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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
澤連斯基15日抵達

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與
埃爾多安會面。澤連斯
基批評俄代表團級別不
夠高。他派烏防長烏梅羅夫率
團前往伊斯坦布爾參加談判。

俄羅斯
克里姆林宮表示，俄

總統普京目前沒有前往土
耳其參加俄烏談判的計
劃。普京14日簽署關於俄
方代表團人員組成的命
令，代表團團長為俄總統
助理梅金斯基。

梅金斯基重申，俄方
提出重啟直接談判的目標
是通過消除衝突根源來建
立長期、持久的和平。

大公報整理

美國
美國總統特朗普

15日稱，在他與普京
會面之前，俄烏談判
不會有任何進展。他
表示，如果時機合
適，他可能於16日前
往土耳其。

歐洲
法國、英國等對普京未參加

談判表示不滿，並批評俄方 「拖
延時間」 。歐洲多國近日要求俄
方接受30天無條件全面停火的提
議，否則將對俄實施新制裁。

各方最新表態

俄烏1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
重啟直接談判，俄總統普京、烏總
統澤連斯基及美國總統特朗普可能
現身的消息吸引全世界關注。但俄
方在談判前夕公布的代表團成員名
單顯示，普京並不會前往土耳其。
澤連斯基15日雖抵達土耳其並與土
總統埃爾多安會晤，但最終決定不
參加談判。特朗普亦再次改口，聲
稱自己 「可能16日再去」 。有分析
指出，談判代表團 「降級」 ，表明
俄烏在停火條件、領土劃分等關鍵
問題上立場差異仍較大，想要實現
和平仍非常困難。 ▲澤連斯基（左）15日到訪土耳其並與埃爾多安會晤。

路透社

◀俄烏衝突持續三年多，和平談判仍面臨阻礙。圖為哈爾科夫公
寓樓遭無人機襲擊。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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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俄烏談判計劃於15日以
閉門會議形式在位於伊斯坦布爾的多爾瑪巴
赫切宮總統府辦公室舉行。但雙方就連具體
派誰出席、幾點開始談判都談不攏，美媒形
容現場的各國記者經歷了 「一個令人困惑的
早晨」 。塔斯社最初援引消息人士稱，談判
將於當地時間上午10時舉行。10時剛過，
烏方表示相關報道 「毫無根據」 。俄外交部
發言人扎哈羅娃隨後在新聞發布會上說，談
判 「在土耳其方面的倡議下推遲至下午」 。
但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又告訴美媒，俄烏
雙方 「尚未安排會晤」 。

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說，俄方代表
團從15日早上開始一直在伊斯坦布爾等候烏
方代表團。澤連斯基15日抵達土耳其首都安
卡拉，與埃爾多安會面。澤連斯基批評俄代
表團級別不夠高，如同 「裝飾品」 ，也沒有
人能做決定，但出於 「對特朗普和埃爾多安
的尊重」 ，他還是會派烏防長烏梅羅夫率團
前往伊斯坦布爾參加談判。他說，談判可能
於15日晚或16日舉行。

談判或從技術性問題開始
普京14日簽署關於俄方與烏克蘭談判代

表團人員組成的命令，俄總統助理梅金斯基
擔任團長，其他成員包括俄副外長加盧津、
俄武裝力量總參謀部總局局長科斯秋科夫、
俄國防部副部長福明，以及4名專家。梅金斯
基說，俄方提出重啟直接談判的目標是通過
消除衝突根源來建立長期、持久的和平。

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員赫斯認為，
俄烏同意談判的目的都是想要達成對自己有
利的協議。俄方此次的代表團人員組成與
2022年俄烏在土耳其談判時幾乎完全一

致，表明俄方希望按照當時的思路繼續協
商。在2022年的談判中，俄方要求烏克蘭
放棄加入北約、保持中立並削減軍事力量，
烏方最終單方面中斷談判進程。

美媒披露，西方國家催促烏克蘭參加談
判。烏方希望通過此次談判爭取西方更多支
持。但雙方在關鍵問題上仍有較大分歧。俄
方拒絕了美歐與烏克蘭近期提出的無條件停
火30天方案，烏方則強調必須先停火；俄方
將克里米亞及烏東四地視為自己的領土，而
烏方拒絕 「割地」 。有分析認為，儘管俄烏
同意恢復直接談判傳遞出積極信號，但由於
分歧難以彌合，談判過程將十分艱難。此次
談判可能會從難度較小的技術性問題着手，
例如換俘、暫停打擊能源設施、恢復黑海糧
食外運等。

特朗普多次宣稱將參與談判
正在訪問中東國家的特朗普近日多次宣

稱自己 「可能去土耳其參加俄烏談判」 ，又
一度改口讓美國國務卿魯比奧作為代表出
席。15日，特朗普聲稱，在他和普京會面
前，俄烏談判不會取得進展。他表示，如果
時機合適，自己可能於16日飛往土耳其。法
國、英國等對普京未參加談判表示不滿，並
批評俄方 「拖延時間」 。

俄軍15日仍在前線持續推進。俄國防
部說，俄軍控制了頓涅茨克地區的兩個居民
點，並對蘇梅、扎波羅熱、赫爾松等地的烏
軍實施打擊。法媒分析稱，普京或將採取
「拖延戰術」 ，等到夏季美國對烏軍援耗

盡，屆時俄軍將在戰場上取得更大優勢；即
便烏克蘭勉強撐住，俄方也可以再選擇接受
「就地停火」 的方案。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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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聯酋有望獲百萬美國先進AI芯片
【大公報訊】綜合《華爾街日報》、半島

電視台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繼續訪問中東，
14日與卡塔爾簽署總價值超過2435億美元的多
項協議，包括卡塔爾從美國購買波音客機和武
裝無人機等。白宮稱，與卡塔爾簽署的協議將
帶來至少1.2萬億美元的收益。15日，特朗普
前往阿聯酋。消息人士稱，美國已與阿聯酋達
成初步協議，允許其每年進口50萬枚英偉達最
先進的人工智能（AI）芯片，直至2027年或
2030年。

特朗普15日前往阿聯酋之前到訪卡塔爾烏
代德空軍基地，這是美國在中東地區最大的軍
事基地。他表示，卡塔爾未來幾年將向該基地
投資100億美元。卡塔爾提出贈予特朗普一架
價值4億美元的豪華波音客機，用作 「空軍一
號」 專機，引發巨大爭議。一名美國官員透
露，特朗普希望這架飛機在年底前準備就緒。
卡塔爾駐美大使館的發言人說，兩國軍方的律
師正在就飛機轉讓事宜進行評估， 「卡塔爾不
會就此次可能的政府間轉讓行為尋求任何回

報」 。
消息人士日前透露，特朗普政府與阿聯酋

達成初步協議，允許其每年進口50萬枚美國芯
片巨頭英偉達最先進的AI芯片，其中20%將提
供給阿聯酋科企G42，其餘芯片提供給在阿聯
酋運營的美企。這項協議將至少持續至2027
年，也可能延長至2030年。

以軍狂轟濫炸 特朗普再提「接管」加沙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半島電視台報道：美

國總統特朗普13日起訪問沙特、卡塔爾和阿聯酋，
但繞過傳統盟友以色列。路透社稱，以色列對此感到
沮喪。15日，以色列在特朗普試圖推動盡快結束巴
以衝突之際繼續擴大在加沙的軍事行動，造成逾百人
死亡。

卡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批評說，以色列
釋放出對加沙停火不感興趣的信號。特朗普則重提讓
美國 「接管加沙」 。

在特朗普政府要求下，以色列13日派出談判人
員前往卡塔爾首都多哈，同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
（哈馬斯）就加沙停火進行間接談判。但以總理內塔
尼亞胡只同意臨時停火，而哈馬斯要求徹底結束戰
事。與此同時，以軍持續轟炸加沙。加沙醫療部門
15日說，以軍自當日凌晨以來的轟炸已造成至少106
人死亡。哈馬斯指責以色列在斡旋方推動停火談判重
回正軌之際進行大規模轟炸，企圖在炮火下強加條
件。

特朗普15日再次提出讓美國 「接管」 加沙的計
劃。他聲稱，希望將加沙變成一個 「自由區」 。該計

劃此前引起國際社會強烈反對。
近期，特朗普政府在多個問題上與以色列產生分

歧。他在沙特公開表示，希望沙特能加入《亞伯拉罕
協議》， 「不過，你們按自己的時間來」 。以媒稱，
這一表態意味着特朗普承認沙特當前無意與以色列關
係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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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民眾對烏克蘭難民的不滿情緒與日俱
增。圖為烏難民在波蘭一處難民中心用餐。

法新社

【大公報訊】據BBC報道：俄烏
衝突持續三年多，大量烏克蘭人逃離
家園淪為難民，其中約100萬人湧入
鄰國波蘭。英媒14日指出，波蘭社會
對烏克蘭難民的敵意日益加劇，一些
難民遭到歧視和騷擾。波蘭將於18日
舉行總統選舉首輪投票，為爭取更多
選民支持，即便是最親烏的候選人也
承諾將削減烏克蘭難民福利。

最近幾個月，烏克蘭難民在波蘭
受到歧視的事件顯著增多，包括在公
共場合被侮辱、在學校被欺凌、在網
絡上看到排外言論等。斯維特拉娜
（化名）表示，自己的女兒兩周前在
學校被欺凌，一名同學讓她 「滾回烏
克蘭」 。斯維特拉娜還提到，女兒所
在學校的一些學生對她說烏克蘭語感
到不滿，甚至會假裝摔倒並大喊：
「導彈來了！趴下！」 隨後，這些學
生哄堂大笑，斯維特拉娜的女兒哭着
回家。

BBC稱，波蘭政府將國內生產總
值（GDP）的4.2%用於支援烏克蘭
難民，引起本國民眾不滿。今年3月
的一項民調顯示，支持接受烏克蘭難
民的受訪者從兩年前的81%降至
50%。如今，烏克蘭難民已經成為波
蘭總統選舉中的一個重要政治議題。
極右翼候選人門岑和保守派候選人納
夫羅茨基民調支持率分別排名第三和
第二，他們均反對援助烏難民。支持
率最高的公民綱領黨候選人特沙斯科
夫斯基雖然立場親烏，但也表示將削
減為難民提供的福利，以拉攏中間派
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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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左）15日到訪阿聯酋，與阿聯酋總
統穆罕默德會晤。 美聯社

▲以軍15日空襲加沙北部地區，民眾驚慌躲避。
法新社

俄烏直接談判 普京澤連斯基均缺席
會面時間一拖再拖 雙方分歧難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