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美將進行接觸

•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12日說，俄方計劃在
未來幾天先與美方接觸，以獲取關於臨時停火的全

部信息，不排除很快安排普京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的
可能性。特朗普稱，他將於近日致電普京。

大公報整理
▲庫爾斯克蘇賈市近日成為俄烏爭奪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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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CNN、路透社報道：美國聯邦
政府大裁員行動仍在繼續。當地時間11日，美國教育部
宣布大規模裁員計劃，將裁減近50%的員工。新上任的
美國教育部長麥克馬洪稱，這是新政府關閉教育部的第

一步。
美國總統特朗普1月上任時，教育部員工超過4100

人，裁減後估計僅剩不足2200人。教育部表示，將裁
減1950個職位，包括11日裁員計劃涉及的1315人、近

600名接受延遲離職或自願買斷方案的僱員，以及
63名試用期員工。特朗普此前曾多次聲稱要撤銷
教育部，將其職能轉移到各個州，並曾說新任教育
部長的首要職責是 「解散教育部」 。根據美國法
律，必須獲得國會同意才能關閉教育部。儘管共和
黨在國會兩院均佔多數，但預計無法在參議院獲得
關閉教育部所需的60票。

美國太空總署（NASA）11日宣布取消首席科
學家職位，並關閉一個研究太空和技術政策事務的
辦公室，此次裁員共涉及23人。另外，美國國際
開發署（USAID）混亂未止。美國政府僱員工會
說，USAID代理行政秘書卡爾要求職員將大量檔案
放入碎紙機銷毀。該工會請求法院阻止這次 「碎紙
行動」 ，以免USAID因失去重要文件檔案而無法恢
復運作。



【大公報訊】綜合半島電視台、路透社
報道：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搭乘的包機已
於當地時間12日抵達荷蘭海牙，路透社引述
消息人士報道，他將被押送至國際刑事法院
（ICC）的拘留所，或將在未來數日首次出庭
受審。

杜特爾特的女兒、菲律賓副總統莎拉12
日也啟程前往荷蘭。菲律賓媒體稱，莎拉計

劃到荷蘭幫助父親組織法律團隊。
當地時間12日上午7時40分，莎拉從馬

尼拉啟程飛往荷蘭。她11日晚在社交媒體發
表聲明說，菲現政府基於ICC逮捕令拘留其父
親的行為 「公然侮辱了菲律賓主權」 ，並表
示將跟隨父親前往海牙參加審判。ICC自
2021年起正式對杜特爾特領導的打擊毒品犯
罪行動是否有違反人權的情況進行調查，並
於本月11日向ICC駐馬尼拉辦事處發送逮捕
令副本。

菲律賓於2011年成為ICC成員，2019年
退出。曾在杜特爾特任總統期間擔任其法律
助理和發言人的帕內洛說，ICC在菲律賓沒有
管轄權，對杜特爾特的逮捕令站不住腳。ICC
檢察官則表示，該法院對2011年至2019年期
間菲律賓發生的任何罪行都擁有管轄權。

帕內洛表示，杜特爾特的小女兒韋羅妮
卡計劃向菲律賓最高法院提交人身保護令申
請，要求菲政府將杜特爾特帶回國。

押送杜特爾特包機飛抵荷蘭海牙

普京特朗普或通話 商俄烏停戰方案
烏同意全面停火30天 美恢復情報共享及軍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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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教育部徹底關門第一步：裁員近50%

▲杜特爾特的支持者12日在海牙示威。
美聯社

▲美國民眾10日在國會山附近舉行反對政府大裁員的示威。
法新社

【大公報訊】綜合《金融時報》、
法新社報道：俄烏衝突爆發後，德國提出

增強軍事力量的計劃。但11日發布的一份官
方報告顯示，德國聯邦國防軍有四分之一的
新兵入伍不到6個月便決定退出現役，兵力不
增反減。

德國聯邦議院國防軍專員霍格在11日發
布的年度報告中指出，儘管德國在俄烏衝突
爆發後進行大規模招募，國防軍人數仍從
2023年的181540人減少至2024年的181200
人，平均年齡則從32歲上升至34歲。德國原
定於今年實現增兵至20萬人的目標，後來推
遲至2031年實現，但按照現在的趨勢，這個
目標顯得遙不可及。

霍格指出，四分之一的新兵入伍不到6個
月就會退伍，這令德國面臨兵力不足的問

題。此外，德國雖然增加了國防預算，2024
年首次達到北約設定的GDP佔比2%的目標，
但2022年設立的1000億歐元特別國防基金已
消耗逾八成。霍格說，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採購戰車、艦艇、戰機或實現營區現代化
都需要時間」 。報告呼籲德國政府繼續追加
常規國防預算，投入更多資金解決兵力不足
和軍隊基礎設施情況不佳的問題。

德國上月舉行大選，
目前聯盟黨和社民黨正就
聯合組閣展開談判，並計
劃通過修改債務條款來增
加軍事支出。但此舉需要
獲得聯邦議院三分之二多
數支持，料將面臨政治阻
力。

德國擴軍遇阻 兵力不增反減

◀德國預備役士兵6日在柏
林附近接受射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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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烏高級官員11日在沙特就俄烏衝突等議題舉
行約9小時會談。在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烏克蘭
表示願意接受美方 「立即實施為期30天的臨時停
火」 的提議，以換取美方立即恢復對烏情報共享和
軍事援助。不過，臨時停火方案必須得到俄羅斯同
意才能落實。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說，俄方首
先需要從美方獲取更多信息，不排除安排美俄總統
通電話。消息人士稱，鑒於俄軍目前在戰場上佔優
勢，俄總統普京不太可能接受臨時停火方案。

【大公報訊】美國務卿魯比奧、美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
理華爾茲、美中東問題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11日與烏克
蘭總統辦公室主任葉爾馬克、烏外長瑟比加、烏國防部長烏
梅羅夫等烏方代表在沙特城市吉達舉行會談，會後雙方發表
聯合聲明。烏方表示願意接受美國提出的立即實施為期30天
臨時停火的建議；美方宣布恢復對烏情報共享和軍事援
助。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當天晚些時候發表視頻
講話說，烏方同意美方提出的俄烏全面停火，
「不僅在黑海，而且在整個前線，都停火」 。
值得注意的是，烏方此前提出的僅是空中和
海上部分停火。

烏克蘭心心念念的安全保障仍懸而未
決。美烏同意各自組成談判團隊並立即開始
談判，以 「實現烏克蘭持久和平，保障烏長
期安全」 ，但聯合聲明並未提及烏克蘭將得
到什麼樣的安全保障。此外，美烏同意盡快達
成礦產協議，但11日並未簽署該協議。魯比奧
說，礦產協議很重要，但並非當天會談主題。他還
證實，會談期間討論了烏克蘭作出領土讓步的問題。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12日就烏克蘭危機相關進展表
示，中方期待各當事方通過對話談判找到照顧彼此關切，可
持續和持久的和平方案。

傳美俄總統14日通電話
俄羅斯會否接受臨時停火方案受到廣泛關注。魯比奧

稱，現在 「球在俄羅斯那邊」 ，美方希望俄方給出肯定答
覆，並計劃於12日與俄方接觸。美國總統特朗普11日表示，
他可能在本周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通話，並希望能在接下來幾
天內通過談判達成俄烏之間的持久停火。佩斯科夫說： 「我
們不排除高層電話會談的可能性。」 他表示，如有必要，雙
方將很快舉行會談。現有的與美國對話渠道使雙方能夠在較
短時間內完成溝通。魯比奧和華爾茲將通過不同渠道向俄方
通報美烏談判細節。俄媒稱，普京與特朗普將於本周五（14
日）通電話。

俄消息人士12日披露，普京不太可能接受臨時停火，因
為俄軍目前在戰場上佔據優勢，普京希望得到明確保障。另
一名消息人士說，美國在提出臨時停火的同時恢復對烏軍
援，這讓俄方心存疑慮。俄羅斯聯邦委員會副主席科薩切夫
強調，任何關於烏克蘭的協議都應該依據俄方條件達成，而
非美方條件。他補充說： 「真正的協議由戰場決定。」

澤連斯基12日重申，烏克蘭的 「紅線」 是不會承認任何
被俄羅斯佔領的土地。但俄方多次表示，烏東四地已通過公
投併入俄羅斯，不容談判。澤連斯基還聲稱，基輔並不信任
俄羅斯，若俄方拒絕接受臨時停火方案，他希望美國將採取
「有力的措施」 ，例如制裁俄羅斯或加碼援助烏克蘭。

俄軍攻入蘇賈市中心
塔斯社12日稱，俄軍向入侵俄邊境庫爾斯克州蘇賈市的

烏軍發動進攻。俄軍事記者稱，俄軍已在蘇賈市中心升起俄
羅斯國旗。烏官員承認，部分俄軍已進入該市，但烏軍並未
完全撤離。烏軍去年8月越境襲擊庫爾斯克，試圖為和談爭取
籌碼，但如今他們面臨被包圍的危險。

歐洲領導人對美烏就臨時停火達成共識表示歡迎，但同
時避開美國在巴黎舉行會議，討論如何在衝突結束後向烏克
蘭提供安全保障。英法兩國近期多次表示有意在烏克蘭部署
維和部隊。俄外長拉夫羅夫12日警告說，俄羅斯在任何情況
下都不會接受北約部隊以任何身份出現在烏克蘭，維和部隊
也不例外。 （綜合報道）

•俄羅斯消息人士12日披
露，俄總統普京不太可能
接受臨時停火30天的方
案，因為俄軍目前在烏克
蘭戰場上佔據優勢，普京
希望得到更有利條件。另一
名消息人士說，美國在提出
臨時停火的同時恢復對烏軍
援，這讓俄方心存疑慮。普京
此前多次強調，俄方不接受臨
時停火，而要尋求能夠保障俄方

利益的長期和平。
•俄羅斯聯邦委員會副主席科薩切夫
12日說，任何關於烏克蘭的協議都應

依據俄方條件，而不是美方條件。他
補充說： 「真正的協議由戰場決定。」

普京心存疑慮

•根據會談後發表的聯
合聲明，烏克蘭表示
願意接受美方提出
的 「立即實施為期
30天臨時停火」
的建議。不過，
該建議必須得
到俄羅斯同意
才能執行。

•美國
政府表示，

將立即恢復與烏
克蘭的情報共享及

對烏軍事支持。

•美烏同意
盡快達成礦產協

議，但並未在會談現場
簽署該協議。美國務卿
魯比奧說，礦產協議很
重要，但並非當天會
談主題。

美國恢復對烏軍援

▼魯比奧（左）和華爾
茲預計將向俄方通報

美烏會談細節。
美聯社

•美烏同意
各自組成談
判團隊並立即
開始談判，以
「實現烏克蘭持
久和平，保障烏長
期安全」，但聯合
聲明並未提及烏克蘭
將得到什麼樣的安全保
障。

美烏會談成果

▼烏克蘭中部城市克里維
里赫12日遭導彈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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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士兵10日在前線架設
天線，準備對俄軍陣地發動無
人機襲擊。 法新社 俄羅斯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