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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24日凌晨五時左右，俄羅
斯軍隊兵分三路進入烏克蘭，有身處基
輔機場附近的民眾聽到爆炸聲。在當地
一家中國企業工作的劉小姐接受大公報
記者採訪時表示，基輔早上八九時後響
了防空警報，但之後就沒有響起了，她
所在的位置離機場較遠，沒有聽到爆炸
聲。劉小姐說，民眾認為基輔市裏應該
不會受到攻擊，警車警笛聲音響不停，
街上許多警察佩槍巡邏。

劉小姐向記者展示前一天晚上她在
基輔地鐵站前錄下的視頻，畫面裏一片
歌舞昇平。她說，周四前一切正常，「大
家都覺得戰爭跟基輔完全沒有關係」，而
今天明顯感受到氣氛發生變化。

民眾逃往西部小城
劉小姐表示，自己和朋友們已經囤

糧有一段時間了，主要是乾糧和水，煤

油燃料等物資，從西方開
始渲染戰爭氛圍後就
開始做準備。她提
到，中資企業早就
做好備案，在中國駐烏
使館第一次發通知時，
就發各種通報和組織囤

好乾糧和飲用水等物資。
但受局勢升級影響，送水公

司已通知暫時不能送水，運送時
間待定。

劉小姐還提到，基輔出城方向的
公路已經擁堵不堪， 「大家都在逃離
基輔」 ，但大多數是本地人。自己和
同事們尚未接到撤離通知，不過公司已
經做好應急預案，一旦當地通訊中斷，
公司會派車載他們往西部去。

劉小姐當天前往超市，看到民眾湧
入超市採購生活必需品。提款機前也排
起長隊，有民眾在寒風中等待兩個多小
時。據外電報道，基輔市內各處烏克蘭
央行已暫停外匯市場交易並限制提現額
度，商店和公共交通仍維持正常運營。
34歲的基輔市民尼基塔趕往超市購買水
和食物，準備與家人留守家中， 「我沒
想到會變成這樣。今天早上之前我還以
為什麼都不會發生。」

在通往西部城市利沃夫的公路上，
車龍自凌晨起綿延數公里。利沃夫地理
上與波蘭接壤。局勢變差後，烏克蘭人
都往西邊走。奧克薩納帶着三歲的女兒
出逃，但還沒有決定好前往何地， 「我
要離開是因為戰爭已經開始，我們害怕
接下來有轟炸。」 當地時間24日傍晚，
基輔市政府發出防空警報，通知所有人
立即前往民防避難所避難。

車身可貼上中國國旗
據統計，在烏中國公民約6000人，

包括中資企業、留學生和華僑等，主
要分布在基輔、利沃夫、哈爾科
夫、敖德薩和蘇梅等地。

劉小姐告訴記者，她迄今
未收到基輔政府發出的警報。
在烏華人主要靠關注中國駐烏
克蘭使館的微信公眾號獲取最
新信息。

本港時間25日凌晨，中國
駐烏克蘭使館發布中國公民登
記撤離通知。使館指，當前，
烏克蘭國內局勢急劇惡化，我
在烏公民和中資企業處於較高
安全風險。為準備分批包機接
返有關事宜，現開始人員登
記。搭乘包機根據自願原則。
包機派出時間根據飛行安全情況
確定，屆時將提前通知。登記時
間截至到當地時間2月27日周日晚12
點，登記人員須持有中國護照或旅行證
（含香港特區護照、澳門特區護照、台
胞證，無護照人員須持有國內身份
證）。後續安排請關注使館通知。

另外，使館還提醒，如果在烏中國
公民開車長途旅行，要注意加強安全的
防護，不要前往局勢不穩定的地區。可
在車身明顯處貼上中國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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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半島電視台、路透社
報道：俄羅斯承認烏東 「獨立」 後，美國為
首的西方國家陸續宣布實施對俄制裁措施。
烏克蘭和波羅的海國家外長24日呼籲西方
動用 「金融核武器」 ，即把俄銀行排除在國
際結算系統SWIFT之外。有分析指，這一措
施是雙刃劍，一旦動用影響非常廣泛，美歐
亦將蒙受經濟損失。歐盟消息人士透露，考
慮到自身利益，歐盟目前不太可能將俄踢出
SWIFT。

SWIFT全稱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總部設於比利時，是全球數千家銀行，包括
近300家俄羅斯銀行在其交易中使用的安全
通信系統。《費加羅報》形容該系統是全球
貿易業務運轉的機油。如果俄羅斯石油集
團向德國供應商購買泵機，其賬戶所在的
俄羅斯銀行就會向供應商所在的德國銀
行發送SWIFT信息，從而完成付款。

若西方國家決定將俄羅斯踢出
SWIFT，俄銀行將被迫使用傳真、電
郵、電報等方式完成交易，不僅耗時

更長，也無法提供同等的安全保障，勢
必重創俄羅斯的國際貿易量。俄前財政
部長庫德林估計，此舉恐令俄GDP縮減
5%。2012年，美國便聯合歐洲直接將

伊朗銀行從SWIFT系統剔除。不過BBC
指，美歐若對俄出手同樣會付出代價，因為
其銀行與俄關係密切；歐洲國家若要購買俄
天然氣，程序也將變得十分複雜。

路透社24日援引幾位歐盟消息人士的
話稱，歐盟目前不太可能將俄羅斯排除出
SWIFT，因為這將產生非常廣泛的影響，對
歐洲也是如此，令歐洲債權人難以收回資
金。而俄羅斯正在建立另一種支付體系，並
考慮加入伊朗金融結算系統Sepam避險。



研用金融核武
西方恐自損三千

掃一掃 有片睇

連線
烏克蘭
烏克蘭

▶24日，基
輔通往其他
城市的公路
出現出逃車
龍。

路透社

出
逃
車
龍

排
隊
取
錢

▼

一
名
烏
克
蘭
女
子
等
待
乘
火
車
逃
離
基
輔
時
，
神
色
哀
戚
。

美
聯
社

◀基輔人心
惶惶，市民
排隊提款。

法新社

囤
積
物
資 ◀基輔民眾

24日在超市
囤積食物。
受訪者供圖

▶防空警報
響起後，基
輔市民蜷縮
在地鐵站內
避難。

路透社

地
鐵
避
難

基輔華人：昨歌舞昇平 今警報不絕

50年前的這一周，美國時任總統尼
克松開始了第一次中國之旅，他在回憶
錄中稱這是 「改變世界的一周」 ，中美
聯手對國際格局產生了世紀性的影響。
50年後的今天，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了
戰爭，曾經的一家人從1991年的 「分
家」 走向徹底決裂。國際關係的演變史
一再證明，世界上沒有永恆的朋友，只
有永恆的國家利益。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
利稱，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是 「二戰
結束以來最黑暗的時刻」 。他表示，將
與歐盟27個成員國一起商討出台 「史上
最嚴厲的對俄制裁措施」 。不過，博雷
利把俄烏戰爭形容為 「最黑暗」 的一
天，至少俄羅斯是強烈反對這個說法
的。20世紀的最後一場戰爭在歐洲打
響，1999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塞爾維
亞進行了78天的轟炸，儘管俄羅斯極力
反對，但沒能阻止這個國家被進一步肢

解。21世紀以來，各類戰爭已打過不少
次，歐洲國家參戰的也不少，但都不是
在歐洲的土地上展開，因此也少了切膚
之痛。而這一次不同，俄烏戰爭在自己
的家門口爆發，且與自身利益息息相
關。俄羅斯總統普京24日凌晨在向全國
發表講話稱， 「烏克蘭的現政權是一個
反人民的政權，已淪為北約的工具」 ，
俄羅斯為了保衛自身的國家安全，根據
《聯合國憲章》第七章第51條，決定對
其展開特別的軍事行動。但他同時稱，
「這次行動不包括佔領烏克蘭的領

土」 ，他請求烏克蘭軍人不要去執行
「反人民政權」 的命令，呼籲其放下武

器並返回家中。
如果說2月21日普京的長篇演講是把

烏克蘭推向了道德審判台、徹底否定澤
連斯基政權合法性的話，那麼2月24日的
講話則歷數北約的種種罪行，為出兵烏
克蘭尋求國際法的理由及國際社會的理
解，既是對北約的一次政治總清算，也
在努力提高自己行為的正當性。他列舉
了從上個世紀90年代北約對塞爾維亞的
軍事打擊，到21世紀初對伊拉克、利比

亞和敘利亞的侵略，稱這些國家製造了
數百萬的難民和無家可歸者，不僅毀滅
了中東諸國，而且製造了恐怖主義的大
溫床。這些年來，西方政客年復一年、
粗暴及放肆地對俄羅斯造成根本威脅，
不遵守曾經私下承諾的 「北約不向東擴
展一寸」 君子協定，美國及其附庸國組
成了 「謊言集團」 ，尤其是去年12月，
俄羅斯提出與西方簽訂安全保障協議，
要求北約停止東擴，但他們對俄羅斯的
利益視而不見。從普京的講話中能明顯
感到這位領導人的憤怒， 「北約東擴至
家門口，事關俄羅斯的生死存亡，我們
絕不允許在俄羅斯的歷史領土上，建立
一個反俄前哨」 ，俄羅斯這次亮劍就是
要對 「這些年來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壓
制、摧毀」 予以痛擊。

這場戰爭經歷了長時間的醞釀，西
方國家難辭其咎。拜登政府曾企圖通過
提前洩露俄軍調動消息、揚言經濟制裁
等先發制人的辦法，冀制止俄羅斯的
「盲動」 ，但收效甚微。美國國內這幾
天也出現了許多反思的聲音。《紐約時
報》知名專欄作家弗里德曼撰文指出，

雖然這是一場屬於普京的戰爭， 「但美
國與北約並非是無辜的旁觀者」 ，他認
為，美國犯了一個戰略性錯誤，即在俄
羅斯擁抱西方的時候，美國卻把這個夥
伴推開了，使普京很是受傷。1998年美
國參議院批准北約東擴計劃之時，94歲
高齡的美國冷戰設計師凱南就表示，
「北約東擴是新冷戰的開始，這種擴張
將讓我們的制憲元勳們九泉之下不得安
寧」 。他的話不幸被言中，23年後，普
京終於忍無可忍，作出了絕地反擊。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方面緊急
出台一系列對俄制裁措施，希望對 「侵
略者」 予以懲罰，但另一方面，他們又
表示不會出兵，這反而堅定了普京的決
心和意志，即把俄羅斯從 「20世紀最大
的地緣政治災難」 中拯救出來，加上他
本人有着深厚的烏克蘭情結，這些都會
深刻影響着他的下一步決策。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宣布與俄斷
交，此前他用俄語發表講話，對自己加
入北約的請求作辯解，稱 「是為了保衛
烏克蘭的安全」 ，可問題是北約視俄羅
斯為敵，在普京看來是 「認賊作父」 ，

完全是一種作死的節奏。分析指出，隨
着俄羅斯戰事的順利推進，澤連斯基流
亡的命運或難以避免，親俄政權上台只
是時間問題。

美國總統拜登發表聲明， 「為烏克
蘭人民祈禱」 ，同時允諾與七國集團首
腦舉行視頻會晤，討論下一步採取強有
力的回應措施。但制裁向來是把雙刃
劍，出手重了，也會傷着自己。尤其是
考慮禁止俄羅斯使用SWIFT結算系統，
這是一枚金融核彈，西方國家也得掂量
掂量。更何況普京也放出狠話，稱俄羅
斯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核武器，不要低
估其採取一切必要行動的意志和決心。
這不由得讓人想起冷戰時代的 「核恐怖
平衡」 。

俄烏戰爭的爆發，西方反思的東西
還有許多。二戰以後建立的國際體制與
秩序是通過兩次世界大戰的鮮血換來
的，輕易不要摧毀；美國的霸權不可太
過任性，在事關國家安全和主權的問題
上，各國都有自己的紅線，不要輕易踩
踏，否則兔子急了也會咬人，而且咬得
會很重。

西方國家應從烏克蘭危機中吸取教訓
周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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