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烏衝突即將屆滿三年之際，美國和俄羅斯兩國高官於18日在沙特會談，商討
結束俄烏戰爭的可行協議，並就 「可能在數周內舉行的」 美俄元首峰會進行協調。特朗
普政府官員透露，希望推動俄烏在今年復活節（4月20日）前實現停火，但有意見認
為這個時間不太實際。擔心被邊緣化的歐洲國家於17日在巴黎舉行 「緊急峰會」 ，討論

烏克蘭危機和歐洲安全等問題，以應對美歐
間日益凸顯的分歧。

【大公報訊】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
佩斯科夫17日證實，俄外長拉夫羅夫、
俄總統助理烏沙科夫正飛往沙特首都利
雅得，並於18日與美方官員舉行會晤。
會晤將主要側重於美俄兩國關係總體上
的恢復，為解決烏克蘭問題可能進行的
談判做準備，同時協調兩國總統之間的
會晤事宜。

根據美國官方此前公布的消息，前
往沙特的美方代表包括美國國務卿魯比
奧、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華爾茲
以及美國中東問題特使威特科夫等人。

烏方稱不承認有關協議
兩名美國官員證實，烏克蘭沒有被

邀請參加在沙特舉行的會談，美國計劃
先與俄羅斯舉行雙邊會談，然後與烏克
蘭舉行雙邊會談，最後再舉行聯合會
談。

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話稱，特朗
普政府官員透露，希望推動俄烏在今年
復活節（4月20日）前實現停火。有官員
認為，特朗普關於迅速解決俄烏戰爭的
計劃雄心勃勃， 「可能不切實際」 ，相
比復活節前實現停火，在今年年底達成
協議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17日表示，烏
方並不掌握美方聲稱將在沙特舉行的美
俄談判信息，烏方不會參加此次談判，
也不會承認任何可能達成的協議。他強
調，所有有意願向烏克蘭提供安全保障
的國家都應該參與談判。另外，扎波羅

熱核電站的安全問題應該成為安全保障
的一部分。

澤連斯基連日來多次重申，不接受
任何沒有烏方參與所達成的協議。他16
日被問及是否覺自己仍在談判中有一席
之地時，未正面回答，稱 「我和特朗普
講過，普京是個騙子，他不想要和
平」 。報道稱，澤連斯基19日也將到訪
沙特，但這是事先計劃好的外訪，與18
日的美俄會談無關。

媒體注意到，美國國務卿魯比奧16
日表示，談判尚未正式開始，如果談判
取得進展，烏克蘭和歐洲將被邀請參加
「真正的和談」 。此番表態試圖淡化將

歐洲和烏克蘭排除在談判之外的擔憂。
美國政府俄烏問題特使凱洛格15日在慕
安會上稱，烏克蘭的和平談判桌上不會
有歐洲的位置。

歐洲內部就派兵赴烏分歧難解
特朗普重回白宮後，跨大西洋關係

鬆動。在美國副總統萬斯猛烈抨擊歐洲
後，慕尼黑安全會主席克里斯托夫．霍
伊斯根在16日的閉幕式演講時傷心落
淚，說 「歐洲不是可有可無」 。歐洲主
要國家領導人受法國總統馬克龍邀請，
倉促於17日齊聚巴黎，針對俄烏戰爭與
歐洲安全議題舉行峰會。

據報道，此次巴黎峰會將討論在美
國很可能減少援助的情況下如何保障歐
洲防務，以及如何盡可能為烏克蘭在談
判中贏得更多籌碼。峰會還可能討論停

火後是否要向烏克蘭派遣一支歐洲維和
部隊，但歐盟內部對此存在分歧。然
而，為了避免影響德國大選，有關計劃
要在2月23日後才會公布。

英國首相斯塔默16日表示，英國準
備在加快烏克蘭安全保障工作方面發揮
主導作用，包括在必要時向烏克蘭派遣
軍隊。他指出，維護烏克蘭的安全，就
是維護歐洲大陸的安全，整個歐洲都必
須增加國防支出。但他同時表示，美國
的安全保障對歐洲持久和平至關重要。

斯洛伐克總理菲佐17日稱，向烏克
蘭派兵的問題只能由聯合國或通過雙邊
協議解決， 「這是一個與歐盟無關的話
題，歐盟不應發表評論」 。波蘭總理圖
斯克也表示不會向烏克蘭派兵。

分析指出，美歐之間的矛盾已經因
特朗普政府一系列 「美國優先」 的政策
和表態不斷升級，未來美歐之間的政策
協調會面臨更多困難。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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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哈馬斯願交出加沙管治權
【大公報訊】綜合天空新聞

網、法新社報道：以色列總理內
塔尼亞胡辦公室16日發表聲明
稱，以方談判小組於17日前往埃
及首都開羅，討論繼續實施加沙
地帶停火協議第一階段問題。英
媒此前報道，在埃及施壓下，哈
馬斯已表示願意將加沙地帶的管
治權移交給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但內塔尼亞胡對此表示反對。

以總理辦公室聲明指出，今
次談判決定是與美國中東問題特
使威特科夫協調後作出的。以安
全內閣於17日開會討論停火協議
的第二階段。

以色列與哈馬斯本應於本月
3日開啟第二階段停火談判，討
論釋放以方其餘被扣押人員以及

以軍從加沙撤出等事宜，但雙方
並未進行實質性談判。美國總統
特朗普有關 「清空」 並 「接管」
加沙的主張，引發極大爭議。

英國天空新聞16日晚引述消
息人士稱，哈馬斯在一封致巴勒
斯坦解放組織的信中表示，願意
將加沙地帶的管治權移交給巴勒
斯坦自治政府，條件是所有目前
管治加沙的哈馬斯人員要被納入
新政府，並確保獲得養老金。

內塔尼亞胡17日就此表示，
不會允許哈馬斯或巴勒斯坦民族
權力機構在戰後繼續控制加沙，
重申支持特朗普的 「重建加沙」
計劃。他稱，除非哈馬斯釋放全
部以方被扣押人員，否則 「地獄
之門」 將會被打開。

▲一名在戰火中受傷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加沙拉法地區。 路透社

傳特朗普欲推復活節前停火 被指不切實際

俄烏衝突
•美俄領導人12日通電話，雙方
宣布同意就結束俄烏衝突 「立
即開始談判」。美俄間的高調
互動讓歐洲擔憂，烏克蘭的和
平談判桌上不會有歐洲的位
置。

•美國副總統萬斯14日在慕安會
的演講中大談 「歐洲最大的威
脅來自內部」，指責歐洲背離
了其基本價值觀，又為歐洲極
右翼政治勢力站台。歐盟外交
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指
出，萬斯的演講試圖挑起與歐
洲的爭端。美歐之間的裂痕進
一步公開化。

加徵關稅
•特朗普上任以來，不斷向包括
歐洲盟友在內的多國揮舞關稅
大棒。他13日簽署備忘錄，決
定對每個外國貿易夥伴徵收對
等關稅。白宮高級官員直接點
名歐盟的增值稅，稱這是在佔
美國便宜。

•歐盟14日發表聲明，斥責特朗
普政府破壞自由貿易規則，將
對此作出堅決回應。

AI監管
•在剛剛結束的巴黎AI峰會上，
美國副總統萬斯強烈反對歐盟
對AI發展的嚴格監管，強調AI

帶來的機遇遠大於風險。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
萊恩在會上表示，
必須要保證AI的安

全性。法國總統馬克
龍稱，呼籲加強對AI行業
的 「國際治理」。

▲烏克蘭波爾塔
瓦地區遭俄導彈
襲擊，救援人員
在廢墟中搜尋傷
者。 法新社

◀烏克蘭總統澤
連斯基和德國總
理朔爾茨（右）
上周在慕尼黑會
晤。 法新社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金融時
報》報道：英媒16日引述三名知情官員說
法稱，針對一些與歐盟奉行不同標準的進
口食品，歐盟委員會預計將於下周研究收
緊進口限制，很可能包括大豆等美國作
物。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天對此回應稱：
「沒關係，我不介意。讓他們做吧，他們
只會傷害自己。」

歐盟據傳下周將討論收緊進口禁令，
限制不符合歐盟農藥使用標準的農產品流
入，美國大豆或成為早期目標之一。因為
美國種植大豆等農作物時會用到百草枯等
危害較大的農藥，但這類農藥在歐盟被禁
用。

歐盟官員稱，此舉是為了保護歐盟成
員國農民的利益和競爭力，並非 「針對任

何產品或國家」 。英媒指出，這一舉措與
特朗普的 「對等關稅」 政策頗為類似，預
計將加劇歐盟與貿易夥伴之間的緊張關
係。

歐洲是美國大豆出口的重要市場。根
據美國農業部的數據，2024年，美國向歐
盟出口了價值24.3億美元的大豆，佔當年
總出口量的十分之一。2023年，歐盟有
44%的大豆進口自美國。

特朗普16日被記者問及歐盟可能發布
的食品進口禁令時稱自己 「不介意」 。他
強調，美國已經開始研究對等關稅， 「他
們向我們收多少錢，我們就向他們收多少
錢，這是公平的做法，且對美國非常有
利」 。

一名白宮官員稱，特朗普正在爭取實
現公平和互惠的貿易，並將堅定維護美國
農民的利益， 「我們將繼續努力在全球範
圍內打開市場，推廣高品質的美國產
品」 。

歐盟擬限美國大豆進口 回擊關稅威脅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CBC報
道：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以來，對加拿大
發出關稅威脅，並稱想讓加拿大成為美國
第51個州，引發加拿大政府和民眾不滿。
加拿大民眾近日聚集在美國使領館外示
威，並通過下架美國商品、取消赴美旅遊
行程等行動抗議美國霸權。

特朗普1日簽署行政令，對從加拿大
進口的產品加徵25%的關稅，隨後宣布該
措施暫緩30天實施。加拿大國際貿易和經
濟發展部長伍鳳儀17日表示，如果美國對
加拿大加徵關稅，加方將作出 「有力回
應」 。

加拿大外長喬利15日在慕安會上表

示，美國加徵關稅的舉動 「令所有人震
驚」 ，對加拿大而言更是一場 「生存威
脅」 ，可能導致加拿大數十萬工作崗位流

失，推高失業率。
上百名加拿大民眾15日在美國駐溫哥

華總領館門前揮舞加拿大國旗，舉着 「加
拿大不是美國第51個州」 、 「加拿大是非
賣品」 等標語，呼籲更多國人團結起來捍
衛國家主權和尊嚴。一名示威者稱，加拿
大長期以來多方面過分依賴美國， 「現在
就是一個教訓」 。

兩國的緊張關係還蔓延到了體育比賽
中。北美職業冰球聯盟NHL舉辦的四國對
抗賽近日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舉行。東道主
加拿大和美國的比賽15日舉行。加拿大球
迷在比賽前狂噓美國國歌，接着兩隊球員
在開賽九秒內連續三次大打出手。

加拿大反美情緒高漲 多地爆示威



搶奪格陵蘭島
•特朗普上任前就多次
表態，不排除以軍事
手段 「控制」格陵蘭
島。他威脅丹麥首相
弗雷澤里克森，如果
丹麥拒絕放棄格陵蘭
島，將對其徵收懲罰
性關稅。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
高級代表卡拉斯表
示，歐盟不會就格陵
蘭島問題談判。

大公報整理

美
歐
在
多
項
議
題
上
分
歧
嚴
重

▲一名示威者舉着 「烏克蘭保衛歐洲，美國不
再保衛歐洲」 的標語。 法新社

▲歐洲是美國大豆出口的重要市場。
路透社

▲美加兩國運動員在NHL冰球對抗賽中大
打出手。 法新社

美俄今沙特會談 商結束俄烏衝突

▲美國國務卿魯比
奧17日抵達利雅
得。 法新社

▶俄羅斯外長拉夫
羅夫將率領俄方官
員與美方會晤。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