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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與兩「共和國」建交
烏徵召預備役

普京獲授權境外動用軍隊「新明斯克協議已不復存在」

烏徵召預備役

俄羅斯總統普京前日簽署法令，批准俄

羅斯與烏克蘭東部的「頓涅茨克人民共和

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的友好合作互助

條約，俄外交部隨後宣布與兩個「共和國」建立

大使級外交關係。普京表示，早在俄羅斯宣布承

認兩個「共和國」之前，新明斯克協議已不復存

在，俄方將根據條約向兩個「共和國」提供相應

援助，包括軍事援助。烏克蘭則繼續採取措施應

對，總統澤連斯基下令徵召預備役人員，但表示

目前還沒有必要進行總動員。

俄羅斯總統普京21日晚簽署命令承認烏克蘭
東部的「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
人民共和國」後，美國、歐盟、英國、日本和
澳洲等國相繼宣布對俄羅斯實施制裁，對象包
括俄羅斯國有金融機構等。不過俄羅斯官員表
明，西方制裁只會衝擊世界經濟，但不會迫使
俄羅斯改變其外交政策。
美國總統拜登前日宣布對俄實施制裁，又指

如果俄「進一步入侵」烏克蘭，美國將追加制
裁。根據白宮公布的制裁細節，本輪制裁對象
包括為俄經濟發展和軍隊建設提供資金的兩家
大型國有金融機構及其附屬機構、俄主權債券
市場和5名與俄政府有關聯的個人及其親屬，相
關人士及實體的在美資產會被凍結、禁止美國

個人和企業與其交易、將其排除在全球金融體
系之外並阻止其獲取美元資產。

拜登拒與普京會談
白宮發言人普薩基說，拜登將不會與普京會

談，美方雖然不會放棄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危
機，但只有俄方改變當前做法，外交對話才能
取得成功。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也表示，鑑於美
方認為俄已發起對烏克蘭的「侵略」，他已取
消與俄外長拉夫羅夫原定今日的會晤。
歐盟亦宣布制裁批准承認烏東兩個「共和

國」的俄羅斯議員，凍結其資產和禁止向其發
簽證等，另外制裁27個「破壞或威脅」烏克蘭
獨立、主權、領土完整的個人和實體等。英國

首相約翰遜前日亦宣布制裁5家俄羅斯銀行和3
名俄羅斯富商，並表示這只是「第一步」，接
下來可能有更多制裁措施。日本和澳洲昨日亦
分別宣布對俄實施類似制裁。

烏外長讚「強有力的第一步」
俄羅斯駐美國大使安東諾夫回應指，西方對

俄羅斯的制裁將衝擊世界市場並影響美國人的
福祉，但不會迫使俄羅斯改變其外交政策。烏
克蘭外長庫列巴則表示，美國對俄羅斯實施的
最新制裁是強有力的「第一步」。但他補充
說，烏克蘭並不尋求美國軍隊在當地解決危
機。

◆綜合報道

俄羅斯國家杜馬和聯邦委員會前日先後批准了與兩個
「共和國」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條約確定了俄羅斯

與對方發展全面、長期合作的方針，涵蓋在政治、經濟、社
會、軍事和人道主義等領域進行廣泛合作。條約有效期均為
10年，到期後每5年自動延期一次。俄聯邦委員會憲法立法
委員會主席克利沙斯指出，相關條約和文件為俄羅斯軍隊在
兩個「共和國」領土上的存在奠定了法律基礎。

「最佳解決：基輔棄入北約」
此外，俄聯邦委員會前日召開非例行會議一致通過決議，
允許俄羅斯總統在境外動用俄聯邦武裝力量。決議稱，「根
據公認的國際法準則及規範，聯邦委員會決定允許俄聯邦總
統在俄聯邦境外使用俄武裝力量。俄聯邦總統根據俄聯邦憲
法決定外派部隊的編制、行動地、任務及境外駐留期限。」
普京前日接受俄媒訪問時，就承認「頓涅茨克人民共和

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一事表示，早在俄羅斯宣布
承認兩個「共和國」之前，新明斯克協議已經被烏克蘭一方
「扼殺」，所要執行的內容已一無所剩。普京又表示，在烏
克蘭問題上與西方國家的緊張關係不斷加劇的情況下，莫斯
科準備尋求「外交解決方案」，但「俄羅斯的利益、公民安
全對我們來說沒有商量的餘地」，他又強調，當前解決烏克
蘭危機的「最佳」方式，就是基輔放棄加入北約並維持中
立。

烏總統：暫無必要總動員
烏克蘭方面態度則依然強硬，澤連斯基前日簽署在特殊時

期徵召預備役人員的法令，以提高烏克蘭軍隊應對所有可能
變化的準備，不過他表示當前沒有必要全面動員，「我們需
要的是快速充實烏克蘭軍隊和其他軍事組織。我已經以全軍
總司令的身份下令在特殊時期徵召預備役人員。我要強調的
是，這裏說的僅限列入作戰預備役的公民。」烏克蘭政府昨
日啟動預備役人員徵召工作，招募18歲至60歲公民，最長
服役期限為1年，當局又同時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
烏克蘭外交部昨日敦促本國公民不要前往及立即離開俄羅
斯，理由是俄羅斯「入侵」的威脅可能會導致領事服務的提
供複雜化。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涅邊賈則表示，已有約7
萬人從兩個「共和國」被疏散至俄羅斯。

◆綜合報道

美歐英日澳宣布制裁 俄：不會改變外交政策

美國總統拜登前日下令，要求國防部調整駐歐美軍兵力部
署，向波羅的海區域、波蘭等地區增加部隊和裝備，以加強
北約東側的防禦能力。
五角大樓表示，防長奧斯汀已下令美軍從意大利向波羅的
海區域部署一支約800人的步兵特遣隊。8架「F-35」戰機
和20架「AH-64」阿帕奇武裝直升機將從德國分別部署至北
約東側地點和波羅的海區域。另有12架阿帕奇直升機將從
希臘部署到波蘭。五角大樓透露，這次部署將在一周內完

成。目前，駐歐美軍數量約為9萬人。
◆綜合報道

聯國秘書長：
堅持和平解決烏危機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前日強調，聯合國決不放棄為烏克
蘭危機尋找和平解決方案的決心，同時呼籲有關各方保持克
制，回到外交解決危機的軌道。
古特雷斯呼籲國際社會團結起來，共同應對這一挑戰，爭

取和平，「拯救烏克蘭和其他地區的人民，使他們免受戰爭
之苦」。他表示，將竭盡全力，「在不發生更多流血事件的
情況下解決這場危機」。同時，古特雷斯表示，他對烏克蘭
最新事態發展「深感不安」，其中包括有關越過接觸線違反
停火協議的報道增多，以及地面風險正在進一步升級。
古特雷斯又說，俄羅斯派軍進入烏東地區是「曲解了維和
的概念」，「當一國軍隊未取得另一國同意而進入這個國家
領土，不但不是公正的維和人員，根本就不是維和人員。」
針對俄羅斯總統普京早前指稱烏東地區正在發生「種族滅
絕」，古特雷斯說：「我不認為是這樣的情形。」

◆綜合報道

專家：西方制裁效果有限
對於西方多國相繼對俄羅斯實施制

裁，軍事專家、鳳凰衛視評論員宋忠
平認為，這些措施完全不能對俄羅斯
有絲毫的震撼和影響。西方國家的制
裁會對俄羅斯的金融、科技上帶來一
定的影響，但俄羅斯能夠經受住西方
國家的制裁，才做出這樣一個決定。
另外也是一種回應，即美國不願意給
俄羅斯提供一種安全保障，所以俄羅
斯必然會採取強力的手段來實現國家
安全的保障。
至於烏克蘭最後是否會加入北約，
宋忠平認為這需要看美國的決心有多
大。「美國如果執意讓烏克蘭加入北
約，還需要說服北約其他成員國，這

個難度不小。」他解釋，這是因為烏
克蘭如果「帶病」加入北約，將會讓
北約、美國形成和俄羅斯之間的軍事
對抗，這不符合北約很多國家的實際
利益。
宋忠平最後強調，如果美國總統拜
登有決心維護烏克蘭的利益，他甚至
可以拋開烏克蘭加入北約等議題來和
俄羅斯對峙。此外，美國雖然可以模
仿伊拉克戰爭模式，拉攏一些願意對
抗俄羅斯的國家進駐烏克蘭，對抗俄
羅斯，比如英國、波羅的海、東歐國
家，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拜登應該
不敢。

◆綜合報道

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俄烏會否全面開戰，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
究院副院長、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主任馮玉軍表示，俄羅斯承
認「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並向當
地派出維和士兵的舉動並不意外，「這是在俄羅斯的預案中
的。」
他指出，俄羅斯此前已經多次採取類似行動，比如2008年

俄羅斯與格魯吉亞的戰爭、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通過培植
親俄勢力、支持鄰國叛軍從而進行蠶食，俄國人在這方面駕輕
就熟。」馮玉軍說。他認為，相比2014年的克里米亞，俄羅
斯此次行動更類似於2008年的俄羅斯格魯吉亞戰爭。
對於烏克蘭政府接下來是否會大舉出兵頓涅茨克和盧甘斯

克，馮玉軍表示，烏克蘭政府在法理上絕不會承認兩地獨立，
會堅決維護自己的獨立主權。但他認為，烏克蘭政府軍不會對
兩地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因為一旦烏政府軍大規模進攻，俄
羅斯就將出手，最終演變為俄羅斯的全面進攻。

未來或陷膠着狀態
馮玉軍認為，與美國此前的表態一樣，北約「不可能」向烏
克蘭派兵幫烏政府奪回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實施制裁將成為
歐美懲罰俄羅斯的主要手段。接下來，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也
可能就是否加入俄羅斯舉行全民公投，但馮玉軍認為，國際社
會的抵制和制裁會對俄羅斯形成壓力，在公投問題上「俄羅斯
不是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馮玉軍預測，俄羅斯與西方之後
將圍繞烏克蘭問題陷入制裁與反制裁的膠着狀態，「正如2008
年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獨立後的情況。」

◆綜合報道

憂與俄全面衝突
烏大規模進攻機會低

斥辜負人民信任
烏反對黨促澤連斯基下台
俄羅斯承認烏東兩個「共和國」

後，烏克蘭反對黨「反對派平台－為
了生活」黨發表聲明，呼籲烏克蘭總
統澤連斯基辭職。
該黨在聲明中寫道，「現在頓巴斯

地區的局面是當局不作為和缺乏意志
導致的可怕結果。在選舉中，三分之
二的烏克蘭選民投票支持和平、支持
烏克蘭重新掌控頓巴斯地區，但政府
辜負了公眾的信任，未能完成這項重
要任務。」

「兩年半以來，不顧烏克蘭的外國
夥伴和反對派呼籲、烏克蘭公民和國
際義務的要求，明斯克協議的政治部
分仍未得到實施，也未向和平和統一
的方向邁出任何一步。」該黨稱，
「未能使頓巴斯和平回歸的政府應當
下台。國家和公民不需要為政客的怯
懦、野心和不負責任買單。澤連斯基
政府的失敗不應該是國家的失敗。」

◆綜合報道

美調整駐歐兵力
強化北約東側防禦

◆烏軍前線士兵巡視烏俄邊境。 路透社

◆ 澤連斯基（中)與立陶宛及
波蘭領導人會面。 法新社

◆ 烏克蘭徵召預備
役人員。 路透社

◆一架軍車駛入烏東地區。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