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8 國 際 專 題 ■責任編輯：林輔賢 2018年3月12日（星期一）

2018年3月12日（星期一）

2018年3月12日（星期一）

特朗普接受金正恩邀請會面前，美國
國務院正在鬧「人才荒」，本來擬

出任駐韓大使的車維德被撤回，國務院朝
鮮政策特別代表尹汝尚亦於上月底宣佈辭
職。在此情況下，特朗普上周提前會見訪
美的韓國特使團，當場要求韓方宣佈美朝
首腦會談，僅45分鐘就作出有機會改變
歷史的重大決定。在席有美方官員提出疑
慮，特朗普則堅持公佈消息。

冀達最好協議 讚中方協助
特朗普前日回應美朝首腦會談，稱相信
朝鮮渴望和平，現正是與平壤談判的時
機。他承認會談可能無法達至成果，但也
可能出現「世上最好的協議」，現階段沒人
能預料。他並於twitter表示，相信朝鮮會
遵守談判期間，停止核導試驗的承諾，並
形容中國在朝鮮事務上「繼續幫得上忙」。

「交易大師」豪賭政治遺產
《華盛頓郵報》認為，特朗普一直自視
為「做交易的大師」，如今他親自介入最
錯綜複雜的朝鮮問題，若真能促成外交突
破，紓緩朝核威脅，將是一項定義其政治
遺產的成就。相反，若峰會沒任何進展，
只讓金正恩獲得上鏡宣傳的機會，則會令
華府大為尷尬。無論如何，特朗普這場豪
賭揭示他一反傳統的施政作風，無視華府
缺乏對朝事務專家，自視為集外交官、談
判專家和策略師於一身。

不信任白宮官員 寧我行我素
美聯社也指出，特朗普始終覺得自己就
是最好的顧問，對個人能力深具自信。特
朗普近日向親信埋怨白宮官員經常給予差
劣建議，因此他計劃讓自己憑直覺作主。
不單單是決定與朝方舉行峰會，在早前宣
佈加徵鋼鋁關稅一事上，特朗普同樣未獲
幕僚一致同意，前白宮首席經濟顧問科恩
據報更因此辭職。特朗普向幕僚表示，從
商經驗讓他對關稅有充分了解，相信美國
需要保護主義，這也是他競選總統時的承
諾。種種跡象顯示，特朗普對白宮官員漸
不信任，寧可我行我素。
白宮官員近日表述美朝首腦會談條件
時，一度出現混亂，美國財長姆努奇恩昨
日重申，特朗普與金正恩會面的前提是朝
方停止核導試驗，外界不應感到混淆，又
強調會談最終目的是達至朝鮮半島無核
化。 ■《華盛頓郵報》/美聯社/

路透社/《紐約時報》

主導美朝破冰
美朝兩國長年處於緊張對立局

面，隨着美國總統特朗普答應會

晤朝鮮領導人金正恩，雙邊關係

進展之快令華府以至國際社會都

措手不及。鑑於華府近期出現多

項涉及朝鮮半島的人事變動，《華

盛頓郵報》分析指，特朗普正親自

上陣，身兼外交官、談判專家和

策略師，介入對朝外交。

特朗普宣佈與金
正恩會面後，外
界持續關注首
次美朝首腦會談
的成果。特朗普前

日表示，有信心會談順利舉
行，不過曾代表美國參與六
方會談的前助理國務卿希爾
警告，與朝鮮政權的談判將
非常痛苦，「你這分鐘以為
達成協議，下一分鐘卻沒有
了」。

促向洛文探聽情報
金正恩 2011 年掌政以

來，不曾與其他國家領袖會
面，美朝關係亦持續惡化，
使華府欠缺對朝鮮有充分認
識的官員。希爾認為華府可
向韓國官員求助，特朗普亦
可向曾多次到平壤與金正恩
會面的前NBA球星洛文探
聽情報。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特別助

理、曾參與對朝談判的薩莫
雷形容，美朝首腦會談或令
特朗普名留青史，「就像尼
克松訪華一樣」，但現階段
美朝能否達成實質協議仍然
成疑。薩莫雷指出，平壤過
去30年一直宣稱，只要美
國不再威脅朝鮮安全，便會
放棄核計劃，其立場實際沒
改變，朝方會談時將保持友
善態度，營造良好氣氛，從
而提升金正恩在國內地位，
但談判難以取得實質成果。

求供白米奶粉拒讓步
薩莫雷表示，朝鮮在談判

桌上往往要求提供白米和奶
粉等物資，但拒絕作出明確
讓步，克林頓、布什和奧巴
馬3位前總統均領教過與朝
談判的困難。■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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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聯社取得去年朝鮮一篇學術
論文的副本，內容顯示朝鮮堅持
「並進」的國策，即致力發展核
武，從而減少維持常規武器的成
本，騰出資源推動經濟增長，達
至核武和經濟同步發展的目標。
美朝元首將於5月會面，討論半
島無核化，輿論關注朝鮮是否願
意改變「並進」國策棄核。
這篇論文於去年11月15日，
刊於朝鮮《社會科學院期刊》，
稱朝鮮相信成為擁核國，有助確
保地緣政治穩定，可集中資源改
善經濟和人民生活。論文發表兩
周後，朝鮮試射「火星15」型
洲際彈道導彈，並聲稱可攻擊美
國任何地方。
朝鮮最早在2013年提出「並
進」路線，表示可確保國家強
大。韓國IBK經濟研究所分析員
趙奉賢表示，根據朝鮮提出的5
年國家發展策略，朝鮮或會集中
資源，發展成為經濟強國。

■韓聯社/《韓國先驅報》

以韓國總統文在寅特使身份先後出訪朝鮮和美國的
青瓦台國家安保室室長鄭義溶及國家情報院院長徐
薰，昨日下午從華盛頓返抵韓國。兩人將向文在寅匯
報訪美成果，並討論在韓朝、朝美首腦會談問題上，
居中協調朝美立場的方案。鄭義溶今日會啟程訪問中
國和俄羅斯，徐薰和青瓦台國家安保室第二次長南官
杓同日則出訪東京，分別講述訪朝及訪美成果。
暫未確定鄭義溶此行，是否拜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消息人士稱，若鄭義溶和徐薰
行程中未能拜會各國首腦，文在寅或與各國首腦通電
話。
另一方面，文在寅已指示青瓦台組成韓朝首腦會談
籌備委員會。青瓦台官員稱，委員會將研究以往兩次
韓朝首腦會談的進行方式，以及為會談提供協助，預
計與統一部等有關部門協商後，可於本周初敲定委員
會人事及工作安排。 ■韓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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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自插手外交談判 45分鐘會晤作歷史決定

韓特使團
今訪中日俄

談判談判
策略策略

韓國

朝鮮朝鮮

日本

特朗普「身兼三職」

金正恩展自信邀美 謀平起平坐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去年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隔空互

罵，到今年外交態度出現180度大轉變，派團參加平
昌冬奧進行外交「破冰」，早前在平
壤接待韓國特使團時亦大方得體，
更邀請特朗普會晤。美國前外交官
理查森認為，金正恩抱有長遠計
劃，他已從「亂扔炸彈」演變為
「具備戰略視野」，並正逐步達成
祖父及父親未竟之願──獲華府
平等對待。

理性決策者 惟難預測
金正恩自2011年上台後，

盛傳他為鞏固政權，處決高
級將領甚至姑丈張成澤，去
年又多番試射遠程導彈並進
行核試，挑釁國際社會及威
脅美國本土，令外界懷疑他
的理智。對於踏入新年以來

的改變，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專家斯奈德認為，金正恩
肯定是聽取了一些良好的建議，因此沒「去到盡」來
展示核襲美國的能力，在超越華府「紅線」前煞停，轉

而釋出善意。金正恩與韓國特使團會面
時展現親民及風趣一面，在晚
宴後立即發放影片及照片，
斯奈德指出，這反映金正恩
對自己大權在握很有信心。
前中情局(CIA)官員德特拉
尼列舉兩個因素促使金
正恩改變，第一是朝鮮
成功發展核力量，令他
感到滿意；第二是金正
恩意識到國際制裁對國
家帶來的打擊，以及美韓
軍演的震懾力。德特拉尼
強調金正恩是極為理性的決
策者，但有點難以預測和非
常無情。 ■法新社

文在寅溫和拉線 撮合兩大「狂人」

憂邊緣化 承擔查無核化2200萬經費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昨日透露，鑑於朝鮮政府表明無

核化意願，一旦朝鮮同意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
核查，日方願意承擔調配人員及物資所需的3億日圓
(約2,200萬港元)經費，以確保朝鮮棄核。
朝鮮自2009年驅逐IAEA監察人員後，從未接受核

查。韓國和美國將與朝鮮就首腦會談展開協調，共同
社指日本似乎擔心遭邊緣化，因此有意透過承擔經
費，為無核化作出貢獻。預計核查對象為朝鮮西北部
寧邊的核設施，包括鈾濃縮工廠、反應堆和乏燃料再
處理工廠等，初期費用估計至少3.5億至4億日圓(約
2,560萬至2,935萬港元)。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2月到訪維也納，與IAEA總幹
事天野之彌會面，確認為重啟朝鮮核查加強合作。

IAEA去年8月設立專家小組，為在相關國家達成協
議時能迅速重啟核查作好準備。河野今日會與韓國特
使團成員、國家情報院長徐薰在東京舉行會談，聽取
韓朝共識詳細內容的報告，並就邁向無核化的驗證方
法交換意見。 ■共同社/《每日電訊報》

美國總統特朗普和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去年連番隔空
罵戰，韓國總統文在寅嘗試為局勢降溫，認為只透過
施壓的方法行不通，惹來特朗普指責他對朝實施綏靖
政策。《紐約時報》分析指出，雖然文在寅備受壓
力，但仍然堅持採取溫和路線，透過務實政策周旋美
朝之間，並多次感謝特朗普助韓朝關係取得突破，最
終促成美朝元首會晤。
金正恩胞妹金與正上月南下參加平昌冬奧開幕禮，

並與文在寅會談，文在寅當時強調平壤需在核武問題
上與美方談判。在韓國特使團訪朝後不久，文在寅迅
即派遣特使團往白宮報告成果，反映他重視美方在半
島和平及無核化上的重要角色。文在寅踏出第一步，
同意下月底在板門店會晤金正恩，亦為美朝領導人世
紀會面鋪路。

文在寅曾擔任韓國前總統盧武鉉的幕僚長，繼承後
者的「陽光政策」，主張與朝鮮對話和加強經濟合
作。然而盧武鉉任內表明不願意成為美國的「細小夥
伴」，令華府不滿。
首爾和平與合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李炳哲認為，文

在寅從中汲取教訓，明白必須處理好韓朝與韓美關
係，才能促成半
島和平，故在外
交上較盧武鉉更
謹慎，多次讚揚
特朗普在支持韓
朝關係上的貢
獻。

■《紐約時報》

■安倍晉三■特朗普

■■文在寅文在寅■■金與正金與正

■金正恩
款待韓國
特使團。

■「火星15」型洲際導彈

■■特朗普身兼外交特朗普身兼外交
官官、、談判專家和策略談判專家和策略
師師，，介入對朝外交介入對朝外交。。

■■韓國特使團訪美後韓國特使團訪美後，，再再
到訪中日俄到訪中日俄。。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