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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國瓜分裏海資源
俄成大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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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達44萬平方公里的裏海是全球最大的封
閉內陸水體，石油、天然氣和漁業資源豐

富，估計各類資源總值數以萬億計美元。蘇聯時
期，由於裏海只有伊朗與蘇聯兩個沿岸國家，因
此雙方能夠同意共管，但蘇聯解體後，裏海
7,000公里岸線出現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和土
庫曼斯坦3個獨立主權國家，原有協議亦不再適
用，雖然俄哈阿3國早已按海底中心線劃分裏海
北部，但伊阿土3國卻始終未能就南部海上邊界
達成共識，妨礙資源開發。

俄國伊朗以退為進
連同今次在內，5國自2002年起舉辦過5次首

腦峰會及各級官員會議不下數十次，以解決裏海

法律地位爭議。《裏海法律地位公約》訂明裏海
地位特殊，各國同意裏海水面主要區域，按湖泊
原則供各國共同利用，但海底和地下資源則需按
國際法海洋原則，由相鄰國家根據相互協議劃
分，航運、漁業、科研、主要油氣管道鋪設均按
照各方約定的規則進行。最後，公約規定非沿岸
國家的武裝力量「不得進入」裏海，確定了5國
維護海上安全和管理其資源的責任。
伊朗此前一直主張裏海屬湖泊，在新協議

下，伊朗預料僅擁有約13%裏海海底資源主
權，且均屬較深和鹽度較高的水域，油氣資源相
對較少，不過協議亦使裏海資源開發的法律基礎
變得清晰，有助伊朗與阿塞拜疆共同開發油氣。

俄鞏軍事主導地位
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歐亞中心高級研

究員羅伯茨表示，過去外界一般認為，裏海資源
開發協議簽訂後，俄羅斯和伊朗將喪失對裏海的
壟斷，但羅伯茨指出俄羅斯解決長期資源爭議，
也有助建立外交調解的形象。另外，裏海軍事協
議亦可確保俄羅斯在區內的軍事主導地位，防止
第三國在裏海建立基地。
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協議具時代意義，促

請裏海各國加強軍事合作。伊朗總統魯哈尼則
稱，協議雖然屬前所未見，但無法解決所有爭
議，各國仍需繼續磋商，確定海床邊界。

■綜合報道

裏海沿岸5國俄羅斯、伊朗、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的領導人，昨日在哈薩克斯坦裏海海濱城市阿克套舉

行第5屆裏海沿岸國家首腦峰會，並簽署《裏海法律地位公約》，就長達22年的裏海法律地位爭議達成初步共識。公約訂

明裏海擁有特殊法律地位，既非湖亦非海，並同意非簽約國的軍事力量不得進入裏海。公約預料將有助沿岸各國發展裏海

資源，尤其是打算興建輸歐天然氣管道的土庫曼斯坦，至於一直視裏海為勢力範圍的俄羅斯今次作出讓步，則成功加強與

伊朗及中亞國家關係，更確保俄羅斯在裏海的軍事力量不受其他勢力挑戰，可說是最大贏家。

裏海周邊油氣資源

哈薩克斯坦

烏茲別
克斯坦

阿塞拜疆

土庫曼斯坦

伊朗

亞美尼亞

格魯吉亞

土耳其

裏海資源豐富

22年爭議劃句號 趕絕第三勢力

土耳其與美國外交風波持續，拖累
本幣里拉匯價近日急挫。土耳其總統
埃爾多安前日出席執政黨集會時，形
容美國正向土耳其發動「經濟戰」，
土國計劃在與中國、俄羅斯、伊朗和
烏克蘭等國家貿易時，以對方的本幣
結算，倘若歐洲國家也希望擺脫來自
美元的壓力，土耳其亦願意成立類似
的交易結算制度。

美元歐元黃金成「導彈」
埃爾多安指出，中、俄、伊朗和烏

克蘭是土耳其最主要的雙邊貿易夥

伴，批評美國向全球發動經濟戰，更
以制裁恐嚇個別國家，土耳其不會啞
忍，強調任何人對土耳其的敵意政策
均不會成功。埃爾多安形容美元、歐
元和黃金已成為「經濟戰中的子彈、
炮彈和導彈」，承諾採取一切必要措
施捍衛經濟，「但最重要的事情是令
對手無法發射武器」。
里拉兌美元匯價年初至今累跌

41%，埃爾多安否認土耳其陷入貨幣
危機，指出國家過去兩年出口、就業
和經濟總量均創新高，美元兌里拉卻
由2.8水平變成突破6算，質疑某些勢

力在前年土國流產政變後，改為策動
「貨幣陰謀」。埃爾多安稱里拉波動
不涉及實質經濟，只要刺激生產力和
盡量減息，便能妥善應對。不過，經
濟分析師認為，土耳其央行應加息遏
抑通脹和支持里拉匯價，而非減息。
土耳其政府亦公佈，埃爾多安在美

國總統特朗普宣佈加倍針對土耳其的
鋼鋁關稅後，曾致電俄羅斯總統普
京，討論經濟合作。美聯社分析指，
這反映土耳其與北約漸行漸遠，尋求
與俄國合作。

■綜合報道

德國與西班牙上周簽署協議，同意將已在西班牙登記並尋求庇護
的移民，由德國遣返西班牙，成為德國與其他歐盟成員國首個雙邊
移民遣返協議。德國總理默克爾前日到西班牙與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會面，見證協議正式實施，雙方表示在移民遣返和分配問題上，歐
盟應目標一致，共同努力，公平分配移民和資源。
默克爾表示，根據《都柏林規定》，移民必須於首個抵達的國家

尋求庇護，但這條規定未能有效實施，今次與西班牙達成協議，便
是希望公平地分配移民。默克爾說，沒有國家能在難民危機中獨善
其身，歐盟需抗衡種族主義思潮，並加強對摩洛哥和突尼斯的支
援。意大利右翼政府上台後拒收北非移民，西班牙近月因此成為移
民主要落腳地，桑切斯政府一直與摩洛哥磋商「源頭減人」。

■綜合報道

簽雙邊遣返協議
西班牙成德「難民之友」土抗美「經濟戰」擬人民幣等貨幣交易

裏海坐擁大量油氣資源，且開發潛力龐大，隨着
裏海周邊國家就海上資源開發逐漸達成共識，預料
裏海未來或會成為歐洲另一主要能源來源，使該區
在地緣政治上更添重要。
裏海法律地位落實後，土庫曼斯坦和哈薩克斯坦

預料均能興建橫跨裏海的輸氣管，連接阿塞拜疆，
再通過南方天然氣走廊，輸往土耳其、巴爾幹半島
和歐洲。如此一來，歐洲的能源供應將能更多樣
化，減低對俄羅斯和中東的依賴，裏海以東的地區
亦可向更多國家輸送能源。
除了能源資源，裏海對位處內陸的阿塞拜疆、土

庫曼斯坦和哈薩克斯坦亦相當重要，屬該些國家水
資源主要來源之一，也有助它們發展航運業。
土庫曼斯坦總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歡迎峰會成

果，期望能興建跨越裏海、連接阿塞拜疆的輸氣
管，向歐洲出售天然氣，更計劃在國內成立「裏海
日」慶祝。不過，俄羅斯和伊朗過去一直以環保為
由，反對興建通過裏海以東的輸氣管，阻止土庫曼
斯坦向歐洲輸出能源，與兩地油氣競爭，故跨裏海
輸氣管前景仍然成疑。 ■綜合報道

所謂裏海「法律地位問題」，實際上
就是關於裏海是「海」還是「湖」的爭
論。這場爭議持續數十年，如果裏海被
確定為海洋，那麼將按照國際海洋法公
約，依照海岸線長度來確定相關海底的
所有權；如果裏海被確定為湖泊，那麼
裏海海底將由所有沿岸各國平均劃分。
目前裏海「劃分」問題可以分開從南

北去看，在資源相對豐富集中的北部水

域，沿岸3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和阿
塞拜疆早已達成共識，認定裏海為內陸
海，應依據國際海洋法公約，按海底中
心線對裏海水體及海底進行劃分，明確
各國的主權和專屬經濟區範圍。

堅稱內陸湖泊 求平分資源
但在資源相對較少且較難開發的南部

水域，問題則複雜得多。伊朗因為擁有

最短的裏海海岸線，附近水域油氣資源
又相對較少，如果以海底中心線劃分將
非常不利，因此伊朗一直堅持依據1921
年和1940年與蘇聯簽署的條約，堅稱裏
海是內陸湖泊，認為裏海資源應為沿岸
各國共有，開採裏海資源必須徵得沿岸
各國同意，或經共同協商後方能進行。
伊朗主張將裏海劃分為5個相等的部
分，5國各得20%份額。

昨日5國簽署公約後，伊朗總統魯哈
尼強調裏海劃界問題仍然未完全落實，
但分析認為伊朗願意簽署協議已經是一
大讓步，相信與美國恢復制裁伊朗有
關。
由於經濟發展受困等因素，魯哈尼政

府希望通過裏海區域合作尋找出路，以
緩解內外壓力。

■綜合報道

伊朗棄「裏湖」立場 緩美制裁壓力

歐新能源庫 俄伊成阻力

裏海位於亞洲西部，是全球最大的內陸水體，儲水量達7萬
立方公里，體積較波羅的海還大，更蘊藏豐富資源。

石油存量480億桶

裏海石油和天然氣資源豐富，美國能源情報署(EIA)估計，
裏海周邊石油存量達480億桶，天然氣存量則有292萬億立方
呎，市價相當於逾6萬億美元(約47萬億港元)。單是哈薩克斯
坦於2000年發現的卡沙甘油田，石油存量已達130億桶。不
過由於技術和成本所限，裏海離岸能源開採進度至今仍然較
慢。

大白鱘族群產頂級魚子醬

裏海擁有全球最大的大白鱘族群，可用作生產頂級魚子
醬，當中以裏海南部的Albino魚子醬最珍貴，估計每公斤售
價逾2.5萬美元(約19.6萬港元)。由於近年人類過度捕魚，裏
海鱘魚數量正在減少。

7000公里海岸線旅遊熱點

裏海海岸線達7,000公里，成為土庫曼斯坦和阿塞拜疆等內
陸國家的旅遊熱點，每逢假日均有不少居民特地到岸邊，感
受海洋氣息。隨着裏海能源業發展，部分海濱地區污染嚴
重，阿塞拜疆和俄羅斯多個海灘均被列為不宜游泳。

法新社

公里

■裏海是全球最大的封閉內陸水體，石油、天然氣和漁業資源豐富。 路透社

■普京在簽署
儀式上展露笑
容。 法新社

■■55國領導人就長達國領導人就長達2222年的裏海法律地位爭議達成初步共識年的裏海法律地位爭議達成初步共識。。 法新社法新社

■土耳其里拉兌美元匯價年初至今
累跌41%。 彭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