單方面停火，但若
亞美尼亞繼續開火，阿方必會收復所有被佔領地
區。亞美尼亞則稱阿塞拜疆仍在轟炸納卡地區的
平民，批評停火建議是「陷阱」。
阿塞拜疆駐俄羅斯大使布爾布洛格盧表示，該
國逾兩成領土遭亞美尼亞侵佔，過去22年一直希
望透過外交途徑解決分歧，但未有結果，「還要
等多久？」他直言若未能和平解決領土爭議，便
會訴諸武力。阿塞拜疆國家安全委員會前日開
會，但未有透露詳情。

美俄聯合國促停火
俄羅斯與兩國關係密切，普京前日率先發表聲
明，促請兩國保持自制、立即停火，以免增加傷
亡。俄國防部長紹伊古及外長拉夫羅夫分別與兩
國防長和外長磋商，期望緩解局勢。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形容，兩國衝突動用了重
型武器，引致人命傷亡，令人深感不安，呼籲雙
方停止敵對行動。美國國務卿克里譴責兩國再次
交火，促請雙方恪守停火令，立刻結束衝突。法
國總統奧朗德對衝突表示遺憾，強調雙方必須通
過談判解決爭端。
土耳其與亞美尼亞長期交惡，土總統埃爾多安致

電阿塞拜疆總統阿利耶夫，向該國死難士兵致以慰
問，並稱土國人民會跟阿塞拜疆站在同一陣線。

■英國廣播公司/今日俄羅斯/亞美尼亞通訊社/
塔斯社/法新社

南高加索爆22年最大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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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加索地區位於歐亞要衝，分別接壤俄
羅斯、伊朗及土耳其，除了戰略位置重
要，東邊的裏海更含有豐富天然資源，引
來歐亞各國爭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就連納粹德國也企圖分一杯羹。然而高加
索各地區宗教及文化差異巨大，近年車
臣、南奧塞梯以至納卡地區均有武裝衝
突，成為世界一大「火藥桶」，削弱該區
對外資及遊客的吸引力。

高加索受多種文化及宗教影響，格魯吉
亞信奉東正教、亞美尼亞信奉基督教、阿
塞拜疆則信奉伊斯蘭教，教派關係複雜成
為衝突導火線。鄂圖曼土耳其在第一次世
界大戰時屠殺亞美尼亞人，使兩國結下世
紀宿怨；位於北高加索、以伊斯蘭教為主
的車臣地區亦多次要求獨立，引發車臣戰
爭。

亞美尼亞及阿塞拜疆獨立後，俄羅斯同
時向兩國供應武器，被指有意激化兩國衝
突，從而維持克宮在該區的影響力；俄方
後來傾向亞美尼亞，與後者在軍事及能源
等緊密合作。俄羅斯總統普京2001年訪問
阿塞拜疆後，俄阿關係有所改善，普京亦
表明會承認納卡地區一切和平協議。

西方與高加索關係集中在能源及反恐合
作，有別於南奧塞梯衝突時西方明確支持
格魯吉亞，西方各國拒抗在亞美尼亞和阿
塞拜疆之間作取捨，僅土耳其明確支持阿
塞拜疆。由於阿塞拜疆連接裏海主要石油
資源，美國及歐盟一直促請該區平息戰
火，保障能源運輸，亦促請土耳其與亞美
尼亞開放陸路邊境。格魯吉亞2003年的
「玫瑰革命」被指與美國有關，反映華府
介入當地的戰略考慮。

蘇聯解體後，南高加索地區衝突不斷，
不少國家及地區至今仍處於敵對狀態。近
年阿塞拜疆不斷擴軍，加上經濟因油價重
挫大受打擊，可能有意藉納卡地區轉移視
線；亞美尼亞亦希望趁阿塞拜疆未完成擴
軍前，盡快打擊對方。
今次兩國再度交火，能
否一如過去數年的衝突
般和平解決，仍是未知
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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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衝突不斷
1990年 阿塞拜疆首府巴庫爆發反亞美尼亞騷亂，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派2.6萬士兵入

城鎮壓，是為「黑色一月大屠殺」

1991年 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先後宣佈獨立，阿塞拜疆獨立後，廢除納卡地區自治地位，
觸發後者9月宣佈獨立，亞美尼亞及阿塞拜疆開始為納卡地區交戰

1994年 兩國同意停火，亞美尼亞實際控制納卡及周邊地區，相當於阿塞拜疆領土面積的13%

2014年 兩國在納卡地區爆發衝突，數十人死亡，俄羅斯總統普京居中斡旋，事件和平解決

2015年 兩國再次在納卡地區衝突，10名士兵死亡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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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自治州（納卡地區）位於阿
塞拜疆與亞美尼亞接壤處，面積約4,400平方公
里，人口約15萬。在蘇聯時期，當地一直由加盟共
和國之一的阿塞拜疆管轄，但因人口以亞美尼亞裔
為主，加上經濟原因，該區長期要求獨立建國或併
入同為蘇聯加盟共和國的亞美尼亞。蘇聯解體後，
亞美尼亞及阿塞拜疆迅即為納卡地區的主權大打出
手，造成3萬人死亡，逾100萬人流離失所。
納卡地區19世紀起由沙俄統治，20世紀以納戈爾

諾－卡拉巴赫自治州的身份，撥歸阿塞拜疆管轄。
1988年2月，納卡州蘇維埃要求併入亞美尼亞，亞

美尼亞最高蘇維埃同意接管，但阿塞拜疆堅決反
對，蘇聯最高蘇維埃亦不同意改變該區歸屬。
阿塞拜疆及亞美尼亞1991年相繼宣佈脫離蘇
聯，納卡地區亦宣佈獨立，阿亞兩國隨即在區內
爆發戰爭。雙方1994年達成停火協議，此後納卡
地區及周邊部分阿塞拜疆領土由亞美尼亞實際控
制，兩國至今仍然交惡，陸路邊境封閉。
俄羅斯、法國及美國等1992年組成明斯克小組，

討論納卡地區事務，惟談判迄今未有實質進展，阿
塞拜疆及亞美尼亞去年9月一度交火，造成10名士
兵死亡。 ■土耳其《每日晨報》/英國廣播公司

納卡地區爭拗近納卡地區爭拗近3030年年

歐盟和土耳其的
難民移送協議今日
正式生效，希臘即
日開始會把滯留當
地的難民遣返土耳
其。但不少難民拒
絕離開，上周五在

希俄斯島更有800名難民從拘留營逃出，並且引發騷
亂，港口城市比雷埃夫斯亦爆發種族衝突。
按照協議，希臘把由3月20日起非法進入希臘、不符

合庇護資格的難民遣返土耳其。預計今日起3天內，將
有約750名難民會由萊斯沃斯島送往土耳其沿海城鎮迪
基利。土耳其內政部長阿拉預計今日接收500名難民。
希臘政府擔心，因為強制遣返而產生的暴力衝突將會接
踵而至。歐盟現時只派了200名人員監督協議的執行，
跟早前答應的2,300人有一段距離。
滯留希俄斯島的難民得悉將被遣返的消息，上周五衝

出拘留營，混亂中3名難民被防暴警察所傷。有難民表
明，如果當局堅持遣返，「我會把自己和家人拋落大
海」。 ■《衛報》/路透社

希臘陷騷亂邊緣
難民寧舉家跳海

比利時布魯塞爾莫倫貝克區
在巴黎及布魯塞爾恐襲後，被
視為「歐洲聖戰之都」，更成為
極右分子的排外戰場。前日有
示威者無視警方禁令，堅持在
區內舉行反伊斯蘭示威，與警
員發生衝突，其間一輛汽車突
然衝過警方路障，撞倒一名穆
斯林女性，並輾過她的腳，事後
車上乘客更拿出手機拍照。
網上流傳片段顯示，一輛白

色奧迪房車和持槍警員對峙期
間突然衝過路障，撞向一名橫
過馬路的穆斯林婦女。女子被
撞倒後，在地上滑行，司機繼
續駛前，並輾過她的腿部。女
子事後神智清醒，在現場接受
治療。 ■法新社

美國與菲律賓今日起舉
行一年一度的肩並肩聯合
軍事演習，日本自衛隊在
美菲軍演前夕，派出一艘
潛艇及兩艘護衛艦訪問菲
律賓蘇碧灣，是自2001年
以來，首次有日本潛艇訪
菲，相信是為強化與菲海
軍的關係，在南海問題上

向中國施壓。
自衛隊練習潛水艇「親潮」號連同護衛艦「有明」號及

「瀨戶霧」號，昨日進入曾經是美軍基地的蘇碧灣，將逗留
至後日，與菲海軍進行包括遠海演習等活動。 ■法新社

日潛艇15年首訪菲
圖向華施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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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受傷兒童受傷 ■■血腥衝突血腥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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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遭擊落機遭擊落。。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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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潮親潮」」號號

■■發射導彈發射導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