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索沃「總統」薩奇前日被

位於荷蘭海牙的科索沃專家分

庭檢察官控告，於 1998 至

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中犯下

10項反人類罪、戰爭罪及謀

殺罪。分析相信今次突然提出

的起訴，背後涉及美國與歐盟

爭奪科索沃事務話事權的角

力，華府原本安排薩奇與塞爾

維亞總統武契奇在白宮舉行和

談，企圖推動雙方達成極具爭

議的互換領土協議，但這方案

遭到歐盟反對。薩奇被起訴後

已立即取消赴美之行，令會談

難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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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索沃與塞爾維亞和談，原本一
直由歐洲擔任「中間人」，相關工
作雖在2018年停滯不前，但歐盟近
期有意推動重啟和談。美國總統特
朗普為求在大選前展示外交成果，
選擇拋下歐盟、單方面與科索沃交
涉，此舉早被批評為「壞主意」，
結果遇上國際法庭一次裁決，立即
碰上一鼻子灰。
在美國前總統布什時期擔任對科

索沃特別代表的威斯納、連同曾任
副國務卿的哈佛大學教授伯恩斯在
《華盛頓郵報》撰文，分析美國單

方面「照顧」科索沃並不明智，認
為科索沃的經濟發展遲緩，最需要
是加入歐盟或與歐盟合作，以獲取
來自歐盟的資金，若美國執意與歐
盟競爭，只會分化區內國家，意味
和談成功的機會亦低得多。

恐施壓科索沃 動搖局勢
巴爾幹半島的外交事務向來複雜，

美國在過往20年來均一直與歐盟協
力，處理科索沃與塞國的和談，此時
特朗普突然單方面捨棄歐盟、拒絕與
德國及法國等重要盟友合作，只會節

外生枝，拖慢和談進展。此外，有輿
論憂慮特朗普急於促成和約，或向科
索沃施壓，迫使科索沃在領土問題上
向塞國讓步，此舉勢必令巴爾幹半島
局勢更不穩定。
回顧特朗普上任3年多以來，華府

甚少直接插手歐洲事務，更遑論巴
爾幹半島，今次主動邀請科索沃和
塞爾維亞雙方在白宮舉行和談，不
免令人猜疑特朗普只為在大選前
夕，粉飾華府薄弱的外交成績，即
使雙方能成功簽署協議，預計亦難
長期維繫。 ■綜合報道

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在白宮，與到訪的波
蘭總統杜達舉行會談，特朗普表示，波蘭提
出希望增加駐波蘭美軍規模，美國可能會將
部分從德國撤出的美軍部署至波蘭，駐軍費
用由波蘭承擔。特朗普又稱，期待兩國簽署
防務合作協議，美方一名高級官員透露，雙
方正敲定協議最終細節。
在聯合記者會上，特朗普高度評價兩國關

係，稱讚波蘭履行北約義務，又繼續批評德
國拖欠北約巨額軍費。因應波蘭提出希望增
加駐當地美軍，特朗普作出正面回應，「目
前駐德美軍約有5.2萬人，我們將大幅削減
至2.5萬人。削減的美軍有些會回家，有些

將被派駐到波蘭及其他歐洲國家」。

波蘭將大選 涉政治考量
杜達隨後證實曾要求美國不要從歐洲撤

軍，原因是美軍對波蘭以至歐洲的安全都非
常重要。波蘭已準備好接納更多美軍。
杜達是新冠疫情爆發以來，首名訪美的外
國元首。據美媒報道，鑑於波蘭將於本月28
日舉行總統選舉，謀求連任的杜達今次訪
美，有選舉方面的政治考量。杜達表示，當
天兩人討論的主要內容與新冠疫情有關，最
重要是兩國科學家將在新冠疫苗和藥物研發
上加強合作。

現有4500美軍輪替派駐
美國國防部今年3月的數據顯示，美軍約

有3.5萬人駐紮在德國，並非特朗普所說的
5.2萬人。特朗普本月中曾表示，將把駐德
美軍人數減至2.5萬人。俄羅斯外交部發言
人扎哈羅娃稱，美方提出減少駐德美軍人數
後，波蘭隨即邀請美軍轉移至當地，俄方對
此表示關注。波蘭於1999年加入北約，現有
約4,500名美軍輪替派駐波蘭。近年美國與
波蘭的防務合作緊密，波蘭向美國購買大量
先進軍備，並邀請美國在其境內永久駐軍。

■綜合報道

特朗普：部分駐德美軍或調波蘭

薩奇自宣科索沃「獨立」曾被指販賣器官

特朗普博大選搶分
捨棄歐盟即撞板

多人被起訴戰爭罪
巴爾幹半島在 1990 年代

烽火漫天，除了科索沃外，
波斯尼亞塞族、穆斯林和克
羅地亞人亦爆發連場衝突，
多名涉及戰爭的人物其後均
被起訴戰爭罪：

提出起訴的科索沃專家分庭並非
國際法院，而是在2015年根據

科索沃法律、在歐盟支持下成立的法
院。事緣歐洲委員會2011年發表報
告，指出薩奇曾經領導的「科索沃解
放軍」在1998至1999年的科索沃獨
立戰爭中，涉嫌殺害塞爾維亞族平民
及阿爾巴尼亞族政敵，歐盟其後於是
支持成立專家分庭，專責審理衝突期
間案件，並由來自歐洲及美國的專家
出任法官及檢察官。
專家分庭檢察官辦公室早於4月已
向包括薩奇在內的10名「科索沃解
放軍」前領袖提出起訴，但延至前日
才公布消息。聲明指，經過長時間調
查後，專家分庭檢察官認為，薩奇、
科索沃前「國會議長」韋塞利等人，
應對科索沃塞族、阿爾巴尼亞族及羅
姆族的100宗謀殺案承擔刑事責任，
並指眾人涉及酷刑及迫害等罪行。
控罪原本需經專家分庭的法官預審
後才公布，檢察官解釋，今次決定提
前公布控罪，是因為薩奇及韋塞利多
次試圖妨礙專家分庭工作，批評兩人
將個人私利置於受害者、法治及所有
科索沃人民之上。

原定晤塞總統 商互換領土
曾任科索沃最大反對派民主黨黨魁
的韋塞利否認控罪，並指控相關控罪
具政治動機。韋塞利指出，專家分庭
提出起訴的時機是在白宮和談前數
日，令人難以相信屬巧合；他同時指
控犯下戰爭罪行的是塞族而非阿爾巴
尼亞人，形容控罪是改寫歷史。
在美國前駐德國大使、現任塞爾維
亞及科索沃和平談判特使格雷內爾牽
頭下，薩奇原定周六在白宮與武契奇
舉行和談。會談焦點之一是科索沃邊
界調整問題，美國近月一直推動塞爾
維亞與科索沃互換領土，具體是將塞
爾維亞南部的阿爾巴尼亞裔地區劃給
科索沃，後者則將北部塞族地區交給
塞爾維亞。

歐盟反對 憂巴爾幹仿效
不過歐盟一直反對這項安排，擔心

會引起其他巴爾幹半島國家仿效，導
致新一輪衝突，美國歷屆政府原本也
不支持，只是現任總統特朗普突然改
變政策。
專家分庭公布控罪後，薩奇辦公室
隨即宣布取消行程，原定代替他出席
的科索沃「總理」霍蒂，昨日亦表示
不會前往華盛頓。格雷內爾則表示，
薩奇期望在法律問題妥善處理後才參
與和談，尊重對方決定。塞爾維亞方
面昨日未表示代表團會否如期成行。
科索沃是塞爾維亞一個自治省，於
2008年單方面宣布「獨立」，但僅
獲美國等一部分西方國家承認，不被
塞爾維亞以及部分歐盟成員國認可。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前南斯拉夫總統，
被指控在執政13年
間，挑起南斯拉夫
地區種族衝突及大
屠殺，被前南斯拉
夫國際刑事法庭
(ICTY)起訴66項罪
名。他於2006年在
獄中因心臟病發逝
世，終年64歲。

米洛舍維奇 姆拉迪奇

前波斯尼亞塞族部
隊領袖，被稱為
「波斯尼亞屠夫」。
他逃亡 16年後於
2011 年被捕，被
裁定種族滅絕及戰
爭罪成立，2017
年被判終身監禁。
他提出上訴，案件
仍在審理。

卡拉季奇 普拉夫希奇 拉茲尼亞托維奇

前波斯尼亞塞族領
袖，是導致近8,000
名穆斯林死亡的斯
雷布雷尼察大屠殺
主謀，逃亡13年後
被捕。ICTY在2016
年裁定他種族滅絕
等控罪成立，他提
出上訴但被駁回，
更加刑至終身監
禁，目前被關押於
海牙的聯合國羈留
中心。

波斯尼亞塞
族人，自稱
「波斯尼亞塞
族共和國前
總統」，是唯
一被 ICTY定
罪的女性。
她承認犯下
戰爭罪行，
於2003年被
判囚11年，
2009 年獲提
早釋放。

塞族準軍事組
織「老虎」的
領袖，1995年
在波斯尼亞犯
下危害人類罪
和 戰 爭 罪 ，
1997年被海牙
法院起訴。他
於2000年 1月
在貝爾格萊德
一家酒店遭槍
殺 ， 終 年 47
歲。

科索沃「總統」薩奇一直是科索沃
政界的中心人物，其早年還在求學
時，就已參與反抗塞爾維亞政府的活
動，其後又帶領科索沃解放軍與塞國
部隊開戰、在2008年宣布科索沃「獨
立」；不過歐盟委員會在2010年發表

報告，指控薩奇涉嫌販運毒品、人體
器官及武器，令他聲名狼藉。
薩奇在 1968 年於科索沃西部出

生，當地一直是科索沃分離主義者
的溫床，亦孕育薩奇支持科索沃
「獨立」的立場，他自1990年代早
期仍在求學時，已參與反抗塞國政
權；其後曾在瑞士修讀歷史。

戰爭逾1.3萬人亡
在瑞士期間，薩奇對科索沃前總

統魯戈瓦採取和平路線非常不滿，
繼而組成地下游擊隊「科索沃解放
軍」，在1998至1999年間與塞國部
隊展開武裝衝突，直至1999年北約
介入、聯合國進入科索沃才停火，
戰爭造成逾1.3萬人死亡。

薩奇其後退戎從政，在魯戈瓦去
世後一年勝出大選，上台3個月後，
即 2008 年 2 月單方面宣布科索沃
「獨立」；即使科索沃反對派經常
指控他貪污濫權，他一直仍是當地
政界重要人物。
歐盟委員會在歷時兩年調查後，

於2010年發表報告，指薩奇在1999
年停戰後領導犯罪集團，從事武器
及毒品走私、強摘人體器官等罪
行。報告發表的時機，正值科索沃
「獨立」後完成首次大選、薩奇有
望組閣之際，當時分析認為歐盟對
科索沃的經濟落後、貪腐猖獗等非
常不滿。不過薩奇一直否認戰爭罪
行等所有指控，並稱自己隨時願意
接受審訊。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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