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際 新 聞A19

20222022年年88月月2525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2年8月25日（星期四）

2022年8月25日（星期四）

◆責任編輯：林輔賢

泰國總理巴育的任期是否屆滿
引發爭議，憲法法院9名法官昨
日一致同意受理反對派提出的釋
憲案，並以5票贊成及4票反對，
通過下令暫停總理巴育的職務，
直到對巴育的任期進行法律審查
作出裁決後再定奪。

副總理巴逸暫代職務
泰國反對派171名國會議員在日
前向憲法法院提交聯署釋憲案，要
求法院裁定是否終止總理巴育8年
的任期，憲法法院昨日作出上述頒
令。副總理威薩努表示，在法院審
理此案期間，現屆內閣將會繼續工
作，另一名副總理巴逸會根據憲法
暫代總理職務。威薩努又引述巴育
指出，他的任期視乎法院的決定，

如果裁定他任期屆滿，巴逸將接任
看守總理。
巴育暫停總理職務期間，會繼

續擔任他兼任的國防部長一職，
他有15天時間就憲法法院的決定
作出申訴。有反對派領袖表示，
權力由巴育轉到巴逸手上並無分
別，指國家需要新的領導班子。
泰國軍方於2014年5月發動政

變，接管國家政權，同年8月25
日巴育出任總理。依照泰國憲法
規定，總理任期不得超過8年。反
對派認為巴育的任期應在今年8月
24日屆滿。不過巴育的支持者不
同意，指現行憲法在2017年4月
生效，巴育任期應由當時開始計
算，亦有人認為新憲法生效後首
次大選在2019年舉行，巴育當年

6月就任文人政府總理，任期至今
只是3年多，未有違反憲法規定。
另外，由媒體和學者組成的

「人民之聲」組織近日就巴育的
任期進行網上民調，在收集的37
萬份回覆中，有93.17%的人要求
巴育下台，一面倒反對巴育留
任。 ◆綜合報道

在俄烏衝突持續半年之際，烏克蘭昨日迎來獨立
日，總統澤連斯基前日表示烏方將戰鬥到底收復失
地，又稱將會奪回被併入俄羅斯的克里米亞，強調在
行動之前不會與任何其他國家協商。俄羅斯國防部長
紹伊古同日表示，俄方是刻意放緩對烏的軍事行動，
以減少造成平民傷亡。
澤連斯基說，烏克蘭一直表明希望通過外交手段結

束領土被佔，特別是克里米亞的衝突，但俄羅斯沒有
接受這種做法。他同時強調烏軍不會打擊民用建築和
平民，特別是在臨時被佔領的烏克蘭領土上。澤連斯
基還提到，烏方目前還沒有準備好與俄進行有關停火
的談判，因烏方不想重複《明斯克協議》的經驗，這
導致該國失去對其領土的控制。澤連斯基再次呼籲西
方國家向烏提供更多武器，以加快結束衝突。

約翰遜再訪烏 俄放緩進攻減平民傷亡
英國首相約翰遜在未有事先公布下，昨日突然到訪

基輔，是他今年內第4次到訪當地。約翰遜與澤連斯
基會面後一同舉行記者會，約翰遜表示英國繼續堅定
支持烏克蘭，並稱目前並非推動與俄談判的時候。
美國總統拜登昨日宣布，再向烏提供總值近30億

美元（約235億港元）的軍事援助，包括向烏軍供應
無人機和其他武器，並協助烏進行長期防禦。這是美
國至今對烏最大筆軍援，拜登表示這顯示出美方對烏
的堅定承諾。德國政府發言人稱，德國將再向烏交付
總值超過5億歐元（約39億港元）的武器，包括三套
防空系統及十多部裝甲車。
紹伊古指出，俄對烏特別軍事行動的進攻放慢，是

一個有意識的決定，目的是盡量減少平民傷亡，目前
軍事行動正按計劃進行。他還指責美國及其盟友向烏
提供武器裝備，只會導致更多人員傷亡，使烏境內的
武裝衝突長期持續。 ◆綜合報道

8年總理任期屆滿惹爭議
泰憲法法院暫停巴育職務

澤連斯基揚言奪回克里米亞
無意與俄談判停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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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委員會聯合研究中心發布的「2022年
8月歐洲旱情報告」指出，8月歐洲多地

旱情嚴峻，歐盟及英國47%的土地處於「乾
旱預警」狀態，即降雨量較往年偏少，土壤
含水量不足，面積較7月份報告上升3個百分
點；此外，17%土地處於「乾旱警告」狀
態，即旱情已對植被和農作物產生負面影
響，上升了8個百分點，反映旱情明顯加劇。
其中英國、德國、法國，以及意大利和西班
牙等多個歐洲南部國家的情況正在惡化。

榖物收成料下跌16%
報告指出，受旱情影響，與近5年平均水平

相比，今年歐洲榖物收成料下跌16%，其中

大豆收成料下跌 15%，葵花籽收成料跌
12%。 與此同時，由於降雨量嚴重不足，歐
洲幾乎所有河流都受到影響，波及包括水力
發電等能源供應和水上運輸。由於要確保可
在水位低的河道航行，船隻不得不減少載
貨，從而加劇供應鏈問題。歐盟多個成員國
被迫限制用水，持續乾旱還導致歐盟全境面
臨森林火災危機。

氣候變化影響逐年加劇
報告預計儘管近日歐洲一些地區出現降

雨，當地旱情得以緩解，但直到今年11月，
西歐—地中海地區氣溫可能較往年偏高，氣
候更加乾燥；整體而言，歐盟委員會聯合研

究中心初步評估今年歐洲旱情或為「500年一
遇」。
面對嚴峻態勢，歐盟委員會創新、研究、

文化、教育和青年委員加布里埃爾表示，嚴
重乾旱和滾滾熱浪給歐盟全境水位帶來空前
壓力，導致今年歐盟森林火災更加肆虐，糧
食作物收成受到嚴重影響，凸顯氣候變化的
影響正逐年加劇。至於應對之策，上月報告
曾表示，歐盟在制訂抗旱策略的同時，需要
着眼解決根本問題，即應對氣候變化對地球
水文循環的干擾破壞。未來需進一步採取措
施，通過防範氣候變化對能源供應的影響、
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等戰略，提前防範乃至
適應變幻莫測的氣候。 ◆綜合報道

在全球糧食價格飛漲下，全球四間最大的
穀物貿易商卻錄得破紀錄的收入和利潤，被
批評在貧窮人口無法負擔高昂糧價之際，借
糧食危機謀取暴利。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數據，全球的糧食價

格在今年累計飆升超過20%，聯合國世界糧
食計劃署指出，現時約有3.45億人正面對嚴
重糧食危機，較新冠疫情爆發前多出2.1億
人。然而四大穀物貿易商包括美國ADM、邦
吉、嘉吉及法國的路易達孚，卻因糧食需求
不斷增加推升價格，利潤大升。
嘉吉的業績顯示，截至今年5月的年度收入

增長23%，達到破紀錄的1,650億美元（約
1.3萬億港元）。ADM今年第二季亦錄得歷
來最高利潤，邦吉銷售額在第二季按年增長
17%，路易達孚報稱去年利潤按年增長超過

80%，收入也增加近四分之一，達到16.2億
美元（約127億港元）。

專家稱糧食系統可怕現象
可持續糧食系統國際專家小組聯合主席德

舒特表示，四大糧商控制着全球70%至90%
的穀物貿易，由於全球穀物市場相比能源市
場更集中，透明度更低，因此存在謀取暴利
的風險。在貧窮人口飢餓情況加劇之際，糧
商利潤卻不斷上升，明顯是絕不合理，形容
是糧食系統的「可怕現象」，指這些企業應
為預防糧食危機付出更多。
有慈善機構呼籲各地政府向這些公司徵收

暴利稅。國際發展慈善組織Bond政策經理馬
丁松認為，暴利稅是恢復市場平衡及幫助貧
困人士的方法之一，若政府拒絕徵收暴利

稅，亦應考慮採取其他方法遏抑糧食價格，
包括對大宗商品貿易設定價格上限或進行嚴
格監管。

◆綜合報道

歐盟前日發布最新旱情報歐盟前日發布最新旱情報

告告，，顯示本月歐盟及英國旱情顯示本月歐盟及英國旱情

加劇加劇，，總計總計6464%%的土地受乾旱的土地受乾旱

波及波及，，處於處於「「乾旱預警乾旱預警」」或或

「「乾旱警告乾旱警告」」狀態狀態，，多國旱情多國旱情

正在惡化正在惡化。。報告指歐洲正面臨報告指歐洲正面臨

至少至少500500年來最嚴重的乾旱年來最嚴重的乾旱，，

導致內陸航運減少導致內陸航運減少、、電力生產電力生產

和部分農作物的產量下降和部分農作物的產量下降。。

據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昨日報道，
受高溫乾旱天氣影響，位於美國得克薩斯州
恐龍谷州立公園內的一條河流乾涸見底，大
量恐龍腳印化石重見天日，其中最古老的腳
印可追溯至1.13億年前。
公園發言人表示，這些腳印遍布河床，大

部分腳印屬於一隻成年的高棘龍，其身高約
4.6米，體重接近7噸。除了高棘龍，研究人
員亦發現波塞東龍的腳印，這種草食性恐龍
成年後高約18米，重量可達44噸。
公園發言人還稱，在正常的天氣條件下，

這些恐龍腳印會藏於水下，被沉積物覆蓋，
不容易被發現。
園方在乾旱期間找來義工協助清理河床，

令到這些腳印重見天日，以便研究人員探尋
腳印背後的歷史。
得州近期受到熱浪侵襲，多處氣溫升至攝

氏37度以上，超過六成地方乾旱，不過預計
即將會降雨，園方稱恐龍腳印可能會再次被
淹埋，這也有助保護其免受自然風化和侵
蝕。

◆綜合報道

美河流乾涸見底
逾億年恐龍腳印「見天日」

糧食危機竟造就暴利 四大糧商盈收破紀錄

◆反對派支持者要求巴育下台。
美聯社

◆英國首相約
翰遜（左）昨日
再度到訪基
輔，與澤連斯
基會晤。

網上圖片

◆全球約有3.45億人正面對嚴重糧食危機，
糧商利潤卻不斷上升。 美聯社

◆◆恐龍腳印遍布河床恐龍腳印遍布河床。。 法新社法新社

◆◆農作物受旱情影響農作物受旱情影響，，今年歐洲榖今年歐洲榖
物收成料下跌物收成料下跌1616%%。。 法新社法新社

◆◆由於降雨量嚴重不足由於降雨量嚴重不足，，歐洲幾乎歐洲幾乎
所有河流都受到影響所有河流都受到影響。。 法新社法新社

法國 意大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