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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俄羅斯─非洲峰會27日至28日在聖
彼得堡舉行。普京29日在會後舉行的新聞發布
會上說，烏克蘭出台了法令禁止與俄方談判，
但俄方不拒絕談判。他對非洲國家此前提出的
俄烏和平方案給予積極評價，認為該方案可與
其他各方提出的建議共同構成和談的基礎。

普京說，非洲國家提出的和平方案中部分
內容正在落實，包括交換被扣押人員和解決人
道主義危機等，另一些內容則難以實現。他指
出，其中一項內容是停火， 「但烏克蘭軍隊正
在進攻，正在實施大規模的戰略進攻行動……
當我們遭受攻擊時，我們沒辦法停火。」 烏軍
自6月初開始在東部和南部戰線展開大規模反
攻，但進展緩慢。

西方「和平會議」未邀俄
路透社稱，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亦表示不

願現在就停火，理由是這將令俄羅斯得以控制
烏克蘭近五分之一的地區，並給予俄軍重新集
結的時間。此外，俄烏在邊界劃分等重要問題
上無法達成共識，雙方提出的和談條件存在難
以調和的矛盾。

《華爾街日報》29日援引消息人士報道
稱，沙特將主辦國際會議，討論烏克蘭和平計
劃。據報道，美歐希望通過這場會議說服發展
中國家支持對烏克蘭更有利的和平方案。參與
相關討論的外交官披露，此次會議將於8月5日
至6日在沙特第二大城市吉達
舉行。沙特和烏克蘭已向約30
個國家發出邀請，包括印度尼
西亞、埃及、墨西哥、智利和
贊比亞，但作為衝突一方的俄
羅斯卻被排除在外。

暫不清楚有多少國家決定
參加此次會議。報道稱，英
國、南非、波蘭和歐盟確定將
出席；印度、土耳其和巴西等
6月參加哥本哈根會談的國家
亦可能出席；美國總統國家安
全事務助理沙利文預計將到
場。白宮拒絕就此事置評。

烏克蘭在哥本哈根會議上
極力推銷自己的和平方案，包

括要求俄方歸還所有領土並在和談前撤軍。但
知情人士透露，烏方與大多數與會發展中國家
存在明顯分歧，後者表示不會簽署烏克蘭的計
劃。一名歐洲高級外交官說，烏方如今仍在推
動發展中國家無法接受的議題，例如擴大對俄
制裁。

普京：不希望與美直接衝突
俄方提出的和談條件包括烏軍停止敵對行

動和西方停止向烏輸送武器。俄方多次警告，
對烏軍援令西方與俄羅斯發生直接衝突的風險
增加。普京29日說，俄羅斯不希望與美國發生
直接軍事衝突，但為事態如此發展做好了準
備。

過去幾個月，俄烏戰況膠着，雙方均未能
取得突破性進展。普京說，自6月初烏軍發動所
謂 「大反攻」 以來，烏軍已損失了415輛坦克
和1300輛裝甲車。烏方稱，俄軍29日晚對烏東
北部城市蘇梅發射導彈，導致2人死亡，20人受
傷。

俄羅斯海軍節主閱兵式30日在聖彼得堡舉
行，普京在俄防長紹伊古和海軍總司令葉夫梅
諾夫上將的陪同下檢閱了45艘軍艦。他表示，
俄海軍今年將接收30艘新的艦艇。29日是烏克
蘭特種作戰部隊日，澤連斯基到訪頓涅茨克地
區，包括靠近巴赫穆特市的恰西夫亞爾，慰問
駐紮在當地的烏軍。

【大公報訊】綜合《華爾街日報》、路透社、美聯社
報道：俄烏衝突已持續近一年半，俄羅斯總統普京29日表
示，俄方從未拒絕就烏克蘭問題進行和平談判，但目前烏
軍正在實施 「大規模的戰略進攻行動」 ，因此俄方無法停

火。美媒同日爆料
稱，西方國家計劃8
月初在沙特舉行所謂
「 烏 克 蘭 和 平 會
議」 ，並邀請印度、
巴西、埃及等發展中
國家參與，但俄羅斯
被排除在外。報道
稱，美歐希望說服發
展中國家支持對烏方
更有利的和平方案。

普京：俄羅斯從未拒絕與烏和談
基輔不願停火 西方持續援烏阻礙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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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的清醒與德國的昏睡給世界的警示意義

俄烏戰爭還在繼續。儘管非洲和中
東國家領導人有意介入，但至少澤連斯
基目前興趣不大。他更大的興趣是摧毀
克里米亞大橋及轟炸莫斯科，以及讓包
括德國在內的國家向烏克蘭提供更先進
的坦克、戰機和大炮。

德國最倚重的北溪天然氣管道去年
10月被炸，迫其只能死心塌地跟着美國
一條路走到黑。在對華政策方面，德國
也越來越接受美國的提法，今年6月15日
拋出了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中
國視為 「合作夥伴、競爭者和系統性對
手」 ，這份戰略還稱 「中國正以各種方
式試圖重塑現有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
序，越來越積極的要求獲得區域優勢，
一再採取與我們的利益和價值觀相牴觸
的行動，並利用其經濟實力實現自己的
政治目標。」 這些表述似曾相識，顯然

受到了大西洋彼岸的影響。與默克爾時
代相比，德國對中國政策兩面性和負能
量的定義，是中德關係的明顯倒退。

中德關係回不到過去，但這麼快視
中國為 「系統性對手」 還是出乎一些專
家的預料。歐洲國家中能保持清醒的領
導人已經不多。在默克爾退出政壇之
後，人們把歐洲的希望寄託在法國總統
馬克龍身上。今年4月馬克龍訪華發出了
在台灣問題上不能被美國綁架的聲音，
強調法國與中國的相似性，即都有自己
的脾氣和個性，馬克龍有關歐洲戰略自
主的調門越來越高。或許從幾十億美元
的澳洲潛艇大單被美國撬走之後，法國
人算是被徹底打醒，美國越來越指望不
上，與之保持一定的距離是明智的選
擇。在美國加大拉攏歐洲盟國的大背景
下，馬克龍在發展中法關係上的態度顯
然體現了自己的獨立判斷。一些輿論認
為，馬克龍曾聲稱以戴高樂為榜樣，看
來並非完全是虛言。

基於法國的自身國家利益，法國的
對華政策走出了 「獨立行情」 。這兩

天，中法兩國在北京舉行了高級別財經
對話，可謂是成果豐碩，達成了20餘
項共識、57項具體合作成果，小至疫
苗開發、化妝品進口，大至共同推動世
界經濟復甦、維護金融穩定，以及高精
尖產業等戰略領域的合作，體現出較高
的合作意願。中法雙方強調，在民用核
能方面加強合作，共同平穩保質確保英
國欣格利角核電廠的完工，推動賽峰航
空發動機適航證的頒發。此外，中國歡
迎法國參與中方的 「嫦娥工程」 和 「天
宮」 探測計劃；法國還承諾派高級別代
表團參加即將舉行的第三屆 「一帶一路
高峰論壇」 等，給歐洲做了一個很好示
範。

反觀德國，整個國家似乎越來越迷
失方向，把中國崛起視為德國的一大安
全威脅，顯然沒有拎清要害。6月29日，
德國今年第二季度GDP的數據出爐了。
不出所料，環比增長持平，低於市場預
期的0.1%的正增長。此前，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預測，2023年德國是七國集團中
唯一負增長的國家。這個曾經歐洲經濟

的 「火車頭」 正陷入低迷，甚至有可能
成為 「歐洲病夫」 。

據統計，2022年赴德投資的外資連
續第五年減少，已達2013年以來的最低
點，大批企業紛紛轉往北美和亞洲等地
區。德國曾是俄廉價能源的最大受益
者。在俄烏戰爭之前的2021年，德國
55%的天然氣、50%的煤炭和35%的石
油進口來自俄羅斯。俄烏衝突爆發後，
禁運俄氣重創德國工業。汽車工業長期
以來是德國的核心產業之一，但如今優
勢不再。奔馳、大眾和寶馬等老牌汽車
企業更不願放棄內燃機，認為電動汽車
是曇花一現。這項戰略誤判讓其追悔莫
及。儘管德國已開始在電動車領域加快
追趕，但已力不從心。

與此形成反差的是，自去年俄烏衝
突爆發以來，德國一直緊跟美國不斷加
碼軍援烏克蘭。早在去年8月，德國國防
部就表示，武器庫存 「幾近耗盡」 。騎
虎難下的德國人被迫從其他國家購買武
器援烏，引發國內民眾不滿。德國國防
承包商萊茵金屬公司行政總裁帕佩格早

前表示，將在未來12周內在烏克蘭西部
建造一家坦克工廠，生產 「狐式」 步兵
戰車等軍事裝備。俄聯邦安全會議副主
席梅德韋傑夫在社交媒體上諷刺： 「請
把未來工廠的確切坐標發過來！」

一個國家的崛起首先要突破守成大
國的圍堵，這是歷史的必然規律。一戰
前的德國曾經做過這樣的嘗試，卻遭到
了老牌帝國──英國的打壓，結果爆發
了一戰。受盡屈辱的德國帶着復仇的心
理，終於把希特勒推到了執政寶座，從
而把世界引向第二次世界大戰。從這個
意義上說，德國在重大的國家戰略選擇
上並不是一個成功者和明智者。幸運的
是，二戰以後的西德經歷了深刻的反
思，通過數十年的發展及兩德的合併，
再次將歐洲變成了德國人的歐洲，名副
其實地成為了歐洲老大，但俄烏戰爭再
次把德國推向風口浪尖，迫其不得不重
新認識自身的國家安全。至少從目前的
表現來看，德國似乎又在朝錯誤方向滑
行，這對歐洲乃至世界真不是一個什麼
好兆頭。

俄烏雙方和談條件
俄羅斯

•烏軍停止敵對行動，西方停止向烏輸送武器。

•烏方承認 「新領土的現實」 ，即2022年秋季公
投入俄的4個地區以及克里米亞。

•烏克蘭保持中立，拒絕加入北約和歐盟。

烏克蘭

•俄軍停止敵對行動並撤出烏克蘭領土。

•俄方歸還所有土地，包括衝突期間佔領的地區
和克里米亞。

•通過為烏克蘭提供保障的歐洲─大西洋安全結
構，防止衝突升級、戰火復燃。

尼日爾軍事政變 西共體威脅出兵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路透社報道：西

非國家尼日爾26日發生軍事政變，總統巴祖姆被
扣押，總統衛隊指揮官齊亞尼宣布自己成為新的
國家領導人。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西共體）30
日在尼日利亞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對參與政變的
軍官實施制裁，並在尼日爾設立禁飛區。西共體
敦促尼日爾政變軍人在7天內讓巴祖姆復職，否則
或將進行軍事干預。

非洲聯盟和平與安全理事會29日發表公報，
要求尼日爾軍事人員無條件返回軍營，並在15天
內恢復憲法政府。擁有15個成員國的西共體30日
發表聲明稱，若巴祖姆一周內未能官復原職，該
組織將採取 「一切措施」 以恢復憲法秩序， 「這

些措施或將包括使用武力」 。政變軍人代表阿馬
杜．阿卜杜拉曼29日晚指責西共體圖謀與 「某些
西方國家」 共同對尼日爾進行軍事干預。

西方近年將尼日爾視為西非地區 「相對民主
穩定」 的典範，其鄰國馬里和布基納法索均已陷
入軍事政變。尼日爾曾是法國的殖民地，如今法
國和美國在當地均有軍事基地，進行反恐合作。
尼日爾發生軍事政變後，法國和歐盟宣布暫停與
該國的安全合作，並停止提供經濟援助，美國亦
威脅要停止援助。

數千名政變軍人的支持者30日聚集在尼日爾
首都尼亞美，一些人試圖衝擊法國大使館，被士
兵用催淚瓦斯驅散。

▲烏克蘭無人機襲擊導致莫斯科市區辦公樓受
損。 路透社

▼▼烏軍士兵本月初向烏軍士兵本月初向
俄軍陣地開炮俄軍陣地開炮。。

路透社路透社

無人機襲莫斯科 市中心辦公樓受損
【大公報訊】據美聯社報道：俄羅斯國防

部30日稱，俄方挫敗了烏克蘭方面對莫斯科的
無人機襲擊。當天凌晨，3架無人機襲擊莫斯
科，其中一架在莫斯科周邊地區被防空系統擊
落，另外兩架在電子干擾設施影響下失控，墜
毀在莫斯科市中心商業區。此次事件造成一人

受傷，兩座辦公樓外牆輕微受損。
莫斯科市長索比亞寧在社交媒體上說，烏

方使用無人機襲擊了莫斯科，兩座辦公樓外牆
輕微受損。俄媒稱，一名保安受傷。莫斯科等
地的空域暫時關閉，莫斯科南郊的伏努科沃機
場部分航班受到影響，持續約一個小時。目前
相關限制已經取消，機場運營恢復正常。

俄國防部稱，此次事件是 「基輔政權企圖
發動的恐怖襲擊」 。同日，烏軍使用25架無人
機襲擊克里米亞，其中16架被防空系統擊落，
另外9架被干擾，墜毀在黑海和塔爾漢庫特角海
域。

美媒稱，俄羅斯首都地區本月第四次、一
周內第三次遇到無人機襲擊。28日，俄方在莫
斯科郊外擊落一架烏克蘭無人機；24日，兩架
無人機襲擊莫斯科，其中一架落在莫斯科河沿
岸俄國防部附近的市中心區域，另一架擊中了
莫斯科南部的一座辦公樓；4日，4架無人機在
莫斯科郊區被防空系統擊落，還有一架無人機
被電子干擾設備攔截。

大公報整理
▲普京（左二）30日出席俄海軍節主閱
兵式。 美聯社

▲俄羅斯軍艦30日在聖彼得堡接受檢閱。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