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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及西方盟友對烏軍援外，亦加碼對俄制裁。美國總統
拜登政府前日宣布會與七國集團（G7）其他成員國合作，
共同對俄羅斯「主要創收部門」實施全新制裁，打擊200多
實體及個人。歐盟亦宣布第10輪對俄制裁方案生效，限制
軍民兩用物品出口。至於向烏克蘭援助戰鬥機，拜登昨日則
表示美方已排除這一選項。

美F-16戰機暫不供烏
白宮證實，美國將與盟國制裁10多個俄羅斯金融機構，
以及所謂「在烏非法運作的俄羅斯代理人政權負責人」，
還有多名俄羅斯國防和技術產業參與者。美國商務部
將約90間俄羅斯及第三國企業列入制裁名單，限制其
購買在美製造或使用美國技術和軟件的半導體等產
品。G7成員國亦承諾限制俄工業機械和奢侈品產業，
同時加大制裁監督力度，避免在伊朗無人機中發現的部

件進入衝突前線。
歐盟制裁方案除限制出口外，還包括打擊被其視作「散播
政治宣傳」或「交付無人機供俄國使用」的實體。不過波蘭
認為歐盟對進口俄羅斯橡膠的限制中，多數項目均有豁免且
過渡期極長，幾乎沒有實際效力。各國最終經過多次磋商才
通過制裁方案。
不過拜登昨日表示，美方暫時不會對烏援助F-16戰鬥

機，「根據美國軍方意見，我們沒有理由現時提供F-16戰
鬥機。烏軍現在需要坦克、火炮和防空系統，我們正在將他
們需要的東西運送過去。」
俄羅斯駐美國大使安東諾夫認為，美國及其盟友對俄的最

新制裁措施「聯合絞殺」不會得逞，多數參與國本身就面臨
通脹升溫、商品短缺的困境，新制裁只會損害全球市場，影
響民眾生計。安東諾夫亦警告，美國及其盟友繼續向烏克蘭
提供軍援只會延長衝突，無益於和平。 ◆綜合報道

歐美加強對俄制裁 俄：「聯合絞殺」不會得逞

荷蘭國會前日就北部特大氣田格羅寧根氣田開
採問題發布調查報告，表示氣田開採為荷蘭政府
和石油巨頭帶來數千億歐元利潤，卻在格羅寧根
引發上千次地震，給當地造成「災難性」影響。

8.5萬棟房屋受損
報告指出，自1959年格羅寧根氣田被發現，至

2018年荷蘭政府決定逐漸終止開採，近60年間格
羅寧根氣田賺取的利潤達4,290億歐元（約3.5萬
億港元），其中3,630億歐元（約3萬億港元）流
入荷蘭財政部，660億歐元（約5,484億港元）流
入聯手經營氣田的殼牌集團和埃克森美孚。格羅
寧根在近60年間紀錄1,600多次地震，其中1,594
次地震由氣田開採引發，致使約8.5萬棟房屋受
損，近1.2萬棟房屋出現安全問題。
早在1993年，就有地震研究機構將格羅寧根地

震問題和氣田開採聯繫起來，但荷蘭政府沒有認
真對待地震問題。報告對荷蘭政府和國會都提出
批評，強調荷蘭現任首相呂特未從根本上改善格
羅寧根居民生活；殼牌集團和埃克森美孚則一直
試圖為居民索賠設限。 ◆綜合報道

土耳其災害和應急管理局（AFAD）前日表示，土耳其東南
部地震造成的遇難人數已攀升至44,218人。敘利亞最新公布，
地震死亡人數達5,914人。兩國地震死亡人數共已超過5萬人。
AFAD在聲明中指出，在第一次7.7級地震之後先後共發生了

9,136次餘震。聲明還表示，強震後收到國際組織和其他國家機
構捐贈近33.5萬個帳篷，約有超過11,400名救援人員參與現場
搜救工作。土耳其政府稱，至少有11.8萬座建築物因地震而倒
塌或有倒塌危險，超過100萬人被迫在帳篷中避難。

重建料需1177億元
此外，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估計，由於學校遭到破壞，土耳其
有400萬兒童無法上學，對受影響兒童的支援也是一個問題。
同時，倖存的兒童出現創傷後遺症，不敢在室內睡覺，寧願在
街頭和車站等地方露宿。
路透社引述消息指，土耳其當局已開展重建工作，並已完成招

標，初步估計耗資150億美元（約1,177億港元）。總統埃爾多
安早前承諾，會在一年內為災民重建家園。 ◆綜合報道

土敘震災逾5萬人罹難
400萬童無法上學

西方國家一年以來陸續為烏克蘭提供價值約1,200
億美元（約9,419億港元）援助，《華爾街日報》前
日撰文形容，這種高調介入讓俄烏衝突似乎變成了
「西方自己的戰爭」。然而文章警告，歐美各國試
圖利用消耗戰拖垮俄羅斯，自身也可能陷入「溫水
煮蛙」困境，一旦衝突走向不如預期，這次挫折勢

必衝擊歐美盟國，削弱美國的全球影響力。
《華爾街》分析，美國總統拜登政府一直循序漸

進加碼對烏軍援，一面藉俄烏衝突戰場試驗各類武
器和戰術應用，一面嘗試打破局勢，讓烏克蘭取得
局部勝利。如今相較衝突初期，西方國家援助的坦
克及導彈系統已大幅升級，甚至開始討論援助戰鬥
機，目標就是讓烏軍在春季發動攻勢取得成果，作
為繼續升級對抗的前提。
然而縱觀目前局勢，俄烏雙方仍僵持不下，亦不

斷有消息指歐美政界對烏克蘭實現「全面勝利」的
預期愈來愈低。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高級
研究員加迪就指出，「未來數月將非常關鍵，如果
烏軍新一輪攻勢以失敗告終，衝突陷入僵局，西方
對烏軍援或會削減。也許這一幅度並不明顯，但一
些政客會看到不祥之兆。」

亞洲中東等地面臨更多挑戰
報道還強調，西方國家刺激俄烏衝突升溫，讓全

球地緣政治局勢劍拔弩張。美國及其盟友受惠數十
年的所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已在亞洲和中
東等地面臨更多挑戰。受困於經濟疲弱、通脹壓力
仍未完全減退，歐美社會對「無限度援烏」的支持
度，都不排除會有變化。
美國戰略智庫蘭德公司高級政治學家沙拉普稱，

他始終建議西方國家謹慎處理對烏軍援，「看看西
方軍援力度的變化，半年前根本沒有人能預測到我
們現時所處的位置。再往前追溯半年，來到衝突剛
剛爆發時也是如此。」
沙拉普認為，西方對烏軍援頻繁加碼的被動做
法，隨時存在打破臨界點、導致局勢惡化的風
險，「西方自己也在『溫水煮蛙』，每一次軍援
升級的量變或質變，都會被我們視作常態。潛移
默化之中，我們對正在發生的事情不再敏感，實
際上我們處於緩慢上升的危險螺旋中，沒有任何
停止的跡象。」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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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衝突持續一年，

大批西方國家雖堅稱會持續援

助烏克蘭，私下卻擔憂衝突陷入僵

局、俄烏談判前景難料。《華爾街日

報》前日披露，西方國家近期愈來愈懷疑

烏方有無能力獲勝，英國、法國、德國3

國官員更提出「北約防務協議換和談」

的想法，有意加強北約與烏克蘭的聯

繫，作為鼓勵後者與俄羅斯談判

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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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田開採引發千次地震氣田開採引發千次地震
荷蘭政府為錢漠視民生近荷蘭政府為錢漠視民生近6060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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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披露，這份防務協議由英國首相蘇納克上周提
出，允許烏軍在衝突結束後獲得更多先進軍事裝

備、武器和彈藥作自衛用。法國和德國也支持該倡議，
希望有助增強烏方信心、激勵烏克蘭政府展開對俄談
判，英方還提議將計劃納入北約今年7月的年度會議議
程。不過3國官員都謹慎表示，關於何時以及在何種條件
下展開談判，將完全取決於烏克蘭。
參與磋商的官員透露，烏軍可藉防務協議獲得北約標準武
器系統，與西方軍工供應鏈結合，由北約部分成員
國繼續提供軍援。然而協議絕不包括北約在烏克蘭
駐軍的任何承諾，北約也不會向烏克蘭提供北約第
五條的「集體防禦條款」保護，只會為烏軍提供
「阻止俄羅斯未來任何攻擊」的軍事手段。

拜登籲團結援烏背後現分歧
《華爾街》形容，美國總統拜登等一眾西方

領導人本周還公開呼籲團結援烏，隻字不提俄烏
談判的前景。但在這些言論背後，西方政客其實日益
懷疑烏軍是否真的有能力，將俄羅斯逐出烏東地區和

克里米亞，西方的援助也遲早會無以為繼。有法國官員就形
容，「我們一直在強調俄羅斯不能贏，但這意味着什麼？如
果戰爭以這種烈度持續足夠長時間，烏克蘭的損失將無法承
受，沒有人相信他們能夠奪回克里米亞。」

馬克龍：法德死敵也實現和平
甚至在本月早前的歐盟烏克蘭峰會上，法國總統馬克龍和

德國總理朔爾茨據報就向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坦言，他需要
開始考慮與俄方進行和談。在法國總統府舉辦的晚宴上，馬
克龍據稱還告訴澤連斯基，即使是德法這樣的死敵，二戰後
也不得不實現和平。有知情人士稱，馬克龍還形容澤連斯基
曾是「偉大的戰爭領袖」，但最後會不得不轉變為「政治
家」，作出艱難決定。
報道分析稱，由於北約各項防務決議需所有成員國一致同

意才能通過，考慮到美國官員對事件暫時不予置評，理論上
類似的防務協議不太可能很快在今年中提出。不過有英國官
員已經強調，北約峰會必須向烏克蘭提出明確提議，只有給
澤連斯基一個「政治勝利」，才能成為啟動談判的動力。

◆綜合報道

◆歐洲經濟疲弱，社會對援烏支持有變。圖為德民
眾昨日舉行示威反對援烏。 路透社

◀◀ 馬克龍馬克龍（（右右））
認為澤連斯基認為澤連斯基
終 需 與 俄 和終 需 與 俄 和
談談。。圖為兩人圖為兩人
於本月在法見於本月在法見
面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北約防務協議北約防務協議
由蘇納克提出由蘇納克提出，，
他於本月初剛與他於本月初剛與
澤連斯基在英會澤連斯基在英會
面面。。 美聯社美聯社

◆◆ 德 國 早德 國 早
前向烏提供前向烏提供
「「豹豹 22」」坦坦
克克，，但亦支但亦支
持 俄 烏 和持 俄 烏 和
談談。。

法新社法新社

◆ 調查指格羅寧根氣田項目對民生造成「災難
性」影響。 網上圖片

◆◆土耳其有土耳其有400400萬兒童無法上學萬兒童無法上學。。 路透社路透社

◆◆ 有超過有超過
100100萬人在萬人在
帳篷中生帳篷中生
活活。。

路透社路透社

消耗戰圖謀損人不利己 西方陷「溫水煮蛙」困局


