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總統奧巴馬8年任期快將屆滿，他後日將到紐
約出席聯合國大會並發表演說，將是他任內最後一次
亮相大型國際舞台。預料奧巴馬將利用這場「告別演
說」，闡述任內如何令世界變得更安全繁榮，包括應
對氣候變化、推動古巴和緬甸民主進程等成就，但朝
鮮核威脅未解，中東危機愈演愈烈，均反映奧巴馬有
心無力。

促成全球減排 與伊朗達核協議
回想奧巴馬2009年上任後初登聯大舞台，身為美
國首位黑人總統，奧巴馬坦言「全球均對他抱有期

望」，他表示，「這些期望不在於我，是源於對現狀
不滿，同時也源於希望，寄望出現真正改變，美國將
牽頭帶來這些改變。」他開出結束伊拉克和阿富汗戰
爭、追求「無核武世界」及對抗氣候變化的期票，多
年下來，奧巴馬促成全球減排協議，從戰區撤走大部
分美軍，並與宿敵伊朗達成歷史性核協議。

拒出兵敘捱批 觸發難民危機
然而，敘利亞內戰持續5年，至今尚未平息，美國

外交斡旋失效，拒絕出兵介入更備受批評。戰火造成
生靈塗炭，大量平民流離失所，觸發歐洲難民危機，

奧巴馬實難辭其咎。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鮑爾表示，奧
巴馬入主白宮之初，美國遭受孤立，奧巴馬向各國領
袖提出必須共同應對威脅，開創了「新的合作年
代」，但鮑爾也坦承，不能過分誇大這項策略的效
果。 奧巴馬本周的外交行程安排得密密麻麻，明天
將會晤伊拉克總理阿巴迪，後日到聯大發言，並與聯
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共晉午餐、跟一眾企業總裁會面，
以及主持「難民高峰會」，同日將會晤尼日利亞總統
布哈里，主要商討打擊極端組織「博科聖地」，周三
將出席美非論壇及會晤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之後返
回華盛頓。 ■美聯社

奧巴馬聯大「告別演說」8年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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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家杜馬選舉看點
規模

■俄羅斯14個政黨、合共逾6,500
名候選人，將角逐國家杜馬(國會下
議院)的450個議席。
■登記選民人數為1.1億人，但外界
預期投票率會偏低。預計當地時間今
晚公佈票站調查結果。

焦點

■上屆只有1名反對派議員，外界關
注反對派會否有進賬。
■克里米亞2014年「脫烏入俄」
後，首次參與俄國會選舉投票。
■車臣領袖卡德羅夫首次面對民眾投
票。
■俄羅斯將於2018年改選總統，今
次選舉被視為前哨戰。

反對黨

■杜馬現有三個「體制內」反對黨，
它們將積極尋求維持或提升影響力。

■「體制外」小黨缺乏政治積累和經
驗，也沒可行的具體政綱，要進入杜
馬困難重重。

法新社/新華社

烏克蘭首都基輔的俄羅斯大使館，昨日凌晨遭20
名反俄激進分子襲擊，抗議克里米亞列入俄選

區。據悉更有人向使館方向開槍，事件未有造成傷
亡，大使館建築物未見明顯損毀。消息指，烏克蘭警
方已拘捕襲擊者，相信與克里米亞今日舉行的俄國會
選舉有關。

美烏譴責 「無法保障俄外交員安全」
烏克蘭政府一直拒絕承認克里米亞「脫烏」，對俄
羅斯安排在當地舉行國會選舉投票怒不可遏。烏外交
部早前警告，不會容許俄羅斯在烏克蘭領土舉行投
票，包括在俄使領館範圍內，又揚言「無法保障俄方
外交人員安全」。俄方回應指投票安排符合《維也納
外交關係公約》，烏方無權禁止。俄選舉官員表示，
目前約有8萬名俄選民在烏克蘭生活。
支持基輔政權的美國政府前日表示，不承認克里米
亞舉行俄國會選舉投票的合法性，也不會承認選舉結
果，強調美國清楚視克里米亞為烏克蘭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

2018年大選前哨戰 普京鋪路連任
俄羅斯今次將選出新一屆國會下議院450個議席，
受經濟困境、生活水準下降影響，統俄黨得票率估計
會比上屆選舉稍為回落，但仍料穩勝。最新民調估
計，普京及總理梅德韋傑夫領導的執政「統一俄羅斯
黨」(統俄黨)可獲41%選票，延續一黨獨大局面。
普京未有明確表示會參加2018年大選，外界則普遍
認為他將出選，而國會選舉有助為他鋪平連任之路。
俄著名作家阿庫寧認為，今次實際是對現政權的一次
信任投票，即使統俄黨近年支持率有所下降，仍遙遙
領先其他政黨，因為大多數俄人都不想見到政局動
盪，選擇穩定為先。

■法新社/路透社/英國廣播公司

俄列克里米亞選區 宣示主權
今杜馬選舉「點火」駐烏使館受襲

俄羅斯今日舉行國家杜馬(國

會下議院)選舉，兩年前脫離烏

克蘭、加入俄羅斯聯邦的克里米

亞，將首次參與俄國會選舉並選

出國會代表。事件再次點燃俄烏

圍繞克里米亞的爭端，烏克蘭揚

言將禁止任何人在烏領土上就俄

國會選舉投票。除了掀起外交風

波外，今次選舉亦成為2018年

大選的前哨戰，為總統普京爭取

第四任期鋪路。

由美國和俄羅斯牽頭的敘利亞停火協議
上周一起生效，雖然敘政府軍與反對派武
裝仍有零星衝突，但整體局勢大致平穩。
隨着協議明天到期，美俄再就延長停火磋
商，但雙方對應否公開協議內容存在分
歧，更互相指責對方未有履行協議內訂明
的責任，令停火協議岌岌可危。
聯合國安理會原定召開緊急會議，商討
是否支持美俄牽頭的停火令，但因為美俄
未能就公開協議內容達成共識，安理會宣
佈取消會議。俄總統普京指責美方拒絕公
開協議內容，批評美方未有按照協議分隔

「反對派」及「聖戰組織」，質疑美方為
對抗敘利亞巴沙爾政府，刻意容許反對派
保留軍事力量，形容這是「非常危險的做
法」。
美國國務卿克里則批評俄方違背承諾，

未有要求敘政府軍放寬軍事封鎖，讓救援
物資運入戰區。據報40輛原定運送物資到
敘利亞北部激戰區阿勒頗的貨車，因為路
上安全威脅未除，截至昨日仍滯留土耳其
邊境。克里強調，救援物質一日未運抵，
美國也不會與俄羅斯展開聯合軍事行動。
敘政府軍與反對派武裝則互相指責對方

才是拖延救援的元兇。政府軍方面稱已撤
出道路，但反對派武裝開火施襲，所以才
折返；反對派發言人則稱，政府軍從未撤
離道路。

反對派仍捱炸 2童喪生
據敘利亞人權觀察組織的報告，敘政府

軍與反對派武裝曾在首都大馬士革附近駁
火。此外，由反對派控制的伊得利卜前日
遭受空襲，導致3名平民死亡，包括兩名
兒童。霍姆斯、拉塔基亞等地方也有反對
派被轟炸。 ■路透社/美聯社

美國國防部前日稱，以美國為首的聯軍本月
7日向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敘利亞大本
營拉卡附近進行空襲，炸死相信是ISIS第三號
人物、「資訊部長」瓦伊勒。
國防部發言人庫克指，瓦伊勒是「ISIS最高

層領袖之一」，主要負責監製ISIS向囚犯用刑
或行刑的影片，作宣傳之用，他與上月30日被
聯軍炸死的ISIS發言人阿德納尼關係密切。據
美國官員稱，美方認為瓦伊勒是ISIS第三號人
物，能通過特殊渠道接觸ISIS領袖巴格達迪。

■法新社/路透社

近年俄羅斯經濟在油價低
迷及西方制裁夾擊下元氣大
傷，引致社會不滿聲音增
加，理論上應該有利反對派
選情，但實際上未見反對派
支持率顯著提升。分析指，
俄反對派持續積弱，除了因
為總統普京上台後大力嚴控
異見，另一重要因素是各反
對黨政見及理念南轅北轍，
難以尋找合作空間，整個反
對派陣營猶如一盤散沙，注
定難成氣候。
以莫斯科中央選區為例，

同屬反對派陣營的「人民自
由黨」及「開放俄羅斯」分
別派出候選人角逐議席，兩
人支持率均為2%左右，遠
低於親克里姆林宮候選人的
21%。分析指，兩黨均以候
選人支持度相若、票源不同
為由，拒絕退選讓路予對
方。有反對派候選人坦言，
反對派最大問題是「理念和
政見上的宗派主義」。
前歷史教授祖博夫指出，

今次選舉有逾120個議席出
現反對派「內訌」，結果只
會造就親克宮派系漁人得
利，又指克宮一直用盡各種
方法煽動反對派之間的分
歧。

■《紐約時報》

外界普遍認為執政統一俄羅
斯黨將大勝杜馬選舉，俄國政
治版圖不會有任何改變。不
過，不少俄國民眾對國家民主
發展充滿希望，獨立民調機構
列瓦達中心 1月的調查更顯
示，62%受訪者認為俄國是真
正的民主國家，較5年前上屆
國會選舉時大增 26 個百分
點。有選民期望以手上一票，
為民主出一分力，不惜長途跋
涉，回到500公里外的家鄉投
票。
現居於俄遠東地區海參崴的

26歲選民奧莉加表示，年幼時
父母告訴她，每一票都非常重

要，即使她覺得選舉存在舞
弊，至少也應投票給心儀的候
選人，讓其他人無法利用自己
的選票作弊，因此她不惜駕車
7小時或坐巴士10句鐘，也要
返回500公里外的家鄉投票。
聖彼得堡的27歲選民安娜

則稱，她對選民的政治冷感深
感失望，即使他們對現狀不
滿，仍然不願意參與投票，認
為自己一票沒有作用。她認為
沉默等於認同現狀，今次決定
投票給非主流政黨候選人，即
使其勝望不大，但依然相信自
己手上一票很重要。

■《衛報》

美俄互斥違諾 敘停火協議勢危 監製行刑片
「伊斯蘭國」老三遭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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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成人撐民主進程
俄女越500公里投票

■■奧巴馬將於後奧巴馬將於後
天在聯合國大會天在聯合國大會
演說演說。。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阿勒頗居民抗議未獲
救援物資。 路透社

■■國會選舉將有助普京鋪國會選舉將有助普京鋪
平連任之路平連任之路。。 路透社路透社

■■克里米亞街上貼滿選克里米亞街上貼滿選
舉宣傳單張舉宣傳單張。。 路透社路透社

■■烏克蘭反俄激進分子向俄羅烏克蘭反俄激進分子向俄羅
斯使館擲煙花斯使館擲煙花。。 美聯社美聯社

■■襲擊使館的反俄激進分子為數約襲擊使館的反俄激進分子為數約2020人人。。 路透社路透社

■■奧莉加為投票奧莉加為投票，，不惜返不惜返
回回500500公里外的家鄉公里外的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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